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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词 不 仅 赋 予 了 人 生 的 审 美 情

趣，也塑造着人生的精神底色，军旅诗

词 更 是 如 此 。 家 国 情 怀 的 忧 思 ，驰 骋

疆 场 的 自 励 ，赋 予 了 军 旅 诗 词 厚 实 的

底蕴和雄健的豪迈；烽火硝烟的岁月，

血 雨 腥 风 的 洗 礼 ，赋 予 了 军 旅 诗 词 宏

阔的气象和深刻的思想。经典军旅诗

词不仅是历史记述、个人抒怀，更是战

争哲思、千古箴铭。

我对于辛弃疾词作《破阵子》的喜

爱 源 于 小 学 课 堂 ，起 始 有 些 偶 然 ，影

响却颇为深远。曾老师是我们村里的

名 人 ，外 形 俊 朗 儒 雅 ，加 之 擅 长 武 术

散 手 ，自 是 文 武 双 全 、人 中 才 俊 。 他

十 分 崇 慕 辛 弃 疾 ，上 课 时 常 会 向 我 们

讲 述 辛 弃 疾 率 军 抗 金 起 义 、突 袭 敌 营

斩 叛 军 的 事 迹 ，并 朗 诵 其 诗 词 文 章 。

耳 濡 目 染 之 下 ，我 们 这 些 小 男 子 汉 的

心里自是涵养了些英雄之气。辛弃疾

的 这 首《破 阵 子》是 他 要 求 我 们 背 诵

的 名 篇 之 一 ，所 以 在 习 题 本 上 、书 的

扉 页 处 ，随 处 可 见 我 对 这 首 词 的 抄 录

默 写 。 文 字 逐 渐 浸 润 到 我 的 血 脉 之

中 ，慢 慢 熔 铸 于 我 的 精 神 追 求 与 性 格

养 成 ，甚 至 可 以 说 由 此 萌 发 了 我 对 军

营的向往。

18 岁，我告别家乡参军入伍，来到

山 东 济 南 。 班 长 是 山 东 诸 城 人 ，憨 厚

大 方 ，要 求 严 格 。 大 檐 帽 发 下 来 的 那

一天，我悄悄在里面塞了一条白手绢，

上书辛弃疾《破阵子》，休息时被班长

看 到 。 他 先 是 夸 我 字 写 得 不 错 ，随 后

问 我 为 什 么 喜 欢 这 首 词 。 当 时 年 少 ，

我放言道：“当兵就得上战场，我们时

刻 都 得 准 备 着 点 兵 上 阵 。”班 长 笑 着

说：“辛弃疾正好是济南人，你这也算

是找到了根。”此后，班长时常鼓励我

不要放弃学习，争取考上军校，更好地

报 效 国 家 。 因 为 喜 欢 的 一 首 词 ，我 步

入 了 军 旅 。 因 为 班 长 的 鼓 励 ，我 更 加

热 爱 军 营 ，也 许 这 就 是 冥 冥 之 中 的 安

排吧。

新兵下连，我被分配到一个后勤机

关单位。政委是有过参战经历的老兵，

闲时喜欢练习书法。书法与诗词不分

家，他自然也是出口成章、下笔如神。

一个周末，政委让我和他一起到办公室

去 练 书 法 。 只 见 他 摊 开 宣 纸 ，压 上 镇

尺，挥毫落笔，“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

角连营……”我不禁开始吟诵起来，政

委笔走龙蛇，笔力潇洒遒劲。他笑吟吟

地对我说：“小余，作为军人，心中就得

有战场，眼里就得有敌人。”我点了点

头，静听政委讲述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

