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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令已过夏至，平均海拔 4000米以

上的帕米尔高原，晨风扑到脸上依然冷

如刀割。远方的雪山，头顶着皑皑白雪。

这 是 我 第 8 次 来 到 帕 米 尔 高 原 。

高原反应让我睡不好，便早早起来。早

操刚结束，一队女兵的脚步逆风而来。

清脆的口号像是从雪山落下的泉水，纯

净、响亮。带队出操的下士丁晓杰进入

了我的视野。

丁晓杰是班长，又是通信专业教练

员。从初中开始，她就一心想成为军

人。高中毕业时，她参加飞行员招考，

体检项项合格，却因文化课失误落榜。

驾驶战鹰的梦想破灭，但丁晓杰不

服输，考上大学后毅然选择了报名参军。

“从小到大，我的成长都很顺利，像

温室里的花朵，没经过任何波折，也很

脆弱。”丁晓杰笑着对我说。笑容在她

嘴角两个浅浅的小酒窝荡漾，恍若两朵

朴素的太阳花。

新兵下连上高原，正是隆冬季节。

苍莽的帕米尔高原巍峨耸立，满眼雪

白。从未见过这样寂寥的雪原，丁晓杰

被面前的景象深深震撼。

短暂的新鲜过后，她便迎来了高原

反应、高寒气候的考验。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高原上的冬

天那么长，更适合训练。”回忆起初登高

原的日子，丁晓杰的语气平静而怀念。

报务专业的新兵，学满 9 个月未必

都能通过结业考核。然而，在电码的嘀

嗒声里，不到 5 个月，丁晓杰的抄发报

就达到了结业水平，提前上岗。

欢喜的心还荡着涟漪，她又听说上

级组织军事比武，立即主动请缨，想在

赛场上挑战一次自己。

但丁晓杰没想到，比武集训强度远

远超出了她的想象。早晨的体能训练，

全副武装的背囊已经够沉了，里边还要

再放一个哑铃，108 阶坡度近 50 度的台

阶先冲 10 趟……

上午学专业，下午 4 个小时又是体

能强化训练。一趟武装 5 公里越野后，

是负重节奏跑，每公里之间有 2 至 3 分

钟的间歇……

在高原奔跑的感觉是寂静，漫长的

寂静。仿佛教练和战友们的声音消失

了，呼呼的风声消失了，高原上所有声

响都消失了，唯有自己的心“咚咚”跳

动，似乎随时会从胸膛里跳出来，双腿

沉得几乎失去知觉。

“我在山下时，轻装3公里勉强及格，

在高原上武装5公里成绩不好，教练又特

别严格。有的时候心里会打退堂鼓。那

段时间，不记得在营区的红柳树下哭过

多少次。哭够了，擦干泪水接着拼。”

