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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情相悦

暑假来临，火箭军某

旅工程师李安泰迎来了

朝思暮想的女儿李卓月。许久未

见爸爸的贴心“小棉袄”，缠着李

安泰一起做游戏。父女相伴，其

乐融融。

家庭秀

胡 良/文 黄武星/图■

定格

你说，我是夏季里的一棵四叶

草，绽放的生机和欢笑，齐声在你

耳边诉说着美好。爸爸，我不想做

你的天使，因为我要在人间，慢慢

地陪你变老。

其实，你是我四季里的整片天

空，时光变得柔软，风也有了背

面。女儿，从未给你金色的童年，

可你带花的手指，却给了我快慰和

力量。

璇姐好：

我是一个单身的兵妈妈。最近，为了

儿子的婚姻大事，我可是伤透了脑筋！他

年纪也不小了，这些年陆续谈过几个女

朋友，但都没能“修成正果”。不想让他像

我一样经历不幸的婚姻，我没少给他传

经验、敲警钟。他谈的对象，我都会亲自

把关。可自从上一个对象“吹”了之后，他

就再没有往我面前领过人，还口口声声

说，他的事让我别管了！我的苦心他怎么

就不能理解呢？

一位兵妈妈

兵妈您好：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孩子
在部队当兵，日常任务繁重、个人支配
的时间少，加上恋爱经验相对不足，使
得情路不顺；而您作为过来人，希望他
少走弯路、尽早收获幸福，您的操心实
属人之常情。

但您需要想想的是，儿子的每个选
择您都要把关，他的婚姻蓝图您也要参
与设计，如此得来的“幸福”真的会令他
幸福吗？毕竟，年代不同，观念不同，他
接触的人和世界也完全不是您当初面
对的那些模样。如果还一味地拿上一代
的标准作为他的择偶“准星”，那就很可
能不是在“校准”，而是在限制。

幸福没有“模板”，不是简单地复
刻就能收获美满；婚姻更没有“范文”，
只有亲身经历，才能领悟其中的真谛。

您要有信心，咱军哥在女孩心中
的形象一直是稳重可靠、“暖男”属性
自带、“硬汉”指数爆棚，这样的男孩儿
怎么会没人爱？放他在自己的感情世
界里翱翔吧，终究，他会发现属于他的
彩虹。

婚姻没有参照物，可以参照的幸
福定律倒有一条：美满的婚姻无关外
在条件，都是用心在经营。也许，这才
是您最该传授给他的。

婚姻故事没有“范文”

璇姐私聊

扫码阅读更精彩

结婚 5年多，搬了 5次家。感谢部
队给了我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也感谢
胡先生给了我成为“女汉子”的机会。

年前搬家的时候，整理一些旧
物。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箱子，搬起来
并不是很重，可密封得特别严实。费
了好大劲拆开箱子，没想到，里面装的
竟然是我的婚纱。是啊，女孩子在结
婚的时候，大都希望可以拥有自己的
婚纱，即使只能穿一次，也想买下来珍
藏。对此，爱美爱浪漫的我，又怎能免
俗呢？

那是 2012 年的 7 月，我结束了 4
年的大学生涯。离校的时刻，我正在
为一场同城的军恋而纠结。

是回家去，还是留下来？“父母在，
不远游”，这个道理我懂，可军恋对象
的工作性质，又使我实难接受将来分
居两地的现实。

胡先生申请了休假，我们一起回
彼此的老家见父母。中间的过程恐怕
和很多人一样，并不是很顺利，但好在
那时的我们很坚持，最终得到了彼此
原生家庭的真诚祝福。

当年年底，我们领证了。从那天
起，刚满 23周岁的我，正式任中国人
民解放军空军军嫂一职。

其实，那个年纪的我并不知道作
为一个军嫂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只想
着，有一个男人愿意把我妥置安放，挑
起我未知的余生，这应该就是爱情。

我没想到，他爱我是真的，但他爱
部队、爱工作，丝毫也不比爱我差。

2014 年 7月末，我们的爱情结晶
出生了。初为父母，我们都很激动，但
喜悦总是会遭遇现实的无情冲刷。我
开始和很多军嫂一样，过上了那种告
别职场、等待老公、持家带娃的家庭妇
女生活。

