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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山哪，它高高连着天；

这里的泉哪，它清清照人脸；

这里的树，它天天牵衣袖；

这里的路，它曲曲又弯弯……”

我第一次听官兵唱这首《山恋》，就
被优美的歌词、动听的旋律所吸引。听
惯了铿锵有力的军歌，这种流行的曲风
给人别具一格的感觉。
《山恋》是位于太行山深处某仓库的

库歌。据说，词曲作者王志敏先生上世
纪 90年代初创作这首歌时，几乎走遍了
仓库的每一个角落，采访了众多官兵。
他被官兵“扎根山沟、无私奉献”的精神
深深感动，动情地完成了《山恋》的创
作。如今，这首歌传唱了一代又一代官
兵，也融进了官兵的内心。

老兵于瑞超最喜欢唱《山恋》。有人
说他因为这首歌，爱上这座大山，因为这
座山喜欢上了这座仓库，是“山恋之
恋”。于瑞超风趣地说：“因为有了我，大
山不寂寞。”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已
经习惯了这里的寂寞。入伍 16年来，他
一直待在这深山沟里，确实对大山产生
了依恋。

他说：“这里再怎么偏僻，毕竟是在
内地。再怎么艰苦，也比不上海岛、边防
等哨所。”海岛条件有多艰苦，于瑞超虽
没去过，但能想象得到。平时，于瑞超喜
欢看关于边防军人的报道，换位思考一
下，心里就会释然不少。

如果心里有不痛快时，于瑞超最爱
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去看瀑布。通往库
区弯弯曲曲的小路拐弯处，有一个椭圆
形池塘，三面环山的弧形峭壁几乎成 90
度。崖顶有一个瀑布，飞流直下，战士们
给它取了个美丽的名字——葫芦谷瀑
布。第一次来这里的人往往赞叹这山涧
奇崛。巡逻执勤，于瑞超每天都要路过
这里。每当心情不顺时，他就一个人坐
在池塘边听听瀑布的声音。于瑞超想，
“这里有最美的风景，是多少人向往的地
方，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另一个地方是前山哨所。这个哨所
驻守仓库的制高点，被誉为“太行山第一
哨”。站在哨所极目眺望，能看到几十公
里远，有一种天高云淡的洒脱。“我们这
里是天然氧吧，能够畅快呼吸。”说到动
情处，于瑞超即兴哼唱起《山恋》：“白天
和石头说说话，晚上和星星眨眨眼……

有人说太清苦，我说有甘甜。”

这个哨所有许多神奇的地方。哨所
不远处，有一座突出的山体，颇像巨大的
“关公像”，威风凛凛地守护着群山；哨所
旁的山体中有条一尺多宽的裂缝，被战
友们称作“天然冰箱”，把手伸进去，冷飕
飕的风吹来，比在空调下直吹还要凉几
分。战士们常把蔬菜、水果等放进裂缝
里，真的很保鲜。

这里也是孕育人才的好地方。哨所
10余平方米的荣誉室里，记载着哨所考
上军校的战士的名字。一个常驻只有几
人的哨所，20多年来，竟有近 30人考取
了军校。
“走出去学习深造，是为了回来更好

的服务。”张庆硕入伍第二年考上了解放
军信息工程大学。毕业分配时，他主动
申请回来。张庆硕清晰地记得，和他同
年入伍的 16 名战友全都申请了留队。
如今，已是连长的张庆硕依旧保持着初
心。有好心人劝他早点调离穷山沟，张
庆硕笑着回答：“不能因为职务变了，就
移情别恋，那俺做不到。”

他和军校的同学联系，很多人都诧
异：一个穷山沟，为何那么多人愿意留

下？同学们纷纷向张庆硕讨教带兵“秘
诀”，张庆硕笑笑说：“这是优良传统。”
“脚步在深山，思维在云端。”仓库

官兵在深山，一直秉承着“苦干不苦熬，
奋发有作为”的作风。仓库有一条废弃
的索道，一端连着山脚，一端连着前山
哨所，蜿蜒盘旋在陡峭的悬崖壁上，历
经岁月冲刷，被乱石荆棘覆盖，早已失
去往昔面貌。要不是特意介绍，很少有
人会注意到。可这条索道一直激励着
工程师廉万秋。每当遇到困难挫折时，
他常会静静地俯瞰这条索道。

