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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年夏日，我到西长安街延长线上

的首都博物馆“打卡”。当时，“读城——

探秘北京中轴线”正在这里热展中。我

盘桓于明代绢本《北京宫城图轴》前，不

知这幅名画是否为复制品？《北京宫城

图轴》现存世多幅，图案略有不同，国家

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和英国大英博物馆

各藏一幅。多年前，我在国家博物馆观

赏 过 绢 本 原 画 ，为 明 初 紫 禁 城 的 俯 瞰

图。其图最下端是宫城墙和丽正门，往

上依次为大明门、承天门、端门、午门、

奉天门和玄武门。画面以红色为主基

调，伴有白色祥云缭绕，承天门外的金

水桥、华表和石狮也历历在目。

宫 城 图 的 承 天 门 下 ，站 有 一 位 手

执玉笏的官员，美髯善目，红袍玉带，

格外惹人眼。偌大一幅画，仅此一人，

何以享此殊荣？皆因他就是承天门的

设 计 者 蒯 祥 。 蒯 祥 精 通 尺 度 计 算 ，善

用榫卯技法，且能双手绘龙，有“蒯鲁

班”之誉。永乐十五年（1417），蒯祥奉

诏 主 管 京 城 宫 殿 建 筑 ，尔 后 又 主 持 修

建了五府六部衙署、长陵等建筑，是明

代 杰 出 建 筑 大 师 。 屈 指 间 ，600 年 过

去，明王朝早已灰飞烟灭，紫禁城通往

长安街的青石板路也留下了深深浅浅

的岁月履痕。

我的目光驻留在北京宫城的微缩

沙盘上，仿佛陡然拥有了上天的视角，

得以像大鸟一般掠过宫城的玄武门、奉

天门、承天门，沿着金水桥，直飞抵长安

街。当初，朱棣大兴土木将元大都改造

为明都时，在承天门前建了一个 T 形广

场，其南为大明门，东西两端为长安左

门和长安右门。这两座长安门间隔 300

多米，形成了最早的长安街。这条长安

街前，左右长廊庑殿，称千步廊；正中央

有青石板路，称为御道，常人不得步入，

只有皇家的龙车凤辇，方可行于此。大

臣们奉诏入宫，只能绕过御道进长安左

门或长安右门。文武百官经长安街，上

金水桥，入承天门，继而进午门，行于此

间，数百载，步履延绵，在青石板上留下

凹凸不平的岁月脚印。

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 年），李自成

打进北京。不久，清军趁乱入关进京，这

就是史上有名的“甲申之变”。这一年，

年仅六岁的小皇帝福临由叔父多尔衮护

驾，从沈阳城匆匆赶赴北京城，在天坛告

祭天地，定都北京。于是乎，“城头变幻

大王旗”，大明门改为大清门，承天门改

为天安门，长安左门改为东长安门，长安

右门改为西长安门。乾隆年间，长安街

又分别向东西各延长了 500 米，始见规

模，故称之为东西长安街。

那天，我从首都博物馆出来，沿着长

安街，乘车一路向东，驶过了民族文化

宫、中银大厦、北京图书大厦、电报大楼、

国家大剧院、新华门、天安门广场……下

车伊始，我凝望着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不

禁在想：如果说，中轴线是京城的脊梁，

那么长安街就是京城的主动脉了。从

600 年前的皇家御道，到今天的“中华第

一街”，历史无情地将封建皇权踩在了脚

下，也验证了伟人的那句名言：“人民，只

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不是吗？昔日的“大清门”是皇城

正门天安门的外门，是皇权神圣之地。

文武百官来到东西长安门外，在分别书

有“长安街”的巨大牌楼边，见到“官员

人等，至此下马”的石碑，无论多大排场

的官老爷，也得小心遵命。至于平民百

姓 ，自 然 是 很 难 靠 近 长 安 街 的 。 现 如

今 ，长 安 街 回 到 了 创 造 历 史 的 人 民 手

中，满眼的花团锦簇，满目的人头攒动，

就连当年的紫禁城也成为了寻常百姓

赏景休闲的好去处。

长安街，在世人面前，分明就是一

幅铺展开的历史画卷。画卷上留下了

密密麻麻的历史脚印，记录了华夏文明

的薪火传承，也记录了当代中国人拥抱

新生活的时代变迁。

二

去年春日，我久久伫立在长安街旁，

望着车流滚滚，感受着蓝天白云，感受着

花团锦簇中的诗意。那天，我为写一篇

历史文化散文，从北大红楼出来，特意赶

到可以倾听到历史回音的天安门广场。

我在寻觅心灵的感应，欲还原一个历史

的场景。后来，我在那篇散文中写道：

“我眼前仿佛有位身着长袍马褂，椭圆脸

庞留着八字胡，戴着圆形眼镜的先生，在

对我自信而深沉地微笑……”

