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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草原（中国画）
老 海作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掩映在黄河北岸、陕北群山之中的
瓦窑堡！

你是黄土高坡上流传久远的一个神
话，你是天下最坚固的北方堡垒。烧砖
制陶开辟了陕北土窑洞升级为砖窑洞的
先河，亮堂堂的砖窑洞里陈设的陶罐装
下五千年的陕北记忆。

这里是大力改革教学体制，堪称宋
学先驱的大教育家胡瑗的故乡。这里的
山河深情，留下逃亡 12年之久的重耳在
此养精蓄锐，最终成就他的霸业。这里
的石头上刻下人类石刻史上数个之最，
开凿于东晋太和年间的钟山石窟是世界
上最早的石窟和石刻艺术最高的典范，
寺院石缝里神奇般地生长出的几株菩提
树，如今长势很好，颠覆了北方不能成活
热带植物的传统认知。

这是瓦窑堡，诞生了多位共和国将
军的弹丸之地。这里啊，每一块石头每
一条河流每一座高山都是自古以来留存
下的颂词，每一句颂词里盛开着瓦窑堡
之花。

自颂词上写下红色的记忆，不管是
寒冬还是春天里，不管是过去的时光，还
是如今的新时代，你的大地和天空中总
要开满花儿，雪花、山花、枣花和小米花
以及革命之花，每一朵花儿的故事里，都
在讲述着中国革命的红色经典。

在你青砖建起的窑洞里，在你青砖
铺就的胡同里，历史将浓重的烟云留在
你交织的窑洞和胡同中。中央红军的脚
步在你的胡同里找到落脚点，在你温暖
的窑洞里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
“瓦窑堡会议”墙外的那个石碾子还

在，碾盘上被碾压过的时光，如同淘金一
般地呈现出历史的光点。瓦窑堡，这个被
时间定格为历史见证的地方，触摸到的是
革命的真谛，是建立新中国的真理。第一
个时间点，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
军落脚瓦窑堡；第二个时间点是著名的
“瓦窑堡会议”在这里召开。瓦窑堡从此
被誉为“中国红都”。红色，正在覆盖着这
里千百年的黄色，这脚底下的青砖，一块
块正在改变着颜色，一条条红色胡同通往
1949年10月1日的那一天。

二千多名烈士，是瓦窑堡对中国革命
的倾囊舍身与慷慨付出。在中央红军到达
瓦窑堡后的一个月时间里，乡亲们筹粮700
石，缝制衣服3000套，筹到蔬菜8万斤。

这里荡漾着红色的浪漫主义，张闻

天在瓦窑堡的窑洞里结婚，喝不到喜酒
的毛泽东向张闻天讨来一支香烟才肯罢
休。这里的细微之处彰显着伟人巨大的
人格魅力，周恩来在石碾道里捡起米粒
说这小米能养活中国革命。一时间中央
机关纷纷在这里落地生根，中共中央、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进
驻这里，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也在瓦窑堡
正式成立并开学，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
中华》在瓦窑堡复刊，瓦窑堡遂成中国革
命的红都。

这里的方向被历史赋予新的路径，
这里是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落脚地，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发祥地，这里是
红军抗日东征的出发地。

这里的颂词被收藏在革命历史辉煌
册中。这是一个需要仰望的堡垒，城堡里
遍地是华夏历史和红色历史拾遗。

这里有着草木的嫩绿与茂盛，这里
有着山水的辽阔与深情。到瓦窑堡去
啊，瓦窑堡在时光深处抒写着天空之下
最美的山水。

在瓦窑堡的山脉中喊着你的名字，雨
纷纷、雪纷纷，来自瓦窑堡的颂词顿时化
作青雨和白雪降临到这里的窑洞之上，赐
福所有的村庄，恩赐所有的山水之灵。

这里曾写过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
时空是历史是祖先是灿烂，下联写的是
时光是红色是幸福是一个新的时代。把
对联贴在门扉，每一次出门，伸手就能握
住一种温暖。你的火焰总是燃烧着一片
想象的空间，让所有的风声走进你的火
焰，借助你的光芒飞翔。

你就是山水的种子啊，你的种子生
长出美好的时光和美好的祝福，你的种
子里有着颂词的基因，这个基因来自远
古的智慧，来自祖先的预言。

你是瓦窑堡，你的钟山石窟、黄帝
冢、龙虎山脉处处生长着人世上最好的
颂词，你懂得让这些颂词在种子的破土
中融入这片深情的黄土地，你懂得让你
的颂词在繁荣中耸立起善良的风向标，
你懂得让你的颂词高高在上，普照光芒
中的万水千山。