原本应该痛并快乐着的生活，我
却越过越痛，越过越没了快乐。我和
胡先生开始有了争吵，有了冷战。

我抱怨他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
家，这个家和是不是自己名下的房产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只要不经常搬家
就行了；我抱怨他为什么在深夜里只
能让我一个人带孩子去医院排队、看
病、打针；我抱怨他为什么两个人不
能一起交替带孩子，我也想出去实
现自我价值；我抱怨他为什么干得那
么累，还要守着这个偏僻的山沟军营
不离开……所有的所有，我像极了祥
林嫂。

想来，那段时间，胡先生背负了极
大的压力，但他自始至终没有责怪，反
倒对我越来越耐心，越来越温柔。

久而久之，我开始反思：一个女人
当了军嫂究竟意味着什么？细细品
味，答案就是：结婚以前，芝麻大的小
事儿都以为是天大的事情；当了军嫂
以后，即便天塌下来，一个人也能镇定
自若地顶起来。

厘清了思路，找准了定位，选择了
理解，我的生活就变得不再纠结，就开
始充满阳光。如今，胡先生在部队干
得风生水起，而我也有了一份很满意
的工作，快4周岁的女儿活泼开朗。

这两年，军队改革紧锣密鼓。我
发微信问胡先生：“有没有想过回地
方？”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复：“听组
织的。”我心了然，他爱我，也爱这身戎
装。我心笃定，从此不谈亏欠，不问选
择，只愿在岁月静好的日子里不负遇
见。

试了试箱子里的婚纱，我依然能
穿。想着今年胡先生休假的时候，我
们能带女儿去海边拍个婚纱亲子照就
好了。

前提是，倘若他有时间的话。

婚纱知我心
■徐 洋

“我的亲友团里三层外三层都是军
人。”

这话出自一位高原女干部之口。
她共有 8名至亲参军，手机存照随手一
翻，指尖跨度便是40年。

她叫郭江明，芳名的寓意是“守护
江山明月”。这位高个姑娘名符其实，
她的人生路，始终承继着戍边基因，续
写着山河约定。

28年前的 3月，重庆江津火车站车
少客涌。郭江明的姐姐退伍，而 16岁的
她刚穿上军装，“姐妹花”在拥挤的站台
“换防”。那天，母亲牵着两个女儿的
手，迎来“小心肝”，送别“心头肉”。
“ 部 队 生 活 很 苦 ，西 藏 条 件 更

差，你要有思想准备啊……”看着细
皮嫩肉的妹妹，姐姐含泪叮嘱，挥挥手，
已是山高水长。

姐姐说的没错，彼时的西藏，极
寒至苦，物资匮乏，交通滞后……从
机场到军营的 200多公里路，车窗外竟
掠过了旭日和夕阳。

每个女人都希望被温柔以待，漫天
沙尘可不答应。一路颠簸，郭江明取笑
战友成了“女版包公”，而对方的回应
是，“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两人“嘿嘿”
一笑，露出四排洁白的牙齿。

黄昏坐上餐桌，郭江明看到了父辈口
中的“老三样”：土豆、粉条和海带。当然，
为欢迎新兵到来，炊事班长一咬牙一跺脚，
向温室挺进，给猪一刀，餐盘里也有些许时
蔬和鲜肉。听说每逢过节就会加菜，郭江
明翻看日历，盘算着哪天能吃顿好的。

虽然身处高原，但军营生活给人一
种穿越感。这不，晚上洗漱时，水龙头
里竟能放出水藻来。郭江明笑称，如果
自己化身美人鱼，定能顺着管道游到拉

萨河里去。
女兵天生爱干净，可洗脚时，姐妹

们脱了鞋，皆迟疑。原因很简单，连队没
热水。咋弄呢？拉直问号的过程，既有
趣又心酸：女兵两人一组，一齐喊“放”，
同时伸脚入水。这么做的目的是相互
鼓励，无形中添点暖意。

紧裹被子睡了一觉，郭江明在黎
明时分醒来。准确地说，是被冻醒
的。她趴在窗台上向远望去，屋外落
满皑皑白雪。从小在火炉之城长大的
“辣妹子”，此刻真想抓把辣椒放在嘴
里，增加身体的热量。

