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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周末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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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风

兵味一得

古蔺位于金沙江下游，衔接云南和

贵 州 。 进 入 古 蔺 ，陡 然 有 一 种 无 边 幽

深、峰峦连绵的感觉，两边是青山，县城

夹于其中。山为黛色，葳蕤草木如纷披

的绿色绸缎。清新空气之中，还有丝丝

的甜味，令人亲切而又惬意，还有水流

平缓，悠闲而清澈。我不由得想起杨慎

的诗句“界首江清春洗马，海漫山翠晚

当楼”。

一早醒来，窗外的鸟儿开始新一天

的生活。它们似乎在商议一天的飞行

方向和距离，又或者在讨论某些重要事

情。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清新，令人心旷

神怡。出城，向着山野。半小时后，我

们进入一个状似葫芦的山区。此地名

为双沙镇，四面皆为高山，其中南边的

稍微低一些。站在山腰俯瞰，只见群山

起伏，或纵或横，有的蜿蜒如龙，有的则

短促如拳。

俯瞰整个山谷，四面峰峦遮挡，中

间 凹 凸 有 致 ，一 片 宽 阔 的 平 原 沉 浸 其

中，田畴井然。路边的草坡上有数个蜂

场，勤劳的养蜂人头戴有黑纱的草帽，

在侍弄蜂群。田地周边，排列着为数不

多的房屋，看起来纵横有序，一色的崭

新。远处山上，也有一些散落的民居。

正是晨雾消散的时候，远看那些人们，

似乎置身于仙境之中。

同 行 的 本 地 朋 友 说 ，这 里 是 中 央

红军长征中，在“四渡赤水”紧要关头，

召开白沙会议的地方。“四渡赤水”是

红军长征中，为争取战略主动，成功进

行的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性战役。在

毛 泽 东 等 同 志 的 指 挥 下 ，红 军 根 据 敌

情 变 化 不 断 调 整 部 队 行 进 方 向 ，先 后

“四渡赤水”，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

追 堵 截 。 至 双 沙 镇 ，毛 泽 东 同 志 主 持

召开会议。会址就在双沙镇的一座老

院子里。作为川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小镇，能够与伟大、卓越的中国革命联

系在一起，这对于双沙镇来说，是一种

无 上 的 荣 光 。 在 村 子 里 ，我 遇 到 几 位

老人，问起当年的情景，他们说：“那时

候我们还小，只觉得红军很好，对我们

的父母、祖辈，都很亲善。我们这里的

人都很欢迎他们。”其中一位年过 90 的

老人说，他的家里还住过红军，现在那

房 子 虽 然 老 旧 得 不 能 住 人 了 ，也 不 舍

得拆掉。

每一段历史都将被铭记，不仅在典

籍里，更在人民的记忆中。在这里，至

今流传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红

军战士们的故事。在村子北面的山坡

上，有一些天然的石洞和石崖，当地人

说，那里曾驻扎过红军的一个连队。我

带着一颗敬仰的心，从每道崖缝与石洞

中去感触当年红军留下的足迹，遥想那

段苦难辉煌的峥嵘岁月。

这里的自然环境，仿佛一个独立的

世界，有些桃花源的意味。然而，古蔺

作 为 川 滇 黔 连 接 点 ，其 南 来 北 往 的 人

们，必定携带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

文化，使得这一片土地不仅成为西南丝

绸之路的一个重要分支和重镇，也使得

古蔺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凝结和形成

了特有的地域文化。

如当地的花灯，俗称“扭扭灯”，相

传源于唐宋。每年正月初二至十八，花

灯表演者走街串巷“耍花灯，贺新年”，

说唱吉祥，祝福平安。“古蔺花灯”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蔺县也因之

被称为“花灯之乡”。

民 间 艺 术 朴 实 ，特 别 能 打 动 人 。

那些歌谣、器皿、工具，都是劳动者自

己动手创造和创作的。人在劳动之余

的娱乐，既可以愉悦身心，又可以增强

团 结 ，拉 近 感 情 。 这 体 现 了 人 们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唇 齿 相 依 、互 帮 互 助 的 习 性