斗故事，心里热血奔涌，有一股力量慢

慢升腾起来。

报 考 军 校 的 时 候 ，我 首 选 的 是 指

挥 学 院 ，最 后 被 一 所 后 勤 学 院 录 取 ，

心里不免有些失落。政委看出了我的

心 思 ，对 我 说 ：“ 学 什 么 专 业 并 不 重

要 ，重 要 的 是 你 要 心 怀 使 命 ，把 你 的

专 业 学 精 。 你 把 后 方 勤 务 学 精 了 ，照

样是好样的。”临走时，政委将他书写

的《破阵子》送给了我。此后，尽管我

辗 转 多 个 省 市 ，这 幅 字 一 直 带 在 身

边，谨以自勉。

有一年参加演习，我所在部队深入

某山区腹地，万人千车，悄然待命。时

已入冬，山区更是寒冷。上弦月挂在树

梢之上，我循路而行，只见帐篷连营，战

车静伏，有一股肃杀之气。此情此景，

让 我 不 由 得 又 想 到 了 辛 弃 疾 的《破 阵

子》。虽然没有分麾下炙、弦翻塞外，却

同样是沙场点兵。这次演习也是一次

全方位的考核，大家丝毫不敢懈怠。与

辛弃疾身在江西、赋闲山水作发愤之思

相 比 ，我 是 何 其 有 幸 啊 ！ 当 年 北 方 沦

陷，山河已破，辛弃疾空有热血壮志，却

报国无门。而我们这支军队始终紧绷

备战打仗的弦，以震慑敌人，更好地保

卫和平。“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

惊。”第二天，铁流滚滚，万炮齐发，我所

在部队取得了优异成绩。

男 儿 慷 慨 平 生 事 ，时 复 挑 灯 把 剑

看。几年后，我从部队调入院校工作。

我把政委手书的《破阵子》悬于客厅，每

每视之，都不免豪气顿生、豪情在胸。

有人说，和平是对军人最高的褒奖，安

享和平则是对军人最致命的腐蚀，思想

的锈蚀比刀剑的锈蚀更可怕。那么，在

军校教书育人，就是要为思想铸剑，凡

事都要为战而思、为战而计，不仅要传

授知识和理论，更要熔铸血性和胆气；

不仅要做学院派的专家，更要做懂打仗

的行家。

初到教研室，我们主任身材魁梧，

说话中气十足，走路虎虎生风。第一次

见面，他没有寒暄客套，上来就问我对

军校教员职业的看法。我丝毫没有怯

懦，直陈道：“第一等，做大学问，做经

世之师 ；第二等，做真学问，务打仗之

事 ；第 三 等 ，做 一 般 学 问 ，为 职 业 本

分。”他听罢哈哈大笑，连称“对脾气，

真对脾气”。随后，他又问及我的读书

情况、研究兴趣、未来打算，我都一一

作答，相谈甚洽。“这样吧，你把你最喜

欢的一首诗写下来给我看看。”他随手

抽出一张白纸，让我坐下来写。我不假

思索，立刻写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

角连营……”诗词从胸中鼓荡而出，如

月之出崖、水之出闸，一气呵成。

主 任 看 后 十 分 高 兴 ，说 这 也 是 他

最 喜 欢 的 一 首 词 。 边 说 着 ，他 起 身 从

书 柜 里 翻 出 一 张 书 签 来 ，上 面 印 制 的

正 是 辛 弃 疾 的 画 像 和 他 的 这 首《破 阵

子》。书签已经有些毛边了，足见他常

用。我想，相契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性

格里的必然，这其实是一次“非典型”

