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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须迎向东郊去，春在千门万户

中。”春节，是华夏儿女最浓重的乡愁；

年味，是炎黄子孙最沉醉的味道。

在不同人心里，年味有不同的滋

味。特别是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今

天，人们对年味的理解更为多元。但不

论表现怎么样，“故节当歌守，新年把烛

迎”的除旧布新，“昨夜斗回北，今朝岁

起东”的昂扬自信，“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的精神气象……始终

是深入中国人骨髓里的文化印记。团

圆、喜庆、祥和、祝福，也都是年味里最

沁人心脾的味道。

军人，“执干戈以卫社稷”，在阖家

团圆的日子里，他们绝大多数铆在岗位

上。在人迹罕至的高原边防，他们爬冰

卧雪、昼夜巡逻；在波涛汹涌的蓝色国

土，他们驾“鲸”蹈海、劈波斩浪；在九天

国门的神圣领空，他们展“翅”翱翔、一

飞冲天……共和国军人们用忠诚与坚

守、爱国与奉献，温暖着万家灯火，守护

着新春佳节的祥和安宁。

有人说：“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但那些以国家安全和他人利益为上的

职业，其群体在某个时间点会散发一种

味道，让人仰望的味道。”的确，军营的

年味别有味道。那滋味跨越山河，飘在

远方。

军营的年味是思念的味道。每名

军人的心里常常装着思念。特别是在

热闹的春节，最动人的交响是团圆。这

时候，谁不想围炉而坐，守在父母身旁，

听听亲人说不完的家长里短？谁不想

让欢声笑语带走疲惫，让亲情抚慰心

灵？但在军人心里，家不单单是传统意

义上的“家”。国是最大家，家是最小

国。军人除了思念自己的小家外，更知

道肩上的责任事关身后的万家灯火，脚

下的战位连着祖国的万里河山。所以

哪怕坚守的背后有愧疚，付出的背后有

遗憾，大家也会把思念默默隐藏在心

底。想家时，他们会把亲人的照片看了

一遍又一遍。思念不是软弱，恰恰说明

军人既有侠骨丹心，又有铁血柔情。

军营的年味是备战的味道。相传，

“年”最初是一头异常凶猛的怪兽，平时

深居海底，除夕夜爬上岸，吞食牲畜，伤

害人命。为了驱赶“年”，家家燃放爆

竹，户户灯火通明，驱恶避害，守更待

岁。“年”当然只是个传说，但在军人的

笔下，“年”字的一笔是“每逢佳节倍思

亲”，另一笔是“龙城飞将今犹在”，而且

越是“万家团圆日，举国欢庆时”，越是

“挽弓当满弦，将士带甲眠”。

有一根弦我们紧绷着，有一种使命

我们肩扛着，有一片风浪我们紧盯着，

有一声号令我们等待着。3年前的春

节，一名网友订制了一份“军人日历”。

每一天、每一月，军人的日子里都有一

个“战”字，军人生来为战胜。正是这个

“战”字，向人民宣誓：“万家灯火，我为

你守望”“我无名国有名，以无名铸威

名”。因为年味里有战味，军人才在心

里给人民献唱这首歌：“你不必认识我，

你看到祥和的炊烟，那就是我；你不必

寻找我，你听到急切的脚步声，那就是

我……在波涛间、在沙场上、在无人区、

在天空中，无处不在，永不停歇。”

军营的年味还有书香的味道。去

年春节结束，某部组织春节最美照片评

选。结果，一张很“静”的照片入选了十

佳照片：一个连队学习室里，有的官兵

书海遨游，有的官兵静心写作。窗外的

热热闹闹与室内的静悄悄，两相对比，

给人以视觉冲击。春节假日期间，读书

无疑是一个好的选择。一本好书，翻

开，是呼吸新鲜知识空气的一双肺叶；

合上，是砌筑高尚正直人生的一块方

砖。书香军营、学习型军营，正是官兵

不断攀登高峰、超越自我的沃土。

军营的年味，别有一番滋味。这

样的滋味，产生于过去和现在，孕育着

新的未来；这样的滋味，越品味，越有

味道。

军营年味 别有味道
■陈镇西

剑 花
春节将至，大街小巷的年味越来越

浓，勾起我对春节的无限遐思。记忆
中，最难忘的还是当年上军校时大队长
的特殊拜年。

1994 年 9 月，我们 100 多名学员来
到原南京炮兵学院，在四大队十五中队
开始了军校学员生活。

入学时的大队长姓任，山东人，个
子不高，但很壮实，在管理上是出了名
的严格。全大队从干部到学员、战士，
都有些怵他。

第一个寒假返校后，我记得当天几
位教练班长到中队串门，就有班长提醒
我们要小心大队长来拜年。拜年有什
么可小心的？当时大家还沉浸在新年
的愉悦中，谁也没当回事。

第二天清晨，5 点不到，一连串急
促的哨声打破了宁静，生物钟还处于休
假状态的我们，被惊得一下子从床上蹦
起来。
“紧急集合！”宿舍里顿时乱作一

团。经过了一个寒假，大家回来后很多
东西都还没有归位，加之事先一点准备
都没有，有些学员的背包带都没找到。
一时间，宿舍里“哐哐当当”掀动床板的
声音、“叮叮当当”洗漱缸掉地的声音、
“噔噔噔噔”学员跑步出楼的声音……
汇成一曲紧急集合协奏曲。

