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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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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从舰艇调到岸上的水兵俱乐部工
作，是在一个阴冷的冬天。凛冽的海
风，似万箭齐发穿过海面。太冷了，这
样的天气在小战士的老家渭北平原也
不多见，想不到江南竟有这样寒冷的
冬季。一床军被已经抵御不住寒潮的
夜袭。手脚冰凉，蜷缩成一团，小战士
深夜里想家想妈妈。

那一天，小战士来到码头的洗衣
房。他把那床被子交给了收被子的洗
衣工。洗衣工是当地的一位阿姨，个子
不高，干活很利落，和小战士说话，脸上
总是笑盈盈的。
“侬是哪里人，怎么称呼呀？”阿姨

接过被子问了一句。“阿姨好，俺是陕西
的，姓王。”小战士立正答道。“这么小就
参军，蛮厉害的！”阿姨夸赞后又问了一
句，“吃饭什么的都习惯吧？”
“什么都好着呢，就是晚上睡觉有

点冷。”“哦，这个样子呀。”阿姨听完没
说什么。

过了两天，水兵俱乐部大门外有人
在轻声地呼叫：“小王，小王……”小战
士连忙跑出来，洗衣房的阿姨抱着一床
被子已站在小战士面前。“小王，石沿这
地方冬天是很冷的，这床被子你先用
着，晚上会暖和点。”阿姨把被子塞到小
战士怀里。

这是一床什么样的被子啊，大红
色的绸缎被面上印织着回旋往复、一
团团碗口大小艳丽的牡丹花，白色的
棉布里面簇新平展，厚实的棉胎饱满
柔和。显然，这是一床没有用过的新
棉被。
“这是我小儿子结婚时候我给缝

的，准备了好几床，这个一直没用，你别
嫌弃呀。”阿姨说。

小战士接过厚实崭新的棉被，望着
朴素热情的阿姨，一时间激动得竟然不
知道说什么好。按照部队的规定，小战
士掏出钱来，一定要阿姨收下。

潮水如同轻重不匀的日子，重复
拍打岸边的礁石。这床棉被已经陪伴
小战士三个冬天了。漫漫寒夜，厚实
的棉被给了小战士不少温暖和内心的
稳妥。小战士再也没有被冰寒惊醒，
也很少因为夜里睡不着觉而想家想妈
妈了。

小战士很努力，荣立三等功一次，
两次被评为优秀士兵，由稚嫩渐变成
熟，由新兵成为即将退伍的老兵。
“阿姨，我要退伍了，再次谢谢您！”

小战士庄重地给阿姨敬了一个军礼。

眼望着刚来部队时嘴唇长着绒毛，
现在胡须茬子十分浓密的小战士，阿姨
高兴的抹着泪花：“小王长大了，回到家
乡要争气好好干！”

小战士紧紧握着阿姨的手：“我一
定还会回来看阿姨的！”

岁月像大海一样永不停歇地向前
奔腾着。小战士凭借在海岸边锤炼
的坚强品质，退伍后考上了大学，后
来当了记者，再后来又做了企业经
理，一路披荆斩棘，继续为生活而奋
力拼搏着。

当年身体单薄的小战士，如今已经

成了下属口中的“王总”，他时不时地怀
念起自己在海边的军旅青春，灵魂深
处，他依然是那个每天鼓励自己努力奋
斗的小战士。

随着年龄的增长，关于军营的记
忆竟然越发清晰、生动，那些风吹海浪
的画面与思绪，在小战士的心底深处
涌动。小战士常在睡不着的夜晚想念
水兵俱乐部，也常在繁重的工作之余
想起当地那位洗衣房的阿姨。

一次出差杭州的机会，小战士辗转
回到阔别近三十年的军营。

那条熟悉的通往军港的马路，两
侧依然盛开着火红的夹竹桃。海岸
边，当年陈旧的营房早已改建得科技
感十足。小战士甚至梦幻般地感觉
到，自己是一个多年在外的游子，这里
才是他的家，今天是他回家的日子。

还有当年那个像亲人一样拥军
的阿姨。不知她现在过得怎么样？
小战士与陪同他前来的战友赶到阿
姨所在的石沿村。“阿姨现在身体怎
么样了？阿姨还能认出我不？”小战
士既有满满的期待，又有些许忐忑
不安。

在阿姨家的门口，小战士边叩门边
喊了起来：“阿姨，阿姨！”
“哎，侬是啥子人？”一位身穿海青

的老妇人开了门。“阿姨，是我！”小战士
一眼认出了阿姨。头发尽白，满脸皱纹
的阿姨怔怔地看着小战士，忽然叫了一
声：“是你呀，小王。”