上世纪 50 年代，洞库建在半山腰
上，没有运输通道，老一辈建设者们硬是
用铁锤、钢钎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 2250
个整齐的台阶。架设钢缆时，牵拉钢缆
的麻绳承受不住重量断裂了，钢缆就像
吐着红芯的毒蛇，翻滚着向山下卷去，当
场有多名同志牺牲。

廉万秋当初听到这段历史，久久地
沉默，更加体会到了肩上的使命和责
任。他反复咀嚼着《山恋》中的一句歌
词，“有人说虚度好年华，我说磨砺男子
汉”。工作中，他常常废寝忘食，整天泡
在库房里查找资料、统计数据、分析研
究、操作试验。这位入伍时只有高中学
历的老兵，先后组织参与技术革新项目
10余项，荣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8项。

每一次立功受奖，廉万秋都会站在
哨所前，俯瞰这条索道。那悬崖上令人
望而生畏的一级级台阶，正像他在科研
路上跨过的一道道坎。廉万秋常说：“我
们在这里不做出点成绩，就对不起建设
索道的前辈们。”

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谁也不
曾想，一个偏远仓库的科研会有如此建
树。很多人慕名前来“取经”，甚至还召
来了“金凤凰”，两名博士生先后扎根仓
库。今年，仓库承担的一项新的科研项
目又已铺开。
《山恋》之歌，继续在这里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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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 15分钟！”仲夏时节，天山脚
下，随着值班员一声令下，官兵迅速列
队，热浪滚滚的训练场上回荡着官兵
响亮的呼号声。值班员组织官兵围成
一圈儿，席地坐在阴凉处休整。
“赵班长，再给我们讲一讲老团长王

学礼的故事吧。”下士王久亮喊了一声。
“没问题”，四级军士长赵海超笑着

回答，“拂晓，沈家岭战役总攻开始了，
我军两门重迫击炮、52门迫击炮一齐发
射，沈家岭山头瞬间火光闪闪，浓烟滚
滚，我军连续攻破敌人两道防线……”
赵班长信手拈来，很快就吸引了大家的
注意力。训练场边，一下子变成了“军
史故事会”的开讲课堂。

该营教导员王文卿介绍说：“以前
组织战士们进行主题教育活动，形式
较单一，除了组织大课辅导就是撰写
心得体会，不能很好地深入战士内
心。有时，战士们夜训结束后，再站上
一班岗，非常疲劳。教育课上，常常是
指导员在台上讲，官兵坐在台下昏昏
欲睡。”

面对这样的难题，王教导员召集各
连指导员，展开调研讨论。他们发现，每
到训练间隙，官兵经常围坐在一起聊家

乡故事，相互谈论所见所闻，讲的人滔滔
不绝，听的人聚精会神。
“这不就是好方法嘛！”营党委决定

顺势而为，将军史故事、战斗故事融入进
战士们训练之余的“侃侃而谈”中，让战
士讲给战士听。他们建立图书借阅室，
收集军史经典书籍，鼓励战友们借阅学
习。同时，各单位充分利用训练间隙等
时间，灵活开展党史、战史学习活动，让
从前只在课件、提纲、教育稿件出现的英
模故事，生动鲜活地融入到官兵业余生
活中。

一段时间后，像赵海超这样会讲故
事的理论骨干，受到了战友们的青睐。
只要赵班长开讲，准会围过来一群忠实
听众。

此时，赵班长正讲到战斗的紧张时
刻，官兵听得入神：“最后攻击的时刻到
了，面对敌人的孤注一掷，我方阵地上，
大炮、机枪一齐开火，暴雨般的炮火射向
敌阵。老团长王学礼用沙哑的嗓子喊
道，‘同志们，跟我冲啊！’战士们一跃而
起，杀声震撼山谷……”

