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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有所得

世相一笔

军旅点滴

国防纪事

短笛新韵

战士们巡视完哨所

像驮着月光的海螺

沉默不语

忘却痛

忘却伤

他们相互打量

犹如看见海的心脏

在午夜跳动

俯首倾听

海风从四方吹来

他们不能去收拢孤岛的浪涛翻滚

不能停止风掠过头顶

目视远方

直到月光切割海面

直到青春的骨架击响螺号

直到《军港之夜》的曲调

伴奏朝霞

映红守卫的孤岛

午夜螺号
■张广超

雄姿勃发的辛弃疾，是一位具有

浓郁英雄情结的词人，被誉为“词中之

龙”。辛更儒撰写的《辛弃疾新传》，采

取以史释文、以词证史的方式，力图为

当代读者还原一个情感深挚、思想深

邃、才能卓著、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

辛弃疾一生留下众多豪迈奔放、

雄奇刚健的词作，其中律动着雄阔激

昂的爱国基调。在力求总体勾勒和重

点描摹相结合的基础上，《辛弃疾新

传》以细致入微的分析、严谨扎实的论

证，对辛弃疾的人格形象进行了浓墨

重彩的状绘与书写。全书分为上下两

册，其中正文共分 23 章，结语由 3 篇专

论构成。在摹写和叙述生平事迹的同

时，作者有机穿插辛弃疾的诸多经典

作品，并进行鉴赏与点评，引导读者接

近辛弃疾的悲苦与温情，感受辛弃疾

的悲壮与激昂，审视纷杂宋史的幽深

一角，体味中国传统诗词文化的独特

魅力。

从揭竿而起的青年豪杰，到奔走

呼号的勇猛斗士；从赋闲居家的落寞

平民，到重振雄风的花甲老将，多舛的

人生境遇使辛弃疾的一生充满传奇色

彩。辛弃疾作品不仅蕴积着深厚的词

学修养，还暗含着他一生始终未曾动

摇的抗金信念和价值追求。可以说，

《辛弃疾新传》融汇了时代背景、历史

环境和词作义理，完整而清晰地表达

了辛弃疾的思想感情和词作内涵。

辛弃疾抗金报国的爱国情怀和英

雄气概，在其豪放词章中得以充分彰

显。《辛弃疾新传》把对辛弃疾的研究

置于宋、金长期对峙的历史背景下，通

过对其南归后政治命运和内在心理的

追忆和审视，深入其文学创作的腹地，

攀爬其精神世界的高原，追溯其抗金

行为的思想根脉，发掘其词作艺术的

美学根基。该书在讲述辛弃疾金戈铁

马、诗书豪情、含恨归隐与至死不忘故

国等人生故事的同时，深度解析其经

典词作，既是一部厚重的人物传记，也

是一部辛词研究专著。正如作者在书

中写道：“前辈词人苏东坡曾以长短句

这种兴盛一时的诗体为自遣之具，他

却要用歌词反映抗金报国的重大主题

思想和爱国志士壮志难酬的坎坷遭

遇，同时也多方面地反映江南丰富多

彩的社会生活。”

即使无法实现自身抱负，辛弃疾

始终保持着激昂奋进的战斗状态，将

自己的所观所思所感寄寓于长歌短

赋。为了修正彼时和后世将辛弃疾简

单地视为词人的片面认识，该书作者

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以新异史料和完

整理据为支撑，力求从辛弃疾文章和

诗词中发掘军事智慧。

《辛弃疾新传》是一部编年体例的

学术性历史专著，基本上按时间顺序

进行叙事铺陈，围绕辛弃疾“上马击

贼，下马写诗”的人生轨迹，以细腻文

笔展开对人物命运的深入考察，还原

其鲜活人生和文辞风流，为读者描摹

了一个上得战场、入得庙堂、文武兼备

的辛弃疾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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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土的寒冷透过鞋袜

