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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轮旭日东升，都散发着桂花的香气

每一个夕阳火红，都亮丽着迷彩的绿梦

而每一次舞台聚光灯的闪烁，都在诉说着

航天人的故事

从嫦娥奔月的神话，到万户飞天的尝试

探索太空，是人类永无止境的追求

作为神舟人，他们铸大国长剑

攀科技高峰

美丽神舟，多少次飞天和跨越

神舟人将中国载人航天的崭新高度

一次次刻在浩瀚的苍穹

面对困难与挑战，他们用团结

唱响嘹亮的赞歌

面对未来和前程，他们将用热血

守望着复兴与腾飞

春风十里终化雨，墙上金灿灿的匾牌

可以作证，神舟人的青春是无悔的

他们用青春和志气

创造出崭新的奇迹

中国航天壮丽的史册

有他们永不磨灭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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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探测卫星就是一部发展史

今天，我们以这样的形式说出你

“追逐梦想，勇于探索”

今天，我们以这样的形式赞美你

“科技领航，磨砺深蓝利剑

同心协力，彰显责任担当”

航天梦，是强国梦

航天强，才能计发展，谋远方

十五年间，“嫦娥”团队自主创新

不断突破，他们坚定航空报国志向

在勇往直前的奋进中，披荆斩棘

山川湖海，春夏秋冬

无数次的仰望，终于成真

从探月，落月，到世界首次月背软着陆探测

在我国航天史上，又书写了精彩的一页

激情点燃梦想，拼搏铸就辉煌

他们问鼎苍穹，揽月九天

用创新继续托起航天强国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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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的天空依旧蔚蓝

追梦的脚步依旧铿锵

中国航天，一个点燃、播种、实现

中国高科技梦想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记住的名词是：忠诚

热血和担当

在今天这鲜花和闪光灯跳动的舞台上

航天人站在新的起点，再一次奏响了

进军太空的时代最强音

新章伊始，华丽再续

航天人将用澎湃的热血继续书写荣光

神 舟
——写给航天员群体

■阿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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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程礼赞

汶川特大地震已经过去 13年了。许许

多多撼人心魄的场景就像刻入生命里一样

令人难忘。可不知为什么，关于地震的那些

记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竟然没有色彩。倒

塌的建筑、凌乱的废墟、几乎所有的影像在

脑海中都已变为黑白的基调。是因为大地

的晃动抖落掉了心理世界的“赤橙黄绿”

吗？其实，对灾难的记忆也并非全是黑

白。有的面孔、有的物件、甚至有的故事，

在心灵深处的记忆颜色似一直没有剥落，

而且随着岁月的远去，愈显得更加炫彩。

航班

生命中有些突发的场景让人不寒而

栗。2008年 5月 12日 14时 28分，我正在与

一位四川朋友用 QQ视频通话，电脑屏幕突

然晃动起来。我本以为是信号故障，没想

到，朋友的面容在视频晃动的那一刻显得十

分惊慌，紧接着，就看到他身后书架上的物

品掉落下来。尔后，视频便瘫痪不动了……

不久后，有媒体发布消息：四川发生

8.0 级强烈地震！我一下子意识到，刚刚

所看的画面，极有可能就是大地震在一个

房间里的“现场直播”。

凡是有灾难的地方，必然会有军人的

前行。在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之后，我和许

多军人一样，受命奔赴震区。

那天我一大早赶到首都机场，就见候

机大厅里气氛与往常不同。电子滚动牌

上，一条航空公司发布的告示非常醒目：

“重要通知：为支援国家抗震救灾，我公

司执行紧急救助任务，今取消如下航班……

请各位旅客以国家利益为重，敬请谅解！”

一句“国家利益”，让多少人为之动

容。很多旅客看完通知，默默地走到退票

窗口办理退票。一切井然有序，没有往日

因为飞机延误所发生的争执。

可能是我穿着迷彩服的缘故，飞行途

中，一位胸牌上写着穆丽丽的空姐来到我

面前，询问我是不是到震区去，然后说出

了机组人员的一个共同愿望。

原来，他们从电视新闻上看到：灾区几

乎全部停水停电，食品也都被埋在了废墟

之中。

机组人员想通过我给灾区的孩子带

些急需的食品。我当下答应了他们。

穆丽丽和其他空乘人员将好几袋橘

红色的草莓蛋糕交给我。分量显然不轻，

他们有些歉疚：“给灾区孩子救个急吧。

辛苦你啦！”

