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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雪

我们应该感谢雪，致敬雪。

大雪山的雪，是红色的雪。

也许，人迹罕至的地方，那是灵魂

高踞的神圣境地。

要不，为什么苍茫的云天之下会

涌起如此巨大的悲壮和激越？

雪在高处放歌。

呼啸声，是震撼天穹的雷霆，浩淼

的风烟，是它飞舞的衣袖。

对于饥饿，再没有比雪更干净的

粮食。

对于极寒，再没有比雪更温暖的

覆盖。

一群意志坚定的人们，一直向上

攀越着，用一种战无不胜的气魄凝铸

成雪的雕塑。

雪的颜色洁白，像一篇历史，举旗

穿越，用足迹踏出英雄史诗。

洁白的极致，是殷红。

雪是万里长征工农红军的红旗染

过的颜色，是镰刀斧头敲击过的颜色，

是红军战士的血凝结而成的颜色。

如果化成水，雪便是汩汩清泉，从

巍峨的大山淌下来的滚滚热泪。

平静的最深处，一定有雪，火焰般

地燃烧。

大雪山，无名的红军墓

我仰望的地方，是悬崖峭壁，充满逼

人心魂的正气，如高悬的利剑直指苍穹。

有白云缠绕绵延的逶迤。

更有苍鹰利爪下的沉重。

我仰望的地方，是漫长征途的拐

点，是命运重生的起步。

纵然阴谋如芒刺，如挑在刺刀尖

上的雷。

但我看到一阵风从容掠过，大义凛

然，有的前面开路，有的中途倒下，所有

的脚步前仆后继地赶赴胜利曙光。

小战士的身躯在大山上多么渺

小，在天空下、在我的视觉里却又如此

高大。

遥远的炸裂声消失了，惊悸和颤

栗依然在天空深处饮泣。

即使无月之夜，透过乌云的缝隙，

仍可以看见风暴中留下来的事物。

夜空摊开手掌，满天的花朵，那闪

烁的星光，便是一枚枚红军战士帽子

上的徽记。

我仰望的地方是一座民族丰碑。

无关形状，也无关姓名。

雪的绽放

尊贵，缘于人格和品性。

美好的灵魂之于肉身，就像灿烂的

云霞脱离了水汽尘埃设定的凡俗桎梏。

突破千难万险。雪，以优雅的舞

姿光荣绽放。

无边绽放的疆域，是我深爱的国度。

我爱这上苍的恩赐，我爱这片圣

洁的肃穆中的表白。

浩然的风，要经历多少落日的刀

锋，才能砥砺出如此巨大的锐利？

这万物生长的晨光，得用多少冰

清玉洁的露水来洗涤，才能呈现得如

此纯净？

看见了么，一杆旗帜驱散了阴郁

的尘霾。

看见了么，一柄长剑割破了寒冷

笼罩的妄想。

看见了么，一条道路徐徐打开了

布满奇绝与坎坷的神话。

看见了么，从一枚花瓣开始，我们

一起走向山顶，便会抵达生命的苍穹，

与心灵对话或高歌。

巍巍夹金山

耸立在藏香中的山，是让人敬畏

的山。

当大雪封山时，所有活计都停了下

来，而从不停歇下来的事情，是藏民和他

们的羊群日夜仰望，内心呼喊的名字。

所谓高寒，就是连老鹰也不能飞

过的高度。

可是，一支脚穿草鞋、头戴红五角星

的队伍却翻过了它。因此，他们比鹰更

有胆识，更具气魄，是令人尊敬的好汉。

他们是北上抗日的英雄。他们用

脚步在云上踏出了一条生命的出路。

巍巍夹金山上，“红军长征翻越夹

金山纪念碑”，像一柄利剑，闪耀着金

质的光芒，刺破生命禁区的恐惧与神

秘。

风一直在吹，将苍穹顶上的雷电，

吹落到地面，成为悠扬的牧歌。

牧歌悠扬。夹金山的崇高和壮

丽，更显得雪一般圣洁。那耀目的白，

便是大地敬献的哈达。

请让我向夹金山庄重地行注目礼。

4000多米，提升了我致敬的海拔。

翻越夹金山

夹金山。

果然如一尊庞然大物挡住去路。

想想当年，洞穿这厚重的屏障，让

大队人马像针线一样穿越过去，需要

多大的勇气和力量啊！

是的，翻越，需要勇气，需要智慧，

需要义无反顾地发起一次又一次冲

锋，需要用血肉之躯铸成新的长城。

因为翻越就是谱写中华历史新的

篇章。

此刻，我看见镰刀锤头捶打的光

芒，红旗点燃的火焰，在风里不屈地匍

匐前进。

他们相互搀扶，相互鼓励，忍受生

离死别的苦痛。

他们终于将艰难险阻踏在脚下。

乌云和闪电只是虚张声势。然而前面

还有许多未知，抑或遍地陷阱、荆棘密

布。为了赶赴黎明，这些敬爱的先辈

们在所不惜地付出了巨大牺牲。

正是继往开来的翻越，才到达了

明媚的春天。

在夹金山，每一处悬崖，都有我澎

湃的心跳。我想攥紧拳头，用高声朗

