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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红色沂蒙（雕塑） 王树山作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小 米
（外一首）

■石 厉

在武乡的山坡上第一眼望见的

让我内心沉甸甸的

原来是它！那每一粒小米

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像黎明时的星星，随时

准备将饱满的自己，献给

初升的光芒，它们唱着土地的赞歌

躲过日寇的轰炸，走进

八路军战士粗糙的瓷碗中

与他们一道筑起

钢铁长城的，原来就是它

每一粒都凝结着太行人民的血汗

而在它优美浑圆的身体上

闪着光的露珠中

分明是哭泣过的泪痕

因为，每一位

钢筋铁骨的将士呵

他们的腹中

填充着野菜、树叶和观音土

他们口腔溃烂，两腿浮肿

就是由于新谷还未成熟

旧谷存余太少

少得就像黄金一样珍贵

当它成熟时，终于低下自己的头颅

沉默得只有土地和安眠于

地下的先烈，才能听得懂它

一句句干燥而带火的语言

红星杨

那颗曾照亮旧中国的星

竟然自己从天上，落进

朱总司令栽种的一棵杨树里

也许，是那些帽徽上闪光的

五角星，撼天动地

我岂忍折断这棵树的每一个

枝节，枝节里都有一颗清晰的

五角星，为你诉说那个

年代的故事，我恨自己

生不逢时啊，不能为英雄的先辈

分担民族的苦难

这颗曾闪烁在天上的星星

早已淡忘了岁月

它甘愿隐藏在大树里

与天、与地共生

从大地到长空
■赵 琼

我想飞得更高

只要是祖国需要

我想飞得更远

只要是母亲期盼

责任，是我搏击长空的羽毛

梦想，让我的翅膀

无限地生长

强劲，有力，丝毫不拖泥带水

我自大地而来

长空是我唯一的阵地

我会飞翔，随日出展翅

却有别于鸟类

日落不栖

即使是在短小而飘忽的梦里

警觉和捍卫

也会与星斗携手而立

一滴水花的绽放

或一丝微笑的舒心

都会被恰到好处地植入

我优美的航迹

长出江山锦绣

长出山河妩媚

长出繁荣昌盛

长出安详惬意

长出无限强大的国防

在由黄色与红色织就的旗帜上

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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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火把的人

