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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溆浦，首先想到的是屈原，想到

的是《涉江》，“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

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

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从高铁站下来，一头扎进雪峰山，穿

行在层峦叠嶂间，屈原的句子就一下子

在眼前变得真切起来。此地处在湖南省

中西部，位于湖南省境内延伸最长的大

山——雪峰山主峰向北延伸的地区。

2300 多年前，屈原被驱离郢都，放

逐江南。忧心忡忡的诗人沿着江河一路

向南，当初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目的地。

那一年，他途经湖南常德、沅陵，沿着溆

水河逆流而上，很快就遇到了让他“儃徊

不知所如”的这片崇山峻岭。他终于停

下疲惫的脚步，打算在此安顿余生。用

梁启超的话说，屈原在溆浦“度过了十几

年的文学生活”。因为屈原，溆浦这个曾

经人烟稀少、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从此在

中国文化版图上，也就有了十分独特的

位置，以致被现代学者誉为“楚辞的源

头，屈原文化的摇篮”。而今，斯人足迹

难寻，但那山高水长、云山雾海，仿佛依

然在诉说着那遥远的故事，吟唱着那古

老的歌谣。

我一直相信，当莽莽群山遇到蜿蜒

秀水，便铺垫起催生歌谣的沃土。我们

民族的文学史，从诗经楚辞，一直到今

天依然在传唱的民歌，多少作品就是这

么诞生的。这是自然的灵性使然，也是

人的灵性使然。水让山有了更多生命

的韵味，而歌谣之于山水，又像是大地

倾吐的心声，那么亲切，那么自然。那

些独特的曲调词句，携带着时间记忆，

亦带着一方水土之神韵，千百年来就这

么传递着。

站在雪峰山上俯瞰，眼底的溆水河

宛如一条玉带，蜿蜒镶嵌在山体间的皱

褶里。这是溆水河的上游地段。当地的

文史工作者告诉我，别看溆水河在山里

这么碧绿安静，其实也有不少暗礁险滩，

并不适合船只通行。历史上，生活在大

山里的人们，只能沿着河流，踩着被称为

“茶马古道”的崎岖山路，举步维艰地走

到山外。当年红军长征的队伍，就是在

这溆水河边，充分利用了茶马古道的有

利地形，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听着介

绍，看着眼前这条清澈河流和河边那条

若隐若现的小道，我的思绪也逐渐飘向

80 多年前。

1935 年 11 月，红二、六军团从湖南

桑植开始长征。3 天后，部队向南占领

溆浦县城。在深子湖、溆浦县城西郊、燕

子坳，红军部队与敌人进行了三次战斗，

打退了尾追之敌。

红军到了溆浦，对当地的群众来说，

是件大事。在那些日子里，红军帮助全

县先后建立 15 支共 800 多人的地方革命

武装。群众自发组织“劳军慰问团”送猪

送 羊 ，溆 浦 商 会 发 起 捐 钱 筹 粮 支 援 红

军。随后，全县近 3000 子弟在县城东寺

坪集结参加红军，母亲送儿、妻子送郎的

场面让人动容。当地至今传唱的《当红

军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百姓的心

声：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谁来压迫谁。当

兵就要当红军，帮助工农打敌人。买办

豪绅和地主，杀他一个不留情……

近 3000 人参加红军，意味着什么？

红 二 、六 军 团 长 征 出 发 时 总 兵 力 才

17000 多人，近 3000 溆浦籍子弟无疑给

当时的红二、六军团以极大补充。当年

住在溆水河边的 13 岁少年贺芳齐，就是

其中之一。这个曾经的放牛娃，跟随红

军走过了长征，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最终成长为我军

一名高级将领。前些年，一直牵挂故土

的贺老捐款 10 万元在溆浦修建了一所