诵，献给我心敬仰的英魂。

让翻越的基因遗传下去。

翻越，那是我们必须发扬光大的

精神。

多少次眺望

让我做一朵白云，在山巅流连和

凝望，久久不曾离去。

让我做一条哈达，轻轻系在这座

伟岸的大山脖子上，岁月无法磨灭。

让我做一片雪花，停驻在当年战士

牺牲的坟冢，深情地掩住他疼痛的表情。

每一道雷电都是我哽咽的颂词。

每一阵狂风，都是我内心里激起

的一场风暴。

大雪山。大雪山。千百次呼唤的

名字亲切而又凝重。

寄寓敬仰的象征，更是缘于血液

里的图腾。

我深深爱着你雄壮辽阔的胸襟，

爱你矗立向上的精神气度，但我不能

用哭泣抒写我对你的敬爱，也不能用

抑郁沉闷来加重我对你的缅怀。

我知道，我们必须在怀旧的悲愤中

抬起头来，就像草甸上的羊群，嘴里咀嚼

着幸福的粮食，眼神里写满感恩的泪水。

大雪山上空的英魂啊，你是否看

到阳光灿烂的笑颜，请让我向你深深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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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广大科研人员
和实施导弹发射的官兵发扬了一种崇高
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的“两弹一星”精神。作为由党中央、毛主
席亲手缔造的“核长子”——被周恩来总
理誉为“东风第一枝”的火箭军某旅，60多
年来，从地地导弹“第一营”到“第一团”，
再到如今的“东风第一旅”，他们不仅接过
了“两弹”装备，也用汗水与成绩传承并发
扬着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

一

去年，在庆祝“东风第一枝”组建
60 周年的文艺演出中，有一个节目格
外引人注目。舞台上，身穿着上世纪
50 年代军装的 15 名战士边打夯，边喊
着号子——
“同志们那么 嗬嘿/打起夯那么 嗬

嘿/一夯一夯密密地砸呀 嗦罗罗罗嘿/
为国家那么 嗬嘿/戈壁滩那么 嗬嘿/创
新业那么 嗬嘿/早日打出核导弹 嗦罗
罗罗嘿……”

战士们在舞台上用木头、麻绳等道
具演绎的这首“打夯歌”，让台下的官兵
看湿了双眼。特意从某基地请假赶回老
单位参加庆祝活动的高级工程师谭清
泉，动情地说：“创业之艰难，更显精神的
伟大。节目中传递的‘两弹一星’精神让
大家找到了心灵的‘共振点’。”
“活着拼命干，死了也合算；埋在山

顶上，顶着原子弹。”走进“东风第一枝”
史馆，一排排泛黄的黑白照片向人们诉
说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征途。上世纪 50
年代，面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讹
诈”，党中央、中央军委毅然决然地组建
中国地地导弹“第一营”。组建后的第
10 天，周恩来总理率一批老帅前来视
察，嘱咐大家说，中国导弹部队的独苗苗
钻出了大地，这是一个光荣的零起点，你
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军队的希望，你们要
认真学好技术，为以后组建的导弹营输
送血液……

朴素的话语让刚刚掸去战争硝烟的
第一营官兵热血沸腾。他们收拾好行
囊，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一头扎进
茫茫戈壁，一张白纸就此铺开。一无装
备、二无教材的困局，曾让他们备感焦
虑。为了蹚出一条自力更生的路，他们
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把纸盒画作面
板，用萝卜刻成按钮，将麻绳搓成电缆，
在摸索中模拟实装操作训练……就是靠
着这些原始的方法，在组建不到两年的
时间里，1300多名懂专业、会操作、能维
护的导弹技术骨干涌现出来。随着部队
移防转隶扩编，他们先后为5支新建导弹
部队输送了600多名技术骨干，为战略导
弹部队现代化建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种子”和“酵母”作用。