和美德。

出了太平镇，再去金沙江下游的永

乐镇。这个名字太好了，永乐，体现的

是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

寄望。这里大河滔滔，凝聚了横断山脉

的冰雪和泥浆，也携带了整个大地的万

千声响与人间高处的诡谲、苍茫。镇子

不大，沉浸在山间，到处都是浓郁的酒

香，馥郁、黏稠，让人有一种特别想走近

的愿望。当地人说，这里是金沙江入海

的最后一站。我想到，江河在大地上的

恩惠，惠及每个生命。水和人的关系有

滋养、滋润，不仅是生活上的，还是精神

和思想上的。如老子的“水利万物而不

争”，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古

训，还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人

生感喟等。

永乐镇与贵州习水县隔河相望，古

来就是川黔要塞之一。遥想农耕游牧

年代，无数的茶叶、盐巴、竹器、玉器、陶

瓷等货物，由此进入云贵高原，再运送

到缅甸、越南、老挝和印度等地，而最重

要的，是这些人和物产所蕴含的文化与

文明，使得中原与西南地区乃至世界，

都 有 着 生 生 不 息 、交 互 往 来 的 历 史 源

流，更使得中国的文化和文明，持续不

断地影响着亚洲各地乃至全世界。同

时，也让世界通过这一扇窗口，与古老

的东方大国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夜 间 的 永 乐 镇 一 片 静 谧 ，群 山 沉

