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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足迹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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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是赣南大地的底色。中央革

命根据地在这里创建，中央红军的长征

从这里出发……置身这片红土地上，驻

足在一处处红色旧址前，让人追忆起那

段峥嵘岁月。

一

1931 年 11 月 7 日，瑞金市叶坪村张

灯结彩、人山人海。随后，中华苏维埃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

权由此诞生。

当年，赣南苏区 240 万人口中，参加

红军的达 33 万人，支前参战的有 60 万

人……在赣南这片红土地上，共产党用

理想信念凝聚起工农子弟千千万，让无

数普通人变成坚定的革命者和英勇无

畏的战士。

1933 年 8 月 5 日，中国工农红军少

共国际师在博生县（今宁都县）正式成

立 ，全 师 1 万 余 人 ，平 均 年 龄 只 有 18

岁 ，还 有 不 少 十 四 五 岁 的 红 小 鬼 。 第

五次反“围剿”中，少共国际师奉命开

赴 前 线 ，配 合 红 3、红 5 军 团 投 入 战

斗 。 他 们 的 首 次 战 斗 就 打 得 十 分 悲

壮 …… 子 弹 打 光 了 就 冲 入 敌 阵 拼 刺

刀，一人打不过敌人就两个人一起上；

17 岁 的 李 庆 生 被 敌 人 死 死 卡 住 喉 咙

后 ，毫 不 犹 豫 地 引 爆 了 敌 人 腰 间 的 手

榴弹，与敌同归于尽；钟石华毅然把敌

人引向绝路，抱住敌人一起跳下悬崖；

18 岁的朱根林在被刺刀刺入胸膛后，

依然挺身向前、死死抱住敌人……

二

1931 年 12 月，驻扎在宁都县的国

民 党 军 第 26 路 军 17000 多 人 ，在 赵 博

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率领下，毅

然起义，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5 军团，

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1933 年 1 月，红 5 军团奉命在江西

南城黄狮渡吸引钳制 3 倍于己的敌人，

军团参谋长赵博生靠前指挥作战，不幸

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湘江战役中，

红 5 军团与敌血战，第 34 师师长陈树湘

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途中，他趁

敌兵不备，猛然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

使劲绞断，自尽身亡，年仅 29 岁。

1937 年 1 月，董振堂率部在甘肃高

台同数倍于己的西北马家军浴血鏖战 9

昼夜，壮烈牺牲……

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支旧军队发

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涌现出众多像赵博

生、董振堂这样的赤胆英雄？是共产党

的理想信念，让原国民党军第 26 路军官

兵看到了希望，拥有了铁一般坚定的信

仰。

三

在赣州大余县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

争纪念馆大厅里，一面镌刻在墙壁上的

中国工农红军军旗，仿佛诉说着红军为

革命理想不惧艰辛、英勇奋战的往事。

1934 年秋，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

在长江南北各苏区的一部分红军和游

击队，面对敌人重重围困，在崇山峻岭、

千崖万壑之间，夏顶酷暑、冬冒严寒，与

敌展开生死较量。他们没有住的地方，

下雨天就在大树底下撑着伞，背靠背睡

觉。寒冬腊月，没有棉衣棉被，又不能

生火取暖，他们就用床单把身体紧紧裹

住……正如陈毅后来回忆说，三年游击

战争，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艰苦的斗

争。

天 地 英 雄 气 ，千 秋 尚 凛 然 。 1934

年 ，江 西 省 苏 维 埃 政 府 裁 判 部 部 长 江

善忠，在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将