她和我说话的时候始终笑着，自

信、阳光，一脸云淡风轻。

作为一名多次上高原的老兵，我心

里清楚，只有在这里跟边防官兵巡逻过

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在雪域高原负重奔

跑是怎样一种艰难。

她说的“那段时间”，是两个月。高

原上的时间是缓慢的。猛烈阳光和粗

野的风，在她心里不停地掀起波浪。

在战友们看不见的角落，丁晓杰默

默走向营院后面那几丛枝干细长的红

柳。晶莹的泪水划过她的脸颊，无声地

宣泄着心里的情绪。柳枝舞动如她内

心的层层波澜。

在 这 短 暂 的 时 间 里 ，她 凝 视 、聆

听。不论风多烈，也不管自然环境多么

严酷，红柳细长而坚韧的枝，严寒冻不

死 ，狂 风 摧 不 折 ，它 们 在 风 里 翩 翩 起

舞。她渐渐从这种坚韧、顽强的高原植

物身上，看见了自我。

营区的红柳，常让她想起家乡的胡

杨林。它们冷峻、倔犟、坦然、平静。在

绿叶婆娑的胡杨旁，有些苍老、粗壮的

胡杨枝干已经千疮百孔，却依然顶着几

枝绿叶。

高原上的风是不知疲倦的。每天

下午四五点钟，大风带来干燥的沙土，

沙土落于雪山峡谷，将峡谷渲染成一片

沙尘的颜色。

在寂寥荒寒的高原，珍贵的绿色百

看不厌。懂得军人对一抹绿、一棵小树

的百般呵护、珍爱，就懂得了界碑在他

们心里的分量。

我正联想着种种，丁晓杰说道：“流

泪并不是软弱，也不是受了多大委屈，

也许那是一种本能的心灵疗愈吧。”

雪山上的红柳与戈壁的胡杨，两种

顽强的生命意象，如高原上清澈的雪融

河，带给她从容与平静，也带给她自信

与坚韧。两个月后，列兵丁晓杰赛场夺

冠，荣立个人三等功。

“我以前脆弱、任性，遇到困难会绕

开走。有了那段经历，我坚强多了。”当

初的艰难与挫折，成了丁晓杰的财富。

“不管我基础多弱，教练从没有放弃我，

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激励、帮助我成长，

使我对战友情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第二年比武，更多尖兵加入。再赴

赛场的丁晓杰，又一次超越、刷新了自

己的纪录，再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两年义务兵期满，爸妈催她回去读

书。电话这头，她望着头顶的雪山，笑

声如潺潺河水，在粗砺的风里跳跃、旋

转。她向爸妈释放内心深处的自豪与

喜悦，还有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

她笑着说：“来雪域高原当兵，是非

常难得的机会，我舍不得离开这里。其实

只要想学习，在哪里都能学，但我的梦想

在这里。我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

么，努力做自己想做能做的事，成为一名

优秀的军人，就是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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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的秋天，一个充满色彩与

收获的季节。我怀揣着青春的梦想，

应征入伍，加入了那个令我至今难忘

的大家庭。

初入军营，一切都是那么新奇而

陌生。军号声、口令声、脚步声，交

织成一首独特的交响曲。

入伍前我热爱音乐，对乐谱和歌

唱有些了解，因此成为了连队的文艺

骨干。

我教战友唱军歌，并在连队拉歌

的时候充当指挥。部队作为一个凝聚

着青春热血的集体，对文艺活动有着

极高的要求和期待。在这里，歌声不

仅是情感的抒发，更是凝聚人心、鼓

舞士气的力量。

训练离不开歌声的陪伴。当全连

集合时，各排之间会开展拉歌活动，

以歌声表达青春的朝气。当全营、全

团集合时，更是会掀起一场场激烈的

拉歌竞赛，用歌声彰显军人的气势和

集体的力量。

为了让我们机枪连在全营拉歌比

赛中脱颖而出，我为战友们挑选的军

旅歌曲都充满活力和节奏感。

有一段时间，每当夜幕降临，皎

洁的月光洒在寂静的操场上，我们便

席地而坐，练习铿锵有力的军歌。哪

一句应该加快节奏，哪一句应该唱出

爆发力，都是经过我们细心研究和总

结的。大家合唱的歌曲称不上优美，

但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战斗的激情。

我第一次参与拉歌，指挥大家唱

的就是气势磅礴的 《义勇军进行曲》。

那熟悉的旋律如同一阵战鼓，激发着

官兵内心的澎湃热情。我最喜欢的是

《打靶归来》，它唱出了官兵训练场上

的拼搏与汗水，歌词书写着蓬勃的朝

气。令我印象深刻的歌曲，还有 《团

结就是力量》《我是一个兵》 ……每一

首歌曲都朴实无华，却能道出大家的

心声。

回首往昔，那段军旅生涯的日日

夜夜，清晰如昨。那些振奋人心的军

歌，如同冲锋号激励着我前行；那些

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成为我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陪伴；那些严格而艰苦的