铜锣在沉沉的暗夜里炸响第一声

惊 雷 之 后 ，你 将 早 已 准 备 好 的 火 把 点

燃，欣喜地高高举过头顶，大步走在大

刀、长矛与旗帜的队伍前头。

这源于血与泪的火把，这源于星星

之火的火把，在沉沉的黑夜里噼噼啪啪

炸响，与林立的刀矛和奔走脚步碰撞出

的光芒，剪破重重黑暗，奔向前去。

你是黄麻起义中举起火把的人。

山路在身后，刀矛在身后，旗帜在

身后，你举起的燃烧的火把成为一次起

义的象征。火把腾腾燃烧的语言，不仅

与身后林立的长矛大刀温情对话，更像

一面旗帜呼啦啦在夜空招展，召唤每一

双眼睛和耳朵以及内心澎湃的激情，点

燃满腔的怒火，舔噬暗夜沉沉的黑，以

及沉沉的黑里裹着的压迫与剥削，统统

将它们烧成灰烬……

只因这起义征途的火把呵，是一簇

燃烧不熄的信念，指引这支脚穿草鞋、

手举刀矛的队伍从暗夜走向黎明。

南一门遗址

这里是七里坪的小南门，只因张南

一壮烈地牺牲在这里，七里坪人为纪念

他的忠诚与壮烈，才将小南门改为南一

门，并将他的英勇与壮烈编成曲艺，在

七里坪传唱。

他曾是一名鼓书艺人，也是一名地

下党员。他知道，为党工作最好的方式

就是以鼓书艺人作掩护，向广大劳苦大

众传播革命的思想。

一 时 间 ，朴 素 的 真 理 ，石 质 的 呐

喊 ，都 潜 入 他 游 乡 串 户 说 唱 的 鼓 书

里 ；而 被 真 理 唤 醒 的 劳 苦 大 众 ，引 起

敌 人 的 恐 慌 。 他 们 便 以 野 兽 的 疯 狂 ，

四 处“ 围 剿 ”、八 方 搜 查 ，妄 图 扼 住 他

的喉咙。

最悲惨的一幕发生了：“围剿”、搜

查 一 无 所 获 后 ，敌 人 疯 狂 地 架 起 了 机

枪，将全村 300 多人赶到稻场上。听到

敌人疯狂的叫嚣，他似乎听见了刺刀战

栗的声音；藏在夹墙里的他再也待不住

了，毫不犹豫走出藏身之所，大义凛然

走向冷酷的枪口……

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偶然的经过

和 遇 见 ，开 端 和 结 局 也 许 谁 也 难 以 预

料，但生命的壮美，有时往往就在这一

个又一个偶然经过与遇见的瞬间，闪现

出富有个性而绚烂的光芒。

如今，小南门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

埃 里 ，好 在 标 识 勇 敢 和 正 义 的 遗 址 还

在。

小南门虽然消失了，但它却像一座

无形的纪念碑，立在红安这片红色的土

地上，立在红安人的心里，更立在中国

革命灿烂的史册上。

红安古城

这是一座古城，一座新建的古城。

两百个将军同一故乡的传奇故事

令后人景仰，人们在一片荒芜的山坡上

建起一座古城。

此刻，我就站在城墙的楼阁上，脚

下 城 墙 逶 迤 ，身 旁 垛 口 起 落 ；再 环 视

城 内 ，只 见 一 栋 栋 、一 排 排 古 色 古 香

的 房 子 挺 立 路 旁 ，黑 的 屋 檐 ，灰 的 砖

墙，白的亮瓦，不仅充盈古建筑气息，

更像是百年前黄安旧城历史风貌的真

实再现。

修建一座古城，不仅是为了再现风

貌，而是要以此再现古城曾经发生的传

奇与故事。

这不，当我站在古城墙上俯瞰古城

时 ，我 仿 佛 看 见 在 铜 锣 声 里 从 山 的 深

处、从夜的深处，一支支举起的火把像

火炬在燃烧。一时间，一个旧世界在躁

动、在颤抖、在挣扎、在奔突，在寻找一

个新的去处……

于是，黑夜化为灰烬，红日从地平

线上喷薄而出，而古城黄安也被燃烧的

火把和喷薄而出的红日映红。从此，黄

安变成了红安。

时光可以流逝，但历史不会流逝。

我从有限的资料中获悉，自从这座古城

建起之后，就有不少反映红安的传奇故

事在这里拍摄，影视的画面与历史风云

在这座古城交织融合。

不是吗，站在古城墙头，那烽火岁

月 的 金 戈 铁 马 、刀 光 剑 影 重 在 眼 前 浮

现，那征战沙场的厮杀阵阵、鼓角声声

犹在耳畔回响，怎不令人拊膺长叹、壮

怀激烈……

将军树

回来了，将军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此刻，他就站在离别 50 年的故土

上，站在他和战友们曾经一起浴血战斗

的前沿阵地上。当他弯下腰来，从昔日

的前沿阵地上，捧起一抷泥土，这浸血

的泥土，勾起他永生难忘的记忆——

那天，反击的号声响了。

待他与号角的嘶鸣、震天的杀声一

起纵身跃出战壕，说时迟那时快，只见

班长突然横过身来挡住了他，挡住了罪

恶的子弹。

班 长 倒 下 了 。 他 哭 喊 着 抱 起 班

长，不想班长抬起头来瞪了他一眼，然

后 用 微 弱 的 力 气 抬 起 手 来 ，命 令 他 冲

上前去……

将军默默抬起低垂的头。

他拿起了锹，奋力掀开这曾经浸血

的泥土。他要在这里栽一棵树，栽一棵

四季常青的松。

陶家河如是说

这是一个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

