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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歌》一曲话同江

完达山脉耸峙东北，一路绵延起

伏、横跨纵行，但延伸至一片冲积平原

时，突然就被汇流于此的松花江、黑龙

江拦了下来。

古称“天河”的大江与嵯峨山脉就

这样不期而遇。这次碰撞的结果是，

山岭、溪流、泡沼、岛屿等各种地理结

构，深深浅浅地挤在了一起。但大自

然神奇的造化又将这一切安排得那么

有条理、那么有韵律，满眼山川丘陵陡

然开阔起来，原野土地也如织锦般斑

斓，如油画般重彩。

恰如赫哲族的“嫁令阔”（民歌）里

唱的：水是山的裙裾，石是水的骨骼。

这片土地上的资源物产、稼穑渔猎、地

域风物、生活习俗、民间传说等等，无

不“皆与江同，皆由江生”。所以，这方

山水得“同江”之名，可谓顺理成章。

再精美的地图，也无非是山脉、河

流、关隘、湖泊、岛屿、城池等符号的组

合。江河行地、水涌山叠，同江山水“与

江同”者不仅仅是地理描述，更有风起

云涌的历史记忆。伫立在北疆边防某

部街津口哨所瞭望塔，放眼两江汇聚奔

流之潮，一句慷慨悲歌骤涌心头。这不

是江水，是流不尽的英雄血脉。

“莫日根”传唱壮千年

源远流长话同江，其深厚的古风

神 韵 ，在《左 传》中 就 可 见 记 略 ：“ 肃

慎、燕、亳，吾北土也。”