训练，不仅锻炼了我的体魄，更磨砺

了我的意志。这些珍贵的片段，就像

一颗颗熠熠生辉的明珠，镶嵌在我的

记忆中。

青春随战歌飞扬
■覃太祥

金色的晨晖铺洒大海，沙鸥掠空翱

翔，惊起一片浪花。海平面下，水越深，

光线越暗。深水之中，一艘潜艇静默地

悬浮着。

一

潜艇中，二级上士李镇整理着从舷

杆上取下的军旗。他小心地将旗面叠放

平整，放入专用的收纳袋中。看着手中

的军旗，他不禁回想起自己在新兵连时

的一个清晨。

那天，刚参加完升旗仪式的新兵们

走在码头旁的主路上。经过一艘潜艇

时，他们发现这个本该升旗的清晨，军旗

却在潜艇上缓缓下降。

班长向他们解释：“收起军旗说明他

们即将下潜。”班长个子不高，腰板挺得

笔直，说话中气十足。10 多年来，他在

陆地和水下的时间几乎是对半分的。在

李镇印象里，班长特别喜欢晒太阳。休

息时，总能看到班长坐在宿舍南面的台

阶上，眯着眼感受和煦的阳光。他知道，

那是因为潜艇里环境幽闭，有时候任务

时间长，很多天都不见阳光。

刚上艇时，李镇很不适应。潜艇的

每一个舱段之间有水密门间隔，这让高

个子的李镇有时直不起腰。舱室狭小拥

挤，他低着头，弯着腿，时不时还是不免

磕磕碰碰。

一次，潜艇在海上开展训练。警报铃

声骤然响起，全艇官兵立即进入战备状

态。由于“火情”较大，浓烟弥漫，相邻舱

室的支援小组成员迅速穿戴好防护服，飞

快穿越一道道水密门，奔赴故障点位。李

镇紧跟在前一名战友身后，但身着防护

服，视野受限，行动起来更加不便。跨越

水密门时，他一下子磕到了膝盖。

班长排在队伍最后，等李镇进入故

障舱室后，他以水密门上方的把手为支

点，双臂弯曲，腰腹发力，两腿前跃，灵活

地“滑”进舱室。李镇看得目瞪口呆。最

后，班长关紧厚重的门盖，完成封舱。

“火情”得以有效控制，然而整个行

动并没有达到考核要求。讲评时，李镇

不敢抬头，他知道自己动作太慢了。

讲评结束后，班长并没有责怪李镇，

而是对他说：“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入

门，潜艇兵心中有方圆，通过这扇门需要

技巧，更需要良好的心态。”

在潜艇上，一个流畅过门的动作可

以节约零点几秒。时间虽短，但紧要关

头可能决定成败。李镇暗下决心，自己

绝不能耽误这零点几秒。在密闭的空间

里，他将这个简单的动作练习上百遍。

渐渐地，他感觉到自己熟悉了潜艇。他

像一条鱼潜入深海，穿行其间游刃有余。

二

“深海世界是什么样的？”声呐兵张

冲初中时读到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

就憧憬着有一天可以在潜艇里通过舷窗

看到深海世界。那些珍奇的鱼类和闪闪

发光的海底生物，无数次出现在他的梦

里。直到成为潜艇兵，上艇参观后，他才

发现潜艇并没有窗户。

在专业介绍中，张冲了解到，潜艇在

黑 暗 中 潜 行 ，靠 的 是 一 双“ 顺 风 耳 ”。

“听音判型”是声呐兵的看家本领，优秀

的声呐兵往往能听到常人难以觉察的细

小声音。

张冲第一次出海听音时，感觉海里

的噪声远比音频库里的声音复杂，每种

声音都似曾相识，却难以分辨。

许多个夜晚，张冲躺在吊床上，心情

失落。他觉得自己没有天赋，也许不是

当声呐兵的料。

“耳朵没有磨出茧，证明你听得还不

够多。”老技师对张冲说，“天赋固然重

要，但苦练更加可贵。”