面 试 。 从 一 首 喜 欢 的 诗 词 中 ，既 可 以

考 校 一 个 人 的 学 问 功 底 ，更 可 以 考 校

出 他 的 性 格 志 向 。 事 后 证 明 ，我 的 这

种猜测是对的。主任退休命令到的那

一天，他给我打电话通报了信息，再次

提到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提到了对《破

阵子》的喜欢。他说，尽管他要离开讲

台、离开演训场，但他梦里都会有挑灯

看剑、吹角连营、沙场点兵的场景，一

再 叮 嘱 我 要 好 好 珍 惜 军 旅 生 涯 ，努 力

做一等的学问。

“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

辛弃疾一改宋词绮丽婉约之风，一抒心

中的英雄豪情，何其雄健豪迈、气象开

阔。对一首诗词的喜欢如果不是孤独

的，那么就会在共情共鸣中共勉，进而愈

益坚定笃信，逐步积淀于心，《破阵子》

于我即是如此。曾老师喜欢，老政委喜

欢，老主任喜欢，还有很多我身边的人

喜欢，便一点点地在我心底敲定夯实、

催 化 内 化 。 这 种 内 化 不 是 抽 象 、虚 无

的，而是通过身边人、身边事渐渐具化，

可见可感。这种影响“如春园之草，不见

其长，日有所增”，我们的文化浸润恰是

如此。对于军人来说，多读一些军旅诗

词，熏染一些豪迈之气是十分有益的。

哪怕是再平凡的日子，多一些“醉里挑灯

看剑”的念念不忘，多一些“梦回吹角连

营”的万丈豪情，就不会低迷，毕竟戎装

在身，使命在肩。

常 记 那 首《破 阵 子》
■余远来

我们沿着 108 国道进入彝海时，车

子的挡风玻璃上还残存着冰凌，但到达

彝海结盟纪念馆门前，却见到山坡上红

梅盛开，顿时有种惊艳的感觉。

山林中的高山海子，波光粼粼，美不

胜收。彝海结盟纪念馆广场前方，高大

旗杆上的五星红旗猎猎飘扬。台阶之

上，“彝海结盟纪念碑”大型雕塑庄严肃

穆。青灰色大理石碑座上方，红色花岗

岩雕刻的人物群像，栩栩如生地诉说着

当年“歃血结盟”的故事……

1935 年 5 月，中央红军在四川会理

通安镇皎平渡，依靠 7 只木船渡过金沙

江后，红军先遣队抵达冕宁县城，决定取

道百里彝区小路，北上石棉县安顺场，强

渡大渡河。

5 月 22 日清晨，红军先遣 1 团从大

桥镇出发，向拖乌方向前进。工兵连在

翻过俄瓦垭口时，遭到彝族武装围击，战

士们的枪械、渡河工具甚至身上的衣物

被一抢而光。

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政

委聂荣臻了解到前方、右方、后方都有彝

族武装逼近，红军处于被包围的态势，当

即决定，向彝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

政策和工农红军的纪律及主张。同时派

出会讲彝语、了解彝区风土人情的战士

去往果基家支首领果基约旦（小叶丹）

家，与其管家接洽，希望谈判。

小叶丹与刘伯承见面后，刘伯承诚

恳地告诉小叶丹，红军借道北上，是为受

压迫的民众打天下。红军和彝族同胞是

兄弟，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要团结起来打

倒国民党，大家才能过上好日子。见到

红军将领把自己当兄弟、坦诚相见，小叶

丹逐渐打消了顾虑，萌生了与刘伯承结

拜为兄弟、保护红军从其地盘安全过彝

区的想法。

5 月 22 日 下 午 ，按 照 彝 族 风 俗 ，刘

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小

叶 丹 让 人 找 来 一 只 鸡 ，刘 伯 承 让 警 卫

员舀来彝海中的水，以水代酒，杀鸡取

血 滴 入 碗 中 ，两 人 对 天 盟 誓 ，喝 下“ 血

酒 ”，结 为 兄 弟 。 事 毕 ，刘 伯 承 率 部 回

到宿营地，小叶丹一同前往，红军先遣

队 摆 酒 设 宴 款 待 小 叶 丹 一 行 ，共 祝 结

盟成功。

饭后，刘伯承代表红军授予小叶丹

“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并任命

其为队长。5 月 23 日，小叶丹派出向导

护送红军北上。中央红军经过 7 天 7 夜

急行军，顺利走出百里彝区，为强渡大渡

河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彝海结盟纪念碑右侧，立有“刘伯承

同志与小叶丹结盟处”石碑。石碑前方

有花式铸铁栏杆，围着 3 块品字形安放

的石头。凹凸不平的石头，布满岁月风

尘。当年，刘伯承就坐在北面稍高的石

头上，与小叶丹相向而坐。祭司坐在两