直达脚心

又通往全身

每一步都要停留 站立

我在正青春的时候

学习行走光荣之路

每一步

都要确认脚底与大地平行

正步是集体的步伐

是仪式

是刻于心的仪式

所有的脚板

一起撞击大地

在大地震颤的轰鸣里

没有战斗过的会渴望战斗

曾经战斗过的无法忘记战斗

一个人想起自己是一个战士

正 步
（外一首）

■李 雷

早已习惯

明月高悬

凌晨三点

唯有手中钢枪为伴

眼里的光

照亮天边

胸膛的火焰与大地串联

黄沙漫天

遮住双眼

我却嗅到油菜花的甘甜

那熟悉的味道

远在数千公里外的乡间

我知道

他乡的月亮最疼我

它会捎去我对母亲的思念

在他乡
■张 晗

或曾经是一个战士时

无论身处何处

方寸之地或者万里河山

只要有一只脚底与大地平行

就马上能听到

大地震颤的轰鸣

夜间射击

晚风带着草间的湿气

以温柔抚慰我的焦灼

百米之外明灭闪烁的

是我的意志之敌

我趴伏在那里

等待子弹的尖叫

我趴伏在那里

长出根须深入地下

长出枝叶沐浴星光

然后

枪口开出一朵花

照亮那一夜

以及此后的无数夜晚

许多年过去了

我的根还扎在那山脚下的靶场

那山脚下的靶场

夜夜都有枪口开出瑰丽的花朵

如今

枝叶枯萎的我

仍会在繁星之夜

怀念那草间的湿气

想象还有一声尖啸

随时会冲出我的胸膛

2021 年夏，我中考刚结束，得知父

亲要调整岗位，去一个很远、很艰苦的地

方。那时，我知道父亲是一名护路民兵，

可母亲为什么也要跟着去，我想不明白。

离开前，母亲开始对我进行“紧急教

学”，从人际交往到洗衣晒被，无一不细

细讲给我听。爷爷奶奶年事已高，我得

学会照顾自己、照顾他们。

9 月开学，我进入高中，在校住宿。

第一个周末回到家，奶奶告诉我，父亲和

母亲已加入新疆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人

武部民兵护路队，开始在哨所巡线。他

们在新疆打工多年，已在当地落户，成为

民兵。我要在老家上学读书，所以没有

迁移户口。

学校每周在固定时间把手机发给我

们。那时，父母会通过微信视频看看我

是否瘦了，嘱咐我多锻炼身体，不要给自

己太大压力，等等。

对 于 父 母 的 远 离 ，我 并 不 感 到 失

落。他们不在身边，刚好让我有了足够

的自由。

2022 年 4 月的一天凌晨，我右下腹

突然一阵阵剧痛。蜷缩在宿舍的床上，

我的眼泪哗哗地流，开始想念和埋怨起

父母来。腹痛愈发剧烈，我浑身发抖，只

好喊醒同学叫来校医。校医初步诊断为

急性阑尾炎，建议通知父母抓紧时间送

医院。

“小雨，你先忍忍，我们来想办法。”

我不知道母亲接到校医的电话时是什么

心情，但从她的话语里，我听出了慌乱。

没多久，一阵风风火火的脚步声响

起，平时对我颇为照顾的邻居大娘出现

在我面前。凌晨 3 点，看到匆匆赶来的

大娘，我心中满是愧疚。

我被送到医院，经诊断、输液后，病

痛缓解了很多。

我不知该如何表达歉意和感谢，大

娘抱着我安抚道：“小雨，别怕，有大娘

在。也别怨你爸妈，你爸在新疆的一个

无名哨所，因为人手少，妈妈是主动要求

跟着去的……”

大娘说，那里条件恶劣，一年只刮一

场风，从春刮到冬，风吹石头跑，沙石随

风飘。父母怕我担心，一直没有告诉我

真实情况。

大娘还说，父母商量好，每隔一段时

间轮流回趟家，一是为了陪陪我，二是去

拜访街坊邻居、亲朋好友，感谢大家平时

对我的照顾。

或许是生病的缘故，那天我的眼泪

格外多，先前对父母的埋怨烟消云散。

原来，我从来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我和

父母一直被爱系在一起，我在这头，他们

在那头，爱在中间。

趁着这次生病，我向父亲撒娇，让他

同意我放暑假时去哨所看一看。

盼星星盼月亮，我终于等到了出发

去远方的日子。独自踏上旅程，整整 38

个小时的硬卧，哐当作响的火车铁轨碰

撞声把时间一点一点咬碎，然后吐在空

气中变成了擦亮夜色的光亮。

到达目的地车站后，一辆军车停在

不远处。父亲单位的领导知道我要来，

安排了专车来接我。解放军叔叔们的热

情让我有些不好意思。坐在车上，我心

底涌起一种说不出的自豪与骄傲，同时

暗自诧异：车外分明是平原，但路怎么会

如此坎坷、颠簸，我的胃里一阵阵“翻江

倒海”。

终于见到父母，看着他们被晒得黢

黑的脸和他们口中的“温馨小家”，我忍

不住哭出声来……

这是一间不足 20 平方米的平房，里

面除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和一

些简易厨具，全是各类巡线所需的物资、

器 材 ，屋 顶 的 白 炽 灯 是 唯 一 的 家 用 电

器。能看出来，在我来之前，房子已经被

用心打扫过。

接站的叔叔告诉我，这里偏远、艰

苦，在父亲来之前，护路队员驻点时间不

超过半年。叔叔还对我说了一句话：“你

爸爸妈妈是值得敬佩的人。”