故事讲完，训练场上响起一片热
烈的掌声。随后，继续训练的哨声响
起，战友们迅速回到各自的战位。

训练场边“开讲啦”
■高 群 张广震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

一名武警战士在雨中进

行搏击训练的精彩瞬

间。训练场上，暴雨突

至，官兵依然顶风冒雨

坚持训练。画面中，主

体人物突出，战士出拳

的动作和面部表情富有

张力、引人瞩目，彰显出

武警战士无惧风雨、敢

打敢拼的顽强作风。

点评：雷晓红

雨中搏击
■摄影 张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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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太阳的余晖洒满山谷，帐篷
旁的石墙上“登城先锋勇士”的手绘画
格外醒目。
“黄昱，真不错，你创作的石墙画

很受大家欢迎！”听了指导员唐明明的
夸奖，性格腼腆的黄昱一下子红了脸，
急忙说：“大家爱看是因为咱连的红色
故事感人。”

上等兵黄昱入伍前，就热爱绘
画。入伍后，火热的军营生活成了他
不竭的创作源泉。
“他画的内容贴近官兵生活，表现

的主题也很有内涵”，唐指导员介绍
说，“黄昱平时话不多，喜欢观察生活，
善于思考问题。”

野外驻训以来，连队在训练之
余，组织官兵重温连史，勉励大家传
承连队的“登城先锋”精神。“战争年
代，连队曾经历过百余场战斗，涌现
出一大批英雄，如何把这些战斗故事
讲给战友们听？”黄昱一直琢磨这个
问题。

一次闲聊，新兵刘国威的话让他
找到了灵感。刘国威说，教育课上，
总是用文字干巴巴地讲述连史，大
家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难免会打

折扣。
“如果能把连史故事转化为连环画

的形式，是不是能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黄昱决定和板报组的战友们把连队的
战斗故事画到石墙上，让大家身临其境
地感受战斗精神。

黄昱说，画画这么多年，他还是第
一次在石头墙上创作。“每位英雄人物
的表情神态，要在凹凸不平的石墙上
生动呈现并不容易。石头的粗粝感对
颜料的涂抹也是一种考验。”创作之
初，黄昱感受到了挑战。
“刚开始要费很大的劲，才能用颜

料把墙面抹匀。画过几幅之后，有了
经验，要先拿小铁锹去掉石头上面的
颗粒，再开始创作。”黄昱说。经过一
个多月的努力，他们终于在石墙上手绘
了长6米、高2米的巨幅壁画。

站在石墙画前，那激烈的战斗场
景扑面而来：“1948年 7月 17日，副营
长张增带领全连直扑城门，先后三次
打退敌人的反扑……”
“久远的战斗历史被他用画笔描

绘成立体的壁画，老前辈们的战斗精
神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到官兵内心。”指
导员唐明明说。

石墙画中绘连史
■徐尚坤 张川川

1、信任背摔，是增进团队和谐与信

任的有效方式。

2、翻越电网。队员需要仔细观察，

各出奇招“逃生”。

3、荆棘排雷。全队要合力拉绳，帮

助战友飞跃“雷场”。

4、蒙眼过桥。团队协作，引导保护

战友“蒙眼过桥”。

训练间隙小游戏
■蒋东霖 李洪亮

活力军营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
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
阴山。”王昌龄的这首《出塞》，被后
人推为唐代绝句的压卷之作，是古今
传诵的名篇。在诗人笔下，有“明月
雄关”千年悠远的时空穿越，“征人不
还”古来悲壮的边塞豪歌；更有对威
震敌胆名将的殷殷期盼，保我河山无
恙的铮铮誓言。思古抚今，雄浑苍
劲，意境高远，显示出超凡的艺术想
象力、表现力，让人们领略了边塞诗
特有的意蕴和魅力。

王昌龄是盛唐时期杰出的诗人，
有“诗家天子”之称，其诗充盈着大
唐国势强盛的恢弘昂扬气象，尤以七
绝见长，被誉为与李白的七绝比肩的
“开天圣手”。作为唐代边塞诗的重要
代表人物，他以音韵铿锵、情感浓
烈、气势豪迈的诗风，表现将士艰苦
戍边、建功沙场的精神风貌，颂扬他
们以身许国、赤诚报国的壮志豪情，
洋溢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
感，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和艺术境界，
对唐代边塞诗的兴盛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王昌龄