这是浓浓的亲情，就是一座山我也应

该帮他们背到震区去。出于记者的本能，

我觉得应该将这一时刻记录下来。于是，

我取出相机。正考虑怎么拍照，邻座的一

个 年 轻 人 站 了 起 来 ：“ 我 来 帮 你 们 拍 照

吧。”

最悲痛的微笑

帮我们拍照的年轻人叫肖旋凯，是一

名四川籍军人。就在 40多个小时前，他接

到母亲的电话，让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母亲竟然是在大地震的废墟之下向他求救。

接到母亲的电话，肖旋凯焦灼万分。

他极力安慰母亲，并在战友和领导的帮助

下，联系上了当地的 110。

肖旋凯将救援人员很快到达的消息

告诉了母亲。母亲说，她已听到了废墟上

面救援者的呼叫，但地面上的人却不能听

到她的声音。

手机上的时间数字在不停地变换，肖

旋凯心里非常明白，母亲的手机电池一旦

耗尽，就会音讯全无……

最让肖旋凯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3 日凌晨 5 时多的时候，母亲的手机没有

了信号。

肖旋凯和我并坐在飞机上，此时，他

与母亲已经失联有几十个小时。也许肖

旋凯的母亲还活着，但在这个世界上，又

能到哪里才能找到她？我知道肖旋凯心

中万苦，想找一些话来安慰他，却见他冲

我淡淡地一笑。这个笑容给了我极其强

烈的震撼。我说不透它所表达的是一种

礼貌还是一种无奈，但我知道，肖旋凯作

为一个军人，他特别在乎别人的感受，他

不想让自己的悲伤给别人造成压抑。

肖旋凯最终也没有找到自己的母亲；

他的父亲因伤势过重而不幸离世。处理

完父亲的后事，他跟上一支部队，投入到

了抗震救灾之中……

迷彩军帽

灾 难 时 刻 ，那 些 被 死 神 死 死 纠 缠 着

的人总是特别期盼解放军的到来。“乌蒙

铁军”某高炮团团长周洪许带领官兵出

生入死，刚刚救出 18 位中科院的专家，把

他们从清平乡送上接应的直升机，当地

就突然告急：附近一个堰塞湖水位越涨

越高，而且几处已开始渗漏，必须紧急撤

离老百姓。

然而，撤离谈何容易！周洪许团长拿

着那幅标有等高线的地图，做了认真的研

究。从目前掌握的地形情况，所有的道路

已经堵死，要进入汉旺镇，唯一的出路是

走上高高的山脊。

必须突围！在余震依然不断的山巅

上，部队带领群众出发了。走过一个又一

个山头，很多老百姓绝望了。一位 82 岁

的老人对背他的士兵说：“娃儿，把我放下

来吧，我孩子和孙子都已经死了，我这把

老骨头活着还有啥子意思。你们还年轻，

我不能把你们拖死……”还有一个腿部受

伤的中年妇女对战士说：“别背我了，把我

扔在这里吧，你们只要把我的孩子领出去

就行……”