秋天。就在这个缀满露珠的黎明，我们

陶家河以山清水秀的热情和善解人意

的方言，热烈欢迎你造访。

你 若 来 了 ，最 好 站 在 牛 背 脊 骨 山

顶，俯瞰一下一个青山绿水的山乡，你

会看见群峰叠翠的山谷间一条河流吮

吸着大别山之灵气，潺潺湲湲，直向东

河奔去。当你回首，就是当年红 25 军激

战牛背脊骨的遗址。如果你有时间，不

妨去瞻仰一下红 25 军牛背脊骨战役无

名烈士纪念碑，然后看看红 25 军军部旧

址以及红 25 军纪念馆。纪念馆会告诉

你当年红 25 军在陶家河集结后，一边发

动 群 众 分 田 分 地 ，一 边 建 立 苏 维 埃 政

权。不久后，他们又在河南罗山突围，

开始北上长征……

是的，我知道你来陶家河，不只是来

游山玩水，而是来阅读我们陶家河的历

史，那烽火岁月以血与火写就的历史啊！

茶园

我站在这一片红土地上，这是当年

红军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沙场呵，那战士

的血、战马的血、树和石头的血，缓缓流

进了这片土地，也浸红了这片土地……

自从被血浸染过，这一片贫瘠的土

地苏醒了。

如今，这里是一片茶园。

穿过层层惊雷和纷纷扬扬的清明

雨，在竹笋突围的拔节声中，雨后的茶

树正在返青，悄然将一个季节染绿。青

青茶林中的采茶女，在等待了一个冬天

之后，一双双激动而又有些急切的巧手

在不倦地翻飞，忙着采摘这春天最动人

的馈赠。

岂止是春天的馈赠呵，那返青的叶

片舒展的不也是烈士们的祈盼与希冀，

抑或他们勃发的青春……

我刚抵达这里，我不是来这里踏青

寻觅山野清新明媚的春光，我只是想用我

这首与茶叶一起返青的小诗告慰英魂，然

后，翻阅那一页血染的历史！

行走大别山
■谢克强

那是多年前一个初冬的上午，我站

在军舰的甲板上，面朝大海，接捧那渐

渐飘落的初雪。雪花落在领花和帽徽

上，灿烂了我一身笔挺的军装——军营

生活的一幕由此深刻心中，成为浪漫而

纯美的记忆。

记 得 那 时 ，我 们 这 些 南 方 籍 的 战

士，在有着浓重东北口音指导员的带领

下，排着整齐划一的队列，喊着口号，向

团部走去。冬天迎面拂来刺骨的寒风，

刮得人清鼻涕直流。当我们一路顶着

寒意快步返回连队，欲用火炉边的温水

洗把脸时，哪想一碰到室外的冷空气，

那水一下子结上了一层冰霜。

留在记忆里的不只有寒冷，还有很

多温暖的回忆。坐在海岛人家温暖的

土炕上，啃一口香甜的玉米棒，外加一

盘蘸酱的大葱和一蒸笼白馍馍，那便是

渔民们一日最好的美餐。军民一家亲，

那位熟悉的大娘常常热情地给我们分

享她做的馍馍，我们总是不好意思地笑

着婉拒大娘的一番盛情。

小岛冬日的阳光，漫上了那一艘刚

刚停靠海岸的军舰。浪花轻拍船舷，仿

佛奏响昨夜水兵出征的进行曲。一位

脸蛋红扑扑的战友，手中正紧握一封家

书反复细读。海面上跃动的浪花，搅暖

了一对恋人心头的热语，也荡漾着家乡

与海疆之间的思念之情。

还 有 海 边 拾 贝 的 趣 事 ，总 是 令 我

难 忘 。 我 们 的 连 队 就 坐 落 在 海 岛 上 ，

营 区 距 海 边 不 过 几 百 米 远 。 周 末 时

光，当潮水退去时，我和要好的战友一

起 去 赶 海 捞 海 味 ，每 次 都 能 满 载 而

归 。 踩 在 松 软 的 海 滩 上 ，听 着 海 鸟 掠

过 海 面 亲 切 地 歌 唱 ，看 着 铁 桶 里 满 满

的 海 味 ，我 的 心 情 无 比 惬 意 。 夜 幕 降

临，一边看着天边美轮美奂的霞彩，一

边 哼 着 快 意 的 小 调 ，我 们 踏 上 了 返 回

哨所的那条小路……

月儿照亮了哨位，远天的星星眨着

顽皮的眼睛。我们庄严地站在哨位上，

目光炯炯地盯着辽阔的海天。因为我

们知道脚下踏的是祖国神圣的海疆，坚

守的是黄海之滨的祖国第一哨。

“站住！口令！”我紧握钢枪，严密

地注视着夜幕下的正前方，不放过任何

一点风吹草动。“革命战士！”原来是连

长查哨，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穿

上这件大衣吧，天气怪冷的。”听着连长

亲切的话语，一股暖流在我心中弥漫开

来……哨位——海浪——星辉——明

月——钢枪，还有连长暖心的话语，组

成了那一夜海疆最动听的诗章。

当 兵 的 日 子 ，深 深 地 刻 在 时 光 的

记 忆 里 。 打 靶 场 上 ，迎 着 一 轮 初 升 的

红 日 摸 爬 滚 打 ；出 海 的 战 舰 上 ，唱 着

铿 锵 的 曲 调 踏 浪 而 行 ；守 望 的 哨 位

上 ，深 情 注 视 头 顶 蓝 天 和 夜 空 升 起 的

一 轮 明 月 …… 而 今 当 我 穿 着 铁 灰 工

装 ，头 戴 那 红 蓝 相 间 的 工 帽 ，站 在 故

乡 这 片 辽 阔 的 土 地 上 ，心 中 依 然 满 怀

