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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如诗。尽管时光流逝会冲淡

曾经的精彩，然而，只要掀开岁月的册

页 ，哪 怕 最 平 凡 的 瞬 间 都 令 人 怦 然 心

动 。 因 为 ，那 里 积 淀 着 醇 浓 的 生 命 原

浆。

时光回溯到 1980 年 3 月，我所在的

连队受领了一项重要任务——修筑靶

台。

海防团驻守在一马平川的海岸线

上，射击训练场的梯形靶台是人工堆筑

而成的，高约 20 米、长达百余米，远远看

去巍峨如长城。因为长年遭受风吹雨

打，靶台每隔几年就得整修一次。我刚

下连队就赶上了这项任务。

春寒料峭时节，那真是一场战天斗

地的鏖战。我和战友项柏青搭档抬筐

往靶台运送泥土。从冰水坑里掘出的

泥土特别沉，脚下更是泥泞不堪、举步

维艰，第四趟抬筐刚迈出没几步，我不

慎 滑 下 了 洼 坑 ，一 双 棉 鞋 顿 时 灌 满 冰

水。

见 我 冻 得 直 哆 嗦 ，脱 鞋 时 脚 踝 又

被冰碴划破、鲜血直流，我们班的老班

长赶紧喊来卫生员给我清洗包扎。他

不 由 分 说 地 脱 下 脚 上 的 棉 鞋 让 我 穿

上 ，自 己 却 光 着 脚 跳 进 了 冰 冷 刺 骨 的

水坑里。

我被命令坐在堤埂上歇息，呼啸的

寒风刮在脸上如同刀片划过般地疼，可

心里却暖融融的。那是老班长的棉鞋

传至我心头的一缕暖意。那一刻，注视

着他光着脚板“吱嘎吱嘎”地踩着冰块

奋力铲土，我心头倏然闪过一首古诗：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

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

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

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那是我参军前学到的《诗经·秦风·

无衣》，一首古老的军旅诗。

我 报 名 应 征 是 在 1979 年 底 ，那 阵

子 因 担 心 圆 不 了 军 旅 梦 而 寝 食 难 安 ，

干脆选择学习军旅诗词来给自己提神

鼓劲。我不仅跑到学校图书馆去查阅

资料，还登上当年红 19 师北上抗日途

经 的 徽 杭 古 道 ，细 细 品 味 古 诗 词 中 深

邃 隽 永 的 意 蕴 。 于 是 ，这 篇 传 诵 千 年

的军旅名作就那么鲜亮铿锵地种在了

我心间。

作为一首四言体抒情诗，《诗经·秦

风·无衣》的创作者从士卒的角度出发，

通过出征之际面临“无衣”的窘困开篇，

以反问的笔法提出问题，继而给出斩钉

截铁的回答：以“与子同仇”抒发同仇敌

忾的意志，以“与子偕作”彰显团结互助

的决心，以“与子偕行”张扬并肩战斗的

勇气。通篇诗言矫健爽朗，句句铮铮如

铁，重章叠唱层层递进，烘托意境盘旋

上升，迸发出荡气回肠、绕梁三匝的艺

术感染力。

尽管军旅诗词宝库丰繁奇崛，我却

对这首慷慨激昂的出征曲情有独钟，每

一 次 朗 诵 或 默 读 都 不 禁 为 之 深 深 震

撼。没想到步入军营仅数月，竟然就意

外地亲身体验了这种感受，而且由此缔