老技师让张冲加大训练难度，将多种

噪声同时播放，模拟水下的声音。此后，

张冲总是随身携带着频谱本，不断积累经

验，让自己逐渐适应噪声、分辨噪声。

潜艇再度出航，战位上，张冲戴上了

耳机。海洋世界仿佛通过声音刻画在他

的脑海里。突然，一阵微弱的噪声被张

冲捕捉到——这也许是“敌人”正在附

近。

张冲果断报告：“发现不明噪声信

号！”艇员们立即奔向战位，做好战斗准

备。

那阵噪声若隐若现，似乎转瞬即逝。

究竟是什么在潜艇周围潜伏？张冲

紧扣耳机，凝神屏气，试图从海浪声、海

洋生物和各种舰船的噪声中搜寻对应的

噪声信号。

很快，他侧过头报告：“报告艇长，发

现舰艇目标！”艇员立即展开一连串战术

机动，奔赴目标海域……

那天晚上，张冲躺在吊床上闭着眼，

又想起了《海底两万里》。深邃的海洋世

界在他眼前浮现，五彩斑斓的鱼群游弋，

黑暗之中，还有很多他未曾见过的神秘

生物。

他终于用耳朵清楚地“看见”海洋

了。

三

潜艇下潜之后，艇员们会有一段时

间无法和家人通信。

一级军士长叶晓勇的床头柜里放着

他与爱人、孩子的合照。每一次远航前，

他的妻子陆小琴都会默默把照片放进他

的行李包中。她不问丈夫的去处，只是

叮嘱他保重身体。

那年夏天，叶晓勇正在执行任务。

而陆小琴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遭遇车

祸，右肩粉碎性骨折，需要立即住院进行

抢救。紧急关头，她强忍疼痛，一边牵着

5 岁的女儿果果，一边艰难地拨通丈夫

出海前留给自己的战友电话。

艇员队里，留守在岸港的战友习颂

接到了电话。了解完大致情况，习颂立

即向支队报告，随后开车赶往医院。医

院里，陆小琴已经陷入昏迷。果果一见

到习颂，便扑在他怀里哭：“叔叔，妈妈还

能不能醒来？”

习 颂 抱 起 她 ，连 声 安 慰 。 他 赶 忙

为 受 伤 的 陆 小 琴 办 理 住 院 手 续 ，又 和

交警商议事故处理方案。手术顺利完

成，习颂买了牛奶、水果和日常用品放

在 病 房 ，将 医 生 叮 嘱 的 康 复 建 议 一 一

记 下 。 安 排 妥 当 后 ，习 颂 将 果 果 送 回

了家属院。

叶晓勇训练结束的那一天，手机刚

有信号，一条条消息便蜂拥而至。叶晓

勇这才知道妻子出意外了。他连忙赶回

家中，看到妻子右臂打着石膏，不禁鼻头

一酸。陆小琴向他讲述了习颂的帮助，

他这才放下心来。周末，叶晓勇做了满

满一桌菜，向习颂表达感谢。习颂腼腆

地笑着说：“咱们都是潜艇兵，家里有事

当然要互相帮助。”

无需多言，大家把情义装在心里，像

是隐入深海的潜艇，用深沉的爱指引着

方向。

又一个清晨，晨晖洒在海面，留下一

片波光。潜艇在薄雾中解缆起航，艇员

们肩负使命，破浪远航……

潜 入 深 海
■夏泽华 曹东南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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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400 米障碍比武没剩多少时间

了。上等兵江南来到班长谷旭身边。他

知道，谷旭此时一定有些紧张。

“现在几点了？”谷旭的提问打破沉寂。

江南确认着时间：“9 点了，距离开

始还有 1 个小时。”

如果是以前，谷旭现在肯定正在摩

拳擦掌、跃跃欲试。毕竟 400 米障碍可

是谷旭的拿手项目。可那次意外后，谷

旭变得不那么自信了。

江南说：“班长，你这腿还没好利索

呢。无论比武结果如何，都是正常的。”

