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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有些地方，哪怕只去过一

次，都会在脑海中烙下深刻印记。

对于上等兵邓旭来说，海拔 4500

米的阿里高原正是这样的地方。一年

前，这个 20 多岁的小伙子第一次踩在

冰山达坂上，望着眼前如脊梁一般矗立

的山脉和散落在高原间柔美的靛蓝湖

泊，兴奋地大喊了一声。他暗下决心：

“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把这里的故事写

成歌，让山下的兄弟们，让外面的人们

可以听到‘云端’的声音。”

3 月初的一个傍晚，新疆军区某红

军团高原驻训点位，星辰闪烁。如果

从空中俯瞰，官兵用涂了颜料的石子

铺设的简易舞台，就像一颗“红星”镶

嵌在白雪还未消融的山谷里。这是团

里 为 丰 富 官 兵 业 余 文 化 生 活 搭 建 的

“周末大舞台”。舞台上，邓旭和他的

“ 初 心 乐 队 ”正 在 演 绎 最 新 原 创 歌 曲

《赤胆红心 90 载》。

“ 乌 云 压 顶 ，枪 炮 扫 射 。 官 兵 前

仆 后 继 地 倒 下 、跃 起 ，怒 吼 着 投 掷 出

一枚枚手榴弹，终于把红军战旗插在

城头……”背景视频里的内容，正是该

部在陕北红军时期的战斗场景，与歌

词“即使前方迷雾重重，不曾犹豫，不

曾怕”互相映照，台下的官兵仿佛跟随

跳动的音符，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

年代。看着台下战友们的欢呼喝彩，

邓旭脑海里又浮现出这一年来和战友

们在高原艰苦环境中刻苦训练、携手

同行的一幕幕场景。

去年 12 月，连队推荐邓旭参加团

里组织的业余文艺轻骑队，准备新年

演出。这次演出，邓旭要跟随轻骑队

前往不同兄弟单位的驻训点。出发之

前，团政委向他们动员：“越是在艰苦

的环境下，越要用战地文艺来提振士

气，希望你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

力量。”因为人手不足、底子薄弱，队员

们往往需要身兼数职。“经常刚表演完

一个节目就要准备下一个节目，缺氧

的环境让大家体能都有些吃不消，但

每次看到台下战友们热情地招手和脸

上灿烂的笑容，就好像有一种能量支

撑着我们。”谈及首次“巡演”经历，邓

旭的言语中透出自豪。

回到团里后，初上高原时种在邓旭

心里的念头开始萌芽。他开始留意身

边的声音，高原的风声、巡逻时的脚步

声、牛羊的低吟……越来越多的灵感、

旋律被记录在他的笔记本上。一有时

间，邓旭就带着“初心乐队”将那些积攒

的素材填词谱曲，编配成歌。不少歌曲

在战友间传唱，也成为了邓旭和队员们

坚持创作的动力源泉。

今年正值红军师成立 90 周年。不

久前，团里又组织大家观看《血脉——

呼啸大西北》《红军师》等纪录片。与入

伍之初时的观看感受不同，如今在雪域

高原斗风雪、战严寒一年多的经历，让

邓旭对红军师前辈们“对党忠诚、信念

坚定”的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他与乐

队队员们商量，就以《赤胆红心 90 载》

为题，创作一首体现红军传人忠诚英勇

精神的歌曲。

邓旭结合入伍以来一次次“红色讲

堂”的学习和高原驻训期间记在本上的

灵感片段，很快谱好了曲。但在填词

上，队员们犯了难。往常写的歌都是在

唱战友们的日常生活，填词信手拈来，

但为红军师 90 周年写词，他们感到有

点力不从心，难以完全表达出红军师的

光辉历史和对前辈们的崇敬之情。“我

们去请教颜培强指导员吧，他对师史很

了解，也很擅长创作。”吉他手刘一江提

醒大家。

颜培强在听了几遍乐曲小样后，回

想起红军师转战 9 省区，历经 10 余次换

防的风雨历程，提笔写下“窑洞的一盏

茶，凄美的格桑花，天山那朵雪莲还在

说着话。”当听到副歌部分如战斗号角

般激昂的和弦，他的眼前仿佛浮现出沈

