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本 书 可 能 会 影 响 一 个 人 的 一

生。对我来说，《高山下的花环》就是这

样一本书。

1982 年，我正在读高二，同学们在

传看杂志《十月》里的一部小说《高山下

的花环》。我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看完

了这部小说，多次泪流满面，心灵受到

极大震撼。

小说以饱满的激情，描写了云南

边防部队某部三营九连指战员，在边

境作战前、战中、战后的生活，塑造了

一群有着崇高思想品格、道德情操的

边防军人形象。作者通过细腻描写，

融合英雄豪情与人之常情，使人物形

象个性鲜明、感人至深。后来，这部小

说相继被拍成了电影、电视剧，成为当

年非常火爆的影视作品，也一直加深

着我的军人情结。

高中毕业后，我报名参军，后来在

军营一干就是近三十年。这些年里，无

论工作地点、岗位如何变换，这部作品

中的人物形象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一

直激励着我。

去年秋天，我踏上了雪域高原，近距

离接触到高原一线官兵。长期在高原环

境中，他们面庞黢黑，嘴唇干裂，但目光

坚毅、行动果敢、英气逼人。初上昆仑

山，我产生了强烈的高原反应，吸了氧、

服了药，每走一步都很吃力，但这里的官

兵不仅要站岗执勤，还要巡逻和野外训

练。期间，我和某连秦指导员交谈时，无

意中谈到对官兵影响较大的军旅作品

时，秦指导员告诉我，《高山下的花环》在

连队很受战士们喜爱。他说，他上学时

就听说了这本书，到部队后又认认真真

地读了这本书，看了改编的电影，梁三

喜、靳开来……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军

人的热血衷肠。望着这个面容黢黑的年

轻军官，我的内心产生一种莫名的激

动。秦指导员和他的战友们长年驻守在

这片雪域高原上，呼吸着只有内地一半

含氧量的空气，时刻守卫着边防的安宁，

他们何尝不是奉献青春的无名英雄。

今年 2 月，《解放军报》首次披露了

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的详细过程和事

实真相。中央军委授予祁发宝“卫国戍

边英雄团长”荣誉称号，追授陈红军“卫

国戍边英雄”荣誉称号，给陈祥榕、肖思

远、王焯冉追记一等功。19 岁的烈士

陈祥榕那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让

无数人心潮澎湃，我也再次被英雄精神

深深感动。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

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

生命开鲜花”。人民军队走过了 94 年

风雨之路，中国军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红色

基因代代相传。雪域高原，正因为有了

这样一批为国戍边的英雄才那样巍峨。

在一个连队，我还看到这样一首诗：

“当我在战场上倒下，请别难过，那鲜血

染红的大地，明天会开出最美的花朵。

当我在战斗中牺牲，请别难过，我化作翱

翔的雄鹰，也要守卫着祖国的山河。请

放心吧！祖国！”是的，无论遇到什么困

难，“决不把领土守小了，决不把主权守

丢了！”这是中国军人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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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在“1930 年 2 月”（最