大约 3 千年前，这片依山傍江的土

地属于一个叫“肃慎”的部落（按当时

惯例，部落是以首领的姓氏命名的）。

这位肃慎显然是个有眼光有格局

的首领，虽然相距遥遥，他还是选择了

向周武王献上部落之“重仪”——楛矢

石砮，以表示臣服于周朝。

在随后漫长的历史里，《汉书》《魏

书》《新 唐 书》《元 史》等 史 籍 中 ，都 有

“肃慎氏来宾”“来朝”等记载。同江向

中原“遣使朝贡，每岁不绝”，人们得以

安享稳定平和的岁月。

“依山而猎，沿江而渔”的安宁环

境，使这里成为迁徙人口选择的繁衍

生息家园。

有这样一个数字——在我国民族

大家庭中，共有 22 个少数民族聚居于

此。各兄弟民族在融合交流中，创造、

衍生出独特丰富的民间风情艺术，使

地处边远的同江，成为名扬中外的一

颗璀璨明珠。

“回首向来萧瑟处。”这个吟唱渔

猎传奇、描绘江河织锦之地，曾经被称

为“ 拉 哈 苏 苏 ”。 赫 哲 语 中“ 拉 哈 ”意

为：泥草垒的墙，而“苏苏”则意为：残

垣废墟。谁会用这样的名字称呼自己

的家园呢，除非是有一段惨烈的记忆，

一曲悲怆的哀歌。

史载，明清两朝，同江地区抵抗外

敌侵扰的战火从未停息，比较重大的战

斗就近 10 次。今天，旅游者熙熙攘攘

的“三江口”，就曾经是边境军民“三战

三江口”，合击重创侵略者的旧战场。

其辉煌战绩，至今仍是“特伦固”（当地

的口头叙事文学）的精彩传唱。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侵占了赫哲人

生活的大片土地，英勇的赫哲人奋起反

抗。“上山两条板穿山越岭，下江三条板

漂洋过海”，他们在家乡的土地上来去

自如，令进犯的日寇日夜不宁。在一次

名为七星岗的战斗中，一对名为尤山、

尤江的猎人兄弟化身“狙击手”，仅二人

就毙敌近百人，成为族人口中的“莫日

根”（赫哲族语意为：英雄）。

作为少数民族，赫哲人在抗战中做

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从 1932 年即“九

一八”事变后的第 2 年，到抗战胜利，赫

哲族人口从 1700人锐减至 300人。

忠勇无双战旗扬

勇无双，忠无双，江水血浪尽是英

雄绝唱；头不低，腰不弯，山峰弹壁凿

刻百姓豪情。

街津口抗日根据地遗址的这副对

联，讲述着革命老区叱咤风云的历史，

记载下白山黑水血染战旗的岁月。

钩稽往事、状摹风物。一路走同

江，6300 余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放眼可

寻江河风光、良田秀峰、民俗瑰宝、名胜

古迹，处处皆是旅游者打卡的热门之地。

然而，同江人民最引以为豪的，是

这片热土作为革命老区的荣耀；他们

心中远胜于种种风貌景致的，是战火

中存留下来的 10 处红色历史遗址。如

今已经成为旅游胜景的“街津口”“青

龙山”等，都是当年我党开辟的抗日游

击根据地。

在长达 14 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

党领导的抗联 6 军、7 军、11 军等抗日

武装，依托这些根据地一直坚持着武

装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他们与日伪

侵略军展开的大规模战斗就有 32 次。

一次次英勇的战斗，最大限度地打击

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同

江人民的抗日信心。

抗日烽火点燃在白山黑水，在我

党我军宣传影响下，先后有 160 支民间

的山林抗日队伍加入了抗联，成建制

的伪军携枪投奔抗联队伍。更精彩的

是，在伪保安大队的里应外合下，抗日

武装攻克同江县城，砸开监狱解救了

全部爱国抗日人士。

还有些故事堪称传奇。我党一位

地下党员，以教员身份作掩护，与同江

县伪公署的职员、警察、电报员、税务

员等结交为朋友，向他们宣传抗日道

理 和 革 命 思 想 ，使 之 走 上 抗 日 道 路 。

他们为抗联提供了许多情报，并以各

种方式瓦解打击伪政权。后来，这位

地下党员暴露了，又在他们的掩护下

安全撤离。

就地理位置而言，同江属于边域。

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

争的战略问题》中对抗联的评价：“那里

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

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

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

“戍边新歌”不尽诗

到同江必到边防，到边防必到八

岔村。

这里是赫哲族的聚居区。赫哲族的

鱼皮制衣的绝技，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有精美绝伦

的鱼皮画、鱼骨画、桦树皮画，被誉为“赫

哲三绝”。

这个饱受苦难的民族，在新中国

成 立 后 焕 发 出 前 所 未 有 的 生 机 。 今

天，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他们

已经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为了“全国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国美丽宜居村

庄”“全国文明村”……

然而，赫哲人民走进新时代，畅享

新生活的同时，从来都没有忘记守疆

卫国的历史与责任。

史载：这里不仅是渔乡，同时，在

数百年之前，就担负起协助戍边，“监

护疆域、巡查边界、盘诘及缉拿私逃境

者”之责。

“个个都当边防兵，家家都是边哨

岗 。”今 天 走 在 八 岔 边 关 ，悠 扬 的《船

歌》令人心醉，边防军民的一曲“戍边

新歌”，同样让人激情万端。

共同戍边守防的，就是战友。驻

守在这里的某边防连官兵讲述了这样

几位战友——

42 年前，22 岁村民李成华开始担

任义务护边员，今天仍然走在巡界的

队伍中，是“边龄”最长的“老边防”；

女 大 学 生 荆 锐 毕 业 回 村 当“ 村

官 ”，同 时 兼 任 护 边 员 。 后 来 她 调 到

乡里任职，但从来没有放弃护边员的

“职位”，在同江有着“边关花木兰”之

誉；

村 里 有 8 位 青 年 在 城 里 工 作 、上

学，但他们每逢假期都要回到连队报

到，参加巡边，被亲切地称为“候鸟”护

边员……

同江边防行，看着一位位不穿军

装的战友，听着一个个热络贴切的“外

号”，赫哲族的一句谚语骤涌心头：“有

木板钉船就敢闯风浪，有钢叉在手就

能保家乡！”

歌声中的北疆边城“同江”—

在那奔涌的江涛里
■郑蜀炎

我相信，同江这个地名你未必知晓。但有一首歌一定能够让你

闻旋律而和声唱，那就是《乌苏里船歌》：

“乌苏里江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赫哲人撒开千张网，船

儿满江鱼满舱……”

是的，这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并被

送入太空的国之金曲，便是源于同江的山水传情，出自赫哲人的渔

歌晚唱。

黑龙江省同江市之“同”，显然属于“泯然于众”的常见字，但它

却拥有“甲骨”级的资历——是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的汉字之一，而

且从造字之初，字形字意从未变更，其解一直如《说文》：“合会也。”

