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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江南的气温已走高。傍晚时

分，我到了遵义，立刻感到凉爽许多。华

灯初上，每根路灯杆上都挂着鲜红的中

国结，在暖色灯光下格外夺目。入住的

宾馆里，过道上的顶灯也是五角星的造

型，连同两旁橱窗中的军帽、军号、马灯

等实物，一下子把我带进了那段红色的

岁月。

次日一早，我便急切地去参观遵义

会议会址。进了院门，左边镌刻着毛主

席的手书《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

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笔走龙蛇，气

势雄浑。右边是会址，毛主席亲笔题写

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镶嵌在门楣

上，苍劲有力。

这幢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原是贵州

军阀柏辉章公馆，中西合璧的风格，歇山

式屋顶盖小青瓦，留着老虎窗，有抱厦。

木质处呈暗红色，似革命的莹莹火种。

根根廊柱直立，仿佛正托举起革命的伟

业。墙缝细白，砖面灰黑，如层层叠叠的

书籍，记录了厚重的历史。

楼旁一棵近百年的老槐树，依然枝

繁叶茂、郁郁葱葱，见证了那个历史时

刻，伴着悠悠岁月，在阳光下愈发挺拔。

踏着木质楼梯来到二楼的一个房

间，一张长方木桌置在中央，四周摆放着

椅子，桌子下有一只当时用来取暖的火

盆。这就是召开遵义会议的会议室。

1935 年 1 月，党中央在这里召开政

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

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改组

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

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

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

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遵义会议是

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

革命的危急关头，力挽狂澜，拨正了航

向，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

革 命 ，在 中 国 历 史 上 刻 下 了 永 恒 的 印

记。从此，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正如朱德总司令为遵义会议赋诗所言：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