两年多的西藏军旅生活，郭江明的
表现担得起一个“勇”字。她参加了原
成都军区组织的军事比武，技压群芳。
而代价就是，原本白皙精致的脸蛋，早
已开满了“高原红”。
“瞧你现在五大三粗的样子，当心

没人敢娶。”儿时的好友看了她的戎装
照，提醒她“当兵要悠着点儿”。她倒
好，一句“漂亮不能当饭吃”全给怼回
去，依然苦练如故。

那时的郭江明，满心想的都是要扎
根高原干一辈子。可未曾想，1992年 9
月考取军校后，她回到内地读书，而且
毕业分配也未能如愿回藏。

时光兜兜转转，一晃过去多年。带
着心的感情线，走到哪里都是眷念。看
到内地都市的车水马龙，郭江明就想起
高原城镇的模样，更牵挂那群“踏云英
雄”。难舍的雪域情缘“牵线”，她与“老
西藏”的后代定了终身，以“高原军属”
的身份去西藏探亲。

雪域虽远，也是阳光普照之地。郭
江明的公公告诉她，改革开放以来，西
藏经济社会发展迅猛，“几十年跨越上
千年”，集中表现在这一时期。郭江明

也欣喜地发现，随着国家援藏力度的加
大，不仅高原同胞与内地人们同奔小
康，而且驻藏部队也搭上了地方发展的
快车。

目睹繁华忆芳华，郭江明颇感振
奋，但也有遗憾。毕竟，自己曾是这片
雪域的守卫者，而此后却只能做客人。
她想重拾当年的归属感，在军旅生涯的
末期，再次战斗在雪海云天。

机会终于来了——2017年 7月，刚
刚获得“全国巾帼建功标兵”殊荣的郭
江明被上级推荐进藏工作，任职拉萨警
备区，为高原驻军书写军史华章。
“都老夫老妻了，当什么牛郎织女

呀！”亲朋好友又来劝阻。可两个陌生
人变成亲人 20年，早已知根知底，丈夫
送给郭江明的只有牵挂和支持：“家里
有我，不用操心。”爱的语言在此时无关
浪漫，却“含金量”十足。

郭江明归心似箭，车程也很“配
合”。以前，从贡嘎机场到拉萨市区要 4
个小时，而今缩短为个把小时。车窗
外，如画的美景让郭江明如醉如痴。

沧海桑田，一个转身之间，许多事
物早已淡出视线。重回“娘家”，郭江
明 再 也 寻 不 见“ 老 三 样 ”和“ 女 包
公”。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迁，
她随口一说，就是一串傲人成就——
“富氧营房、室内球场、阳光水窖、保
温猪圈等新型营产亮相边关，有氧冬
囤、乘车巡逻、直达配送、立体保障等
抓建理念走进方案……总之，国防今
胜昔，边关坚如铁！”

抚今追昔，父辈们拓荒而行的老照
片，砥砺着郭江明建设西藏的进取心。
情到深处，终作泪流，不是溢出眼眶，而
是落进心里……归去来兮、笑履使命的
郭江明，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16岁初上高原，43岁二次进藏，这位戍边女军人的眼里，是边关翻天覆地的变

化；心里，是始终如一的情怀——

归去来兮，永远的高原情
■本报特约记者 晏 良

从懂事起，我就知道自己是一个
“兵”。母亲随军到了军营，我是在一片
军绿色的簇拥下成长起来的。

父亲所在部队在偏远的丘陵深处，
生活条件差，随军家属少。小时候，我
没有城里孩子们的时尚玩具，最大的乐
趣就是跟在父亲身后，到他所在的机务
中队看兵叔叔们比赛掰手腕、拔河、打
篮球、踢足球。每次我都鼓足了劲地加
油、呐喊、拍巴掌，在我眼里，他们这群
人太棒了。

时间长了，叔叔们都亲热地喊我
“兵苗苗”，可我不喜欢。苗苗这个名
字，怎么听都像是女孩子叫的，我可是
堂堂男子汉啊！可我越不喜欢，叔叔
们就越爱这么叫，有时候，还故意哪儿
人多在哪儿叫，气得我直跺脚。他们
说，喜欢看我脸红脖子粗的样子，有兵
味儿。
“兵味儿是什么味儿？”我懵懵懂懂