由此，可以合理推想，同江之名，应该来源于早期先民对家园故

土的地理描述。

西北某高山，西部战区空军雷达

某 旅 通 信 中 队 所 属 的 发 信 台 坐 落 于

此。台站很小，占地面积不到 3 个篮球

场大。

然而，在现任台长、一级上士曾东

鹏心里，这个台站很大，很大。因为这

里无声地书写着军人的坚守，还有他们

无悔的青春岁月。

初冬清晨，阳光铺在山头上。曾东

鹏起床收拾，开始为那几盆绿植浇水，

他仔细把叶子喷得透亮，又用抹布一片

叶子、一片叶子拭干，再把它们挪到窗

台上。看绿植沐浴着阳光，曾东鹏心里

的幸福感一点一点晕染开来。

新 兵 下 连 ，因 为 人 手 短 缺 ，这 位

“霸得蛮”的湖南小伙，申请来到条件

更为艰苦的台站。初到台站，习惯了

南方湿润气候的他，便收到一件特殊

的“见面礼”：半夜口干舌燥，准备起床

找水喝，一摸枕头手上有点黏，打开手

电筒一照，才知道是鼻血流到了枕头

上。

“适应不了西北的天气，也就适应

不了守山的日子。”如今新兵再到台站，

他常常把自己的切身体会挂在嘴边。

那段“鼻血横流”的经历，每每讲起，总

是让他苦笑连连。

那年，上级机关为台站整修营院。

期间，曾东鹏和战友暂住临时帐篷。冬

天天寒地冻，帐篷保暖效果欠佳，一夜起

来，战士们的耳朵和双手突然长了冻疮。

“菜也会上冻。”后来，他们就想了

个法子，把菜挨着锅炉放着，像人一样

“烤火”。

最 难 熬 的 还 是 无 边 无 际 的 孤 寂 。

这座山海拔不高，但远离人烟。慢慢

地，驻守在这里，似乎没了什么新鲜事，

几个兵聊着聊着就没话了，彼此有了一

种默契的沉默。

来到台站后不久，曾东鹏也曾难耐

下山的冲动。看出他的心思，时任台长

单律钧干脆拉着他去“喊山”。他们一

起站在山巅扯着嗓子呼喊。

“喂，有人能听到吗？”只有阵阵回

声传回到他们的耳畔。

“你想不想吃汉堡？”

“给我来几个。”

喊完山，老台长跟曾东鹏分享起自

己的心路历程。聆听老兵们的坚守故

事，曾东鹏陷入了沉思。

彼时，正值春季，一缕阳光的触角

掠过山巅，抚过他的脸庞。

放眼远望，满目苍凉，山还是那样

光秃秃，曾东鹏内心却在悄然变化，渐

渐“回暖”。那天晚上，他在笔记本上重

重写下这样几个字——学会与孤寂清

冷握手拥抱，坚守山巅站成兵峰。

“别看台站平时安静，必须时刻警

惕，战斗极有可能在下一秒打响！”对于

战备任务，台站战士们始终保持着高度

警惕。

“这边电台有问题，请配合速查原

因！”一天夜幕降临，旅指挥所值班员打

来紧急电话。

二话没说，正在值班的曾东鹏先是

对某型电台进行自检，发现各项参数正

常后，又把目光锁定在房屋楼顶的天线

调谐器上。他拿来梯子，呼哧呼哧爬上

去，调整好呼吸，待在一旁侧耳细听，这

次没能像以前一样听到“滋滋”电流的声

音。

“十有八九是这里出现了问题！”说

话间，台站另一名老兵、一级上士常晶

钧也加入抢修。不久，电台恢复正常。

守站的岁月，心中也有希望。这些

年来，战士们在台站种了许多小树。在

曾东鹏和战友们的悉心呵护下，小树一

天天长大……

“院子里有 37 棵松树和 20 棵白杨

树 ！”曾 东 鹏 对 院 内 的 这 些 树 如 数 家

珍。今天，道路两旁的树，就像是庄严

的卫兵一样，守护着这座营院。

“守在这里值不值？”面对新战士的

问题，曾东鹏把目光悠然投向这些挺拔

的树。

青春无问西东，岁月自成芳华。从

这位 16 年老兵清澈的眼眸中，新战士

已然读懂了答案——值得！为祖国站

岗，我们的根早已深深扎在了这片热

土。

坚守高原无问西东
■范云龙

边 关 风

10 分钟，一个标准的板寸头便理好了。

刚休假归队，二级上士陈俊看着镜子里的自

己，不禁为理发师、下士李天通竖起大拇指。

听到战友的夸赞，李天通脸上洋溢着开

心的笑容。“下一位，请上座。”他一边招呼等

待理发的战友，一边俯身清理着座椅上的碎

发。

澜沧江畔，戍守着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

连。由于驻地偏远，交通不便，理发一度成了

难题。为此，连队专门举行了一次“理发大

赛”，推选李天通担任连队的“首席理发师”，

并在连队文体活动室的一角，建起一间“爱兵

理发室”。

走进这个南陲深山中的理发室，眼前的

景象让人惊喜：新粉刷的淡蓝色墙壁，两面

落地镜让整个理发室更有空间感。镜子前，

各类理发工具摆放整齐，两张旋转座椅干净

整洁……

“等待的时间最无聊。”李天通说，连里

将理发室设在文体活动室，为的是让大家在

排队等待理发时，可以在文体活动室翻翻

书，打打球。李天通每周末利用一天时间为

战友们理发，如今他还带了 2 个“学徒”，“下

一步‘军营理发师’的队伍不断壮大，我们轮

流值班不影响训练，还打算增加洗发、护发

项目，丰富大家的周末生活。”