今夜，高坡上的窑洞里亮起灯光，走
出门，就在你的光晕里仰望，你黎明的每
一道曙光都饱含着你深情的颂词。颂词
明亮，照耀路途，一步步抵达理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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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子湖密营里有作战室、兵舍、仓
库、药房、厨房，还有被服厂、枪械所和哨
所。一切都很隐蔽，一切都悄无声息。

日伪军疯狂地围剿抗日联军，前线
到处都在打仗，有些战斗非常惨烈，伤亡
官兵越来越多。女兵们担心前线的战
事，也惦记着自己的心上人。

李珍一手捏着缝衣针，一手按着一
枚纽扣，正一针一线地给军装钉扣子，她
没看见二龙已悄默声地走到了跟前，等
她感觉眼前站个人，猛地抬头看见二龙，
惊喜地问：“二龙，你咋回来了？”二龙赶
紧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队长，我们团
长让我给你捎来一封信。”李珍是被服厂
缝纫队队长，正跟高团长谈恋爱。她忙
放下手里的活计，一边接信一边问：“你
是啥时候回来的？”二龙边擦汗边说：“刚
回来，还没去仓库领物资呢。”李珍正想
打听情况，姐妹们呼啦一下围过来，七嘴
八舌地嚷嚷，“高团长来信了！”“快给我
们念一段。”李珍一面应付姐妹们，一面
迅速把信封揣进兜里说：“二龙，快去领
物资吧，回去告诉你们团长，让他不用惦
记我。”

李珍一直等收工才回到宿舍，拆开信
封，抽出信纸，见上面全是油印的铅字，心
里虽纳闷儿，还是逐字逐句地念起来。

这哪是心上人写给自己的信啊，这分
明是一张伪“满洲国”治安部门捉拿杨靖
宇司令员的告示，上面还用笔打了一个大
大的叉。他大老远地送给自己一张告示
干什么？难道他是想告诉她，鬼子捉拿杨
司令员的赏金又涨了，还是抗联官兵的处
境越来越险恶了？日伪军抽调重兵围剿
抗日联军，她从进进出出的军装和弹药数
量上就能判断出前面的险恶形势。她捏
着告示，伤心地埋怨，“你这个人啊，整天
只顾着打仗，也不会心疼人，好不容易有
人回密营，哪怕给我写句知心话也行啊！”
看着手中的告示，想扔掉又觉得怪可惜，
好歹是从前线捎来的，留着包东西吧，便
顺手把告示扣在床上。这一扣才发现告
示背面有字，是用钢笔一笔一画写上去

的。只见信里写着：“珍：我们团昨天冲出
鬼子的包围圈，夜里都睡在山上，这里比
较安全。部队在山里休整两天，准备再出
去攻打鬼子的一个小队。我这里一切都
好，不用惦念……你知道部队纸张奇缺，
这张告示还是二龙在路上捡来的，我给你
报个平安！”

李珍把信从头到尾又细细地念一
遍，才把信紧紧地贴在胸口上，抬头望着
窗外的白桦林，心早飞到了另一个人身
边。随后又想，跟鬼子打仗，能捡到一张
告示也不容易，即使天天捡到告示，也不
能老用告示写信啊，那多不吉利……

孙玉凤也在被服厂，她是裁剪队队
长，去年八月跟二师副师长结婚了。一
天，她看见二龙又给李珍捎信来了，心里
嘀咕，李珍命真好，总能收到前线来信。
自己也担心丈夫的安危，却见不到人，也
见不到信，只能眼巴巴干着急。过了一会

儿，孙玉凤忍不住问李珍：“高团长从哪儿
搞到的信纸啊？”李珍握着一支竹筒，红着
脸说：“是我送他的。”孙玉凤纳闷，非要看
李珍送的信纸。李珍知道躲不过，只好敲
开竹筒的封泥，取出一张浅黄的信纸，刚
要举起来，坐在她身边的冯颖一把抢了过
去，她仔细看着信纸说：“你这也不是纸
啊？”李珍用竹筒敲着她的后背说：“快点
还给我。”冯颖把信纸高高地举过头顶说：
“你说了，才给你。”女兵们一齐望着李珍，
目光里充满期待。李珍只好揭开了秘密：
小时候，她妈经常把桦树皮晾干，用小刀
把桦树皮刮得跟纸一样薄，再裁成一张张
的用它画图、描鞋样子。她于是把目光投
向了林子里的桦树皮……