默，繁星在空中聚集。站在夜晚的永乐

镇，只觉得大地安恬，万物蓬勃。少顷，

朗月越过群山，照耀着大地。在这样的

夜晚，我只觉得人生是空灵通透的，也

是激越纯洁的。

这初来乍到的古蔺，可能早在多年

之前，已经与我有了一种说不清的契合

与亲切的感觉。

古 蔺 记
■杨献平

一

记得儿时，我幻想在冰封的冬季，

去寻觅埋在冰雪里的小木屋。我把一

本童话书遗失在那里，书的名字叫《卖

火柴的小女孩》。

信念是一炉冬日的炭火，即便被风

雪埋住了，也会保存下那一星点火种。

那信念的星星之火，在冰冷的沉默过

后，也会星火燎原。

为寻找春天，我来到茫茫草原，那

里有残雪的痕迹，还有薄冰的碎片。当

我拨开那层冻土，竟然看到一丝碧绿，

在枯黄的草茎中挣扎，风儿一吹，睁开

了那双寻找春天的亮眼。

二

朱雀试一下春江是否水暖，抖落一

池北方春水，在候鸟远去南方的时节，

她来到北方安营扎寨。冰雪消融的日

子，她沉静地凝望吐绿的春草，还带有

一丝冰冷的记忆。

冷漠是无情的冬天，微笑结了冰，

凝固了；快乐遇到霜，枯萎了；幸福碰到

雪，封冻了，但在记忆的冰凌里，除了冷

漠，还有冷漠的天敌——爱心。

在爱心面前，冷漠的坚冰可以融

化，冷漠的阴霾可以驱散。为寻找生命

的春天，就要学会摒弃冷漠，那回报的

就不仅有温暖，还有丢失的快乐。

悲观的人把飘飞的雪花，看作一片

寒，冰封了心扉；乐观的人把飘飞的雪

花看作一首诗，融化在心间。

三

人在得意时，对温暖往往熟视无

睹，只有在无助时，才更能体味温暖的

珍贵，所以雪中送炭，远比锦上添花更

重要。

舍弃了冬日的飞雪，就会迎来春日

的飞花；舍弃了春日的飞花，就会迎来

夏日的翠绿；舍弃了夏日的翠绿，就会

迎来秋日的金黄。

四

雪之情送来知音的倾诉，梦之声送

来知音的旋律。知音的价值就在于，当

你的志向，被很多人当作痴人说梦时，

他不光是你的听众，还是你的志同者，

并在雪花飘落的岩缝里，意外发现一棵

绿色的春芽。

多少情分凭忠贞共渡爱河，多少误

解靠信任冰雪消融；生命交响曲在腊梅

花开中奏响梦的旋律，欢快的乐章在海

棠花丛中溢满春的馨香。

创作谈：

散文诗的意境美，应像绚丽的报春

花，在生命的原野上，敞开心扉，阅尽春

色。写散文诗凭的是一种对美的追求，

用手中的彩笔勾勒色彩纷呈的大千世

界，展现曼妙的人生风景。

我喜欢鲁迅的散文诗《雪》。这是

一篇取自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作

品。他笔下的江南雪景充溢着幻美的

奇异和春天的萌动。“雪野中有血红的

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

的磬口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

草。”雪野的色彩除了雪白，还涵盖了血

红、隐青、深黄、冷绿，他甚至感到了春

的呼唤，“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

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它们嗡

嗡地闹着”。这种用想象营造出来的意

境之美，有色彩，有声音，读了简直让人

陶醉。

《雪之情 梦之声》试图学习这种

风格，通过写雪来抒发情感，以期实现

情景交融的意境，只不过仅学到一点皮

毛而已。

雪
之
情

梦
之
声

■
剑

钧

前不久，团里举行“榜样的力量”事

迹报告会，来自基层营连的 13 名优秀

骨干登台分享从军感悟。背景大屏幕

上播放着一组组照片，记录了他们在训

练生活中的精彩瞬间。这些照片，大都

是我和爱好摄影的战友们拍摄的。

看着这些照片，听着那背后的故事，

我又想起了第一次拿起相机的情景。

那时，我刚下连不久，就迎来了春

节。团里正彩排春晚节目，由于我没有

文艺特长，没能入选连队的节目表演。

“鹏企，你拿上相机去给彩排的兄弟们

拍几张照片，给大家留点资料。”说着，

指导员把一部相机递到我手上，简单给

我讲解了一下使用方法。

随后，我对着舞台上的战友们不停

按动快门，自认为总会有一两张好看

的。彩排结束，战友们纷纷围过来看我

拍的照片。可由于我对相机各种参数设

置不了解，加之紧张抓拍，拍的照片不是

没对上焦，就是曝光过度，没有一张能用

的。战友们没有责怪我，但我从大家的

脸上看到了一丝失望。我决心利用业余

时间好好学习摄影。

我购买了一些摄影书籍，利用周末

时间，学习构图、光线等基本概念，研究

光圈、快门、感光度之间的关系，不断实

践书上的理论知识。

要说在学习摄影的过程中最难忘

的事，要数我第一次跟队参加边防线勘

察任务。

行走在祖国的边防线上，昼夜之

间，我感受到雪山上奇幻的光影变化。

在同行老班长的指导下，我拍摄了战友

们巡逻的场景、壮美的雪山和夜晚的星

空。

为了能更好地展现战友们执勤巡

逻的场景，我用心琢磨构图和光影变

化、选取拍摄角度，提前跑到预定点位

架好相机，等待捕捉最佳时刻。一天拍

摄下来，虽然有些累，但当拍到一张满

意的照片时，心中的喜悦就把疲惫冲散

了。

正是这次全线勘察任务，让我对边

防军人的职责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为

能用相机记录战友们忠诚守卫边防的

经历而感到欣喜。

在理论学习和不断实践的打磨下，

我的摄影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渐渐成了

团里小有名气的“摄影师”。

镜头下，我拍摄了战友们在训练场

上挥汗如雨的瞬间、雪山巡逻的足迹、