后一段“同月”）条目下记载：

行军途中，在“马背上哼成”了《减字

木兰花·广昌路上》词一首：“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

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这是毛泽东以“减字木兰花”词牌填

的唯一作品。这首词写得既浑厚奔放，

又含蓄蕴藉，通过纪实军事行动，颂扬了

红四军在古田会议后所激发的斗志昂

扬、雷厉风行的精神风貌，刻画了红军将

士的顽强精神和必胜信心。

一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为粉碎国民党

军队对闽西根据地的“三省会剿”，于

1930 年 1 月 由 福 建 进 入 江 西 广 昌 地

区。1 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二

纵队从广昌进入宁都，在东韶与朱德率

领的红四军主力会合。之后，分兵出击

宁都、永丰、广昌等县，扩大赣南革命根

据地。为了推动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

展，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

在吉安县东南的陂头召开联席会议，史

称陂头会议。会议确定了党的主要任

务是：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

和扩大工农武装。会议决定集中红军

第四、第五、第六军，夺取江西全省政

权，第一步先打吉安；为了协调统一行

动，决定将以前中央指导的红四军前委

扩大为领导红四、红五、红六军及赣西

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等地区斗争的中

共共同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会后，各路红军由不同方向向吉安

进军。红四军奉命由藤田地区经水南向

吉安推进，打算先攻取吉水县城。此时，

蒋介石急令吉安守军加强防务，并从湖

北调兵驰援江西。2 月 20 日，敌军到达

吉水县城和乌江镇一线。于是，红军放

弃原定夺取吉水的计划，指挥红四军和

红六军第二纵队，在赣西南地方武装配

合下，实行诱敌深入作战方针，于吉安、

吉水两县交界的水南、值夏一带向国民

党军发起猛烈进攻。是役，歼灭该敌大

部，击伤其旅长，俘虏 1600 余人，缴获大

量武器，取得了古田会议后的第一次重

大军事胜利。此后，红四军、红五军、红

六军分兵游击，促进了赣西南、闽赣边

界、湘鄂赣边界革命形势的发展。

在自广昌向吉安进发的行军途中，

天降大雪。面对漫天风雪，毛泽东诗思

泉涌，写下了这首豪气冲天的词作。这

首词可看作《如梦令·元旦》的姊妹篇。

《元旦》写的是突围，是战略转移。《广昌

路上》写的是进攻，是“夺取江西计划”

的组成部分。

《人 民 文 学》1962 年 5 月 号 所 载

郭 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指出：

“红军攻打吉安，在一九三〇年有九次

之多。第一次在二月，第二次在四月初

旬，第三次在四月下旬，第五次在六月，

第六、七两次是在六、七月间，第八次是

在 八 月 下 旬 ，第 九 次 是 在 九 、十 月 之

间。就只有第一次是在冬末，可以下大

雪，其余八次都不可能下雪。故可以推

定，这首《减字木兰花》是作于一九三〇

年二月。靠着主席这首词倒留下了一

个气候上的记录，当年二月赣西南一带

是在下着大雪的。”

二

词的上阕描写雪里行军的壮景，反

映了当时自然环境的恶劣，刻画了红军

高昂的战斗激情、消灭敌人的急切心情

以及行军的雄壮气势。

“漫天皆白”，起句脱口而出，自然

流畅，境界寥廓。“漫天”形容风雪之大

之猛，疾风卷雪，极富动感和空间感。

“皆白”显示山川原野，素裹银装，写出

冰天雪地一片白的自然景观。

“雪里行军情更迫”，由景物描写转入

叙事和抒情。“情更迫”三个字，意在笔先，

力透纸背。恶劣天气挡不住英雄红军行

军步伐，官兵毅然顶风冒雪行进，而且精

神更加振奋，完成任务的心情更加急迫。

“走”是为了“打”，“打”是为了“胜”，“胜”

是为了“民”。古田会议之后，红军官兵的

军事自觉和政治自觉都有了显著提升。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貌

似写景句，实则通过景象描述进一步抒

写 工 农 红 军 的 斗 志 与 激 情 。“ 头 上 高

山”，有山中行军之意。赣南多山，途中

群峰迭起，悬崖峭壁。诗人回首来路，

展望前程，千丈高山之下，风萧萧，雪漫

漫 ，旗 猎 猎 ，人 奕 奕 。 一 路 有“ 高 山 ”

“风”“大关”阻挡，而“红旗”意象展现了

翻山越岭的动人画面，凸显红军官兵攻

坚克难、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一

问一答，交待了红军的战略意向，但又

没有具体指明。这样写不仅进一步渲

染了气氛，而且给人以朦胧感，展现了

军事行动的隐蔽性。古典诗词中，经常

用“迷漫”“风烟”这类词写前景的渺不

可知，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

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柳永词《雨霖

铃》“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

阔”。但是，只要看结尾两句，便可知

毛泽东作品不同于古诗词，“迷漫”并不

意味着“对前途彷徨无所知”。毛泽东师

古而不泥古，赋予传统意象以新的意蕴。

“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结句

像一声惊雷，刚劲有力，不仅更加明确具

体点明了行军作战的目标，而且写出红

军一声令下，军民一齐动员，千军万马齐

头并进的声威，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打

响。用词看似平易浅显却情实意深，鲜

明抒发了作者对这一重要指令颁布的喜

悦心情，尤其是看到工农武装浩浩荡荡

去开拓红色区域的兴奋感。“十万工农下

吉安”，极其生动地烘托出广大工农群众

的革命热情，正呈星火燎原之势。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是一幅雄

壮的雪里行军图。全词只有 44 个字，写

雪景的只有两句共 8 个字，“漫天皆白”