冯颖又仔细地闻了闻，惊呼：“真是
桦树皮，还带着桦树皮的香味呢！”孙玉
凤便逗她说：“赶明儿你也用桦树皮做信
纸，让人捎到前线去。”冯颖见她拿自己
打趣，也奋力反击：“玉凤姐，赶紧向珍姐
拜师学艺吧，不拜师可就耽误师长给你
写信了。”

这以后，男兵发现女兵们在白桦林
里除了晾晒衣物，还晾晒大片大片的桦
树皮，该休息的时候也不休息，似乎比以
前更忙了。不过，她们脸上整天挂着笑，
那笑就像密营上空的太阳，让人觉出温
暖的同时，又多了那么一丁点神秘……

芳 香 桦 树 皮
■刘洪林

记 忆

小说，为生活插上翅膀

1

一个男人的胸腔能够容纳所有的

地理和地理上关于生命的希望。

东方的这位军人，他只手按剑柄，

没有拔出鞘的锋芒仍有光芒闪耀。

从童年生长棉花的田野走向远方，

从风吹麦浪的记忆走向海洋。劈波斩

浪的豪迈不是为了简单的抒情，它证明

着一个战士的心。

2

仿佛鼙鼓的心跳，金戈铁马的往事

鼓舞多少英雄豪杰？

时间向前，当勇士站在土地的边

缘，他看到大海。大海，这自由而辽阔

的元素。他踏浪而行，星子散落在波涛

中，它们是陆地出远门的孩子。

岛屿，是土地勇敢的弄潮儿，它们是

人类和海洋关系最早的书写者。人类世

界漫长的岁月总是潮起潮落。我知道，

海洋是一篇大文章，凸起的岛屿仿佛陆

地派遣过去的一个个标点。它们不是围

棋中或黑或白的棋子，它们是陆地的子

民，更是深入惊涛骇浪的勇士。

3

我看见一个人凝神站在岸边，是在

呼唤陆地的游子，还是在农耕文明的边

缘提醒海浪对陆地的拱卫？

在人类安宁和纷争的历史中，那一

个又一个岛屿仿佛是海洋中和平的项

链。在战争与战争的缓冲地带，那些勇

士，包括我们曾经的父老乡亲，他们宁

静的生活多么像阳光下发光的珍珠。

我看见一个人在地图前，对那些岛

屿如数家珍。

4

心灵，是人间最大的容器，它装得

下高贵和卑贱，它鼓励强大者谦逊，弱

小者自强；初春的故乡，油菜花芬芳了

田野，蝴蝶和蜜蜂在画面上美好的飞

翔，人们啊，请记住和平寻常的模样；投

降论者注定是耻辱的；既然我们无法预

测下一个强盗是谁，我们温柔的双手一

旦握紧，就是有效的铁拳。

和平的意义让军人的铮铮铁骨更

愿意柔情似水。水一样的力量说服沙

漠生长庄稼和芬芳的玫瑰，多么希望大

地上的英雄就是每一个父老乡亲。

而和平绝不会产生于懦弱、幻想和

卑躬屈膝，只有每一个将军都无敌，每

一个士兵都视死如归，那些掌握破坏力

的敌人才能安分守己。

5

我愿意把由衷的赞美向远方说出：

数十个夜晚，我读着《岛屿战争论》，读

着一个男儿的勇气、智慧和豪情。

我首先要赞美的是一个人的眉宇

和眼神。剑气荡漾着历史的记忆，他迷

人的瞳孔里闪烁着祖先骨殖里永不熄

灭的磷火。那样的眉宇和眼神泊着我

不断寻觅的人性的温柔，也让我见证了

军人的沧桑与坚毅。我想象着那个站

在海岸向海洋深处眺望的身形和剪影，

透过历史的风尘，那也是我努力寻找的

一个铁骨铮铮的雕像。

即使身处无边的夜色，我们也总能

看到真正的勇士一边在仰望星空，一边

脚踩大地，他要做有准备的人，他永远

不会放弃的理想：每一块土地不荒芜，

每一个坐标都拒绝阴谋，每一个人都在

尊重另一个人！

6

我曾在历史中读过无数的卑微和

无数的勇敢。暗淡的灵魂和闪耀的名

字，他们都经常让我夜不能寐。

我一想到自己一直在关心着每一

个人的平安与幸福，我就相信有一种力

量与军人密不可分。

他带给战争的是防止战争，他带给

和平的是和平者的努力，他希望人类的语

言中最终会省略一切的军事术语，激情、

智慧和热爱，它们的目的地都是和平！

出鞘的锋芒
■周庆荣

士官高成怎么也没想到转业后，他
又回到了自己挚爱的第二故乡——新
疆乌恰县吉根乡。让他更没想到的是
上任之初，前来迎接他的竟然是自己一
直思念的“冬古拉玛妈妈”。