着对远方军营哨所的眷恋。登上高高

的 铁 塔 ，此 时 望 不 见 咕 咕 叫 的 大 雁 和

海 燕 ，我 的 身 躯 也 不 再 如 当 年 那 般 挺

拔 ，但 思 念 却 随 着 时 间 的 逝 去 越 来 越

浓 。 唤 一 只 只 翩 飞 的 鹂 鸟 和 黄 鹤 ，吟

唱 北 国 之 春 一 曲 曲 美 妙 动 听 的 恋 歌 ，

还有什么能比得上那片充满思念的海

水以及那段绿意葱茏的岁月更令人怀

念呢？

海岛恋歌
■李 勋

红色之旅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航空兵某旅新飞行员们永远忘不了

这样一幕——在老航校时期用于飞行训

练的跑道上，90 多岁的老飞行员张吉林

为换装新飞行员开训上第一课。授课的

形式虽然只是一人一桌一话筒，但老人

讲述的当年那些训练战斗故事，让年轻

的飞行员肃然起敬。下课后，新飞行员

们将张吉林围在中间，听他讲述先辈震

撼人心的动人故事，久久不愿离去。

营区内，现存的老航校跑道长 400

米、宽 300 米，最早是由日军用三合土建

成的跑道。1946 年，东北民主联军从苏

军手中接收了海浪机场。当年，东北老

航校从通化搬到了这里。然而，因连年

战争，老航校官兵刚到这里时，机场已是

一片废墟，跑道被炸得全是弹坑，营房也

被日军炸毁。得知要在这里搞飞行训

练，牡丹江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自发出

工出力，填补弹坑、平整跑道、修缮房屋，

捐钱捐物、送衣送粮，所有飞行训练必需

的基础设施均在 7 月前完工。

飞行训练开始时，由于飞行教官训

练班的学员来自四面八方，虽然过去学

过飞行，但长时间停飞，技术已经生疏，

加上飞行器材陈旧，因此飞行训练一开

始就遭受了挫折。开学后第 7 天，飞行

科长吉翔和学员许景煌飞“英格曼”教练

机，起飞升空后不久，发动机停车。为了

挽救飞机，吉翔试图转向机场迫降，不料

飞机失速坠地，吉翔当场牺牲，许景煌身

负重伤，三天三夜才抢救过来。但先辈

们没有被危险所吓倒，“明知山有虎，偏

向虎山行”，没有初级教练机，他们不惧

挑战直接上高教机；没有航油，大胆试验

用酒精代替。当然，他们吸取飞行事故

教 训 ，在 飞 行 安 全 上 做 得 更 加 扎 实 细

致。全体飞行人员、机务人员、保障人员

小心谨慎、认真负责、兢兢业业，自我比

喻“像大姑娘绣花一样”做好保障工作，

保证少出飞行事故。

飞行员吴元任得知自己要第一个放

单飞，满怀渴望地说：“我有十分的信心。”

战友们在战机尾翼拴上了红布条，这是新

飞行员放单飞的标志。一声令下，高教机

呼啸滑出，离开跑道，直冲蓝天，起飞、爬

升、翻筋斗……随着飞机平稳降落在跑道

上，地面的人群顿时欢呼雀跃、拥抱庆

祝。紧接着，第二架、第三架飞机也陆续

飞上了蓝天。

然而，国民党空军得知我们建航校

的消息后，派空军疯狂地破坏。老航校

一步步向纵深转移，国民党空军也一步

一步跟上来。后来，老航校官兵摸清了

敌机活动规律，一般在早晨八九点至下

午三四点钟突袭，就与敌打游击，飞行训

练安排在早晚进行。

该旅在跑道边上复原的指挥桌和 T

字布，呈现出老航校当时艰难的训练场

景：由于没有空地无线电设备，甚至连地

图都没有，学员们只能用肉眼去观察判

断。着陆时看信号员的旗号，看到白旗

表 示 可 以 着 陆 ，看 到 红 旗 就 要 立 即 复

飞。当发现跑道上的 T 字布变成十字

时，就表示敌机已经接近机场，空中的飞

机要进行隐蔽。有一次，航校领导外出

开会时，专程去林口县火锯厂看望生产

木材的官兵，不幸被国民党指派的土匪

包围，情况十分危急。航校领导向校部

发电报求救。茫茫林海，一片雪原，为了

给飞机指示方向，他们从厂内寻得十几

匹黑布，铺在厂外草甸子上，充当 T 字

布。当时，没有跑道、找不到目标，蔡云

翔同志驾机在空中盘旋 30 多圈，看到黑

色 T 字布后，迫降在一片空地上。航校

领导和电台工作人员迅速进入飞机客

舱。蔡云翔加大油门，飞机顺势起飞，终

于把他们救了出来。

也就是在这条跑道上，相继有 100

多名飞行学员毕业，其中就包括王海、

刘玉堤、张积慧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

名字。这条托举雄鹰起飞的跑道，现在

依然铺展在白山黑水间的蓝天下。

雄
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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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军营，铁血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