时间是 1918 年 11 月。地点是长安

街街口，一南一北的天安门广场和中央

公园（现中山公园）。那年，由于辛亥革

命，退位 6 年的皇帝溥仪还幽居在离长

安街不远的紫禁城。当时，天安门广场

还是一个封闭的宫廷广场。天安门至正

阳门之间有座中华门（原大清门），从中

华门到天安门这段千步廊的左右两侧尚

有廊房 144 间，可见此时天安门广场的

规模绝不会比巴黎的协和广场大。

就是那个规模不大，又近乎封闭的

广场，那段时间却聚集着成百上千来自

北大校园的年轻人和慕名赶来的演讲

听众。他们大都思想开放，普遍带有一

腔爱国热忱。他们为寻真理而来，为振

兴中华而来。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成为了战胜国，

却并未获得战胜国的荣耀，反而倍感为

列强所蔑视的屈辱。在此之前，俄国十

月革命胜利，工农民众做了国家主人，

也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道路。为此，

北京大学的李大钊、陈独秀等教授在天

安门广场和中央公园举行了一系列演

讲活动，年轻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演讲者

身上。

我的目光在向西北方延伸。紧邻

长安街的中山公园，坐落在与故宫仅一

墙之隔的天安门西侧。辛亥革命后，北

洋政府将社稷坛辟为公园向社会开放，

始称中央公园。为此，开辟了正对长安

街的正门，凿开了东坛门的围墙，修成

了月亮门样式。1918 年深秋，中国共产

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先生就在那里发

表了著名的《庶民的胜利》演讲。

我想象着当时的场景。一群风华

正茂的年轻人簇拥着他们的精神导师，

并为他激情澎湃的演说所感染：“一个

人 心 的 变 动 ，是 全 世 界 人 心 变 动 的 征

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

的先兆。1789 年的法国革命，是 19 世

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1917 年的俄国

革命，是 20 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我

犹如看到，李大钊先生演讲中，那目光

如炬的眼神，将深邃的思想，透过晶莹

的眼镜片投射出来；我仿佛看到，李大

钊 先 生 的 脸 庞 ，洋 溢 着 共 产 党 人 的 自

信，预示一个伟大政党的即将诞生。我

似乎看到，台下的人们青春激扬，发出

雷鸣般的欢呼与掌声。

听演讲的人群中，有位来自湖南的

年轻人。1918 年夏天，他大步跨出湖南

第一师范学校大门，来到风雨飘摇的北

平，投奔曾在母校任教的恩师杨昌济。

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先生将他介绍

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多少年后，

年轻人回忆：“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

做 图 书 馆 佐 理 员 ，薪 俸 是 每 月 八 块 大

洋。”年轻人坦言：“在他的帮助下，我才

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年轻人铭记

着李大钊那铿锵有力的预言：“试看将

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31 年后，那位年轻人已经是中国共

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领袖。那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