家岭战斗中英勇无畏的革命前辈奋勇

杀敌的情景，随即添上“山岭无情，鲜血

洒，他不怕。”一直写到凌晨，歌词终于

成稿。

在“周末大舞台”上演唱《赤胆红心

90 载》，是这支歌的“首秀”，也是“初心

乐队”为红军师成立 90 周年文艺晚会

进行的一次预演。虽然这次演出取得

了不错的效果，但回到彩排室，邓旭还

是带着乐队成员将录好的歌曲反复细

听，继续修改完善。

深夜的阿里高原繁星交织，绵延的

雪山上，战士挺拔的身影傲然屹立于哨

位。从“陕北闹红”到“边区屯田”，从八

百里秦川到边疆雪域，90 载岁月的红

色血脉已深深印刻在每一名红军传人

的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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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的长河，拍打着青春的浪花，

璀璨而短暂，却闪烁出无穷的魅力。哪

怕昨天的一切，都无法复制，可年轻的

影像，也会跨越时空，留下不可磨灭的

美丽。这是我读魏巍先生 70 年前写的

战地散文《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

吧》后的感悟。

初 读 这 篇 散 文 是 在 1978 年 的 春

天。在寻梦的季节里，我携着青春走进

了 大 学 校 园 。 此 文 和《谁 是 最 可 爱 的

人》是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必读篇目。因

而，我不止一次拜读过。尤其开篇那句

“青春是美丽的。但一个人的青春可以

平庸无奇，也可以放射出英雄的火光；

可以因虚度而懊悔，也可以用结结实实

的步子，走到辉煌壮丽的成年”，曾让我

热血滚烫，踌躇满志。《年轻人，让你的

青春更美丽吧》最早的单行本，是 1952

年 10 月由天津通俗出版社出版的。今

日重读此文，仍有种很亲切、很励志的

感觉，尽管我早已不再年轻。

我 读 起 来 很 亲 切 ，是 缘 于 文 中 一

开头就写了 24 岁的青年团员戴笃伯。

他 来 自 湖 南 ，在 志 愿 军 某 连 做 文 化 教

员 。 他 带 一 个 担 架 组 负 责 抢 救 伤 员 ，

第 一 次 上 战 场 就 赶 上 了 飞 虎 山 激 战 。

魏巍用洗练的笔法讲述了战争的惨烈

程 度 。 起 初 ，戴 笃 伯 觉 得 ，每 一 颗 炮

弹，每一颗子弹，都像专朝着自己飞过

来 。 在 炮 火 闪 闪 的 红 光 里 ，一 个 战 士

从 山 头 滚 下 来 。 不 知 道 是 被 子 弹 打

中，还是被石头绊倒……读罢，我恍然

发 现 ，我 母 亲 在 朝 鲜 的 经 历 可 能 与 之

极为相似。推算一下，母亲那年 22 岁，

也是共青团员，也是文化教员，搬运过

弹药，修过坑道，也面临过生死，与她

一同参军的战友赵伟就牺牲在敌机的

轰 炸 中 。 母 亲 当 时 与 她 相 隔 不 远 ，都

在一个山坡上，幸免于难。

母亲告诉我，她是在中国人民志愿

军 40 军 119 师政治部的防空洞里读到

这 篇 油 印 散 文 的 ，读 着 读 着 眼 圈 就 红

了，感到魏巍写戴笃伯的心路历程太真

实了。戴笃伯激战之初在山脚下蹲着，

看到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冲上又高

又陡的山头，心就在想，“我能够这样地

害 怕 战 争 吗 ？ 我 为 什 么 老 蹲 在 这 里？

我不是在决心书上写过，要迎接对我的

锻炼和考验吗？”于是，戴笃伯伸直了

腰，带着担架小组爬上了攻克了的敌人

阵地。山陡路窄，伤员没法抬，他就去

背。连长不答应，让别人背，他急红了

脸，说：“连长，我的决心书不是白写的

呀！”陡坡背伤员有多难？他领教了，是

头昏眼花腿软，每迈一步，腿上都有千

把斤重。到最后，他“手扒着陡坡，几乎

是爬行似的，咬着牙背了下去……他到

底把伤员背到了绑扎所。”