裁 判 部 机 关 改 编 为 游 击 队 ，与 敌 人 开

展斗争。同年 12 月，江善忠奉命率游

击队安置红军伤病员时，被叛徒出卖，

遭到敌人“进剿”。为了掩护伤病员和

战 友 ，他 独 自 一 人 把 敌 人 引 向 险 峻 的

山峰，利用地形作掩护，连续击毙多个

敌 人 。 子 弹 打 光 了 ，他 爬 上 山 顶 用 石

头 砸 。 很 快 ，石 头 也 砸 完 了 。 敌 人 喊

话 要 他 投 降 ，许 诺 只 要 说 出 伤 病 员 和

游 击 队 的 去 向 ，就 给 他 自 由 。 江 善 忠

大义凛然地说：“要我出卖共产党，你

们休想！”说完，他从容脱下衣服，咬破

手 指 写 了 两 行 血 书 ——“ 死 到 阴 间 不

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随即，他

跳下悬崖，壮烈牺牲。

在兴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里，有一

座雕塑名为“马前托孤”。雕塑故事的

主 人 公 是 兴 国 县 的 女 红 军 —— 李 美

群 。 1933 年 春 ，中 央 发 出 了 扩 大 红 军

的号召。李美群在一次省委干部会上，

第一个站起来，动员自己的丈夫——省

委组织部干部倪志善参加红军。这一

行 动 ，深 深 感 动 了 在 场 的 每 个 干 部 。

1934 年 1 月，她生下女儿几天后，就赶

赴瑞金参加“二苏大会”，会后又直奔宁

都投入到紧张战斗中。10 月中旬，国

民党军进攻兴国县城，她在战斗间隙，

匆匆回家看望女儿。刚到家中，她就接

到上级命令，要立即返回宁都接受新的

战斗任务。此时，又传来丈夫倪志善牺

牲的消息。李美群强忍悲痛将孩子托

付给婆婆，毅然策马而去，只留下一个

义无反顾的背影。1935 年 1 月，在敌人

优势兵力猛攻下，因弹尽粮绝、孤立无

援，李美群带领的游击队遭敌重创。李

美群在被俘的前几分钟，依旧坚持向战

友们喊话，鼓励大家英勇战斗，表明自

己誓不投降的决心。在狱中，她一面坚

持对敌斗争，一面鼓励难友们相信共产

党，相信苏维埃，斗争到底。经受了百

般折磨的李美群，于 1936 年春牺牲在

狱中。

四

“打双草鞋送红军，表我百姓一片

心 。 阿 哥 穿 起 翻 山 岭 ，长 征 北 上 打 敌

人。”“打双草鞋送给郎，南征北战打胜

仗 。 穿 上 草 鞋 跟 党 走 ，刀 山 火 海 不 回

头 ……”一句句令人热泪盈眶的歌谣，

真实记录了苏区人民与红军战士的血

肉情深。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

馆，“千绳万草寄深情”雕塑，刻画的是

陈发姑的形象。在扩红运动中，她积极

响应号召，说服婆婆，鼓励丈夫朱吉薰

参加红军。1934年 10月，朱吉薰随部队

转移。临行前夜，陈发姑泪流不止。朱

吉薰擦干她的眼泪，说道：“别哭，等着

我。等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一定会

回来的！”不久，国民党军占领瑞金，疯

狂迫害革命群众和红军家属，陈发姑也

不幸被捕。凭着对革命终将胜利、丈夫

一定会回来的信念，陈发姑挺过敌人的

折磨，并设法逃进深山老林，顽强地活

了下来。陈发姑坚守着与丈夫的约定，

日夜盼望丈夫能回来，她每年为丈夫编

织一双草鞋，想着丈夫回来时用得上。

从青丝到白发，最后双目失明，老人依

然深情摩挲着为丈夫编织的草鞋，等待

丈夫回来。2008 年 9 月，陈发姑老人去

世，人们在整理遗物时，发现在老人的

床前屋角，整齐摆放着 75 双或新或旧的

草鞋。

赣南大地承载了中国革命史上艰

苦卓绝、血雨腥风的残酷斗争和英勇牺

牲。在赣州瑞金，人们至今传颂着“八

子参军”的感人故事。瑞金沙洲坝下肖

村贫农杨荣显家里有 8 个儿子，遭受地

主欺压剥削，生活十分艰难。红军来到

后，杨荣显家中分到了田地。1931 年，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第 2 天，杨

荣显就带着大儿子、二儿子前去报名参

军。然而不到 3 个月，两人就牺牲在了

战场上。1932年 10月，国民党军对中央

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当时前方战

事吃紧，兵员短缺，苏维埃政府发出“扩

红支前”的号召。杨荣显老人把余下的

6 个儿子，全部送去参加红军。不幸的

是，6 个儿子也先后牺牲……在那个战

火纷飞的年代，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

相上战场的场景，在赣南几乎每个乡村

都有发生。

烽烟散尽，赣南大地上的血色印记

依旧清晰而深刻。红色，是赣南大地的

底色，是根植于军民心中、融入血脉的

本色，是永不消褪的颜色。

赣 南 红