“红军希望小学”，后又从工资积蓄中拿

出 20 万元，在溆水河上游修建了一座水

泥桥。当地村民在桥头立碑，并将这座

桥取名为“红军连心桥”。

与“红军连心桥”一起点缀于溆水河

畔的，还有“断桥阻敌”“红军接生”等不

少与红军有关的故事，还有红军路、红军

亭等很多与红军足迹相关的地点。当

年，参加红军的 3000 子弟离开了溆浦，

但国民党反动当局随之而来的疯狂反

扑，让 1700 多名红军伤员和红军家属献

出了宝贵生命。在溆水河边，有一座“红

军无名烈士合墓”，静静地矗立在青山绿

水间。一位诗人到此后深情写道：“流血

牺牲是你的青春，出生入死是你的选择，

红军是你的名字，烈士是你的身份，这漫

山遍岭的鸟语花香，是你留给今天最美

的阳春三月……”

溆水河穿过雪峰山，平缓地流向溆

浦县城所在地。这是一个在湘西北很常

见的小县城。或许是因为溆水河在这里

变得更加平缓开阔，才聚集起更多人从

这里乘船向东、向南、向北，前往常德、长

沙、武汉等更加繁华的城市。可以想见，

在陆路交通不便的年代，县城的溆水河

边该是多么忙碌的景象。在各个码头，

各种物资依托溆水河来来往往，外面世

界的各种信息也从溆水河不断传过来。

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共产党“唯一的

一个女创始人”的向警予，其家就在溆浦

县城的溆水河边。这显然曾经是个富裕

的家庭。松柏苍翠，古樟如盖，宽绰考究

的大院旁边，就有直通溆水河的码头。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1895 年出生，

曾是当时整个溆浦县第一个入学读书的

女孩。在父亲的支持下，她 15 岁时考入

常德女子速成师范学校，17 岁考入湖南

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后又转入周南

女校。在此期间，向警予认识了蔡畅，并

因此结识了蔡和森和毛泽东。她将自己

的名字改为向警予，寓意时刻敲响警钟

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求学救国。

在向警予纪念馆，我们见到了向警

予当时撰写的多篇文章手稿，语言简练，

字迹娟秀。文如其人，见字如面，一位时

代新女性的形象跃然纸上。一如新民学

会先驱萧子升曾回忆的：“她的文笔优

美，书法亦出色，更具有天赋的讲话才

能。她天生一副动人容貌，不加修饰，美

貌之极。”

1916 年 ，向 警 予 从 周 南 女 校 毕 业

后，回到家乡创立溆浦女校，并担任校

长。在这个相对偏僻的县城里，一个宣

传爱国主张、追求真理光明的教育阵地

悄然崛起。这个学校虽然规模仅有 300

人左右，但它寄托了向警予“教育救国”

和干一番“真事业”的理想。她在这里给

学生讲述国家大事，传播新思想，号召大

家将来为苦难同胞服务。她还自己作词

谱曲，创作了校歌。

“美哉！卢山之下溆水滨，我校巍巍

耸立当其前。

看呀！现在正是男女平等，天然的

淘汰，触目惊心。

愿我同学做好准备，为我女界啊，大

放光明……”

向警予后来的岁月，为更多人所熟

悉。1919年，向警予参加毛泽东、蔡和森

领导的“新民学会”。同年，她与蔡和森、

蔡畅等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

成为湖南女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

人。1922 年初，向警予从法国归来，积

极投入到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

运动中。在党的二大，向警予当选为第

一个女中央委员，并担任党中央妇女部

第一任部长。1928 年 3 月 20 日，向警予

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当年 5 月 1 日，向

警予被杀害于武汉余记里空坪刑场，年

仅 33 岁 。 就 义 前 ，她 曾 留 下 这 样 的 遗

言：“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

了不能珍惜的时候，只有勇敢地牺牲生

命。人迟早是要死的，但要死得明明白

白，慷慷慨慨。”