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缓步于遵义会议会址陈列馆，一件

件实物、一段段文字、一个个画面，无不

浓缩着那段光辉的历史。

步出会址，相遇杨柳街一侧的“红军

总政治部旧址”。幽静的院内，青草萋

萋，两排雪松生机勃勃，傲然屹立。有着

百年多树龄的两棵楸树，被时光刻下道

道皱纹，依然苍翠欲滴，尽显生命的旺

盛。如果古树有记忆，它一定忘不了红

军总政治部在这里召开大会，传达了遵

义会议精神；忘不了赤色工会、遵义县革

命委员会等组织在这里举行成立大会。

行走在青石板街道上，两旁是错落

有致的小楼，青瓦木栏，雕花门窗，散发

着黔北民居的古韵，这是条“红军街”。

在遵义城，与红军有关的地名和建筑很

多，红军桥、红军巷、红军学校等有几十

处。商铺卖的是地方特产，有茅台镇原

浆 酒 、遵 义 鸡 蛋 糕 ，也 有 湄 潭 茶 、蜡 染

布。一些“老字号”店铺，红军时期就在

此经营。一盏盏红灯笼、一颗颗红五星，

从屋檐上垂下来，汇成了一条红色的河

流，百姓的日子也越发红火。

穿过红军街，眼前青山碧水，绿树成

荫，风景如画。红军烈士陵园就坐落在

小龙山上。

小龙山位于凤凰山麓、湘江河畔。

牺牲在黔北的邓萍将军和数千名红军烈

士长眠于此，当地人称此地为红军山。

拾级而上，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气势雄伟

的纪念碑，正面是邓小平同志题写的“红

军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碑顶是镰刀

锤头标志，熠熠生辉。

满山青松翠柏。绿树掩映下，一座青

石圆坟前立着一块石碑，上书“红军坟”朱

红大字。焚香缭绕，音乐低回哀婉，风仿

佛也停下了脚步，讲解员在这里讲述了一

段感人的往事。有天夜里，一位医术精湛

的红军年轻卫生员，翻山越岭去救治身患

伤寒的乡亲，忙了一整夜。第二天他回来

时，部队已紧急转移，在追赶部队的途中，

他不幸被敌人杀害。当时百姓不知道他

的姓名，就在墓碑刻上“红军坟”，亲切地

叫他“小红”。“小红”只是千万红军中的一

员，一声“小红”道出了百姓对红军的热

爱。红军爱百姓，百姓爱红军。当年，红

军进入遵义城时，受到百姓隆重欢迎。这

使我想起了遵义会议陈列馆收藏的一条

标语：“红军是工农的军队”。

遵 义 是 红 色 圣 地 ，充 满 了 红 色 元

素。我只是撷取了一部分，却已触摸到

那段峥嵘岁月，在心里深深地烙上了红

色的印记。如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我们更需传承和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永放

光芒。

遵 义 红
■唐红生

红色足迹

“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我巡逻

在祖国的边海防，碧浪千帆，渔歌飘扬，

这是我守卫的地方……”在某海防连营

区内，该连“海涛文化队”的战士们一边

唱着连歌，一边用画笔将歌词中的图景

描绘在海边的礁石壁上。

该单位驻地分散，部队大多驻扎在

海岛或者海岸线上，条件较为艰苦。为

丰富官兵的业余生活，他们以建设富有

海防特色的文化载体作为加强思想政

治教育的有力抓手，凝聚官兵精神，强

化官兵扎根海防的意志信念。

他们充分依托海岛实际，打造“海

岛文化园”，组建“海涛文化队”，还会定

期组织官兵开展沙画、海花石雕刻、贝

壳手工制作等比赛，丰富官兵的业余文

化生活。

雄鹰展翅，栩栩如生；八一军徽，

熠熠生辉……在连队组织的沙画比赛

现 场 ，战 士 姜 涵 和 许 伟 杰 正 埋 头 创

作。两人入伍前学的都是美术专业，

入伍后他们积极把自己的艺术特长运

用到连队文化建设上。姜涵的绘画配

色出众，许伟杰的临摹功底扎实，两人

合作完成了许多板报和绘画作品。为

了更好地反映海防官兵的精神面貌，

他 们 还 把“ 画 室 ”搬 到 营 区 旁 的 海 滩

上，就地取材，以沙滩为纸，以马尾松

枝、各色贝壳为笔墨，完成了许多独具

特色的作品。

“海岛精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

仅指引我走过了 16 年的军旅生涯，也

在我转业回到地方后继续引导我扎实

工作，展现出我们海防兵的好样子！”前

段时间，退伍老兵沈华志被单位邀请回

队为官兵授课。在“仙人掌扎根林”中，

他分享了艰苦岁月里一茬茬海防官兵

接续奋斗的故事。

此外，他们还结合海防巡逻、海训

等任务期间，利用“仙人掌扎根林”“礁

石功臣道”等活教材，组织开展海岛大

讲堂、海岛夜校等教育活动，用兵言兵

语讲述“以岛为家，守岛为业，吃苦为

荣，奉献为本，祖国为重”的“老海岛精

神”，引导官兵赓续传统，戍海卫疆。

下图：“海涛文化队”的战士们正在

排练新节目。 姜 涵摄

海防特色文化凝神聚魂
■李 骏 孙 鑫

热情地挥手告别，结束“五一”慰问

演出的新疆军区某部排长丁倩，坐在返

营的车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闭上

眼睛，脑海中浮现着官兵热情洋溢的笑

脸……作为团里“红柳花”文艺轻骑队

的队长，这是她在雪域高原上最引以为

豪的时刻。

今 年 4 月 ，丁 倩 所 在 团 远 程 机 动

至 海 拔 近 5000 米 的 雪 域 高 原 展 开 驻

训。这里四季飘雪、极寒缺氧，几乎与

世隔绝。为了缓解官兵训练疲惫，团

里决定组建一支文艺轻骑队，采取定

期巡演的方式为一线官兵送节目、送

欢乐。

经过一番选拔，来自全团多个连队

的 12 名官兵成为文艺轻骑队的队员。

一次排练时，大家看到一簇簇火红的红

柳正吐露嫩芽，突然来了灵感，“它们遍

地生根，不畏高寒干旱尽显芳华，与战

友们多像！我们这支队伍就叫‘红柳

花’文艺轻骑队吧。”