当兵前，李天通在一家技术学校学习发

型设计，还和朋友合伙开了一个理发店。他

的“徒弟”中士蒙华笛，虽不是“科班”出身，

但经过李天通的调教，技术手法已丝毫不落

下风。二级上士石伟是个“美发界的新手”，

李天通一边帮战友理发，一边教他如何根据

头型设计发型。“石伟学习能力强、进步神

速，简单的修边和理发已经能够独立完成。”

李天通的脸上挂满笑容。

“捧出的乖娃娃，夸出的好媳妇。”受到

官兵追捧，3 位“军营理发师”的服务热情高

涨。“爱兵理发室”解决了官兵理发难题，温

暖了官兵心窝，也在无形中激励着大家成长

成才——

理发师石伟刚下连时是出了名的“闷葫

芦”，现在变得健谈开朗，在连队前不久组织

的演讲比赛中获得冠军；新兵周洛不爱看

书，读书看报常常坐下没几分钟就出神，现

在他一有时间便扎进理发室，和“书友”学习

交流……

澜沧江畔有个

“爱兵理发室”
■伍小青 董浩浩

伴随着动感的节奏，南疆军区河尾滩边

防连的富氧训练室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二级上士李明明身穿体能训练服带领

战友们跳着毽子操，一曲结束，他轻轻拭去

额头上的汗水说，“在高原的缺氧环境下开

展训练，身体机能状态恢复较慢。有了富氧

训练室，高原训练也可以既愉悦又健康。”

一边锻炼身体，一边放松心情……在南

疆军区海拔 4000 米以上的边防连队，官兵

们将连队新建成的富氧训练室亲切地称之

为“氧气森林”。

南疆军区所属一线边防连队常年驻守

平 均 海 拔 4000 米 以 上 的 雪 域 高 原 。 近 年

来，上级持续提升边防一线基础训练设施建

设能力，逐步在高海拔连队建起了富氧训练

室、制氧方舱，配发便携式制氧机，改善连队

守防条件。

“新建成的富氧训练室，就像高原上长

出的一片‘氧气森林’，我们在这里可以使用

划船器、跑步机等器材开展各种健身活动。”

李明明说。

这是一片占地 400 平方米的场地，可同

时容纳 50 人开展训练。在宽敞明亮的休息

区，可调式座椅让人倍感舒适，各类吸氧控

制装置，直接连接到座椅旁。“富氧训练室的

气温、湿度、空气含氧量等，都接近平原地区

标准”“室内训练还有效阻隔了紫外线和风

沙，训练效能更好”……休息区内，官兵们细

数“富氧训练”的种种益处。

“在训练中吸氧，在吸氧中训练，可有效

调整血液中的血氧饱和度，增强人体氧合能

力，改善人体心肌功能，让大家的训练更加

科学、高效。”连队军医陈旭东说。

富 氧 训 练 室 也 带 来 了 训 练 方 式 的 调

整。随着富氧训练室的建成，边防一线连队

纷纷摸索形成新的组训方法。在河尾滩，连

队利用早操时间组织官兵在富氧训练室内

训练，确保官兵每天能够获得 1 至 2 小时的

科学用氧，提高训练效率，促进训练成绩的

提高。

富氧训练室的一侧，连队还规划出篮

球、羽毛球等场地。训练闲暇时间，中士杜

海兵经常叫着战友，在富氧训练室内过一把

“球瘾”。放下手机，走进富氧训练室，来一

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如今正在成为高原官兵

周末放松的新选择。

雪域高原有片

“氧气森林”
■唐 帅 纵 恒 郭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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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一位老兵在离队前向守

望的大山庄严敬礼。

图片由该部官兵提供

上图：台站官兵夜间用天文望

远镜观测星空。

图①：驻守同江八岔村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官兵雪中巡逻；图②：军营开放日，当地赫

哲族青少年穿着民族服装到连队参观学习；图③：节假日，当地赫哲族群众来到连队和官兵一

起包饺子；图④：清晨，官兵巡逻经过当地村落。 周 鹏、孙元超摄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