那些热血动人的故事，那段艰辛光
荣的历史，被后来人通过视频、图片和文
物在“东风第一枝”史馆中得以重现，成
为新兵入营和新到岗干部学习的第一
课。“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24个金光
闪闪的大字，已经刻入“导弹人”的骨子
里，不断激励着一代代官兵奋发图强。

该旅三营现任瞄准号手文熙俊，岗
位涉及天文、光学、电子等多个学科。可
文熙俊入伍时只有初中文化，连长觉得
他基础太差，本想给他换个岗位。他却
主动找到连长说：“前辈们一无所有都能
在大漠扎下根去，我底子差学不好，‘抄’
还‘抄’不会吗？”他找了 10多本专业教
材，每天一有时间就埋头苦抄，手指被磨
出了血泡，裹上创可贴继续抄写。足足
抄了 4遍、共计 400多万字，确认自己将
这些教材记进心里后，他又开始苦练操
作装备。手指上的老茧越长越厚，进阵
地时指纹系统竟无法识别他的指纹。如
今，文熙俊不仅胜任 10多个操作岗位，
他编写的《操作规程》还被列入旅教材体
系，名字写进旅史馆“先锋榜”。

二

上世纪 60年代初的一个金秋，亘古
寂静的西北荒原，一枚墨绿色导弹运抵
祁连山雪峰之下的发射场。

擎掌巨剑的第一号手赵藏库，脚步
有些踉跄地跟着队伍向发射场跑去。
“起竖导弹！”指挥所里传来口令，一

柄巨剑缓缓升起。可导弹仰成 45度角
时突然停住，指挥员惊呼：“第一号手，怎
么回事！”

人群目光聚集处，赵藏库斜靠在操
作台前，双手紧紧握着操作杆，豆大的汗
珠滴答滴答地打在操作台上。
“第一号手在！”他大喊一声，导弹继

续崛起，最终稳稳地矗立在基座上。
“点火！”钢铁巨龙喷出烈焰，呼啸声

响彻古老荒凉的原野。
赵藏库神色凝重地注视着导弹，那

眼神好像在与导弹告别。导弹稳稳飞向
苍穹，他却缓缓倒下。

一旁的战友赶来扶人，一碰赵藏库
的腰，才发现他紧扎着的皮带下，压着一
块四寸长的“T”型铁板。铁板紧紧地顶
住肝部，补得厚厚的衬衣被丝丝血迹染
红。铁板似乎在向人们诉说，“这个战士
疼了太久”。

送往医院后，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的
赵藏库永远地倒下了。一名医生看着
磨得不成样子的伤口说：“这就是新中
国最可爱的人呐，愿为祖国挺起脊梁献
出一切。”

最可爱的人送上蓝天的，就是我国
第一枚战略核导弹。一声巨响，向世界
宣告中国从此拥有了核反击力量，国人
在欢呼中给它起名“争气弹”。

有人燃起精神的火种，有人传递精
神的火炬。曾默默坚守深山哨所 25年
的赵平普，退休前为一级军士长，如今已
年近花甲。去年，他受邀回到旅里参加
单位组建 60周年庆祝活动。战士们将
赵平普请进班排交流，共话传统与传
承。有战士问他：“在深山哨位的 9000
个日夜，您是怎样坚守的？”赵平普回答
说：“为了让导弹腾飞，前辈们连死都不
怕。我只不过是尽了一名战士的本分，
如果组织需要，我还能再守30年。”

三

某处深山，神秘地底“龙宫”旁，蜿蜒
的山溪清可见底。如今，这里已不见山
洪咆哮留下的痕迹，但那首抗洪赞歌至
今仍被人们传唱着。

2007 年 7 月的一天，6 个小时不断
的强降雨引发山洪，洪水已淹没了营区
战士们的下铺。阵地传来消息：洞库墙
壁上被洪水冲开了三个缺口！驻守阵

地的通信二连指导员张建鱼一下紧张
了：一边是官兵生命，一边是阵地安全，
是守是撤？
“我们愿与阵地共存亡！”就在此时，

全连官兵整齐列队，用洪亮的口号向党
支部请战，一场“人在阵地在”的搏斗就
此展开。

官兵蹚着洪水冲入阵地，首先看到
缺口的战士们义无反顾用身躯堵了上
去。巨大的洪流一次次将他们掀翻，他
们又一次次爬起来，手挽手、肩并肩，在
激流中组成了一道人墙，为阵地外疏通
水流的战友争取时间。全旅官兵闻讯后
立即驰援。最终，官兵与洪魔生死搏斗
七昼夜，实现了“人员无伤亡、装备无损
坏、阵地无损毁”。