可我依旧不能理解，父母为何会选

择来到荒漠戈壁。我婉拒了叔叔要送我

去县城招待所的好意，执意要留在哨所。

夜幕降临，大漠戈壁气温骤降，母亲

做饭时蒸腾的热气让小平房内暖和不

少，父亲在床边认真填写着巡线记录，一

切平静又让人安心。

父亲说，刚来的时候，这里的条件更

恶劣，但他铁了心要守下去。母亲拗不

过他，跟过来加入了护路队。

“你爸一个人忙不过来，我跟他一起

巡线，还能搭把手。”母亲说，“就是委屈

了你……”

夏天风沙大，父母早起第一件事，就

是清理窗户和门外厚厚的沙子。母亲说，

冬天更有意思，风大雪大，每次巡线归来，

身上挂满霜雪，像披着铠甲的战士。

我问出了自己的疑惑：“这里这么艰

苦，连用水都很困难，值得么？”

“老一辈军垦人，还有那些边防战士，

他们的工作环境比这里要艰苦得多。”父

亲指着不远处对我说，上级非常重视哨

所的基础建设，那边正在修建新哨所，

“等下次你再来，咱们就能住那边了。”

“巡线时吃点风沙、跌倒摔跤都是常

有的事，我跟你爸相互扶持着呢，算不上

苦。”母亲一边准备巡线物资，一边对我

说，“咱把哨所守好，把线路维护好，列车

能正常通行，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多好

啊。”

假 期 很 快 结 束 ，我 返 程 的 那 个 清

晨，父母淳朴而真挚的话语在我脑海回

响。想想那些不被常人所理解的孤单与

坚守，想想在哨楼前随风飘扬的五星红

旗，我觉得自己明白了他们的选择。遥

远戈壁滩上的那个哨所，就是我的另一

个家。

今年高考前夕，父亲专门打电话向

我道歉，说他们实在走不开，不能赶回来

陪我。我心里虽然有些失落，可是想到

父母守护的那个哨所、那段铁路，也就释

然了。

“好啦，知道哨所离不开你们，我会

好好努力的。”我对父亲说，“不过，等高

考结束，我想再去一次哨所，作为我的毕

业旅行。”

父亲满口答应。母亲在一旁说，他们

刚搬进新哨所，里面有电暖器、热水器、

空调、淋浴间，还专门打了一口井，彻底

解决了用水困难的问题，“等你来了，我

们可以向组织申请，带你一起去巡线。”