阿姨万万没想到她还能再见到
小战士。她哭了又笑，紧紧抱住小
战士，就像母亲见到她从远方归来
的孩子。

阿姨说，她和老伴王叔现在过得很
好，大儿子在宁波工作，总想让他们去
宁波生活，她不去，还是觉得住在海边
的家里好。

阿姨还说：“小王，我的孙子你原先
是见过的，他现在也去当兵了，在上军
校……”

说完，阿姨从里屋拿出一个相框给
小战士看。照片上的小伙子一身军装，
英姿飒爽。

在小渔村的这个普通的农家院里，
老阿姨和小战士似乎有说不尽的话。时
候不早了，小战士该离开了。

车子走远了，阿姨还站在村口挥着
手。随着车速的加快，石沿村和部队的
营区快速地向后倒退着，很快就消失在
沉沉的暮色里了……

部队是小战士的“家”，阿姨也曾
让小战士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一个
家是军营，另一个家是第二故乡，都在
海岸边。这两个家，永远有亲人，永远
有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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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长征精神是官兵不断砥砺

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2016年10月

21日，习近平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把红

25军鏖战独树镇与主力红军血战湘

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

河、飞夺泸定桥等红军长征途中的著名

战役一并提及。

走访红 25 军鏖战独树镇遗址，拜
谒烈士陵园，发现脚下的墓碑上大部分
没有名字。讲解员解说道：“老百姓打
扫战场的时候，发现牺牲红军战士年龄
都不大，他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没
有家，甚至没有名字……”红 25 军长
征时实际上是一支“童子军”，他们的年
龄大多在 13岁至 18岁之间，年龄最小
的只有 9岁。就是这样一支“童子军”，
却凭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人生信仰，走
出了惊天动地的人间奇迹。

1934年 8月 28日，程子华在鄂豫皖
省委交通员石健民的带领下来到鄂东
北道委所在地卡房地区,向中共鄂豫皖
省委传达了中革军委周恩来副主席的
指示：红 25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目的
不是打游击，而是建立新的革命根据
地，北上抗日，同时也是为了转移敌人
的注意力，掩护主力红军北上。

1934年 11月 16日，红 25军在鄂豫
皖省委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
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撤出鄂豫
皖苏区根据地，北上长征。11月 17 日
晚，部队由信阳城以南之东双河与柳
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经青石桥、黄龙
寺、月河店、金桥等地很快进入桐柏山
区，打算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却发现四
周都是敌人，且离平汉铁路太近，回旋
余地小，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只
好沿着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线西进入
川；被敌人察觉后，又决定北上入陕，
通过河南方城县的独树镇进入伏牛山
腹地，北上抗日。

就在这时，国民党军察觉了红 25
军的动向和意图，蒋介石急令驻南阳的
第 40军第 115旅进驻方城独树镇、七里
岗、砚山铺一带，迎头堵击红军。驻扎
在叶县的第 40军骑兵团南下保安寨负
责配合。第 116旅则由新野北上南召，
以阻止红 25 军进入伏牛山区，而国民
党“鄂豫皖三省追剿队”五个支队另加
东北军第 115师共 6个师的兵力，一直
在红 25 军后面穷追不舍，蒋介石要用

30多个团近 30万的兵力，把仅 2980多
人的红 25军，在独树镇置于死地。

独树镇位于桐柏山与伏牛山的连
接地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东侧是
一条河叫砚河，纵贯南北，脚下一条公
路连接许昌和南阳，叫许南公路，这条
公路是进伏牛山的必经之地，也是唯一
通道。

往前走，是垂死挣扎；留下来，就是
坐以待毙。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三
位军首长痛下决心：向死而生，一定要
把这支“童子军”带进伏牛山！

1934年 11月 26日，红 25军向独树
镇进发，途中下起大雪，气温骤降，身穿
单衣的战士们冻得瑟瑟发抖，但为了加
快行军速度，军首长还是命令部队丢下
辎重，轻装行军。为了鼓舞士气，战士
们唱起自编的歌曲：“深山野坳是我房，
山菜野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照样打
胜仗……”

也就是在头天的晚上，一个年仅 11
岁的小战士因为没睡醒觉掉了队，醒来
发现部队早就出发了。房东说把他留
下来当儿子，小战士坚决要求找队伍，
房东只好领着他去找，后来在雪地里发
现了红军丢掉的辎重，再走不远，与前
来寻找他的战士相遇了，他高兴地回到
了队伍里。