和“风雪迷漫”，词语精炼，真是大笔写

意。漫天风雪中，红旗在翻舞，人马在

飞腾，山岳在动摇。

三

这 首 词 最 早 发 表 于《人 民 文 学》

1962 年 5 月号。传抄稿与正式发表稿

有所不同。传抄稿的词题为《减字木兰

花·攻吉安》，“漫天皆白”原为“满天皆

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句，传抄稿和手

迹均作“雪里行军情更切”，《人民文学》

发表时为“雪里行军无翠柏”。1963 年

12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

词》时，改为“雪里行军情更迫”。“此行

何去”句，《人民文学》发表时句末为逗

号，《毛主席诗词》出版时改作问号。“赣

江风雪迷漫处”，传抄稿为“赣江云雾迷

漫处”。“风卷红旗过大关”，传抄稿和手

迹均作“风卷红旗冻不翻”。

关于原先“雪里行军无翠柏”一句，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是指柏树。因为

大雪覆盖，翠柏都变成玉树琼枝，分不

清树种了。然而，《北京青年报》2002 年

5 月 4 日的《傅柏翠曾与毛泽东论诗赋》

一文，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认为“翠

柏”是指闽西的傅柏翠。傅柏翠是福建

上杭县人。1929 年 6 月，闽西地方红军

和部分赤卫队合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

傅 柏 翠 任 第 四 纵 队 纵 队 长 和 前 委 委

员。在闽西期间，毛泽东可能与傅柏翠

有过交往，甚至曾经谈诗论赋。但是，

“雪里行军无翠柏”只是毛泽东的一种

景物描写，就此推论这是毛泽东写的藏

名诗，说“翠柏”是指傅柏翠，存在明显

的望文生义，也缺乏史实证据。毛泽东

后来将诗句改成“雪里行军情更迫”，完

全合乎常理。因为赣南地区林木茂盛，

柏树显然不是主要树种，更不是唯一树

种。“情更迫”三个字改得恰如其分，堪

称神来之笔，使红军越是艰险越向前的

精神风貌跃然纸上。

东方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版、萧永

义著的《毛泽东诗词史话》披露了一则

珍闻。著名诗人、野草诗社的程光锐讲

述了一件往事：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

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 年

11 月 15 日，新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

合国大会，这天的会议几乎成为欢迎中

国代表团的盛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智利驻联合国代表在大会上，热情洋溢

地朗诵了毛泽东的这首《减字木兰花·

广昌路上》，赢得各国代表团热烈长久

的掌声。毛泽东不会想到，他 40 年前在

中国南方群山中顶风冒雪行军时哼成

的一首诗，竟会在一个国际场合被人吟

诵 而 且 得 到 热 烈 反 响 。 那 白 雪 、那 红

旗、那气魄，穿越时空，给国际友人留下

深刻印象。

风 卷 红 旗 过 大 关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赏析

■汪建新

大幕拉开，一束追光照在新疆军区

某红军团“初心乐队”主唱、上等兵杨昊

明身上。

“黝黑的皮肤是太阳对你的关照/

被风撕裂的嘴唇是高原对你的馈赠/我

们有着铁一般的身躯/我们有着钢一般

的意志……”站在庆祝建党 100 周年文

艺汇演的舞台，杨昊明演唱的原创歌曲

《雪域之巅的勇士》响彻山谷。在战友

们热烈的掌声中，杨昊明脑海里又浮现

出战友们斗风雪、战严寒、抗缺氧的一

幕幕情景。

去年 9 月，杨昊明所在团来到喀喇

昆仑之巅执行高原驻训任务。进驻高

原之初，为丰富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

团里“海选”了马沛泓、刘珈泓、杨昊明、

阿迪力·吐尔逊等 6 名有音乐特长的战

士组建起“初心乐队”。

“你们来自普通一兵，要坚持兵唱兵，

多创作展现身边战友风采的歌曲。”乐队

成立动员那天，团政委对他们寄予厚望。

翻唱老歌之余，“初心乐队”的队员

们留心搜集高原驻训生活中的创作素

材。初上高原，许多战友出现了高原反

应。杨昊明所在连队身体状况良好的

党员骨干轮流担负连队哨兵任务。下

士马晓强为了让战友多休息，隐瞒了自

身的高原反应，坚持执勤。受老兵感

染，杨昊明也多次谎称没有高原反应，

主动申请给自己排哨。

一天，连队组织高原登山训练。乐

队队员马沛泓身体不舒服，没等完成一

半登山任务就嘴唇发紫、瘫坐在地上。

同行的战友发现后，纷纷上前帮他背背

囊、拿武器。中士杨晗个头不高，倔劲

十足，抢过马沛泓的携行具后谁都不

给，喘着粗气带到了山顶。休息时，杨

晗说：“我们有着共同的使命，战友的困

难就是我的困难。”

在高原驻训的每一天，乐队队员们

都被身边的人和事感动着，大家都有一

个共同的感受：“手足深情抵御了艰难困

苦，战友情谊温暖着雪域高原。”乐队队

长朱劭杰提议，就以《雪域之巅的勇士》

为名，创作一首歌颂战友不畏艰险、共担

使命的歌。

“来到遥远的雪域天边/冰山达坂

映照着寂静的星空/英勇无畏的赤诚勇

士/肩并着肩守护着祖国的领土……”