人中间，主持了结盟仪式。

难能可贵的是，眼前的这 3 块石头，

皆为原物原地保留。

随后，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彝

海结盟纪念馆”。两层小楼的纪念馆里，

以墙报、图片、沙盘、实物、动画等，把红

军过彝区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示出来。展

柜中一幅油印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吸

引了我。红军总司令朱德在冕宁县向民

众发布了这份布告，提出了“红军万里长

征”。“长征”一词，从此蜚声中外。

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镜框中那面

绘有镰刀斧头和五星的旗帜，是“中国夷

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复制件。日久年

深，旗帜的色泽已经分辨不清，但丝毫不

影响旗帜见证的感人故事。

红军离开彝区后，国民党反动派追

究小叶丹与刘伯承结盟的“罪责”。小叶

丹宁愿倾家荡产甚至牺牲生命也不愿把

旗帜交出。他嘱咐妻子：只有红军和共

产党讲民族团结，把我们彝人当人看，这

样有情有义的军队一定会回来的。万一

我有什么意外，你一定要保护好旗帜，等

红军回来时亲手交给刘大哥。

遗憾的是，小叶丹没有等到红军归

来。1942 年 6 月 18 日，小叶丹在大桥场

遇袭牺牲，年仅 48 岁。

小叶丹去世后，小叶丹夫人牢记丈

夫的嘱托，把旗帜藏到背篼的夹层里，又

担心暴露，只得将旗帜缝进自己所穿的

百褶裙夹层……1950 年 3 月 28 日，冕宁

和平解放。小叶丹夫人和小叶丹的弟

弟，将珍藏多年的旗帜献给了国家。

彝海结盟是红军长征中执行民族政

策的典范，成为广为流传的民族团结的

佳话。

山风轻拂，艳阳高照，纪念馆周围的

红梅愈加红艳。我再次来到“三块石”

前，静想风雨如晦的岁月，感念长征先烈

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壮举，那是我们如今

幸福安宁生活的奠基石啊！

彝
海
﹃
奠
基
石
﹄

■
罗

艺

有一次去机关办事，在机关工作的

一位战友提醒我头发长了，军容风纪不

合格。在战友的带领下，我去了机关理

发室，剪了个利落的短发。

见我从理发室出来，战友打趣说：

“这多阳光！瞬间年轻了 10 多岁。”

“是啊，找回了 13 年前我们当新兵

那会儿的感觉。”我笑着说。

在欢笑声里，我仿佛看到了这 13 年

的青春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痕迹，如同剪

掉的发丝一般，细密却又不可名状。

我的新兵连在云南的一座大山脚

下。每到周末休息，看到大家头发长了，

班长都会带着我们去理发室剪头发。

理发室是大家最乐意去的地方，因

为剪发的那位班长善解人意，言语间散

发着幽默，常常逗得我们前仰后合。

在这里，我们可以抛开训练场上的

紧张严肃，放松地谈天说地，训练中的苦

与累好像也会悄然化解。

有一次，我们在宿舍聊天，一个战友

忽然问班长：“剪头发的那位班长，每次

都认真给我们剪发，那谁给他剪发呢？”

“他自己对着镜子剪呀！”班长不假

思索地说。

当时，大家以为是玩笑话，半信半

疑。

后来，我们再去理发室剪发，问起那

位班长这个问题时，他笑而不答。

新兵下连后，一次单位组织上教育

课。课上，团长对剪发的这位班长着重提

出表扬，说他像雷锋一样，干一行爱一行，

又说起他对着镜子自己剪发这件事。听

了团长的话，我愈加钦佩这位班长。

军校刚入学那会儿，教导员对我们

提的第一个要求是：“要想成为一名合格

的军校学员，首先发型必须要过关。”

队伍一解散，大家齐刷刷地往学校

的理发店跑。

一进理发店的门，理发师就问：“哪

个队的？”

我们说：“12 队的。”

理发师说知道了，12 队的必须是“3

毫”。上了卡尺，咔咔咔，一个标准的 3

毫米寸头就剪出来了。

当时，大家疑惑不解，为啥一说是

12 队 的 ，理 发 师 就 知 道 我 们 想 剪 的 发

型？后来才知道，学长们都是这里的老

顾客，12 队标准的“3 毫米”发型早就成

为了传统。

有一年，我休假在老家的一个理发

店剪发。给我剪发时，理发师不小心把

他的推剪润滑油碰倒滚落在地上，沾满

了发屑。

我伸手捡起，小心擦拭掉粘在上面

的发屑，把它放回原处。

理发师突然问：“你是不是当兵的？”

“你怎么知道？”我惊讶地反问。

“一看你的发型就能知道。”理发师

边给我理发，边笑呵呵地说，“当兵的都

喜欢助人为乐，不怕脏不怕累。”