母亲对我说，初涉战场，要说不紧

张那是假的，一想到昨天还活蹦乱跳的

战友赵伟，转瞬间就永远离开了，她当

时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但眼泪过

后是坚强，是勇敢。恰如文中所言：“当

戴笃伯第二次赶往阵地去的时候，已经

不害怕了。”临行前，他将战友的水壶灌

满了水，叮叮当当背了一身。战友们接

到水壶拉着他的手笑着叫着，像一朵朵

战地黄花在战火中绽放，这就是战火中

的青春。当反扑的敌人冲上来时，他拉

响了平生第一颗手榴弹，这就是青春的

力量。

赵 伟 是 我 母 亲 的 南 阳 老 乡 和 闺

蜜。东北野战军南下时，她俩一道在湖

北羊楼洞入伍，一同去了朝鲜，又同居

一室。入朝不久，赵伟就在一次空袭时

被敌机投下的燃烧弹活活烧死，牺牲时

年仅 19 岁。就在头天晚上，她还有说有

笑，说回国后争取读大学呢。母亲说，

那场战争有着超出想象的激烈与残酷，

头顶上随时都有美军的飞机轰鸣，哪有

什么前方后方，到处都险象环生。可久

而久之，竟习以为常了，她抱定了一个

明天就为国捐躯的思想准备，生命里的

青春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二

如果把年轻看作一部青春电影，那

么片头就是朝霞，片尾就是涛声；每个

年轻人都是片子的导演，同样的朝霞满

天，到头来，涛声却未必依旧。这是我

读魏巍先生战地散文的感触。一个人

的青春能否绽放光彩，能否活出人生的

价值，关键还在于完善自我，切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1991 年 ，我 在 当 地 新 华 书 店 买 的

《魏巍散文选》中，就收录了经典散文

《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那

会儿，我还不认识魏老，竟冒昧地把书

寄 到 了 原 北 京 军 区 政 治 部 ，渴 望 能 得

到 魏 巍 先 生 的 签 名 。 不 久 后 ，签 名 书

如 愿 寄 到 我 手 上 。 我 爱 不 释 手 ，将 其

放入书柜显眼的地方。重读这篇青春

美文，我记住了以下文字：“我还想说

一说那些女青年们的情形。在出国之

前，为了参加朝鲜庄严伟大的斗争，她

们拿着决心书三番五次的请求。不允

许，就赖在首长的房子里不走，最后还

不 答 应 的 时 候 ，她 们 竟 哭 了 。 她 们 的

哭声是这样的诚挚。”读到这里，我大

为 惊 叹 ，这 情 节 竟 也 同 母 亲 当 年 对 我

的讲述如出一辙。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母亲

所在部队作为一支劲旅，迅即移师到辽

宁 安 东（现 丹 东），一 边 训 练 ，一 边 待

命。随着战火迅速向中朝边境蔓延，部

队战前动员也开始了。“战争的味道越

来越浓了，战友们都在写申请书，请求

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也写了申请

书 ，但 两 次 申 请 都 没 得 到 批 准 。 理 由

是，我身体瘦弱，体重才 80 多斤，又是女

同志。”母亲说，“我很不服气，气得哭了

鼻 子 ，老 班 长 薛 宝 芸 大 姐 出 来 替 我 说

话，‘我看郑平同志行，别看瘦小，挺能

吃苦的’。最后，我被批准了，但有个条

件，就是保证行军跟得上队伍，不能掉

队。”

母亲说这番话时，神情很平淡，似

乎不是在回忆生死攸关的抉择，好像在

说出趟远门那般波澜不惊。我很想问，

您就没想到过死亡吗？犹豫了半天，我

还 是 没 说 出 口 。 母 亲 看 透 我 的 心 思 ，

说：“其实，没有人喜欢战争，可美国人

就是不让过舒心日子，开着坦克，一天

天逼近中国国土，唇亡齿寒，作为军人，

我们别无选择。”