“一言为定！”我期待着这一天。

遥远的地方有个家
■顾欣雨口述 丁潇潇整理

半年后，我再次驱车疾驰在这条平

整宽阔的柏油路上。道路两旁的白杨郁

郁葱葱，偶尔有几只麻雀掠过树梢。

兜兜转转几道弯，连续的颠簸提醒

我，车辆驶上狭窄的土路，即将转入黄旗

马队边防连。密密匝匝的芦苇仿佛绿墙，

将界河分割成纵横曲折的水巷，一眼望不

到头。我摇下车窗，将头探出，贪婪地闻

着芦苇散出的阵阵清香，思绪被带回在连

队采访时的那次夜巡……

天近傍晚，雪落霍尔果斯河畔。气

温骤降，哈气成霜。“咚咚咚……”凌晨，

一阵敲门声将我从梦中唤醒。

“巡逻分队快出发啦，山里气温低，

记得贴身上御寒。”刚打开房门，二级上

士邓志航便从大衣口袋掏出一包暖贴塞

进我手中，再三叮嘱。我还没来得及说

声感谢，他已走远。

山里的夜清冷幽寂，只有滞留在营

区古杨上的乌鸦偶尔啼叫。在外面站上

一会儿，刀刃般的风似乎割破防寒面罩，

持续灌入我的脖颈，困意被瞬间驱离。

一切就绪后，我们一行人踏上前往界碑

的巡逻路。

山间积雪没过小腿，作战靴踩在上

面，发出时而沉闷、时而清脆的声响。为

方便前进，我们接力蹚出一条路。邓志

航特意让我走在队伍最后端。虽然两边

松散的雪还是会不时掉落，但与战士们

相比，我确实省去不少力气。

浩渺无垠的天地间，身上的雪地伪

装衣让我们更好地隐蔽在白茫茫的雪

夜。不知过了多久，厚重的衣物因汗水

粘连在一起，让行动迟缓的我显得更加

笨拙。再也顾不上寒风割面的刺痛，我

猛地摘下面罩大口呼吸，长久的憋闷感

总算得以舒缓。

抬头看一眼天空，夜幕中点缀着碎

钻般的星星。“哗啦哗啦……”耳边突然

传来若隐若现的水流声，我好奇地四下

张望。邓志航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旁，

说道：“快到界河了，抓紧我，别松手。”我

不敢大意，赶忙揪住他的衣袖，小心向前

探索。

接近界河，雪层变薄。在手电筒照

射下，可以看见地面上布满凌乱且大小

不一的脚印。巡逻分队不约而同止步，

列兵赵鹏博紧跟着邓志航上前保护现

场，完成测量、拍照、现场勘查等一系列

检迹操作。

早就听说巡逻途中遇见群狼、野猪、

棕熊是常事，这些攻击性较强的动物着

实为巡逻路增添了危险。邓志航说，野

生动物同样惧怕人群，只要人不主动攻

击，和平共处不是难事。尤其近些年随

着边境自然生态越来越好，保护野生动

物成为官兵的共识。

沿着界河向前，无际的芦苇荡占据

整片旷野，苇秆有 3 米多高。我们穿行

其间，一侧水声潺潺、河流湍急，一侧苇

花似雪、盈盈微颤。

不知不觉间，界碑赫然立在眼前。

战士们按照分工，迅速进入潜伏点位。

刚刚赶路生出的热气，此刻已经消失殆

尽，寒冷再次席卷全身。邓志航趴在雪

地上纹丝不动，睫毛已经结上厚厚的冰

霜——他正借助红外夜视仪巡视四周情

况。

8 点整，我们踏上返程的路途。远

处城镇透出的点点灯火，和荒凉孤寂的

巡逻路形成鲜明对比。

刚进营区，炊事班长便引着我们走

进饭堂，一锅热气腾腾的饺子散发出诱

人的香气。他忙将一个个滚烫浑圆的饺

子盛到我们碗里，嘴里还嚷着：“快吃两

口，暖暖身子。”

饺子入口，暖汤下肚，战士们乐呵呵

地讲起种种趣事、囧事。看着他们脸上

绽放出纯粹满足的笑容，我的心里暖意

融融，寒夜不再冰冷。

“嘀嘀嘀……”几声鸣笛打断我的思

绪。目光再次聚集窗外，“黄旗马队”4

个大字已渐渐清晰。连队门口，邓志航

正挥舞双手迎接我们……

难忘那次夜巡
■刘欣雨

旗杆村的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开始

了。村民兵连向全连民兵发出号召：

“一个民兵就是一面旗，每个民兵都是

示范户。”

女民兵李如意是村民兵连的卫生

员。她渴望旗杆村也能像新闻里报道

的美丽乡村那样，村街整洁、绿树葱

茏。但是，问题出现了——村里的地

下水含氟量高，要统一接入自来水，李

如意的公公却不同意。

当村干部上门解释接入自来水的

相关事宜时，李如意的公公起先没说

啥。但是当听到需要自己家担负几百

元的管道费时，老人不乐意了，不同意

改水。李如意让爱人去劝说，却被老

人怼了回来：“啥地下水含氟量高、对

牙不好，看你爷爷，80 岁了还满口好

牙，能咬核桃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浪费那钱干啥。依我看，咱压水井的

地下水比自来水更好喝。”

因为这事，村民兵连长没少找李

如 意 ，让 她 再 做 做 老 人 的 工 作 。 眼

看 时 间 一 天 天 过 去 ，其 他 村 民 家 里

的 自 来 水 管 早 已 流 出 清 亮 亮 的 甜

水，自己家还迟迟不见动静，李如意

心 里 急 呀 。 她 来 到 邻 居 家 ，把 自 己

的计划向要好的姐妹和盘托出。之

后，趁公公不在家，李如意把家里水

缸的水全部换成从邻居家接的自来

水。

爱喝茶的公公回到家，泡上一壶

茶细品时，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今

天的茶水好像比以前好喝。”李如意在

旁边笑而不语。就这样，不知情的老

人喝了一个星期的自来水。

那天，李如意把水缸里的自来水

换成自家压水井里的水。老人泡茶慢

品时，感觉水的味道不对：“这水……

孩子，你品品，看是咋回事？”

“爸，实话跟您说吧，这一星期您

喝的都是自来水，我专门从邻居家接

的。”听了李如意的回答，老人再次端

起茶杯，细细品咂，点头说道：“这水，

咱也改！我马上就去交钱。”说罢，老

人准备起身。

李如意笑了，说：“爸，您就安心品

茶吧！费用我早就交上了，明天咱们

就改水！”

改 水
■张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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