结了一段与英雄的不凡情缘。

那是在修靶台的几天后，团里选调

优秀战士赴前线。我的班长以 4 年班长

的履历，外加连续三届团“射击能手”的

优异表现，毫无悬念地入选。

出征前夜，老班长最后一次组织召

开班务会。会间，看他仍然恪守着严肃

认真、一丝不苟的习惯，丝毫不见即将

离开连队、奔赴前线的痕迹。我不禁暗

暗佩服他的定力，相处两个月间的那些

难忘时刻，瞬间浮现在脑海——

年前，腊月廿八的清晨，我们这批

新兵完成基础训练后，分配下连。卡车

载着我们颠簸两个多小时终于到达营

部。营长宣读分班命令后，脸庞黝黑的

侦察排无线班班长走到我面前，接过我

的包便带我径直往班排宿舍走。那一

刻，或许是感觉到摊上了一个“冷峻”的

班长，我心中陡然生出难以言表的忐忑

与失落。

然而，这缕情绪仅在我心里盘旋数

小时，很快就被感动所取代。

当夜，大雪突降，一阵阵凌厉的海

风从排房之间呼啸穿过，水杉树的枝丫

被刮得“吱嘎”作响。我的床铺挨着靠

北的窗户，雪粒敲击玻璃的沙沙声响令

人感到寒意倍增。半夜，我迷迷糊糊地

感觉到床头有窸窸窣窣的声响，微微睁

眼，发现老班长正趴在密封不严的窗户

前，动作轻微地往缝隙中填塞报纸叠成

的纸带。之后，他又将自己的军大衣盖

在我的被子上。那一刻，泪水无声地涌

出我的眼眶，不是因为想家，而是被一

种似兄长又像父亲般的关怀与温暖所

感动。

呵，那不啻为一种“与子同袍”的真

情诠释啊！

时隔不久，刚下连的新兵们参加夜

间巡逻。那天凌晨 3 点多，老班长带我

顶着凛冽寒风第一次登上海堤。清冷

月色下的海堤宛如苍龙静卧，披上雪装

的芦苇丛光影婆娑，途中隐约看到几座

隐于树林中的国防工事。老班长总是

言简意赅地低声指点一句，似乎惜字如

金，绝不多说一个字。

拐过一个弯道口时，前方突然传来

“哗啦啦”的响声。就在我惊得一激灵

的瞬间，班长猛地拽着我匍匐卧倒在雪

地上，并迅速出枪观察。原来，是两只

野雉扑棱着翅膀疾飞而过，可班长仍旧

按着我一动不动，直趴了 10 多分钟才起

身。

继续踏上巡逻路。大概是刚才雪

地中挨冻的缘故，我手脚禁不住有些哆

嗦打颤，没想到这黑暗中的细节竟也没

逃过班长的眼睛。他抓起一把雪在我

手上使劲地搓了起来。我愣愣地看着

老班长，感觉一股灼热能量霎时如电流

般传遍了周身。

之 后 蜿 蜒 漫 长 的 巡 逻 路 上 ，我 心

头 一 直 在 咀 嚼 着 那 句 古 诗 ：“ 与 子 同

泽 …… 与 子 偕 作 ”，一 缕 热 流 奔 涌 心

间，脚下也仿佛增添了无穷力量……

正沉浸于思绪飞驰间，一串“笃笃

笃”声突然把我惊醒，是班长用手指关

节敲着桌面提示我发言。我霍地站起

来，朗声说：“班长，我要送你一首出征

诗！”

老班长紧绷的脸庞上很意外地绽

出一丝笑容，说：“你是小秀才，要得！”

这晚，受到班长笑容的鼓励，我趴

在 床 上 用 信 纸 工 工 整 整 地 誊 写 了《诗

经·秦风·无衣》，然后折成小方块塞在

一双新布鞋里。因为会前班长对我说，

给我穿的那双棉鞋就留给我了，理由是

南方暖和用不上，而我这天正巧收到母

亲寄来的两双手工纳制的布鞋。想到

我俩的鞋是同一尺码，便打定主意回送

给他一双新鞋。

夜里 10 点，班长最后一次带我巡逻

海堤。进入海堤岗亭时，我从挎包里取

出布鞋递给班长说：“去前线，爬山很费

鞋 ，我 母 亲 寄 来 两 双 布 鞋 ，你 带 一 双

去。”