溆水蜿蜒，奔流不息。年轻的向警

予曾从这里离开溆浦，奔赴常德、长沙，

以至更远的远方。她的心灵早已随溆水

流淌，汇聚到江河大海，与当年多灾多难

的国家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她那如夏

花般灿烂的青春生命，最终没有回到养

育她的溆水岸边，但已经永远印刻于国

家民族的史册。

“美哉！卢山之下溆水滨，我校巍巍

耸立当其前……”而今的溆水河畔，这首

百年前的青春之歌，依然在“警予学校”

的孩子们口中传唱。他们今天的生活，

已然如向警予当年留给女儿的诗歌中所

描述的：“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

天空飞翔……”

徜徉在溆水河的渡口旁，我突然觉

得耳边的校歌，同我熟悉的屈子名句，

还 有 之 前 听 到 的《当 红 军 歌》，读 到 的

“红军墓”前的诗句，甚至包括当地已经

流传千年的山乡民歌，都仿佛有着相似

的曲调和意蕴。对啊，它们生发于溆水

河畔，又怎能不带着溆水的灵性，又怎

能不寄托着溆水的情意。想到此，我想

我 大 概 理 解 了 这 条 古 老 而 年 轻 的 河

流。它从远古走来，曾经把一个疲惫的

伟大灵魂从远方带到这片土地，也让一

种精神品格浸润了山乡草木，养育起这

方土地上代代子孙的精神骨骼与文化

人格。它在国家民族最艰难的时候，慷

慨地把自己的优秀儿女送向远方，让他

们奋斗在更加广阔的家国天地。它一

次次为他们送行，又在岁月流逝中长久

地思念他们，并把这思念融入那真挚朴

实的歌谣里。

溆水长流，楚风余韵。溆水河边，那

些伟大背影从未远去。他们以另一种方

式获得了永生。

标题书法：跃文

■栗振宇

红色足迹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面对复杂的

国际形势，为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国家

安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

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高瞻远

瞩，作出了发展“两弹一星”、突破国防

尖端科技的战略决策。1964 年，中国

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

年 ，第 一 颗 氢 弹 空 爆 试 验 成 功 ；1970

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发射成功……

在加速推进“两弹一星”事业的征程

中，无数科研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凭着

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在条件艰苦的祖国

大西北，以青春和热血书写了“热爱祖

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

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用

智慧和力量鼓舞了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懈奋斗的信念。

2001 年，著名军旅画家骆根兴围

绕“两弹一星”精神，创作了油画《西部

年代》。作品艺术再现了在我国西部导

弹和卫星研发基地，为新中国国防科技

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 4 位开拓者的生

动形象和风采。

画面中，“两弹一星”事业的直接领

导者聂荣臻元帅，戴着白手套，双手拄

着拐杖，端坐在画面的中心位置，神态

坚定，巍然如山，凸显了不屈的意志、必

胜的信念。“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站立

在聂帅的右后侧，位于画面的最高点，

神情自若，充满睿智。立于他们左侧的

是时任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由于长期

在戈壁滩工作，他的眼睛因强光照射受

了损伤。画面上，他戴着一副墨镜、身

穿宽厚的绿色军装，双手插于裤袋，面

容爽朗，尽显粗犷豪迈的英雄气概。立

于右侧的是基地政委栗在山，神态沉稳

坚毅。在他们身后，藏青色的天空下、

凛冽的寒风中，是一片戈壁滩，满地骆

驼刺、沙漠石，荒凉不堪，枯黄色的胡杨

林虬枝刚劲，显现出戈壁滩的苍茫雄

壮，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

《西部年代》是画家创作的一幅具

有深刻象征意味的作品。虽然画面上

并没有展示特定的事件或情节，然而布

局错落，成功地塑造了我国“两弹一星”