魏巍先生当年在战火中采访女兵

时，一定流过许多眼泪，否则就不会写

得 这 般 动 情 。 就 是 这 些 柔 弱 的 女 兵 ，

每天背着背包、十斤干粮、十斤米、一

把 小 铁 锹 ，还 有 人 背 一 把 小 提 琴 行 进

在 朝 鲜 崎 岖 的 山 路 上 ，有 一 夜 竟 行 军

九十里……就是这些坚强的女兵，每天

为伤员洗血衣、捉虱子、打水、打饭、喂

饭，有时忙得竟顾不上自己吃一口……

我每每读到这里，都会动情，都会眼睛

湿润。因为，她们每个人都像是我的母

亲。我想，70 年以后，魏巍文中的这句

呼唤依然没有过时：“年青的朋友们，你

们看，她们是以何等的决心和气魄度着

自己的青春！你们也愿意把这种豪气

放在自己的青春之中吗？”

三

青春是个寻梦的季节，满目桃花盛

开，樱花绽放，美丽近在咫尺，伸手便可

摘到；青春又是个短暂的季节，犹如一

阵春风刮过，一片花瓣，一地落英。如

果不去珍惜青春时光，到头来，只能是

空留下遗憾。这也是我读魏巍先生青

春美文所获得的启示。青春是人生最

美好的时光，珍惜青春就是珍惜生命，

浪费青春就是浪费生命。

1999 年 10 月，我受命担任一部革

命传统教育电视片的主撰稿，有幸结识

了慕名已久的魏巍先生。我们一行来

到北京西山的一栋小楼前，警卫员将我

们迎进客厅后，只见魏巍大步迎上前，

虽已满头银发，但仍带有年轻人那般火

热激情。落座后，魏巍先生接受了我的

采 访 ，主 题 仍 然 没 有 离 开 抗 美 援 朝 战

争。他谈了朝鲜的汉江南岸，谈了松骨

峰战斗，谈了年轻的志愿军勇士……一

幅幅战场的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

不由想起魏巍《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

美丽吧》这篇激扬青春的散文。

我在不经意间，提及了那篇美文中

的戴笃伯。魏巍先生沉思片刻说，戴笃

伯在那场震惊中外的上甘岭战役中，为

抢救伤员、输送弹药负了重伤。第一次

伤在腿上，他仍瘸着走；第二次伤到了

腰部，他仍没有停步；第三次伤在了另

一条腿上，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但他却

在离敌人更近的战壕里，用没有受伤的

手向敌人扔出几颗手榴弹，直到一发炮

弹在身旁爆炸，他倒在了血泊里。魏巍

在急救所见到戴笃伯时，他全身裹着厚

厚的纱布，惟有一张面容没有被无情的

炮火伤毁，还处在深度昏迷中。魏巍深

情 地 说 ，戴 笃 伯 与 他 有 相 似 的 人 生 经

历，都毕业于农村简易师范学校，都拥

有当一名老师的理想，但都在青春好年

华时，放下了手里的教鞭，走上了解放

全中国和抗美援朝的战场。

我听了这话久久沉默，顿感青春这

个字眼是沉甸甸的。而今的年轻人生

活在和平安宁的中国，但可否知晓：哪

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

重前行。我拜访魏巍先生时，将我一本

写青春的散文集《多梦的花季》呈送先

生赐教。魏老笑着说：“小刘，我送你一

幅字吧。”言罢，挥毫写下：“艺途无止

境，但盼后来人。”

那天，离开魏老的家，我脑海里一

直晃动着“青春”两个大字。年轻时，

我 从 来 也 没 如 此 深 悟 到 ，生 命 里 的 青

春 会 如 此 多 娇 。 这 让 我 想 起 久 远 年

代，那首母亲平日喜欢唱的歌曲《革命

人永远是年轻》：“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他 好 比 大 松 树 冬 夏 常 青 ，他 不 怕 风 吹