中午 13 时，红 25 军前梯队第 224
团进至方城独树镇附近，准备从七里岗
通过许南公路进伏牛山。而此时，独树
镇已敌兵四伏，先前到达的敌人依托工
事封锁了公路，加上风雪交加，能见度
低，红军到了跟前才发现敌人。因为天
气寒冷，加之战士们年龄小，拉不开枪
栓，战局一时陷入被动。

此时，红 25 军所处的是一片开阔
地，无所依托，没有退路。危急时刻，政
委吴焕先冲到前面大声喊道：“同志们，
就地卧倒，坚决顶住敌人！”他用力甩掉
披在身上的大衣，从身边交通员身上抽
出一把大刀：“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关
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
他铿锵有力的声音，使部队很快稳住了
阵脚，战士们一手举枪，一手挥刀，奋不
顾身地向敌人冲去，就连没有武器的脚
夫，也拿起扁担与敌人展开了搏斗。红
军的士气感染了当地群众，他们见战士
们手冻得拉不开枪栓，就点着火把帮着
战士们烤火暖手。战士们趴在泥水里，
互相帮着拉枪栓，对敌人瞄准射击，但
因为敌人居高临下，仍然冲不过去，而
且不断有人伤亡，尤其战斗力较弱的孩
子们伤亡较大。

正当战斗进入胶着状态，副军长徐
海东率领第 223团跑步赶到，立即投入
战斗，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人的火

力很快被压了下去。但因为敌我力量
悬殊，加之敌人占领了有利地形，从中
午打到天黑，部队仍然没有冲过去。

天黑透了，害怕夜战的敌人也不敢
盲目进攻，战场形势趋于缓和。

部队撤下来在七里岗一带的民房
休整。战士们的脚冻僵了，没有了知
觉，怎么也暖不过来，一个女军医犹豫
片刻，把自己的衣服解开，把战士的脚
放在她的腋下取暖。很快，几个女卫生
员都模仿女军医的方法帮战士们取
暖。大家一天没吃饭了，老乡送来了烤
熟的红薯分给大家吃，但他们太累了，
太困了，东倒西歪地睡着了，谁也顾不
上吃一口。

军首长在一间民房里开会。程子
华分析道：“现在我们面临三种情况，
一是战斗减员增加，伤员得不到救治，
尤其是孩子们；二是弹药消耗得不到
补充；三是战士们的体力消耗过大，支
撑不住。”吴焕先的话掷地有声：“这些
孩子们大都是红 25 军的孤儿，他们的
父母把生命留在了大别山，如果不把
他们带出去，我们怎么对得起他们爹
娘！”徐海东的话斩钉截铁：“红 25 军
经过了几次重建，其威风是打出来
的！只有抱定死的决心，才会起死回
生。红 25 军的番号，绝对不能在独树
镇终结！”

晚上 9点钟，红 25军开始突围，但
那些年龄小的战士们太困了，怎么也叫
不醒。徐海东对儿童团长下命令：“用
手掐，实在不行，用皮带抽，一个也不能
掉队，包括伤员，掉队就意味着丢命！”

战士们一个个被掐醒了，他们背上
背包，扛起枪，加入了突围的队伍。

深夜，大风，雨雪。通往伏牛山的
天堑山路上，在当地地下党的领路下，
一支突围队伍成三路队形行进，两边是
年轻战士，孩子们夹在中间，对走不动
的儿童，年龄大一些的战士过去搀扶，
有的小战士拽着马尾巴走，有的受伤的
小战士趴在老兵身上睡着了。

夜幕下，蜿蜒的山路上，这支队伍
显得极其悲壮。

1934年 11月 27日拂晓，红 25军突
出重围，胜利进入伏牛山东麓。

红 25军独立长征，历时 10个月，经
过河南、湖北、甘肃、陕西等 4省，转战
近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成为长征到达
陕北的第一支红军，为党中央最终把大
本营落在陕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
泽东曾称赞红 25 军远征，为中国革命
立了大功。

鏖战独树镇，走出新天地。向死而
生，红 25 军的名字在中国革命战争史
上格外响亮、辉煌。

向死而生
——红25军鏖战独树镇

■李西岳

我服役的地方离家很远，空闲的时
候，常常想起故乡，想起爷爷。

我的祖辈，生活在四川的一个小
乡村，这里有清澈见底的小河，有高低
错落的梯田。在我年幼的时候，我经
常坐在田埂上，看着爷爷挥鞭赶犁，把
水田经了一冬的泥土翻过来。水田里
的水尚且有些寒意，黏糊糊的泥土也
十分拔脚，爷爷就和老黄牛一道，缓慢
但是坚定地迈着协调的步调，伴随着
沉重悠长的呼吸声，从一边翻到另一
边。看着看着，我的眼皮也渐渐耷拉
下来。