■王 健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华诗词作为中

华文化中的瑰宝，堆玉叠金，云蒸霞蔚，

而军旅诗词又是中华诗词中最为悲歌慷

慨、激昂壮丽的篇章。当兵的人一旦接

触古往今来的经典军旅诗词，便会为之

心醉，不经意间彻底与之分不开了。

一

人生的岁月很短，但我们吟咏军旅

诗词的时间却很长。

记得刚入伍时，我们部队驻扎在豫

西某县，生活艰苦，没有营房，借住民居，

村子前面就是诗圣杜甫的墓。我们一边

开山烧制砖瓦建营房，一边训练。可能是

人在部队的原因，自童年起读过的一些军

旅诗词包括杜甫的一些边塞诗，便非常自

然地在脑海里活跃起来。譬如——

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

功业，焉能守旧丘。召募赴蓟门，军动

不可留。千金买马鞍，百金装刀头。闾

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斑白居上列，

酒 酣 进 庶 羞 。 少 年 别 有 赠 ，含 笑 看 吴

钩。（《后出塞五首》之一）

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

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部伍

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

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借问大将谁，

恐是霍嫖姚。（《后出塞五首》之二）

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岂知英

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

且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拔

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

持以奉吾君。（《后出塞五首》之三）

当然，想起来的不只是杜工部的边

塞诗，还有其他诗人的作品。譬如曹植

的《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

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

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

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

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

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

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

何 言 子 与 妻 ！ 名 编 壮 士 籍 ，不 得 中 顾

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二

我所在的部队，就是当年在东北战

场上建立了赫赫战功的东北野战军第 6

纵队第 17 师，被誉为“攻坚老虎师”。刚

入伍那一阵子，听指导员讲我们部队的

战斗英雄故事，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白

马篇》中那位视死如归的勇士。如果你

读过《从军行》《塞上曲》和《塞下曲》，不

知不觉间，战斗英雄故事中的烽火烟尘

便成了汉唐边塞诗词中的烽火烟尘，汉

唐诗词中的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成了战

斗英雄故事中的大漠孤烟、长河落日。

那时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严峻，部

队训练抓得特别紧。尤其是冬季，大雪

封山，冰河断流。越是这种时候，越要走

出去练兵。某年隆冬，我们师被赋予某

演习任务。全师冒着鹅毛大雪，迎着零

下 20 摄氏度的严寒，一天一夜连续行军

180华里，最后阶段还要踏着没膝深的积

雪，翻越嵩山主峰，其艰苦程度为我入伍

多年之最。下山后，队伍又被一条大河

拦住去路，团长一声令下，全体官兵一起

脱下棉裤，涉水过河。这一路上，如果你

肚子里藏着些汉唐边塞诗中描写艰苦卓

绝征战场景的篇章，便不能不想到它们，

并 为 之 感 慨 。 譬 如 李 白 的 一 首《塞 下

曲》——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

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