跑出宿舍楼，中队干部早已全副武
装站在楼前了。各区队检查人数、整队报
告后，队伍迅速跑步带走。跑了约 2公
里，队伍被带到操场。这时，部分学员的
背包和装具已是七零八落，有的甚至只能
将背包抱在胸前。不得不佩服老学员，到
底还是有经验，他们早已在操场集合完
毕，背包、装具也比我们整齐得多。

各学员队派人交叉检查完背包、装
具，值班干部讲评结束后，大队长开始
讲话：“十五未过，还是新年。首先，我
代表大队党委向大家拜个晚年……”
啊，这么特殊的拜年！这时，我们才理
解教练班长为什么要提醒我们小心大
队长的“拜年”。

第二年春节返校时间较晚，记得是
刚过了正月十五。因为有了前一年的
经历，大家报到后最关心的便是大队长
会不会再来拜年。有同学说，去年大队
长说“十五未过还是新年”，今年都过了
十五了，应该不会拜年了。

众说纷纭中，返校后的第一个晚
上，大家睡得都不踏实。

第二天清晨 4点多，令人担心的紧
急集合哨声又不期而至。迅速起床、打
背包、集合、整队报告、跑步带走，毕竟
有了上一年的经验，这次紧急集合，全
队显得有条不紊。

跑步带到操场后，再看一旁的新
生队，其狼狈程度与我们去年比可以
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等到大队长开
始训话时，那浓郁的山东腔一下又把
我们“雷倒”了：“正月未过，还是新
年。首先，我代表大队党委向大家拜
个晚年……”唉，看来十五过没过都没
关系，大队长的拜年反正是不会少的。

第三年春节返校，又是正月十五未
过。有了前两年的经验，这次大家猜都不
猜了，第一天晚上就寝时，很多人已做好

了紧急集合的准备。个别学员甚至连背
包都打好放在床头，身上只盖了大衣。

熄灯号响后不久，走廊里传来一阵
脚步声。该不会今年拜年提前了吧？
正当大家暗自猜测时，大队长已在中队
干部的陪同下挨个房间来检查了。当
发现一些学员未脱衣服睡觉，甚至未打
开背包时，大队长当场把中队干部训了
一通，并责令立即整改。离开中队时，
大队长专门嘱咐队干部，今年春运特别
繁忙，很多学员都是在火车上站了十几
个小时回来的，明天早晨就不拉紧急集
合了，让大家安心睡个好觉。

大队长越是这么说，大伙儿心里其
实越是没底：哪有拉紧急集合还事先通
知的？大家虽然都按大队长的指示脱
衣睡觉了，可没几个能睡踏实的。第二
天早晨 4点刚过，便有学员悄悄起床打
好背包，坐在宿舍等着。

第二天，直到早晨 6点起床号吹响，
该来的“拜年”却没来。大伙儿议论，可能
是大队长拜了好几次年，已没新鲜感了，
今年真就不拜了。这可苦了那些提前起
床的兄弟们，生生在宿舍坐了俩小时。

第二天晚上，我们都觉得“危险期”
已过，睡得特别踏实，没有人再为紧急集
合做准备。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第三天
清晨，依旧是 4点多，那急促的紧急集合
哨再次吹响，大队长又给大家“拜年”了！

一晃 20多年过去，当年的军校同学
都已是天南海北，很多人脱下了军装转
业到地方工作，大队长也早已退休。但
每逢春节，同学们在微信群里还是会聊
起当年大队长别具一格的“拜年”。现
在回想，大队长的“拜年”，恰恰是非常
好的收心教育，让我们能快速走出休假
状态，恢复学习秩序。也正是当年大队
的严格管理，才锻造了我们严明的纪
律、过硬的作风，让我们到部队后能很
快适应岗位、迅速融入基层。这种无形
的财富，值得我们一生铭记、一世拥有。

特
殊
拜
年

■
项
志
明

迷彩芳华

为丰富边防官兵的精神文化生活，
近日，解放军文工团组织文艺轻骑队书
画创作小分队开展“为边关送春联”活
动。徐剑、钟海燕、王立场等书法创作员
加班加点，为驻守边防和奋战在演训一
线的战友们创作了1200余副春联。

由于疫情防控，书画创作小分队无
法到现场书写对联，而是把春联写好后
寄送到军营。他们通过网络视频与边防
官兵沟通，从内容到尺幅，都根据部队特

点和官兵需要进行创作。去年，小分队
曾深入驻高原某边防部队开展为兵服务
活动，与官兵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岁末，小分队为官兵寄去了“铸利剑昆仑
山下枕戈待旦驱虎豹 守边防雪域高原
爬冰卧雪练精兵”的对联，鼓舞戍边将士
保家卫国、捍卫和平的决心意志。
“高举旗帜维护核心知党爱党永远跟