得益于平日素材的积累，歌曲主歌部分

的创作非常顺利，但从主歌到副歌进行

情感过渡时，他们遇到了困难，“总感觉

歌词对戍边人的情怀表达得不够”。

那时，高原驻训地还没有手机信

号，队员们想要完善歌词和旋律也无处

请教。“三连指导员明生永曾担任过师

演出队副队长，可以请教他啊！”吉他手

刘珈泓建议道。

明指导员果真“名不虚传”，听完几

遍前半部分的歌词，又给添加了几句：

“在生死的关头/你总是放下了所有/面

对敌人的时候/为了祖国不回头。”一下

让歌词更加富有感染力。

就在歌曲创作进入尾声时，贝斯手

鄢永鑫的母亲因病住院。那段时间，他

心急如焚，但每每想到高原驻防任务，

都打消了请假的念头。队员们知道后，

将鄢永鑫的经历写进了歌曲：“夜晚我

闭上双眼/母亲的脸庞浮现在眼前/待

我载满了荣誉/捧着花儿出现在你面

前。”经过几番修改打磨，这首《雪域之

巅的勇士》终于创作完成。

静谧的夜晚繁星如织，与连绵巍峨

的雪山交相辉映。走下舞台，一股暖流

涌上杨昊明心头：“星空下，有群最可爱

的人！”

歌声·心声
■史建民

这 幅 照 片 拍 摄 的 是 新

疆喀什军分区某边防连一

名即将退伍的老兵，在巡逻

路上以军礼方式告别边防

线的情景。巍巍雪山下，战

士 的 背 影 显 得 格 外 动 人 。

这个军礼饱含着一名边防

军 人 无 限 的 忠 诚 与 深 情 。

作品赋予高原景物以特定

的意蕴，于无声中展现了边

防军人的家国情怀。

（点评：胡 铮）

致敬高原
■摄影 姬文志

我自诩身体素质还不错，每次体能

考核所有课目成绩都能达到良好以上，

有的课目甚至能冲击优秀。可在第 80

集团军某旅“红一连”当兵锻炼，这样的

成绩显然不够。几轮体能测试下来，我

的成绩成了全连垫底。

我 感 到 有 些 焦 虑 ，班 长 高 泽 涛 也

有些心急。一天下午，体能训练前，他

在全班面前宣布，从今天开始副班长

黄凯和我结成对子，帮助我提升体能

训练成绩。

我知道迎接我的将是一段“魔鬼训

练”，但没想到会累到这个地步。当天

下午，我先是跟着黄凯跑了五公里热

身，然后又针对腿部力量进行强化训

练。几轮深蹲下来，我便感觉腿好像已

经不是自己的了，胃里也在翻滚，感觉

随时要吐出来。“坚持几天，身体习惯了

这个强度就不会感到难受了。”黄凯为

我加油打气。

接下来的几天，确实如他所说，身

体逐渐适应，不那么难受了。不只是

身体适应，我俩也慢慢熟络起来。聊

天中得知，他在入伍前开了个健身房，

一年能赚三四十万元。“在最赚钱的时

候，我退出了自己的股份，选择来到部

队。”他接着解释道，“钱，以后有的是

时间赚，当兵可就这两年，过了这村可

就没这店啦。”

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看起来很是

洒脱。我钦佩他的想法，更理解他的选

择。我们不都是这样的吗？来到军营，

为了圆儿时的梦想；来到军营，为了成

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黄凯最近迷恋上写新闻，觉得成

为一名兵记者是一件很帅的事，想跟你

请教却不好意思开口。”休息时，指导员

包新柱告诉我这个“秘密”。

再一次训练时，我和黄凯约定：他

带我练体能，我教他写新闻，看看谁的

进步更快。

小小的约定，背后是一名普通士兵

的小小梦想。在军营这个绚烂多彩的

地方，每一名官兵都有属于自己的梦

想，我也一样。相信通过我们的不懈努

力，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些梦想一定会

实现。

约 定
■本报记者 宋子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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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金秋

风光多么迷人

此时，帕米尔高原已是冬景

边防线上的“中国”界碑

愈发晶莹

界碑不远处的军营里

操练声声，没有树绿、草青

一队边防官兵正在雪山上巡防

不顾缺氧与极寒

守护着祖国的安宁

有人安享热与暖，缘于

有人毅然扛起了寒与冷

界 碑
■赵天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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