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又 如 岑 参 的《白 雪 歌 送 武 判 官 归

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

雪 。 忽 如 一 夜 春 风 来 ，千 树 万 树 梨 花

开 。 散 入 珠 帘 湿 罗 幕 ，狐 裘 不 暖 锦 衾

薄 。 将 军 角 弓 不 得 控 ，都 护 铁 衣 冷 难

着 。 瀚 海 阑 干 百 丈 冰 ，愁 云 惨 淡 万 里

凝 。 中 军 置 酒 饮 归 客 ，胡 琴 琵 琶 与 羌

笛 。 纷 纷 暮 雪 下 辕 门 ，风 掣 红 旗 冻 不

翻 。 轮 台 东 门 送 君 去 ，去 时 雪 满 天 山

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等到你历经艰辛，爬上白雪皑皑的

嵩山最高峰，回望中州大地，竟然又会

油然而生一种豪情。这时能忆起的，就

是另一些边塞诗句了——

黑 云 压 城 城 欲 摧 ，甲 光 向 日 金 鳞

开 。 角 声 满 天 秋 色 里 ，塞 上 燕 脂 凝 夜

紫。（李贺《雁门太守行》）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

骑逐，大雪满弓刀。（卢纶《塞下曲六首》

之三）

青 海 长 云 暗 雪 山 ，孤 城 遥 望 玉 门

关 。 黄 沙 百 战 穿 金 甲 ，不 破 楼 兰 终 不

还。（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之四）

伏 波 惟 愿 裹 尸 还 ，定 远 何 须 生 入

关 。 莫 遣 只 轮 归 海 窟 ，仍 留 一 箭 射 天

山。（李益《塞下曲》）

当然，在经典军旅诗词里，除了金戈

铁马的英雄意气，还有另一类相对悲壮沉

重的作品。它诉说的是军人和战争生

活中沉重的一面，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

面。譬如——

回 乐 烽 前 沙 似 雪 ，受 降 城 外 月 如

霜 。 不 知 何 处 吹 芦 管 ，一 夜 征 人 尽 望

乡。（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天 山 雪 后 海 风 寒 ，横 笛 偏 吹 行 路

难 。 碛 里 征 人 三 十 万 ，一 时 回 首 月 中

看。（李益《从军北征》）

军人是高尚的职业，是壮怀激烈的职

业，但也有沉重的一面。这是立志从军者

应当理解和接受的，不能接受军人生活中

的这一面，你仍然不是一名真正的军人。

三

读诗到暮年，我认为自古至今最好

的一首军旅诗是屈原的《国殇》——操吴

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

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

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

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

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

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

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从远古到今天，人民一直在歌颂战

死沙场的英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

族的生存都离不开军人的牺牲。人类

历史上，几乎所有曾经辉煌、最后却湮

没于历史尘埃里的国家和民族，都是在

战争中被毁灭的。

想到中华文明是五千年来世界上

唯 一 没 有 中 断 的 文 明 ，我 就 有 一 种 冲

动，要对在五千年历史上牺牲的军人前

辈唱一首歌。唱什么歌呢？再没有比

屈原的《国殇》更合适的了。

在我 40 余年的军旅生涯中，曾两赴

战场，经历枪林弹雨，但仍然认为不堪

比之于古人。数年前退休后，应朋友之

邀，赴天山一游，站立在雪山之巅，猛然

想起前人的诗句“此生谁料，心在天山，

身老沧洲”，不觉黯然。下了天山，便到

了疏勒故城。这里是东汉名将、“十三

勇 士 归 玉 门 ”的 耿 恭 与 匈 奴 人 死 战 之

地，现在只剩下一片故址和天山北路的

万亩良田。面对疏勒故址、缅怀先辈，

我 曾 写 诗 两 首 以 记 述 心 情 。 其 一

是 ——“脱去戎衣换缊袍，天山北路步

云涛。前身血战轮台否，未弹《阳关》意

已高。”其二是——“老去勾栏务仄平，

天山谁令识纵横。少年不并嫖姚战，已

恨当时唱大风。”