雨 打 ，他 不 怕 天 寒 地 冻 ……”今 天 ，我

也 想 告 诉 年 轻 的 朋 友 们 ，在 人 的 生 命

中，青春不是资本，是责任 ；青春不该

逍 遥 ，该 奋 斗 ；青 春 不 要 挥 霍 ，要 播

种 。 生 命 里 的 青 春 不 光 是 今 天 的 光

环，更是明天的希望。

生 命 里 的 青 春
■剑 钧

传承“红岩精神”，争做红色传人。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二支队一茬茬官兵在

“红岩精神”的感召下，知责奋进、勇毅前行，在强军征途上续写奋斗故事。下面这

组漫画带您走进属于他们特有的“红岩青春”。

“红岩精神”润心田
■韦 川 黄华添

“战友”情深
■摄影 文 明

这幅作品拍摄于第 76 集团军

某骑兵连训练间隙。画面中，一名

战士深情地抚摸着满身是汗的“无

言战友”，疼爱之情溢于言表。作者

采用虚实结合的拍摄手法，使画面

主体更加饱满生动，凸显了骑兵与

战马之间深厚的感情。

（点评：陶顺涛）

早春时节，在“三个泉”边防连的营

院外，冲天白杨、戈壁红柳，一只只喜鹊

在摇曳的枝头欢唱。野鸡三两相嬉，山

雀 结 伴 成 群 ，野 兔 不 时 穿 梭 在 灌 木 丛

中，处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

“三个泉”因泉而得名。荒山草丛

中，三眼神奇的泉水奔涌相连，由西向

东汇成三个小湖。“低头观鲤鱼，抬头

赏瓜果。人在园中走，如在画里游。”

指 导 员 穆 帅 说 起 连 队 生 态 园 新 景 观 ，

一脸欣慰。

蓝天白云下，微风吹拂，湖中波光

粼粼，偶尔有野鸭掠过湖面，几条游鱼

泛出水花。湖边上还修葺了凉亭、小桥

和长藤走廊，成排的白杨树、苹果树错

落有致。地暖式蔬菜大棚内，一畦青翠

欲滴的油麦菜长势正旺。紧挨着的是

几畦小白菜、菠菜和茼蒿，嫩绿的幼芽

已破土而出。盯着这片鲜活的绿色，中

士付平说：“再过半个月，这些菜就能上

餐桌啦。”

在这荒凉寂寞的戈壁深处，绿色显

得弥足珍贵。1963 年，第一代官兵栽下

的钻天杨，如今已有两人合抱那般粗。

从 那 时 起 ，绿 色 的 种 子 便 在 这 里 扎 下

根，绿色的希望在边防官兵的心中代代

传承。

“这片海棠树年年果实满枝，下个

月 我 们 把 喷 灌 设 施 安 装 到 那 里 ，让 这

光 秃 秃 的 山 坡 也 披 上 绿 装 。”指 着 不

远 处 的 山 坡 ，穆 指 导 员 的 眼 神 里 充 满

希望。

下士陆文富性格开朗活泼，几年前

分配到连队守防时，看到“光秃秃一片”

的戈壁滩，心里有些失落，变得不爱说

话。后来，他在执勤巡逻之余，和老兵

们一起植树、种菜，绿化营院。慢慢地，

陆文富适应了戈壁滩的生活。每逢连

队 组 织 卡 拉 OK 文 体 活 动 ，他 总 爱 唱

《绿旋风》《美丽中国走起来》……

“播撒绿荫绿戈壁，是每一名边防

战士的梦想。”连长时吉煜介绍，他们

从 10 多公里外运来细土，改造荒滩裸

地 ，顶 着 烈 日 酷 暑 挖 坑 栽 树 、蓄 水 养

鱼，种上藤蔓植被，让营区一点点披上

了绿装。

步入连队后院，3 眼泉水汩汩而出，

细流汇聚成一条小溪，缓缓流向远处。

溪流两岸，一代代守防官兵插种的柳树

已长得茂密成林。昔日无人问津的“泉

水沟”，如今成了官兵休闲娱乐的“水上

乐园”。

远处的山峰仍是白茫茫一片，可笔

者分明看到，在“三个泉”边防连，戈壁

深处的绿荫正在延伸，绿染边关，沁人

心脾。

绿染边关
■肖承槟

迷彩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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