班长抽出鞋里的信纸展开，借着马

灯微弱的亮光看了许久，又默默叠好装

进了紧贴胸口的军装口袋里。那一刻，

班长静静地看了我许久。我不知道那

一瞬，只有高小文化的他是否读懂了古

诗里的意蕴，但他显然已被流淌于字面

的 慷 慨 激 昂 所 感 染 ，眼 波 中 闪 烁 着 亮

光，其中还仿佛有一种“壮士一去兮不

复还”的悲壮。

第二天一早，老班长披挂水壶、挎

包 登 上 了 卡 车 ，侦 察 排 整 齐 列 队 欢

送 。 汽 车 开 动 的 一 霎 ，素 来 冷 峻 的 老

班 长 蓦 然 回 首 ，眼 窝 里 流 露 出 浓 浓 的

眷恋。

那时，我还是新兵，明知参战的“硬

杠杠”是服役 3 年以上，但我仍激情澎湃

地跟在老兵们后面写血书、递申请，每

天都在期盼那一纸召唤的到来。然而，

望眼欲穿的命令没有到来，等来的却是

老班长牺牲的噩耗。

那是班长出征 3 个月后的周日清

晨，我们从当时的军区报纸上读到了记

叙老班长壮烈牺牲的战地通讯。那天

中 午 ，侦 察 排 自 发 开 了 一 场 小 型 追 思

会。注视着战友赶画的老班长半身肖

像，一种咫尺天涯的悲痛霎时涌上我的

心头。

老班长牺牲得英勇悲壮。就在他

所在的尖刀连逼近山顶不足 50 米时，

已 经 被 我 炮 火 摧 毁 的 敌 军 阵 地 上 ，突

然 响 起 重 机 枪 的 猛 烈 射 击 声 ，奋 勇 冲

锋的战士们相继中弹倒下。千钧一发

之际，右胳膊中弹的老班长，纵身跃到

岩 崖 的 背 后 ，毫 不 犹 豫 地 将 枪 托 由 右

肩移至左肩，以左眼瞄准、快速出枪，

连 发 速 射 ，敌 军 机 枪 手 应 声 倒 下 。 但

几 乎 是 同 一 瞬 间 ，两 颗 罪 恶 的 子 弹 击

中了班长的胸膛……

全排集体敬礼后，每个战士轮流对

老班长说一句心里话。轮到我时，我已

泪 流 满 面 ，打 好 的 腹 稿 全 忘 得 无 影 无

踪。那一瞬，自打老班长出征后就一直

盘旋于心的军旅诗，竟然脱口而出：“班

长，与子同裳，与子偕行！”

这声音穿越数十年，至今仍清亮地

回响在我的脑海里。因为那篇战地通

讯中有一段话，深深刻进我心中：“英雄

战士穿着一双崭新的布鞋冲锋陷阵，他

怀揣战友的嘱托与激励，迎着密集的弹

雨绽放了生命光华……”

与 子 同 袍
■章熙建

陈璞平创作的长篇纪实抗战文学作

品《最后一战》(青岛出版社)，以抗日战

争中的“禹城大战”为引子，讲述了这样

一个故事。一个叫“四子”的少年，出身

武术世家，身怀绝技，尤其擅长使用短

刀。他救下一个东北流亡学生白雪，后

来彼此结下深情厚谊。全国抗战爆发

后，日本鬼子攻陷山东禹城，鬼子军官小

野残忍杀害了坚贞不屈的白雪。“四子”

得知详情后，发誓要为白雪报仇，于是上

演了一幕幕追杀仇敌的大剧，并在抗战

中成长为一名机智勇敢的八路军战士。

在与鬼子军官小野的最后一战中，“四

子”殊死搏斗，最终报仇雪恨。作者的笔

墨中渗透着鲁西北汉子的血性阳刚，张

扬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浴血杀敌的伟

大民族精神，是一部歌颂爱国主义和革

命英雄主义的作品。

作品中所谓的“最后一战”是指 1945

年底，八路军在山东禹城全歼一支拒不

投降的日军的“禹城大战”。但无论是主

题立意，还是谋篇布局都远远超出了“最

后一战”的时空界限。作者把“最后一

战”所蕴含的意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中国共产党对全民族抗战的领导紧密联

系起来，放大了作品的格局。作者把主

题确定为“勿忘血腥历史，勿忘民族苦

难，勿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的

艰苦卓绝”，使作品拥有了雄浑壮阔的底

色、勇毅前行的本色和启示未来的亮色。

作品虽以“最后一战”为题，描绘的却

是一幅波澜壮阔的鲁西北军民浴血抗战

的全景图。作者通过有史可查的大大小

小近百次战斗，让读者从鲁西北军民抗战

的“近景”透视中华民族抗战的“全景”。

作品以“一魂”统“全局”。这个“魂”