时隔半年，当妈妈在冬古拉玛山口
再次握住高成的双手时，四目相对，泪
水顿时夺眶而出。

16 年相伴戍守边关，离别连队那
天，“冬古拉玛妈妈”亲手为高成包了送
行饺子。妈妈的送行饺子，曾让所有在
西陲边关、斯姆哈纳边防连守防过的官
兵终生难忘。

妈妈名叫布茹玛汗·毛勒朵，是乌
恰县吉根乡一位普通的柯尔克孜族牧
民。她没有文化，也不会说什么豪言壮
语，就是这样一个山区妇女，从 19岁开
始成为这里的护边员，如今已是 70多岁
高龄。50多年间，她默默无闻地和边防
官兵一起守卫着祖国的西陲边关。

冬古拉玛山口是一个通外山口，这
里终年积雪不化，环境极其恶劣。这里
也是南疆军区某边防团斯姆哈纳边防
连守卫的一个重要山口。
“冬古拉玛妈妈”在斯姆哈纳，尽人

皆知。因为除了自己的孩子，她还有数
不清的“兵儿子”。她常说：“这些孩子
远离父母，来到我的家乡守卫边关，他
们更需要得到母爱，但是他们的母亲离
得太远，我就要当好他们的母亲。”

已退伍回乡的浙江籍战士罗齐辉，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自己有两个妈妈，一
个是给了他生命的亲生母亲，另一个就
是救过他命的“冬古拉玛妈妈”。

时光回溯到多年前那个雨雪交加
的夜晚，经过 7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列
兵罗齐辉终于走到了界碑前。见到界
碑的一刹那，欣喜至极的罗齐辉忘记了

雨雪交加带给他的寒冷。返程路上，这
个 18岁的列兵因肢体冻伤和体力不支，
摔下了马背。

时任连长胡红利赶紧把罗齐辉送
到了妈妈家。

在高寒山区生活多年的妈妈非常
清楚，若不及时救治，这孩子冻僵的双
脚将无法保留。

妈妈心疼的泪水顺着脸颊流到了
衣襟上，也流进了心里，罗齐辉才 18岁，
这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无论如何，她
都要尽全力救治自己的“兵儿子”。妈
妈用颤抖的双手将罗齐辉冰冷的双脚
揣进自己怀中，又让儿子麦尔干杀掉了
家里唯一的小羊（柯尔克孜族有热羊血
治疗冻伤的土方）。

当时，在一旁的连长胡红利不能忘
记，“冬古拉玛妈妈”含泪用双手蘸着羊
血在罗齐辉腿上仔细揉搓的画面。时
至今日，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妈妈的眼泪
一颗颗滚落到羊血盆里的样子。

揉搓得有了暖色，妈妈又用羊皮包
裹住罗齐辉的双脚。那一夜，妈妈彻夜
未眠，不停地用双手抱起罗齐辉的双腿
上下左右活动着。

天亮时分，有了知觉的罗齐辉睁开
双眼，看见“冬古拉玛妈妈”憔悴的脸，
他强忍着痛苦从嘴边挤出一丝笑容，就
又昏睡了过去……

罗齐辉得救了，“冬古拉玛妈妈”却
因过度劳累瘫倒在了床边。

同样被“杀羊取血”救治冻伤的战
士楼炎杨，如今已是内地一家公司的负
责人，每年春节，他都会给“冬古拉玛妈
妈”打个电话，说一句“妈妈，感谢你的
救命之恩……”