党走 闻令而动火热开训精武尚武确保打
得赢”“钢铁洪流雄风振 沙场点兵士气昂”
“联勤联保联韬略 保训保战保打赢”“云海
冲锋展铁翼 空天逐梦立新功”……小分
队书写的春联，抒发着将士们敢打必胜的
豪情，也把新春的祝福送到了官兵身边。

遥寄春联暖兵心
■黄志凡

活力军营

迷彩讲堂

阅图

这幅照片拍摄的

是驻黑龙江省漠河县

边防某部官兵在严寒

中执勤的景象。照片

采用远近、虚实相结合

的拍摄手法，运用长焦

距、大光圈，对背景中

的哨楼和前景中的另

一名战士进行了虚化

处理，使主体人物更加

突出，画面立体感更

强。画面中，执勤战士

坚毅的神情，在冰霜和

钢枪的映衬下更显庄

严神圣。照片既展现

了风雪边关的严寒，也

生动展现了边关卫士

的忠诚与奉献。

边关卫士
■摄影/撰文

本报记者 穆可双

图片设计：孙 鑫

春联一贴，红灯一挂，就能感受到
过年的味道了。每逢此时，许多单位都
会举办各类“新春征联”活动，以此活跃
新春气氛，也为人们欢度佳节提供丰富
的精神食粮。

征联，不同于大众化的对联，要
求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
词性相对，结构相同，而且征联一般
有征集主题，字数限制，还有出上联
征下联或出下联征上联等要求。可以
说，征联是民俗文化中的“阳春白
雪”，获奖的征联都是百里挑一、众
中选优的精品。

比如，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二届
迎春征联活动中获奖的这副对联：

愿得此身长报国

每逢佳节倍思亲

这是副“集句”对联，主办方出下

联，要求用古诗出对完成。最终获奖的
上联是“愿得此身长报国”。这是两句
唐诗，涉及到格律与修辞。有人可能会
认为，“此”和“佳”词类不同，算工整
吗？这个疑问是可以理解的。因为
“此”是指代词，“佳”是形容词，看似不
一致。但是“此”在这里作为代词，当形
容词用，是“身”的定语，与形容词“佳”
作“节”的定语，二者在词性上是相似
的，这种对仗在古典诗词或对联中都是
允许的。特别是“长报国”对“倍思亲”，
尤为工整，应该说是一副浑然天成的好
联。

任是海角天涯 此际月明千里共

何分苗笙藏鼓 今宵春好八音同

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五届迎春征联
的一等奖作品。应征上联从古诗词“天
涯共此时”和“明月千里寄相思”中撷词
组合，佳节之际祝福海内外的中华儿
女，颇有创意。而获奖下联则用三个民
族乐器，巧聚成对，盛赞民族团结，五十
六个民族团结一家亲，对偶完美。

《羊城晚报》曾在马年以生肖为主
题举办新春征联活动，联中要求一定要
体现生肖特点。获奖作品都让人感觉
很有味道，比如这副获奖作品：

梅柳渡江 乾坤增色

骅骝开道 岁月更新

征联把两句唐诗化用得非常巧
妙，“梅柳渡江春”隐去一个“春”字，更
加彰显大地回春景象。“骅骝开道路”
省掉一个“路”字，与上联形成工整对
偶，可谓天衣无缝。马年马联不见
“马”，更显妙趣。

《游子吟》《乡愁》《静夜思》《荷塘月色》

《江南忆》《背影》《红楼梦》《慈母情深》

《游子吟》《乡愁》《静夜思》《荷塘月色》

《普天乐》《春晚》《丰年瑞》《玉腊梅枝》

这两副是 2011 年央视春晚征联的
获奖作品。上联为应征联，下联为获奖
联。两副获奖下联，对仗工整、平仄和
谐，八篇文学作品信手拈来，显示出作
者的扎实功底。

在众多新春征联活动中，也涌现
了不少贴近生活的好作品，通俗易
懂，应对不难，而且实用。比如下面
这副：

百善孝为先 常回家看看

千秋民作本 多俯首听听

此联采用通俗白话组联。上联为
应征联，将当时流行的歌曲《常回家看
看》嵌入联中，而获奖下联，借鲁迅名句
中“俯首”二字，倡导勤政廉政、为人民
服务，可谓妙联。

大大方方 福字饱含中国韵

红红火火 春联最配小康图

游子走天涯 几许乡愁诗佐酒

新春思梓里 一轮明月梦回家

这两副分别为 2019、2020年央视春
联征集活动中的最佳春联。2019 年这
副用中国传统的春联福字切入，以小见
大，寓意国家强盛与人民小康。尤其是
上下联开头以叠字出现，通俗易懂，情
真意切。2020年这副对联，道出了中华
民族传统的思乡念故之情，特别是其中
的“诗”“酒”“月”“家”，运用得恰到好
处，有“把酒话桑麻”和“月是故乡明”之
意境。

无论春联、对联、楹联，都是一
种对偶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
席之地。这种汉语独特的艺术形式来
自民间，扎根于大众，源远流长，极
富魅力，是中华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
的瑰宝。

新春征联趣谈
■田广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