就是中国共产党。作品把中共中央的声

音和各级党委领导乃至一个个基层党员

的形象，都烙刻在鲁西北抗日斗争的不

同场景中。主人公“四子”的每一点进

步，无不与于曼青、王克寇等身边的共产

党员息息相关。这个“魂”，使读者更加

真切地领悟到，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全

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作品以“一人”带“全场”。读者从主

人公“四子”经历的爷爷、大哥、白雪、王

克寇等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消逝、亲历的

一次次血腥战斗中，看到了中华儿女那

份坚韧和顽强，看到了民族大义面前挺

立的英雄群像。

作品以“一物”活“全幕”。作品中的

这个“物”，就是那把让“四子”风采尽展、

让侵略者魂飞魄散的“宝刀”。作品以

“宝刀”开篇，以“宝刀”插入仇人胸腔终

篇，中间经历了习刀、试刀、赠刀、失刀、

夺刀、藏刀等一系列曲折过程。每个环

节都扣人心弦，牵动读者的心，带活了整

幕大戏。

在对战争场景的刻画上，作者通过

各种姿态、动作、声音的描述，再现了战

场上那种你死我活、竭力厮杀的瞬间，让

读者内心久久无法平静。在对人物形象

的刻画上，作者通过对话、心理描写等多

种方式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令人过目不

忘。比如写“四子”看到地主家少爷欺负

民女，便“眉毛拧到了一起、一张脸憋成

酱紫色”；与部队失联多时，遇到老首长

王克寇，“顿时眼圈一红，像个遭受委屈

的孩子见到爹娘，张开大嘴‘哇哇’哭了

起来”，一个重情重义、有血有肉的主人

公形象跃然纸上。

作 者 以 史 为 脉 ，广 征 博 引 历 史 资

料，最大限度地体现纪实性，是作品显

著的创作特色。创作之初，作者收集了

众多史料，写了百万字的采访笔记，仅

书 中 列 出 的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就 有 近 百

种。书中所写到的 10 多次规模较大的

战斗和重大事件，大都采用了当事人的

口述回忆，涉及鲁西北抗战各级领导干

部、指战员、战斗英雄等近千人，还插配

了一些历史照片，从而增添了作品的真

实性和历史底蕴。

没有哪一场战争像抗日战争这样，让

中国人民如此刻骨铭心；没有哪一个政党

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让广大民众如此信赖

敬仰；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

在家仇国恨面前如此坚忍顽强！这是读

完这部作品后我的深切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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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宝
良