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个声音震

撼了整个世界，让那一历史瞬间成为永

恒，曾经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

来了！

那天，我凝神于摄人心魄、绚丽多

彩的长安街，心潮也随着长街的滚滚车

流向前涌动。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一条

大街能够像长安街那般大气而秀美，长

安街上演的波澜壮阔的史诗，足以折射

出几个世纪以来，一个国家的灿烂文化

和悠久文明，一个民族的威武不屈和重

新崛起。

三

今年初春，我去故宫博物院文华殿

参观“何以中国”展，沉醉于中华文明洋

洋洒洒五千年，一路奔流融汇，终成多

元一体、连绵延伸、兼容并蓄的浩荡洪

波……

我步出故宫，前方便是绵延的长安

街，寻着一路历史脚印，瞬间便融入现

实 的 洪 流 里 。 军 事 博 物 馆 、国 家 大 剧

院、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博

物馆、东方广场、国贸中心……长安街

建筑的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高度、不同

的 时 代 感 ，成 就 了 不 同 时 代 的 地 标 建

筑，代言了不同时代的长安街风貌。这

是一条举世无双的大街，这是一个不同

时代的见证者。新中国成立 73 年间，长

安 街 与 祖 国 一 道 成 长 ，与 祖 国 一 样 年

轻，携着中华民族的豪迈雄风，像滔滔

黄河奔流，一往无前。

1973 年春，我第一次来北京，恰是

青 春 多 梦 的 时 节 ，内 心 充 溢 着 对 首 都

的崇敬与向往。长安街边的天安门城

楼 和 天 安 门 广 场 ，是 我 最 想 到 的 去 处

了。那天，我起个大早，倒了若干次公

交 车 ，最 终 乘 坐 1 路 车 来 到 天 安 门 广

场。和许多游人一样，我排着长队，以

天安门城楼为背景照了张相。多少年

后 ，那 张 照 片 已 不 知 所 踪 ，但 我 记 忆

里，照片上的幸福笑容铭刻于心，成为

了永久的底片。

记得当时，我俯在广场的栏杆上，

痴痴地望着壮观的长安街和天安门，内

心十分震撼。那会儿，歌曲《我爱北京

天安门》在全国唱得正红火，那欢快的

音符不停地从我脑子里蹦出来。没错，

在祖国母亲面前，我永远都是个孩子。

那会儿，长安街上还没多少汽车，自行

车之多倒是颇为壮观，一遇红灯，街口

转瞬间就摆起了“长蛇阵”，像是一片蓝

色的海。没错，当时全国人民好像都在

穿蓝色衣服。那会儿，北京二环内的公

交车票好像就几分钱。有一次，我特意

坐上 1 路公交车，从公主坟一直坐到八

王坟，只为一饱长安街美景。

一晃快 50 年了，长安街给我留下无

数美好的回忆。上世纪 90 年代的一天，

我 出 差 到 北 京 ，入 住 在 府 右 街 某 招 待

所。次日天刚蒙蒙亮，我就爬起床，沿

着长安街，一路小跑来到天安门广场，

自以为来得很早，可广场上早就挤满了

看升国旗的人们，人群操着各种方言。

我心头一热，陡然间感悟到，我们都有

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儿女。原来，长

安街还是一条纽带，联结起天南海北的

中国人，只要走进长安街，就会感受到

祖国母亲心脏的跳动。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长安街变得

愈发漂亮了。2017 年 9 月，党中央、国

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提出：“长安街及其延长

线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东西向延伸,其

中复兴门到建国门之间长约七公里，向

西延伸至首钢地区、永定河水系、西山

山脉；向东延伸至北京城市副中心和北

运河、潮白河水系。”这意味着，昔日“十

里长街”，正稳步迈向“百里长街”。

我的目光也随着长安街的延伸而

延伸。我在想，长安街的宽阔、通畅、笔

直就像一道历史的轴线在与长安街历

史、文化、神韵交汇。长安街在这个交

汇点上，尽显了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

化底蕴、浓郁的家国情怀和新时代的风

采。这是一条历史与现实相互握手、一

起面向未来的大街，这是一条寄托着中

国人英姿勃发、走向世界的大街。

长安街的脚印
■剑 钧

日前，由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创作

员陈道斌作词、鄂矛作曲的武警海警学

院校歌《奔腾入海》，以其节奏鲜明、旋

律明快的特点，迅速在该院官兵中传唱

开来。

诗言志，歌传情。一首军歌就像一

把集结号，是战斗精神独特的外在标

识。铿锵有力、激昂豪迈的队列歌曲作

为展示军威气魄的亮丽名片，战斗性是

其鲜明特点。

《奔腾入海》为进行曲风格，采用“A—

B”结构，带有明显的队列行进节拍。歌曲

短小精悍、朗朗上口、意气风发，按“歌起

左脚，强拍起步”的“左—右—左”口令，

与每分钟 116 步的齐步行进步伐相契