汉代名将霍去病 18 岁时为嫖姚校

尉，率领八百骑兵深入大漠，两度功冠

全军。20 岁升任骠骑将军，指挥两次河

西之战，直取祁连山，歼灭和招降河西

匈奴近 10 万人。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霍去病与卫青率军于漠北之战中

消灭匈奴左贤王部主力 7 万余人，追击

匈奴直至狼居胥山与姑衍山。此战使

“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不能随他们

出征，不得不说是作为军人的遗憾。

近日读晚清烈士徐锡麟的《出塞》

一首，不觉为之气壮——“军歌应唱大

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

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仔细想一想，军旅诗词其实就是军

人之歌。它们之所以有力量，说来也不

神秘：人们在每一首传世的军旅诗词中，

都能感觉到一颗为国家民族喋血沙场、

虽九死犹未悔的军人的赤诚之心。

军旅诗词是中国军人永远的精神

食粮。它们不同于一般的诗词，无关于

风花雪月，是军人古往今来血战沙场、

英勇战斗牺牲时的吟唱，是古今戍边者

心灵上盛开的花朵。读懂了它，就读懂

了军人的心胸和情怀，潜移默化间，读

诗的人就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

诗 韵 兵 心
■朱秀海

春节过后，接到通知，我与战友们又

踏上了执行维和任务的征途。汽车行驶

在“蓝线”（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分界线，

设立有蓝色界桩）附近，不经意望向车窗

外，我忽然发现路旁已是桃花盛放。娇

艳的桃花，让我一阵感动。在这片饱受

战乱的土地上，残垣断壁随处可见。山

间遍布炮火过后的焦土，公路两旁被炸

断的电线杂乱无章地趴在地上……倔强

怒放的桃花，其美丽姿态与背景环境形

成鲜明对比。

我们刚到黎巴嫩时，几枚炮弹在营

地不远处炸响，紧跟着板房就剧烈颤抖

起来。我们按照先前演练的路线迅速进

入掩体，一待就是半天，出来时天色已

晚。战乱使得当地普通民众躲的躲、逃

的逃，不少村庄已是“人去楼空”。

接到维和友军加纳营防御设施修建

任务后，我们紧急奔赴紧邻边境的加纳

营。几天前，有炮弹飞过他们的住宿区，

于是他们请求联黎司令部在炮弹来袭方

向构筑一道围墙。一见面，热情的工程

官就跟我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他笑着

说：“中国工兵一来，我们就可以睡个安

稳觉了。”说这话，是因为飞过他们住宿

区的炮弹，正是在夜间打过来的。工程

官把我们拉到修理车间。我们注意到修

理车间的顶棚，有许多被弹片击穿后留

下的孔洞。距修理车间不远处，早先被

炮弹击中的房子，已成一片废墟。工程

官手中提着一件防弹衣，胸口位置一道

“伤口”狰狞醒目。他介绍说，当时有一

名维和士兵在进掩体时被飞来的弹片击

中，所幸是打在防弹衣上，没有造成人员

伤亡。

施工期间正值当地的雨季。我们顶

风冒雨作业，全身湿透却没有一个人离

开工地躲雨。因为我们都清楚，淋点雨

算不得什么，但没有防护墙，他们就会处

在危险之中。旁边的加纳人用音响放着

歌曲，他们跟着音乐哼唱，我们也笑着，

唱着。

几年前，我第一次跟随部队来到黎

巴嫩参加维和任务。2020 年 8 月 4 日，

贝鲁特港口区发生大爆炸，整个城市受

到巨大破坏。其后，我们中国维和分队

参加了重建任务。离开的时候，我看到

贝鲁特城公路两边盛开的鲜花，想着维

和官兵努力的成果，欣喜不已。去年年

底，我和战友们再次踏上这片土地。

出发时，我们连队有的战友孩子刚

刚出生，有的新婚领证没来得及举行婚

礼……他们是不远万里执行维和任务的

军人，也是父母的孩子，是妻子的丈夫，

是孩子的父亲。身处海外，直面危险，他

们把思念埋在心底，无畏无惧。每次任

务来临的时候，我去找他们，他们每个人

都是十分乐观、激动。我也真正见识到

“闻战而喜”所描述的场景与情怀，我为

能够与他们并肩而战感到骄傲。每一个

战友想法都很单纯，他们在默默无闻中

参与着光荣的使命任务。战友小陈说：

“下次任务一定要带上我，我不怕危险，

我觉得维和任务很有意义，让军旅生活

更加充实。”

新春之际，万里之外的祖国祥和喜

庆，然而，这片土地上，噼里啪啦响的不

是烟花爆竹声而是在枪战火拼；呼啸而

过的飞机，不是空中表演而是战机巡航；

路边花丛不可随意接近，因为遍布的雷

场充满危险……

只有走进战场，才能真正感受战争

的残酷。有这样一个比喻时常萦绕在

我的心头——如果说战火如同砾石遍

布土地，那么和平与希望就像是种子一

样，顶开石块、露出新芽。温暖和煦的

阳光照耀着大地，山间牛羊成群，鲜花

开遍山野，孩子们自由快乐地玩耍、嬉

戏 …… 这 将 是 一 幅 多 么 美 好 的 画 面 ！

望着盛放的桃花，在我的遐思中飘荡着

的，有刚刚过完春节的祖国春之大地，

有可爱的战友们，以及我们执行的光荣

维和任务……

域
外
桃
花
引
遐
思

■
刘
雄
马

我与经典军旅诗词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