冬日的西北边陲，寒风呼啸。

位于巴尔鲁克山脚下的新疆军区

某边防连，受地理位置影响，每年的冰

雪季长达半年之久。为了丰富官兵的

业余生活，给这漫长的冰雪季增添一抹

亮色，近年来，连队因地制宜开展了冰

雪运动。

2022 年 ，北 京 冬 奥 会 成 功 举 办 。

赛场上，那种青春与梦想的激荡，速度

与 激 情 的 碰 撞 ，让 战 士 们 看 得 热 血 沸

腾。有着滑雪基础的班长杨铭彪向领

导提议：连队最不缺的就是冰雪，我们

何 不 利 用 环 境 资 源 ，业 余 时 间 开 展 冰

雪运动？

上级领导支持了他的想法。他们因

陋就简，将营区内的一段陡坡稍加改造，

变成了天然滑雪场。杨铭彪利用自己的

滑雪特长，先带出了一批滑雪“教员”，而

后又以点带面，教会了全连官兵。

如今，每到冬日周末，大家三五结

伴 ，在 滑 雪 场 上 尽 情 享 受 冰 雪 运 动 带

来的快乐。为增强参与性、趣味性，连

队还组织了滑雪比赛。“滑雪让我感受

到了西陲冬日的活力与温暖。我越来

越喜欢这里了。”赛后，下士张文康有

感而发。

这两年，张文康亲身感受了连队冰

雪运动的开展。去年冬天，雪地足球受到

连队官兵青睐。入伍前，张文康就是学校

足球队的主力，但雪地足球带给他的是不

一样的挑战和惊喜。冰雪场地更滑，队员

不但要控制好脚下的足球，还要时刻注意

保持身体平衡，避免滑倒。一场比赛下

来，队员们的运动量不亚于跑 2个武装 3

公里。身体是疲惫的，心情却是舒畅的，

大家的身体素质在运动中得到加强。

又是一年新兵至。新兵王鹏程初

来边防连，有点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张

文康察觉到王鹏程的思想波动，于是利

用周末，教他滑雪和冰壶运动的技巧。

张 文 康 想 ，自 己 初 来 时 也 是 思 乡 情 绪

浓，如果能让新同志尽快融入连队的生

活 ，那 他 们 也 会 像 自 己 一 样 喜 欢 上 这

里。果然，在他的带动下，王鹏程逐渐

适应了连队的生活。

在 连 队 组 织 的 冰 壶 比 赛 中 ，新 战

友 们 赛 得 酣 畅 淋 漓 ，赛 场 上 不 时 爆 发

出 阵 阵 欢 呼 声 。 冰 雪 运 动 ，为 冬 日 的

西 北 边 陲 增 添 了 欢 声 笑 语 和 青 春 活

力。

冰雪运动暖西陲
■刘德双

第 74 集团军某旅“硬骨头六连”，是

一支拥有厚重历史、战功赫赫的英雄连

队。

我创作的油画《我们从硝烟中走来》

就取材于六连官兵。这幅作品高 2 米、

宽 6 米。在刻画手法上，我采取三角形

构图，以写实主义手法塑造了连队近年

涌现出来的优秀官兵代表。

暖色，经常是大型历史题材创作的

主 色 调 。 它 不 仅 代 表 胜 利 ，更 象 征 希

望。在这幅作品中，我选用黄色和红色

为主的暖色进行铺垫，画中 7 名身着迷

彩服的官兵手握武器，眼神坚毅，全力向

前冲锋。他们在地面战车和空中战机的

掩护下，冒着炮火硝烟，迅速攻占前方阵

地。创作中，我将主要人物进行了前后

虚实处理，突出主次关系，力求展现出官

兵英勇无畏的战斗作风。

为表现六连的历史，我在油画背景

近三分之一的画面中，情景再现了六连

从抗战初建、浴血西北、剿匪入朝到强军

新征程的历史沿革。

“戎马鸣兮金鼓震，壮士激兮忘身

命”。多年来，六连以“压倒一切敌人的

狠劲、百折不挠的韧劲、坚持到底的后

劲”和“战备思想硬、战斗作风硬、军事技

术硬、军政纪律硬”的“硬骨头精神”教育

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官兵。

创作之初，我来到六连采风，跟连

队官兵一同训练、生活了两个月，与战

友 们 结 下 深 厚 情 谊 。 在 连 队 荣 誉 室 ，

战友们给我介绍了六连从创建之初到

各 个 历 史 时 期 的 战 斗 历 程 ，让 我 深 受

触 动 。 我 还 看 到 一 组 珍 贵 的 老 邮 票 ，

那是 1978 年 8 月 1 日发行的“向硬骨头

六连学习”特种邮票，全套三枚。邮票

以“ 发 扬 革 命 传 统 ，苦 练 杀 敌 本 领 ”作

为图案内容。邮票的绘画内容让我心

潮 澎 湃 ，也 激 发 了 我 的 创 作 灵 感 。 在

和 连 队 战 友 们 交 流 后 ，我 最 终 将 油 画

的 主 题 确 定 为“ 我 们 从 硝 烟 中 走 来 ”，

希望通过这幅作品，艺术展现“硬骨头

六 连 ”的 战 斗 历 程 和 新 时 代 革 命 军 人

昂扬的精神风貌。

下图：我们从硝烟中走来(油画)。

徐金鑫作

艺术展现硬骨雄风
■徐金鑫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陆

军某部官兵在野外陌生地

域组织战术协同训练的场

景。作者采用小光圈、低速

快门的拍摄手法，定格了战

术小组协同追击的瞬间，生

动展现了官兵刻苦训练、向

战而行的风采。

（点评:杜 涵）

砥砺硬功
■摄影 李 硕

阅读时光

我与经典军旅诗词

活力军营

阅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