听了他的话，一种莫名的荣誉感忽

然涌上我心头。

有一回，上级单位组织军事比武考

核，我们单位有名女兵为了不影响训练，

跑到理发室，理了个圆寸。经过一段时

间的刻苦训练，考核时，这位战友如愿以

偿考出优异的成绩。她剪寸头变成“假

小子”的故事，传为美谈。

想到这些，看着军容镜里的自己，我

伸手摸了摸这个刚剪的发型，左右端详

着，那些青春记忆又浮现在我眼前。

短 发
■米锶玮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西藏阿里

军分区某边防团官兵为驻地群众

理发的场景。我采取低角度、仰

拍方式，使前景与背景相呼应，丰

富了画面层次。战士与藏族同胞

的形象亲切朴实，展现了军民之

间的鱼水深情。

鱼水情深
■文/图 刘晓东

“励志空天，追求卓越。”从我踏进

空军航空大学成为一名飞行学员起，

便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寒假期间，

一次偶然相遇，让我对这句话有了更

深的体会。

假期，我无意中了解到英雄航天

员蔡旭哲的故乡就在我们河北省深州

市。惊喜之余，我不禁回忆起对这位

航天英雄的印象：“歼击机飞行员”“优

秀飞行教员”“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航

天员”……一串闪光的足迹，让我由衷

敬佩。

我 萌 生 了 以“ 航 大 学 弟 ”的 身 份

去 拜 访 这 位 学 长 的 想 法 。 但 我 知

道 ，航 天 员 任 务 繁 重 ，春 节 期 间 坚 守

岗 位 是 常 态 ，我 去 拜 访 不 一 定 能 见

到 。

怀揣着对英雄的敬仰，我还是来

到 蔡 旭 哲 的 家 。 一 进 大 门 ，“ 英 雄 航

天 员 之 家 ”的 牌 匾 便 映 入 眼 帘 ，我 的

内 心 不 由 得 激 动 起 来 。 我 向 蔡 阿 姨

（蔡 旭 哲 的 姐 姐）介 绍 自 己 是 一 名 空

军航空大学的飞行学员，英雄航天员

蔡 旭 哲 是 我 的 学 长 ，更 是 我 的 榜 样 。

正 说 着 ，突 然 ，一 个 挺 拔 身 影 从 房 间

里走出来，对我挥手示意。他的双眼

炯 炯 有 神 ，相 貌 威 武 ，我 一 下 认 出 了

他——英雄航天员蔡旭哲！

看到心中的英雄，我的内心无比

激动，立刻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学

长好！”蔡旭哲拍了拍我的肩膀，把我

引 进 屋 。 他 亲 切 地 问 起 我 在 航 空 大

学 的 学 习 生 活 情 况 ，我 都 一 一 回 答 。

他好像看出了我的紧张，微笑着和我

聊 起 天 。 听 到 他 说 自 己 已 有 5 年 没

有回家，我暗自庆幸这次见面是多么

幸运。

鹰 击 长 空 ，必 经 崖 边 练 翅 之 苦 。

言 谈 中 ，蔡 旭 哲 讲 起 他 的 成 长 之

路 。 他 和 我 一 样 ，也 是 高 中 招 飞 入

伍 。 随 后 的 时 光 ，他 铆 在 战 位 上 ，默

默 前 行 ，最 终 成 为 神 舟 十 四 号 飞 行

乘 组 航 天 员 ，圆 梦 太 空 。“ 这 些 年 ，无

论 遇 到 多 少 挫 折 困 难 ，我 都 没 退 缩 ，

终 于 实 现 了 梦 想 。”他 鼓 励 我 ，“ 励 志

空 天 ，追 求 卓 越 ，一 定 有 机 会 圆 梦 太

空！”

高远辽阔的空天，是我内心深处的

梦想。作为新一批“雏鹰”，我向往学长

们翱翔过的蓝天，更向往浩瀚的太空。

我明白，成为飞行学员只是万里长征的

第一步。

回到家后，我不断回味着蔡旭哲学

长的教导，打开记事本，郑重写下“励志

空天，追求卓越”一行字。我默默地在

心里和明天做了一个约定：我要珍惜时

光加力起飞、乘风而上，在蔚蓝天空书

写无悔的青春。

我和明天有个约定
■刘鹤翔

革命伴侣——陈潭秋与徐全直 （雕塑） 蔡增杰作

红色足迹

迷彩青春

我与经典军旅诗词

兵味一得

艺术长廊

阅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