地问父亲。父亲哈哈大笑说：“等你当
了兵，就知道了。”随后，他拍拍我的脑
袋，有些神秘又有些笃定地说：“我要亲
自打造你的兵味儿。”

当时，父亲的话让我“丈二和尚摸
不着头脑”。可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

已经晚了。
第一次被父亲带去唱军歌，我特开

心。和那么多兵叔叔一起唱歌，太有感
觉了。那种山呼海啸的吼声，让我的小
胳膊小腿儿充满力量。可总去，我就有
了审美疲劳。看着别的小伙伴悠闲地
在院子里捉蟋蟀、玩弹珠，我哪有心情
去“吼”歌？我像糖稀一样黏在母亲身
上，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想躲开父亲的目
光。可母亲却一边安慰我一边说：“听
爸爸的话，没有错。”白哭了一场的我，
只好乖乖出门。
“儿子，起床！3分钟后家门口集

合！”每天清晨，大院里的起床号吹响前
10 分钟，父亲的命令声就穿透了我的
房门。800米跑、15个俯卧撑、20个仰
卧起坐，父亲把我折腾了一溜够后，又
带着他的兵去早操了。

有一次，不堪重负的我假装生病，
逃避“兵役”。父亲早就看出了我心里
的“小九九”，可他并不戳破。只等我养
好了“病”，他又在大晚上带着我跑步，
说是多进行体能训练体格就棒了，就不
会生病了。天哪！经过那段“魔鬼”时
间，我再也不敢动歪脑筋了。

但满腹的牢骚，还是有的。一次吃

饭时，我小声嘟囔：“我要是再多几个兄
弟姐妹就好了，我就不一定非得当‘兵’
了。”

没有想到，父亲竟然兴奋起来：“那
敢情好！咱们家就可以有‘女兵宿舍’
‘男兵宿舍’。我的书房嘛，就是‘司令
部’。以你现在的资历，可以当个班长，
带着他们训练。至于你妈嘛，也可以升
官当后勤部长喽！”

想到父亲带兵的辛苦，我说：“我还
是老老实实当个普通一兵吧。”一旁的
母亲也“哼”了一声，说：“再多几个，我
就坚决辞职。”说归说，母亲从来都向着
父亲，是父亲最可靠的后盾。

在大院同龄的孩子中，我和许航玩
得最好，他父亲和我父亲也是最要好的
战友。可就在 1998 年的抗洪抢险中，
许叔叔牺牲了。那段时间，父亲的脸色
一直很憔悴，妈妈的眼圈儿也总是红红
的。一连几天，我陪着许航，呆呆地坐
在训练场边的台阶上。
“我要和我妈回老家了。”许航闷闷

地开口。
“那你还会当兵吗？咱俩约好的。”

我小心翼翼地问。
“不，我不当了！当兵太辛苦了，还

会牺牲……”许航哭出了声。
那一刻，我不知该如何安慰，却鬼使

神差地学着父亲的样子，拍拍他的肩膀，
说：“总得有人当兵保卫国家呀！”

许航走了，我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
了。父亲再怎么“虐”我，我都咬牙坚持
着。我对自己从小生活的军营，对父亲
夏天晒得黑瘦黑瘦、冬天冻得青紫青紫
的脸，有了一份崇拜和感动。

我喜欢上了军歌，有段时间没唱，
心里就会觉得缺点什么，就会自己一个
人扯着嗓子开吼。兵叔叔们站如松、坐
如钟、行如风的气质，也在我身上有了
完美体现。班上的小姑娘们总是用崇
拜的眼神悄悄地看我，但我潇洒地装作
不知道。

高考时，我郑重地填报了上军校的
志愿。父亲知道后，点点头：“好儿子！”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在街上
遇到一个歹徒纠缠女孩子。想都没想，我
就冲上去和他扭打在一起。歹徒被吓跑
了，而我却受了伤。向后倒下去的时候，
我看见自己身上的血像鲜花一样绽放。
“醒醒，你是谁？”听到那女孩急切

的声音，我的脑海只有一个庄严的回
答——我是一个兵！

我是一个兵
■任瑞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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