暴风雨中更显军人本色，伟大的“两
弹一星”精神在危难险重之时显现出耀
眼的光彩。

翻开“东风第一枝”的旅史，还有另
一次关于暴雨的记录，让人印象深刻。

那是一次实弹发射，天公突然变脸，
暴雨突袭而至。豆大的雨粒重重砸在钢
铁弹体上，也重重砸在时任旅长杨光的
心头。

千里之外的指挥所里，上级首长语
气凝重冷峻：“能不能按时发射？”

杨光紧紧握着电话，抬头看了看挺
立战位的官兵。导弹部队，就是千人一
柄剑，要绝对相信官兵的能力，这个念头
给了杨光回答的底气。
“能！”一个斩钉截铁的字。最终，这

次实弹发射成功突破多个训练“禁区”，
一举完成多个“首次”，谱写了战略导弹
部队极限条件下实施发射的新篇章。

长剑不语，但一座座深山，见证了岩
层深处那无数个不分昼夜、砺剑铸盾的
身影。新时代的“东风第一枝”，“两弹一
星”精神的焰火越燃越旺……

长剑不语山为证
■黄 洋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在全民抗疫、共克时艰的非常时
期，一首由王晓岭作词、濮鹰作曲的歌
曲《我相信》走红网络，赢得众多网友点
赞。其动人的旋律和优美的歌词，就像
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人们的心灵。
“我只看见你的眼睛/却看不清你的

面容/我相信天使救死扶伤/高尚纯洁的

心灵……”当肆虐的病毒突然降临，白
衣天使勇敢地担负起冲锋陷阵的责任，
无畏地冲向最危险的一线。没有留下
姓名，没有露出面孔，在抗疫的战场上
直面生死的考验。歌曲用诗一样优美
的语言，讴歌了抗疫勇士的使命担当。

词作者王晓岭介绍说，主歌的第一部
分，是向奋战在抗疫一线的白衣天使致
敬，第二部分是向所有“最美逆行者”致
敬，“我只看见你的出征/却不知道你的
姓名/我相信勇士逆向而行/舍身忘死的

冲锋”。
“一看到歌词，我就忍不住落泪

了。”参与歌曲录制的南京艺术学院流
行音乐学院副院长张丹丹说道，“我的
公公、婆婆感染了新冠肺炎，与家人视
频通话的时候，正好有一位‘全副武装’
的医护人员来为婆婆输液。她的样子
就像歌词中写的一样——‘我只看见你
的眼睛，却看不清你的面容’。”

副歌部分荡气回肠的合唱叠韵，传
递出同心守望的大爱深情。“我相信手
挽手风雨同舟/我相信肩并肩众志成城”

“我相信我们同饮一江水/我相信我们同

流一片情”。4个“我相信”气势如虹，唱
出了兄弟同心的守望相助，传递着一种
温暖的力量、一种坚定的情怀。“亲爱的
人，亲爱的城”，我们手拉手、肩并肩、心
连心，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迎来“春
回大地的相拥”。

一部优秀的作品，必定有触动人们
心灵的地方。这首语言质朴、感情真挚
的歌曲之所以感动众多人，其精髓也正
在于此。它道出了万千民众的共同心
声，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正如一位
网友评价的那样：“歌声就像南京的温
度，温暖着疫情的寒冬。”

歌曲音乐短片的画面，选取了江苏
援鄂的一幕幕动人瞬间。医护人员与
家人告别的画面，一支支医疗队奉命出
征的镜头，“坚决完成救援任务”“武汉
我来了”的铮铮誓言……画面与旋律交

相辉映，视觉和听觉互相烘托，情、境、
声三者完美交融，让作品产生直击人心
的穿透力。

据了解，这首歌曲从创作到进录音
棚，整个过程不超过 48小时。词作者、
曲作者连夜创作、通宵修改，文艺志愿
者进录音棚时拿在手里的歌谱，都还带
着笔墨芬芳。南京文艺界十几位歌唱
家和文艺志愿者一接到通知，便排除万
难、赶来录制，这让组织者管辉感动不
已，他说：“那一刻，我觉得歌名《我相
信》取得很对。我相信，我们万众一心，
一定能战胜疫情！”

一首有温度的抗疫战歌
■欧阳棋 胡建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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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精神激励一代代导弹兵根植深山、砺剑铸盾，图为火箭军某旅通信营官兵开展无线通信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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