等到我终于从酣眠中醒来，已经
日渐西斜。爷爷结束了一天的劳作，
身上、腿上、手臂上沾满了泥土，他坐
在田埂上，两条精瘦的腿还插在水田
里，不慌不忙地摸出烟杆，掏出铁皮壳
子打火机来，“刺啦”一下，点燃黄澄澄
的烟叶，眯着眼睛出气，烟就令我十分
惊奇地从他鼻孔和嘴里都冒了出来。

“娃子，吃完这杆烟就回去。”他的声音
不似劳作了一天后的疲惫,反而透出
一点享受的意味来。

太阳在天边摇摇欲坠了，爷爷把
我放在牛背上，带着我们回家。夕阳
的霞光将漫山遍野映照得金灿灿的，
爷爷背影有些佝偻，但夕阳下的影子
却很高大。

爷爷作为一个农民，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简单朴
实的劳作方式，贯穿了他的一生，也贯
穿了我的童年生活。

时隔多年，我从部队休假又回到
了故乡。我陪着爷爷坐在坡上，看着
下面早已经荒废的水田，脑海里又浮
现出他赶犁的画面。
“可惜了。”他“吧嗒吧嗒”抽一口

旱烟，又拿烟杆指着一块块错落有致
的梯田：“河边那块，拿来种谷子；向
阳那片坡下面的旱田，拿来种苞谷……”
夕阳的余晖洒满他的脸庞，他此刻
胸有成竹，放眼望去，周边的土地，
都能够作出细致周全的规划，连最
深的皱纹都仿佛舒展开来，那样雄姿
英发。

回部队了，早春的那曲还在下雪，
又是一班晚岗。我站在茫茫雪野之中，
仰望着漫天星斗，夜风呼啸，又想起故
乡。农村的星空如此明亮，也不知道当
爷爷低头劳作了一天，是否也曾抬头看
过漫天的璀璨星光？

一个农民啊，肩膀挑起过日月四
季，足迹踏遍了河谷大山，洗礼着雨
雪风霜，征服了洪涝大旱，从青壮到
老朽，还是要弓伏着身子，仍是要将
片片杂草锄尽，就是为了把粒粒种子
播撒在这漫山遍野，直到长出收获的
遍地金黄来。他背向星光，埋头耕
耘，在自己的岗位上干了一辈子自己
该干的事。

那曲高天之下的雪夜，如此寒冷，
使我精神为之一振，思绪不再漂向远方
的故乡。我的岗位在此，强军路漫漫，
我在自己的哨位上，坚定守望。

爷爷与我的耕耘
■黄世杰

革命精神礼赞

穿越时光的精神芳香

被一张炕桌举着

被一盘土炕托着

你将身姿放得很低很低

你是乐亭大黑坨村

这个不同凡响的村庄

夜的土壤

长出的一棵

光与火的庄稼

是万秆庄稼的梭镖中

那面火焰的旗

你有着主人的朴实

如大黑坨村宽厚的土地

你的方式

不是普罗米修斯的

窃火济世

而是燃烧自身的血

一寸一寸地

顽强拓展光的疆域

一粒柔软的火种

以剑与箭的锋刃

穿透大黑坨的黑

穿透旧中国厚厚的黑

不仅是照耀

还有不朽的繁衍和孕育

一粒微弱的灯苗

成为光的源头

火的母体

当自由的曙光迎来太阳

当大地飘扬猎猎的赤旗

你仍静静地守在

老宅的炕桌上

等候那位

将你举成火把的人

军旅铸剑
■王德兴

就这么挺拔地站着，有序地排着

犹如一棵棵精心修剪过的树

从春天的青葱出发

带着对土地的深情和家园的感恩

蔚然长成参天的繁茂

从此，一个民族崛起的背影

便有了雄峙的习性与伟岸

就这么义无反顾地流着，动情地唱着

犹如条条奔腾不息的江河

用奔涌的热血负载不变的初心

润泽与奉献，构成远航的全部

从此，匍匐的姿态

便有了海洋般的广阔

起初的渔舟唱晚

悉数升级为蓝色立体交响

就这么风雨兼程地奔着，跑着

犹如千万匹草原上驰骋的骏马

用急促的蹄音和不断的嘶鸣

追逐辽阔的雄心，捡拾征战的血性

于狂飙式的踏进中，加速完成

由个体角力到联合制胜的

根本性嬗变

就这么不停地烧着，炼着

犹如要熔铸一柄削铁如泥的青锋

先用星星之火

再用燎原烈火，淬炼成钢

再用七彩弧光渐次引燃转型引信

让倚天长剑，从此啸鸣九天

李大钊故居的油灯
■马淑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