合。歌曲无论是参加出操、动员、受阅

等活动，亦或在点名、饭前、集会等场

合，均能边走边唱，紧贴部队训练生活

实际。

歌词简洁直白，“向海而生，搏击风

浪”“立德树人，忠诚于党”“奔腾入海，

壮志飞扬”等韵文朗朗上口，易于理解

传唱。歌曲无论是主歌还是副歌部分，

均以我国传统戏曲中的“江阳辙”为基

础韵律，在全词的起承转合中合辙押

韵，使民族音乐元素与队列歌曲特有的

刚劲气质相融合，为歌曲在内容与形式

上的推广打下基础。

在旋律设计上，主歌部分通过加入

附点节奏，使音符得到力度上的加强，

将充满朝气的抒情旋律同铿锵有力的

进行曲曲风有机结合，使作品呈现鲜明

的战斗风格。在音乐伴奏中，采用管弦

乐队伴奏，突出打击乐器中军鼓的作

用，乐曲激昂与舒缓跌宕有致，在重复

与对比中加深印象、渲染情绪，音乐呈

现出开阔舒展、激越澎湃的格调。

为增强音乐的感染力，歌曲注重

主歌的叙述铺陈和副歌的咏叹升华。

主歌共有四大乐句，均以四分音符和

八分音符为主要节奏音型。第一乐句

由正拍切入，赋予音乐的动力性，唱出

了海警学子青春启航的美好寓意。第

三 乐 句 采 取 变 化 重 复 第 一 乐 句 的 手

法，深化音乐形象。副歌部分将旋律

线条拉长，第一乐句引出全曲最高音，

“把忠诚写在国旗下浪花上”，有力升

华了主题。平行乐句的手法运用推动

词意的延伸，尤其是尾声唱出“海警的

荣光”时，转型重塑的新时代海警院校

形象跃然谱上。

整首歌曲通过层层助推情感的抒

发，仿佛令人看到海警院校学子壮志飞

扬的勃勃英姿。歌曲在谋篇布局间精

巧传递出“忠诚、责任、荣誉、海洋”的校

训内涵，拓展了歌曲的思想容量，刻画

出学院官兵胸怀海洋、使命催征的坚定

信念。

根植于基层沃土，歌曲才拥有生命

力和传播力。符合官兵演唱实际，运用

适合的音域音调，才能奠定广泛的群众

基础。歌曲创作后，教唱学唱活动至关

重要。学院官兵采取独唱、领唱及合唱

队齐唱等方式进行练习，掀起学唱歌曲

的热潮。

奔
腾
入
海

青
春
启
航

■
王
世
卓

舟 车 轰 鸣 ，红 旗 飘 飘 。 端 午 假

期，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舟桥营官兵让

冲锋舟化身“龙舟”，在天山脚下红雁

池 畔 ，展 开 了 一 场 别 具 特 色 的“ 赛 龙

舟”。

“ 同 志 们 ，今 天 我 们 组 织‘ 龙 舟 ’

比 赛 ，各 连 队 选 派 10 名 队 员 和 一 名

鼓 手 ……”教导员话音刚落，来自浙江

嘉兴的列兵姚嘉就对身边战友说道：

“赛龙舟是我老家每年都会隆重举行的

活动，我参加过好几届呢。走，咱们报

名去。”

“预备，起！”伴随一声哨响，教导员

耿二辉发出比赛开始的口令。官兵铿

锵的号子声立刻响彻水面，“龙舟”如离

弦之箭同时飞驰而出，官兵铆足了劲，

桨影翻飞，激起阵阵水花。

“在遂行任务时，遇到冲锋舟引擎

停机、发动机燃油用尽等突发情况，我

们就要依靠划桨保证动力，以确保完成

任务。”多次执行救援任务的连长刘珂

介绍说，这次比赛，他们结合野外驻训

实际，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旨在进一

步激发官兵的训练热情、锻炼在陌生水

域应变能力。

班长林俊作为鼓手兼一号“龙舟”

的指挥员，边击鼓边高喊着“一、二”，指

挥队友们随着鼓点把桨插入水中。队

员们的身体随着节奏同时倾下、抬起，

“龙舟”在水面上飞速向前。

赛场边的拉拉队敲起锣鼓，掌声、

呐喊声此起彼伏，几艘“龙舟”在官兵的

助威声中你追我赶。

“ 今 年 是 我 第 一 次 在 部 队 过 端 午

节。看到战友们争分夺秒、团结一心划

着‘龙舟’，那种激情感染了我，明年我

也要报名参赛。”列兵叶清远兴奋地说。

“赛龙舟”不仅是力量的比拼，更是

团队协作的较量。这场别开生面的比

赛，丰富了大家的节日生活，受到官兵

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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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部战区陆军第 82集团军某旅在野外展开强化训练，全方位锤炼官兵

的专业技能和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锤 炼
■晋 蒙/文 周雪凯/绘

决 胜
■摄影 陈登科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武警

广西总队新兵团组织拔河比

赛时的场景。一名班长手举

喊话器，为新兵们鼓劲助威。

拍摄者运用长焦镜头、结合高

速连拍的方式，记录下官兵激

情澎湃、血脉偾张的一幕。画

面突出了班长这一人物主体，

从他生动的表情中，让人感受

到比赛的胶着紧张。画面具

有较强的冲击力和现场感，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军营生活的

火热与阳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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