情景党课上活跃的身影……光影之间，

都是大家奋斗的姿态。战友们看着一

张张照片，脸上洋溢着笑容。“我要把我

这张负重越野的照片寄回家给我妈看

看！”战友小胡指着一张照片自豪地说。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用相机

捕捉战友们的动人瞬间，记录更多军营

故事。 （龚诗尹整理）

定格军旅记忆
■王鹏企

冬日的喀喇昆仑，冰雪满山。一天

清晨，新疆军区某部官兵精神抖擞，即

将执行巡逻任务。带队的干部是指导

员刘明亮，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带队。

此次巡逻采取乘车和徒步巡逻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出发前，刘明亮反复强调

行车纪律，交代注意事项。

“登车！”随着一声粗犷洪亮的口令

下达，巡逻官兵迅速就位。驾驶员二级

上士赵兴军拧动车钥匙，车辆启动。

一 会 儿 工 夫 ，车 辆 途 经“ 搓 板 ”路

段。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刘明亮能明显感

觉到路面的高低起伏。继续上行，坡路

越来越陡。随着发动机马力增大，他的

内心也跟着上下跃动。穿行在达坂之

间，一路上回头弯多且急，路旁就是斧劈

刀削般的悬崖。刚绕过一道回头弯，赵

兴军放慢了车速。突然，一些碎石从山

体一侧滚落，阻断了道路。刘明亮的心

也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赵兴军操作车辆紧急停下。刘明

亮擦了把汗，随即带领巡逻队员下车清

理落石。“这条路可是名副其实的‘险

路’，行车时常会遭遇暴雪、塌方等突发

情况。”“老高原”赵兴军一脸淡然，言谈

间，已经把一块大石头铲到路旁。

一阵冷风吹过，刘明亮和巡逻队员

们加快了清理石块的速度。路障清理

后，车辆继续前进。连绵的群山在视线

中不断后退。刘明亮向车窗外望去，河

谷地区山高坡陡，乱石嶙峋，对面崖壁

上“大好河山，寸土不让”字字入心。

此刻，刘明亮的心情有些沉重。他

扶了扶军帽，理了理衣领，再次叮嘱驾

驶员，一定要小心。前方，车辆即将过

桥 。 高 原 的 桥 ，常 用 与 英 雄 有 关 的 名

字：红军桥、祥榕桥、焯冉桥、思远桥；还

有以英雄的故乡来命名的两当桥、屏南

桥、漯河桥、延津桥。

一串串熟悉的名字跃入眼帘，像一

道道闪电涤荡着刘明亮的内心。过桥

时，赵兴军减慢了车速。车内的空气变

得凝重，只听见车轮压着石子的“嘎吱”

声。刘明亮心中充满敬意，仿佛能感受

到英雄跳动的脉搏。

这 条 路 ，他 曾 多 次 经 过 。 道 路 两

旁，雪山高耸，雪山之上云雾缭绕，变幻

莫测。刘明亮侧耳细听，好似听见了雪

山的低语，诉说着一段段动人的英雄故

事。这原本是一条“平凡之路”，可在刘

明 亮 心 中 ，英 雄 已 经 和 这 条 路 融 为 一

体 。 阳 光 照 在 冰 峰 之 上 ，映 出 一 片 金

黄。一个个路标铭记着英雄的足迹，回

望着英雄身后的万家灯火。这里早已

成为戍边军人心中的精神高地，激励着

一茬茬官兵扎根雪域高原、戍守边防。

刘明亮思绪万千，车辆已经到达一

个小缓坡。一座高大的纪念碑巍然矗

立 ，在 皑 皑 雪 山 的 衬 托 下 格 外 引 人 注

目 。 前 方 即 是 康 西 瓦 烈 士 陵 园 ，前 些

年，刘明亮曾经来过这里。“没有苍松翠

柏，却能感受到肃穆和庄严。”这是他记

忆中的康西瓦烈士陵园。如今，这里已

进行了全面修缮，纪念碑上“保卫祖国

边防的烈士永垂不朽”13 个烫金大字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

赵兴军一边控制车辆缓缓而行，一

边郑重地按下汽车喇叭，这是军人的神

圣仪式。“嘟……嘟……”刘明亮和战友

们神色庄重。他们凝望着陵园的方向，

抬起右手庄严敬礼。此刻，时间仿佛凝

固了，只有车笛声响彻雪海云天。庄严

的军礼，寄托着战士们内心对烈士的崇

敬和缅怀。“生在喀喇昆仑为祖国站岗，

死在康西瓦为人民放哨。”英烈们实现

了他们生前的誓言。

天空忽然下起雪，风雪拍打着车窗

哗啦作响。赵兴军踩了踩油门，车辆在

低沉的吼声中加速前进。不久后，他们

到达目的地。下车后，刘明亮迅速组织

人员整理着装、清点武器装备，带领战

士们开始徒步巡逻。

风雪中，巡逻官兵精神抖擞，步伐稳

健，一行坚实的脚印在他们脚下延伸……

车行“英雄路”
■黄辛舟

从军的日子

钢枪扛在肩上

热血涌在心田

头顶霜雪

肩披风雨

一身戎装

托起红五星

祖国有我来戍守边防

身后的夜色多么宁静

万家灯火通明

从军的日子

砥砺意志

浇铸不朽的军魂

肩头担着人民的安宁

双手放飞和平的信鸽

军旗猎猎

任凭酷暑炎热、天寒地冻

不屈的斗志直冲云霄

从军的日子

折叠乡恋的扁舟

牢记父母的叮咛

悠悠乡情

孕育军人的戍边豪情

战斗的诗行写满峥嵘岁月

沙场点兵

海上巡弋

空中出击

都是人生最瑰丽的风景

从军的日子
■袁长立

阅 图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第 71 集团军某旅组织战备拉动时的场景。作者使

用中长焦镜头、慢速快门和虚实结合的拍摄手法，定格了官兵出发时的瞬

间。画面前景的冲锋号雕塑，具有视觉冲击力和象征意味。作品展现了官

兵闻令而动、一往无前的精神风貌。

（点评：赵前松）

出 发
■摄影 李 森

红色足迹

作家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