听到战友的宽慰，谷旭点点头说：

“走吧，咱们去热身。”

盛夏时节，地面卷起微微热浪。两

人绕操场跑了几圈，已经汗流浃背。

谷旭热身完毕，来到赛道一侧，小心

翼翼地拉伸着肌肉。眼前熟悉又陌生的

障碍吸引着他的目光。谷旭忍不住从起

点开始，边走边伸出手轻抚它们，低桩

网、高墙、独木桥……

他的思绪回到往昔，耳畔再次回响

起掌声、欢呼声。

“谷旭加油、加油！冲刺……”

“谷旭 1 分 34 秒，打破纪录……”

这 时 ，一 架 云 梯 挡 住 了 头 顶 的 艳

阳。谷旭抬头看去，眼前的画面有些模

糊，那些痛苦的记忆又涌入脑海。

那年，谷旭正在备战比武。一次训练

中，他从云梯跳下时重心不稳，落地的同

时膝盖发出声响，随之而来的是钻心的疼

痛。战友们赶紧把他送往医院治疗。

手术后，谷旭急切地问医生：“我的

腿能完全恢复吗？”

医生安慰道：“左腿交叉韧带断裂，

不会影响正常生活，但训练的话，还得看

具体康复的情况。”

养 伤 的 两 年 里 ，谷 旭 一 度 情 绪 低

落。连长注意到后，把他领到了荣誉室。

“了解咱们连队走出来的英雄韦昌

进吗？”连长伸手指向墙上的照片。

“知道，连长。当年他在战场上，左

眼被炸出眼眶，全身 22 处负伤……他是

我的榜样。”说起韦昌进，崇敬与仰慕之

情在谷旭心中流动。

“韦昌进身受重伤，仍能强忍剧痛顽

强战斗，那是因为他的精神没有垮。有

的 时 候 伤 痛 打 垮 的 是 精 神 ，而 不 是 身

体。既然你以他为榜样，我希望你也不

要被伤痛打垮。”

连长的话如同重槌擂鼓，字字句句

敲入谷旭心中。

随后的日子里，谷旭在康复训练的

基础上，一边向军医请教如何做好伤病

防护，一边科学制订训练计划，身体状态

也逐渐恢复。今天，他终于再次走上了

比武赛场。

10 点整，比赛拉开帷幕。现场人头

攒动。鼓掌声、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

伏。不远处，连长正在密切关注着谷旭

的状态。

谷旭在跑道前深吸一口气，听到“开

始”口令，迅速冲向前方。

面对曾经的阴影——云梯，他没有

丝毫迟疑，顺利过关。赛场上的他动作

行云流水，如轻盈的燕子，不知不觉，障

碍已通过大半。

“加油！班长！”江南在一旁呐喊助威，

目光始终追随着灵活翻越障碍的谷旭。

终 点 线 出 现 在 前 方 ，谷 旭 开 始 冲

刺。一步、两步……脚下飞扬的尘土模

糊了他的视线。

他迈着坚定的步伐，迅速跨过终点线。

“谷旭 1 分 45 秒！”随着监考员报出

成绩，战友们响起欢呼声。

一阵微风穿过人群，轻轻拂过谷旭

的面颊。这并不是谷旭的最好成绩，但

这个成绩对他来说意义非凡。此时他的

身体有些疲惫，脸上的笑容却像阳光一

样灿烂。

飞
越
障
碍

■
张
佳
琦

盛夏七月的雷声

轰隆隆，炸响在夜空

站在百年前的那个七月

闪电，如快速挥动的镰刀

撕裂压抑与沉闷的空气

雷声，仿佛擂响的战鼓

觉醒了、起来了

匍匐在泥土中的人们

持镰为兵，举锤为戈

割开黑色的幕布

砸碎沉重的锁链

中国的舞台

亮相了热血激荡的先锋

奏一曲血火交织的壮歌

一艘小船

迎着滔天巨浪，远航

七月的壮歌
■张文曜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