每到休息时间，队员们就紧锣密鼓

地排练起来。宿营之初，条件有限，文

艺轻骑队没有专门的排练场，丁排长就

带着大家平整了一块风化的碎石地用

于排练舞蹈。

“大家戴着防尘面罩坚持在戈壁滩

上创排节目。有时遇到急旋风，就得赶

紧转移到旁边的山沟里。”回想最初创

排舞蹈的情景，上等兵王筱媗笑言，“我

们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真人版的‘你是风

儿我是沙’”。

成 员 少 、底 子 薄 的 问 题 ，曾 困 扰

轻 骑 队 创 作 新 节 目 。“ 咱 们 得 尽 可 能

地释放自身能量，一个顶俩才行。”面

对困难，入伍前就多次组织过学校艺

术团演出的大学生士兵邓诗琦，毛遂

自荐当起了全队的教练，既教队友们

练舞，又编排节目。

有几名队员身体不协调，舞蹈动作

时常不到位。邓诗琦灵机一动，找来几

根竹竿，排练时不厌其烦地跟大家串在

一起，同步做动作、抠细节。队友们的

进步很明显，而由于长时间握竹竿排

练，外加高原干燥，邓诗琦的手指皲裂

得厉害。

副班长邵晗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

主动包揽了邓诗琦每天需要沾水的擦

拭、洗碗筷等工作。班长王苗苗也悄悄

给她送来护手霜。

这次驻训，许多官兵都是第一次在

海拔近 5000 米的陌生地域执行任务，

但大家在艰苦的环境中，无怨无悔，刻

苦训练。“雪域高原的风能吹来彻骨严

寒，却始终吹不走战士心头的火热。”文

艺轻骑队特意编排了情景剧《青春无

悔》，赞颂身边的战友们。

“五一”假期，“红柳花”文艺轻骑

队在海拔最高的合成二营驻训点正式

亮相。这次演出，对队员们的体能是

一次考验，“边唱边跳本身就很累，在

极度缺氧的雪域高原就更累。”考虑到

每名队员至少要演出 5 个节目，4 名主

力队员还要连续登台，细心的丁排长

提前准备了氧气和糖水，利用演出间

隙让大家及时补充，确保了演出顺利

进行。

歌舞砺斗志，真情暖兵心。一场演

出下来，文艺轻骑队不仅为战友们带去

了节日的欢乐，更赢得了战友们由衷的

钦佩。大家为队员们的精彩表演和倾

情付出热烈鼓掌。

“高原红柳开花有一个特点，就是

开得一次比一次更加鲜艳美丽。”临别

前，“红柳花”文艺轻骑队的队员和战友

们约定，要像燃烧炽热青春的战士们一

样，哪里艰苦就在哪里扎根，哪里需要

就在哪里绽放。

“红柳花”绽放雪域高原
■史建民 李汉夫

阅读时光

开国上将萧克，既是一位骁勇善战

的战将，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被

誉为“儒将”。在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

中，萧克养成了“手不释卷”的习惯，并

坚持“活到老、学到老”，成为终身学习

的典范。他在读书方面积累的许多宝

贵经验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英才须以学为先

萧克在《红山口》一诗中写道：“美

玉自来雕作器，英才须以学为先”。他

认为读书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要勤奋刻

苦。在简习师范求学期间，他一头扎进

书海，每天晚上常常自学到深夜。

抗战期间，萧克作为指挥员，日常

工作非常忙碌，但他依然会在夜晚抽出

时间读书，而且把“挑灯夜读”当成是休

息和娱乐的方式。敌后环境没有一日

安宁，每次在防空洞躲避日寇飞机轰

炸，都是萧克静心读书和写文章的最佳

时间，他说：“无论飞机怎样飞来飞去，

都影响不了我的思路。”