的边塞诗，擅长以特定的诗境意象表
达思想和情感。托物言志，借景抒
情，有着彰显尚武、爱国的鲜明意
旨。在 《从军行七首》 这篇力作中，
以“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海风
秋”的苍凉景色，衬托“更吹羌笛关
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的绵绵别情
边愁；以“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
望玉门关”的壮阔景象，映衬“黄沙
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昂
扬军威士气；以“大漠风尘日色昏，
红旗半卷出辕门”的恶劣环境，烘托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的凌厉破敌之势；以“玉门山嶂几千
重，山北山南总是烽”的险峻征途，
映衬“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
见踪”的戍边真切感受，生动描绘了
一幅雄奇悲壮的边关征战图。全诗视
野开阔，寓情于景，创设意境，在叙
事与抒情、写景与写意的完美结合
中，展现了戍边将士不畏艰险、效命
沙场、保家卫国的精神风骨。尤其是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一名句，雄风凛然，豪气冲天，如
划破长空的战斗号角，给人撼动心魄
的激励和鼓舞。

诗歌是人类语言的生动形式。王
昌龄的诗作，不仅韵律和美、格调高
亢，而且把诗性语言表象鲜明、表意

含蓄、情思盎然、跳跃夸张的特质发
挥得淋漓尽致。“弹作蓟门桑叶秋，风
沙飒飒青冢头，将军铁骢汗血流”，这
是绘声绘色、如临其境的战场纪实，
是动感传神、惟妙惟肖的人物素描。
诗中有画，画中有声，驰骋沙场、骁
勇善战的战将神采仿佛矗立眼前。“秋
草马蹄轻，角弓持弦急。去为龙城
战，正值胡兵袭。军气横大荒，战酣
日将入。长风金鼓动，白露铁衣湿”，
从“马蹄轻”到“持弦急”，是奔赴疆
场、向敌而战的逼真场景；从“金鼓
动”到“铁衣湿”，是列阵迎敌、激战
犹酣的形象刻画；运思奇巧，用词精
妙，让戍边将士英勇无畏、志枭逆虏
的精气神变得可见可感。“秋风夜渡
河，吹却雁门桑”“饮马渡秋水，水寒
风似刀”“龙溪只在龙标上，秋月孤山
两相向”，以“秋风”“秋水”“秋月”
的苍凉色彩，折射艰辛、孤寂的戍边
生活，隐喻将士忠勇报国的情怀，语
意含蓄，情景交织，韵味绵长。这些
生动形象、凝练考究的语言，凸显了
边塞诗独特的审美趣向和艺术特色。
“百战苦风尘，十年履霜露。虽投

定远笔，未坐将军树。早知行路难，
悔不理章句”。王昌龄早年心怀理想从
征边塞，虽抱负未展、壮志难酬，但
这难得的亲身经历，使他的边塞诗以

抒发真情实感取胜，不仅叙事写景真
切入微，而且在意境和蕴含上有新的
开掘。“鸷鸟立寒木，丈夫佩吴钩。何
当报君恩，却系单于头”，借用比兴，
直抒胸臆，写出男儿当有挥戈沙场、
为国建功立业的志向抱负。“琵琶起舞
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
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闻声感
怀，触景生情，表现戍边人思乡念亲
的无尽忧伤愁绪。“去时三十万，独自
还长安。不信沙场苦，君看刀箭瘢。
乡亲悉零落，冢墓亦摧残”，直陈所
见，忧思感愤，慨叹边塞战争令人触
目惊心的残酷悲惨。诗中有思，诗中
有道，反映了诗人思想和艺术表达的
境界追求。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

玉壶。”那“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
霍”的英雄情结，“羁旅悲壮发，别
离念征衣”的慷慨壮怀，“位重任亦
重，时危志弥敦”的忠勇担当，正是
诗人“一片冰心”的真实写照。品读
王昌龄的边塞诗，不仅在于欣赏其
“绪微而思清”的精深造诣，更在于
感悟其“多能传出义勇”的思脉精
魂。激发爱国之情、报国之志，给人
以昂扬奋进、豪迈自信的精神力量，
正是边塞诗最具感染力、穿透力的神
韵所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品读王昌龄的边塞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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