研制和试验的直接领导人与酒泉基地

开创者的精神风范。他们神态各异，形

象生动，个性鲜明，或远瞩，或淡定，或

刚毅冷峻，或沉着稳重。画面既有人物

的外表和性格的自然呈现，又包含了他

们为事业、理想、信念勠力同心的共性

品质，因而富于艺术感染力和穿透力。

作者骆根兴 14 岁当兵，军旅生涯

几十载，以善于表现军事题材的油画创

作而著称于画坛。上世纪 70 年代，骆

根兴曾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下属的一

个测控部门工作。期间，他常为科研人

员通宵达旦攻关的情景所打动，更为他

们 无 私 奉 献 的 精 神 和 伟 大 人 格 所 感

染。他很早就希望用自己的画笔，为

“两弹一星”事业的拼搏者们画像立传，

只是由于难以找到合适的表现形式而

迟迟没有动笔。

世纪之交，骆根兴重回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在烈士陵园瞻仰部分骨灰安葬

在这里的聂荣臻元帅墓时，瞬间触发了

他酝酿于心 20 多年的创作激情，脑海

里浮现出一幅渐趋清晰的画面：荒芜沉

寂的戈壁滩上，聂帅坐在生命力顽强的

胡杨林中，与战友们一起沐浴在落日余

晖中。骆根兴后来回忆道：“《西部年

代》的构思是我从内心迸发出来的。因

为我原来就在这个基地……画的那几

个人都是我很熟悉的。”这幅作品后来

“画得很快，20 来天就画完了。”

《西部年代》一改以往“再现性”造

型和“叙述性”结构的创作手法，以深度

挖掘题材的精神内涵为主题，融宏大的

历史叙事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氛

围中，注重绘画的本体语言，追求形与

色的表现力度，将西方油画的写实技巧

与东方绘画的神韵意象融为一体。整

幅作品构图严谨，既未“刻板描摹”，也

无“生搬硬套”，人物造型神形兼备，色

彩组合丰富活泼，疏密结合，明暗渗透，

笔触粗犷奔放，富于节奏韵律，充满视

觉张力，营造出“形全而神微，神聚而魂

足”的艺术效果。同时，作品紧扣时代

脉搏，充分把握了人物瞬间生动且微妙

的神态，刻画出“两弹一星”功臣身上的

英姿豪情和精神力量。

《西部年代》问世后，引发了军内外

的热切关注和高度评价。作品获得了

“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油画金奖等

众多奖项。

“两弹一星”筑起了新中国的安全

屏障，也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打下牢固

根基。《西部年代》这幅作品所弘扬的

“两弹一星”精神，必将穿越时空，激励

着我们自立自强、自主创新，继续向着

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砥砺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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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年代（油画） 骆根兴作

为推动军事文化理论创新发展，国

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日前举办“军事文

化理论百年创新发展”研讨会。

研讨会着眼梳理军事文化理论百年

发展历程，探析军事文化服务战斗力建

设的特点规律，为新时代军事文化发展

和军事文化理论体系建构提供支撑。研

讨会邀请军地有关专家，与该院基础理

论教学一线人员一起研讨交流了军事文

化本质、建立强军文化理论范畴体系、我

军尚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等 10 余个理

论问题。

与会专家认为，军事文化理论从波

澜壮阔的军事实践中来，从丰厚的军事

文化传承中来。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之际，此次研讨会加深了对军事文化

性质宗旨、地位作用、职能使命、力量运

用和新时代发展路径的认识。国防大

学军事文化学院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要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构建军事文化