但在战士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

就是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决不会放弃任

何一个老百姓。

又走到了一座大山的山顶，眼前的情

景把大家惊呆了：地震竟然将这座山两边

的山体全震垮了，唯独留下山脊上的一条

不足一尺宽的陡峭小路。往两边看，是万

丈深渊。这条小路给人的感觉即便不能

说是在高空走钢丝，至少也是在悬崖上

“踩牛背”。只要掉下去，必是粉身碎骨。

有的群众吓哭了，无论怎么劝，就是不

敢过。走过悬崖的几个战士不得不重新回

去，背着他们慢慢往前爬。战士们只要求群

众在他们背上闭上眼睛、身体不要乱动。就

这样，在极度惊险中，一个个孩子与老人被

背了过去。最难办的当属孕妇，战士们没

法背她们，只有侧身蹲下来，由一前一后

的两个战士保护着，一点一点地挪动；站

在悬崖边上，很多恐高的人不由自主地想

往下看，战士们就将自己的帽子戴在他们

头上，将帽檐压着他们的眼睛以减少惊

恐。这期间，不知道多少顶军帽在过崖群

众惊悸的一瞬间从悬崖上飘落下去……

在这支队伍里，有一个叫肖文静的小

女孩。她是在山体突然发生滑坡的时候

和父母跑散的，幸运的是她被杨培均一把

拉住。在撤离的路上，杨叔叔都背着她，

过悬崖的时候，杨培均担心孩子恐高，将

自己的帽子盖在了她的眼睛上，细心的小

女孩就是从这顶帽子上看到了杨培均的

名字。

六一儿童节那天，作为志愿者到灾区

慰问的歌唱演员韩红来到肖文静的帐篷

学校。当她问起孩子们都有什么愿望，肖

文 静 说 ：“ 我 最 想 见 到 的 就 是 杨 培 均 叔

叔。”那一刻，她拿出了那顶还没来得及还

给杨培均的迷彩帽。

只能说，杨培均和小女孩的故事是个

特例。从清平乡突围出来的 200 多名群

众，大多不知道一路生死呵护他们的战士

姓甚名谁，但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解放军。

在地震灾区，我将机组人员送的那些

草莓蛋糕交给了最饥饿的孩子；我也曾寻

找过那个与我 QQ 聊天的朋友，但是，却

一直杳无音讯。我不敢相信，他是不是已

经列入到了汶川大地震那 1 万多人的失

踪名单之中……

记忆的黑白与炫彩，我知道那都是生

命的感受。2008 年 5 月，留给我的记忆太

多太多。那充满爱心的航班、那最悲痛的

笑脸，还有悬崖上飘落的迷彩军帽……一

个个场景、一个个细节，在记忆的世界里

是那么清晰。为什么这些记忆没有成为

黑白？我想，一定是因为它们镀上了人性

的光彩，刻上了生命的希望。

永不褪色的记忆
■李 鑫

2007 年，空政文工团重排歌剧《江姐》

时，这个角色由青年女高音歌唱家王莉饰

演，她成为第五代江姐。

1961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岩》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作品之

一。它讲述的是全国解放前夕，在重

庆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里，身陷

囹圄的共产党人与穷途末路的

敌 人 进 行 英 勇 斗 争 的 故 事 。

小 说 成 功 塑 造 了 许 云 峰 、

江姐等具有坚定理想和

崇 高 信 仰 的 共 产 党

员群像。

1964 年 ，

由空政文

工团创

作员阎肃根据《红岩》改编的歌剧《江姐》，

在北京首演，获得巨大成功。郑惠荣、孙

少兰、万山红、铁金等 4 人先后成功地饰

演了江姐这一角色。

每一代江姐都给这个形象注入了新

的元素。改革开放近 30 年后的江姐无疑

更加青春、时尚。2007 年版在保留原汁原

味的经典唱段和剧情发展脉络的基础上，

删减了部分时代烙印偏重、口号味道偏浓

的对白，还原了一个具有丰富情感和坚贞

气节的女英雄形象。

王莉在饰演江姐这个角色时，始终

注 意 把 握 人 物 情 感 合 情 合 理 地 发 展 这

个主线。“江姐除了对党、对革命信念的

忠 贞 不 渝 ， 还 有 对 丈 夫 和 孩 子 家 人 间

的 挚 爱 。” 谈 起 饰 演 江 姐 这 个 角 色 时 ，

王莉这样说道，“渣滓洞纪念馆的老馆

长 给 我 讲 过 ， 江 姐 知 道 丈 夫 死 讯 后 ，

非 常 悲 痛 ， 时 常 回 忆 起 与 丈 夫 的 恩 爱

与亲情。”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

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自《江

姐》首演后，《红梅赞》便成了家喻户晓的

经典歌曲。王莉在处理这段唱腔时，揉进

了自己的理解：“我看了很多之前的影像

资料，发现前辈们在演唱《红梅赞》时都比

较庄严，而我认为这首歌演唱时应该有抒

情成分。”事实证明，王莉的努力得到观众

的认可，一位看过不同版本《江姐》的老观

众称赞说：“很新颖，既没有失去原来的精

髓，又有了创新，而这创新又符合人们审

美的标准！”

新版《江姐》充分采用了现代的音乐

编配、舞美设计，达到融合了经典、时尚、

唯美的视听效果，让歌剧《江姐》焕发出时

代光芒。

“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

江姐和她的战友们，知道新中国成立的

消息后，个个万分喜悦。在冰冷的监狱

中，人人心里燃起一团火，虽然谁都没见

过五星红旗，但众人却在江姐的带领下

绣起了红旗。无论是舞台布景，还是音

响效果，都随着剧情的发展恰到好处地

渲染出了当时的氛围。江姐她们的欢喜

是发自内心的，全然忘记了自己还身在

牢笼之中。看着演员的动作，听着江姐

深 情 的 演 唱 ，观 众 感 同 身 受 地 体 会 到 ，

“革命理想高于天”。

《江姐》焕发新魅力
■张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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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周建远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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