广泛涉猎

萧克主张读书要广泛涉猎。1962

年，在去北大荒的途中，他看到山鸡觅食，

有感而发赋诗一首：“山鸡觅食遍山隈，不

弃蚁虫身自肥。天下学科如瀚海，求知亦

应式山鸡。”山鸡因广泛猎食而自肥，人读

书就应该像它们那样不拘泥于一隅，在

“学科瀚海”中广泛涉猎，充实自我。

作为一名军人，他尤其喜欢读军事

著作。《孙子兵法》《论持久战》《战争论》

等都是他的枕边书。此外，他还阅读了

《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史书。萧克

喜爱文学，仅在战争间隙，就读了歌德、

托 尔 斯 泰 、鲁 迅 等 众 多 作 家 的 作 品 。

1941 年，国际友人林迈可访问敌后根

据地，与萧克的会谈给他留下深刻印

象。萧克对欧洲文学的了解让林迈可

很吃惊，他没想到一个身在中国农村的

抗日将领竟然读过这么多欧洲名著。

在书的“瀚海”中，萧克非常注重阅

读马列著作，而且是反反复复地读。他

觉得在读马列著作中感悟真理的力量

是人生一大乐事，深深感到“列宁选集

一开卷，斗室油然起风云”。

善于思考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曾评价萧克

是“一个善于思考、有学者风度的人”。

萧克深知“学而不思则罔”的道理，认为

读书必须要有所思有所悟。他在读完

苏联作家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后，不

仅为书中情节和作者的文笔所折服，更

由 这 部 作 品 联 想 到 了 中 国 的 革 命 实

践。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波澜壮阔的

历史也应有一部像《铁流》这样的作品

来记录和反映。受此启发，多年以后萧

克创作了长篇小说《浴血罗霄》，并获得

茅盾文学奖，成为一段佳话。

在现实中遇到问题，萧克也善于在

读书思考中寻找启迪。抗战期间，萧克

认真研读了《论持久战》等军事作品后，

反复思考，结合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提

出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发展平北”

的战略部署。

贵在坚持

萧克始终认为，读书不是一时的事，

而是一生的事，需要持之以恒。据他晚

年身边的秘书回忆：“首长爱读书，几乎

每天都读到凌晨一点以后。”为了让他能

早点休息，家人和工作人员想出办法，在

晚上 12点关掉电闸，骗他说这段时间停

电。结果第二天，萧克就让人上街买来

蜡烛，在晚上停电后，点着蜡烛继续读

书，家人无奈只好不再关电闸。

晚年的萧克曾在《随感》中写道：

“既感事太多，尤叹时间少。虽老不知

疲，愈老愈难了。”1991 年，他主持编

纂《中华文化通志》，以“活到老、学到

老”的干劲同数百位专家学者一道遍览

书海，在创作上精益求精，历时 8 年完

成了这部百卷文化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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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创作歌曲《我的哨所我的连》，

火箭军某部干事李乐天仍然忘不了第

一次走进火箭军某旅“东方神剑第一

哨”时的场景。

那年冬天，从繁华都市来到空旷高

原，李乐天作为“砺剑文艺轻骑队”的一

员，第一次踏入这片生命禁区。雪花纷

纷落下，李乐天的眼前白茫茫一片。要

不是同行的老队员海田告诉他，“咱们

文艺轻骑队就应该来这里服务官兵”，

李乐天甚至怀疑自己进入了“无人区”。

他的直觉很对，在这片土地上，百

里绵延不见人烟。别说鸟儿飞不进，就

连无形的通信信号也到不了；他的直觉

也不对，在这片生命禁区里，在离云彩

很近的地方，坐落着一个小小的哨所，6

名官兵和 6 匹军马长年驻扎于此。

这次来哨所，李乐天和海田除了带

着文艺轻骑兵服务官兵的使命，还想完

成一个多年以来的共同心愿，“为守卫

‘神剑’的战友写一首专属的歌。”