理论研讨交流常态化机制，为丰富发展

中国特色军事文化理论贡献智慧，为锻

造服务备战打仗的优秀军事文化人才

夯基固本。

“军事文化理论百年创新发展”研讨会举行
■刘 常 贾建永

文化资讯

最近，在海拔近 5000 米的喀喇昆仑

山上，一首官兵原创的歌曲《此刻的阿

里》火了。

“雪域高原有凌霄豪气，红军战旗高

高扬起，大好河山寸土不丢……”怀抱

吉他的上等兵鄢永鑫坐在战友中间，质

朴的歌声夹杂着高原凛冽的寒风传入大

家耳中。在这个空气含氧量仅有平原地

区一半的地方，走几步路都会气喘吁吁，

可他却唱得格外投入，冻得发红的脸上

洋溢着笑容。

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初衷，这个刚当

兵两年的小伙子至今记忆犹新。那时部

队初上高原，下车的瞬间，鄢永鑫就被眼

前的景色震撼了：没有都市的万家灯火，

伸手可及的天空中，一轮皎洁的明月，将

战士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和周围挺拔的

山脉仿佛连在一起。

“要把高原的故事写成歌，把边疆战

士守卫祖国的故事唱给更多人听。”回到

帐篷，借着一盏应急灯的光亮，鄢永鑫掏

出笔记本记下几句歌词：阿里的月是那

么无瑕，团圆的花在心中发芽……

初稿完成了，鄢永鑫迫不及待地唱

给连队的战友们听，征求大家意见。“歌

曲的旋律很美，把咱高原的风光唱得很

好，就是力度有些不足，少了些高原战士

的豪气……”

“怎样才能体现出战友们在高寒缺

氧的环境中战风斗雪、磨砺精兵的风采

呢？”鄢永鑫将未完成的歌暂时放下，投

入到团里组织的高寒地域对抗演练中。

那次演练，鄢永鑫所在班作为“尖刀

班”，在班长王小刚的带领下向目标点位

前进。行至半山，狂风袭来，风夹杂着山

上的碎石从陡峭的山坡滚下，战士们每

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突然，列兵张潇

脚下一滑向后跌落，幸好被身后的战友

及时拽住才有惊无险。“终点就在那里，

每一步都给我踩实，加把劲儿，一个都不

能落下。”王班长回头喊道。班长的喊话

让大家回过神来，“尖刀班”的战士们手

挽着手，继续向山顶攀爬。

终于登顶。夕阳余晖映照在大家黝

黑的脸上，成功的喜悦冲淡了腿脚的酸

痛，就连一向严肃的王班长也咧开嘴笑

了。站在峰顶的那一刻，鄢永鑫觉得特别

踏实，他想到了驻训前在康西瓦烈士陵园

缅怀先烈的事迹；想到了前段时间党史学

习教育课堂讲到“进藏先遣连”也曾走过

这条路……青春之花燃烧在喀喇昆仑，鄢

永鑫的心里涌起一个声音，“值了”。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用生命捍

卫守候，哪怕风似刀来山如铁，祖国山河一

寸不能丢……”不知谁开始唱起《我站立的

地方是中国》，这首在营区每天都能听到的

歌，此刻深深触动着大家的心。风卷起黄

沙碎石，拍打在战旗上哗哗作响，仿佛天然

的伴奏和着歌声传到鄢永鑫耳畔。

“有了！”鄢永鑫将此刻的情景牢牢

印在心里。从初来时月下的牵挂思念，

到高原砺兵挑战极限，再到守卫山河的

家国情怀……对抗演练结束后，鄢永鑫

重新创作起那首未完成的歌：“海拔五千

米的云端阿里，边防男儿毫不畏惧，高原

攀登极限翻越，携手共进绝不抛弃……”

歌词完成后，他又找到团文艺轻骑

队的钢琴手马沛泓一起编曲，这首《此刻

的阿里》终于完成。

周末，在团里举办的“喀喇昆仑周末

大舞台”上，鄢永鑫为大家演唱了这首新

歌。铿锵有力的旋律、朴实真挚的歌词，

唱出了高原战士厉兵秣马、枕戈待旦的

战斗生活，受到战友们的喜爱。

当兵走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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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作品拍摄的是第 73

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学党史、

唱红歌、颂党恩”歌咏比赛时的

场景。拍摄者利用长焦镜头将

舞台压缩，把焦点对准合唱指

挥员。画面虚实结合，官兵精

神抖擞、昂首高歌，让人感受到

一种磅礴的气势,耳边仿佛听

到了官兵豪情万丈的歌声，感

受到官兵对党百年华诞的深情

礼赞。

（池俊成）

最美的歌声献给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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