50多年间，像这样救治冻伤、摔伤
战士的事一共有多少，“冬古拉玛妈妈”
自己也记不清。妈妈总是说，只要是为
“兵儿子”，她做什么都心甘情愿。

从斯姆哈纳边防连出发前往冬古拉
玛山口，正好是一天的路程。其间巡逻官
兵要跨过悬崖、山谷、河沟、乱石坡等很多

危险的地方，连队的马和骆驼在这段路上
折断腿、被摔死的事发生过很多次，也曾
有牧民不慎坠崖遇难。几十年来，巡逻官
兵无数次穿越这条险峻的巡逻路。

每次巡逻结束，官兵们最幸福的事
莫过于在妈妈家休息一会儿，在妈妈慈
爱的目光注视下，美美地睡上一觉。

一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阻断了大家“回妈妈家”的美梦。路越走
越滑，气温越来越低，更糟糕的是骤降的
气温让本就淋湿的身体瑟瑟发抖。就连
军马似乎也不愿睁开双眼，看到眼前这
难熬的一切。为避免发生意外，官兵们
只好下马，冒雨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前
行。天快黑时，疲惫感突然袭来，人困马
乏，想要赶到妈妈家休息似乎已经很难
实现了。大家便临时决定，在路边一间
牧民转场用的房子里避雨扎营。

更艰难的考验是他们带的干粮吃
完了，水也喝完了。由于下雨，用干柴
生火的希望也破灭了。大家只能穿着
湿衣，头枕在枪上，席地而眠。

那一边，正翘首企盼孩子们归来的
妈妈突然发现不对劲，望着天边渐落的
晚霞，她没有盼来孩子们。妈妈知道，
官兵们肯定是遇到难事了。

高原的天如同孩子脸说变就变，刚
才还晴空万里，转眼暴风雨就逼近了妈
妈家的屋檐下。
“下雨了，气温又这么低，他们肯定

会被冻病的，我们别等了，赶紧出发。”没
有犹豫，她和儿子麦尔干用蛇皮袋装上
半袋子的馕，又带上保温壶，灌满滚烫的
开水，不顾一切地闯进了暴风雨中。

天很快黑了下来。漆黑的夜里，只
有偶尔的一道闪电照亮妈妈前行的
路。泥泞的道路，即便有儿子搀扶，两
个人也是左一跤、右一个趔趄……摔倒
了爬起来，爬起来又摔倒，母子俩每走
一步都十分吃力。尤其通过乱石滩的
时候，妈妈只好蹲下身子，摸着石头一
点点地往前挪。手从石头上一次次滑
落，手指一次次被尖利的石头划出血。

这时，一条开始涨水的小河又挡在
了面前。妈妈狠狠心说：“都走到这了，
再不能回去！”她让儿子把装馕的袋子
顶在头上，娘儿俩硬是从齐腰深的水里
蹚了过去。

就在妈妈爬上岸时，哨兵高成发现
了两个人影。

连长第一个念头就想到了，“肯定
是妈妈！”但这样的天气、这样的黑夜、
这样的山路，怎么可能是妈妈呢？不过
他很快又坚定了自己的判断，迅速叫醒
了战士们。

当又一道闪电亮起来的时候，他们
看清了，“真的是妈妈！”所有官兵几乎
同时喊了出来。此时，已是深夜。

走进石头房里，妈妈的脚下很快渗
出了一汪泥水。妈妈嘴唇青紫，脸色发
乌，银白的头发凝结了一层冰碴子。妈
妈缓慢地掏出馕来，因为雨水的浸泡，
馕已粘连在一起。妈妈默默地撕开馕，
一个个送到战士们手上。

接过浸染着雨水的馕，战士们早已
泪流满面，他们怕妈妈伤心才不敢哭出
声。咸味的泪水流进嘴巴，伴着馕的香
味，被战士们一起吞进嘴里……

看着饥饿的“兵儿子”们狼吞虎咽，
妈妈的心都要碎了。一向开朗爱说的
她变得沉默无语，泪水在眼中打转，她
责怪自己来得太晚了，以致让孩子们受
了这份罪。

时间好像一晃就过去了。这些年，
妈妈先后获得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个人”“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诸多荣
誉。去年 9月，妈妈还获得了“人民楷
模”国家荣誉称号。这些年，她的家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条件好了、日子
富裕了，有人劝她离开冬古拉玛。可妈
妈却说：“我有一群‘兵儿子’在这里，我
哪也不能去，要一直陪着他们守下去。”

遥远的冬古拉玛是荒凉艰苦的，荒
凉艰苦的冬古拉玛有时也特别寒冷，但
因为有“冬古拉玛妈妈”，战士们觉得这
里一年四季都温暖如春。

温暖的冬古拉玛
■杨从榕 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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