没来之前，他俩就听说过这里：“关

门几个兵，开门一片冰，吃水靠破冰，运

粮靠骑兵”。可就是在这个几乎与世隔

绝的哨所，60年来，官兵多次立功受奖，

被原第二炮兵授予“安全警卫模范班”

荣誉称号，还培养出 30 多名干部，走出

过 3名将军，捧回百余面比武锦旗。

在荣誉室，李乐天发现了一摞泛黄

的留言簿。“我们是自豪的‘九号哨所’

人，哨所的荣誉是一代代哨兵用青春和

血汗谱写的”“高原戈壁风光美，风雪作

伴乐无边；莫道青春光阴短，化作雄鹰

护神剑”……哨长汪富富解释说：“这是

我们哨所的传统，每当有老兵离开哨所

时，都会给新战友们写下勉励的话。”

屋外是劲风裹雪，屋内是欢声笑

语。官兵围坐在一起，文艺轻骑队的队

员们唱了一曲又一曲。对于扎根在这

里的官兵来说，每当文艺轻骑队到来，

便是他们最快乐的节日。队员们表演

完节目，战士们聊起了巡逻路上的故

事。

“那回，我不慎掉队，被几匹饥饿的

野狼团团围住，骑着马与狼群斗了几个

小时，直到战友们赶来才化险为夷。”战

士王胜荣神态轻松地谈着惊险经历。

“高原上看似一马平川，实则危机

四伏。”说起营救战友的故事，汪哨长仍

心有余悸。一次，几名战士冒着鹅毛大

雪巡逻，行至半山腰时，由于雪大路滑、

马失前蹄，一名战友连人带马一起从山

腰滚落下去，当场休克，幸亏战友们及

时赶到，奋力抢救才转危为安。

“我的哨所，我的连，马蹄踏处都是

巡逻线……”一段段惊险的故事，勾勒

出高原骑兵战风斗雪的生活。

夜已渐深，窗外风雪呼啸，李乐天

和海田回想着在哨所里的见闻：这里风

雪虽大，可高原上人人安心本职；这里

虽与世隔绝，可战士们个个守纪如铁。

多年的军旅生涯，培养了他们高度的纪

律意识和责任感。那身朴素的军装，让

他们在难耐的孤独寂寞中体味着保家

卫国的自豪与荣耀。创作的灵感像泉

水一样涌出，高原骑兵的故事在俩人的

脑海中化作旋律、变成歌词。

不知不觉中，歌词只差一句收尾，他

俩却始终想不出一句最满意的话。此时

东方露白，军马长嘶，高原骑兵们整装待

发又将踏上巡逻征途。旭日下，挺立的

哨兵恰似最美的风景。海田突然来了灵

感，为这首歌补上最后一句词：“我是风

暴，我是雷电，站在哨所我立地顶天！”

“演出队的同志们，我们先出发了，

再见！”骑兵们驻马回望，雪亮的钢刀在

腰间闪闪发光，他们并作一行将钢刀高

高举起，致以骑兵战士特有的军礼……

天边的哨所 云中的歌
■莫珀滔 赵丽丽

迷彩芳华

阅图

这 幅 别 有 趣 味 的 图 片

拍摄的是新疆军区某边防

团驻训场，战士们结束训练

后，在帐篷中休息时留下的

瞬间。拍摄者巧妙利用帐

篷窗口的网格进行构图，运

用近景手法，定格下官兵的

笑脸。驻训生活虽然相对

艰苦枯燥，但战士们热情高

涨、乐观面对。

（钞飞航）

笑 脸

■摄影 贾晨皓

活力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