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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踏上广昌这片红色土地，我的心灵

就受到强烈震撼。一个个战斗遗址、一座

座革命烈士纪念碑，让艰苦卓绝的斗争岁

月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央苏区第五

次反“围剿”主战场，保卫“北大门”、激战

高虎脑、血洒万年亭……这里承载着 90

年前红军浴血广昌的战斗经历。凝聚在

这片红土地上的铁血忠魂，激荡起我内心

深深的敬意。

一

冯家祠位于广昌县头陂镇下关村，

是一座清代建筑。

1934 年 4 月 28 日晚，红 3 军团军团

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被临时中央

主要负责人博古、李德叫到冯家祠谈话。

“崽卖爷田心不痛”，这座古老的建

筑记录着彭大将军的痛心和愤怒。他当

面批评李德的瞎指挥，“你们的作战指挥

从开始就是错误的”“在敌碉堡密布下，

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

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这次广昌战斗

你们看到了，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

的战术家……”

彭德怀激动的声音，表达出红军广

大指战员对广昌保卫战的失利和部队重

大伤亡强烈不满的心声。

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

后，1933 年 5 月，蒋介石撤销了赣粤闽边

区“剿共”总司令部，设“军事委员会委员

长南昌行营”，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

军政事宜，并在美、英、日等帝国主义支

持下，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

模“围剿”的各项准备。这一次，蒋介石

直接用于进攻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

兵 力 有 50 万 之 众 ，并 采 取 了 持 久 战 和

“堡垒主义”新战略。

大敌当前，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

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

的错误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

苏 区 外 制 敌 。 直 接 掌 握 第 五 次 反“ 围

剿”军事指挥权的李德，命令以红 1 军

团 、红 14 师 为 主 组 成 的 中 央 军 ，在 抚

河、赣江之间作战；命令以红 3 军团、红

19 师为主组成的东方军，继续在闽西北

地区作战。

在国民党军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

这种作战计划只会分散兵力，使自己陷

于被动局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

的战略问题》中说：“军事平均主义者到

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

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

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

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

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

就在红军苦战之际，参加“围剿”红军

的国民党军第 19 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

蒋，在东方前线向蒋介石集团反戈一击。

蒋介石一时慌了手脚，急忙从“围剿”中央

苏区的前线抽调 11个师，前往镇压。

毛泽东审时度势，向中共临时中央

建议，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

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

战略进攻。然而，博古、李德没有这种政

治和军事战略眼光，拒绝采纳毛泽东等

人的建议，致使红军错过了打破敌人“围

剿”的一个良机。

二

国民党军为了夺取中央苏区的“北

大门”——广昌，纠集北路军 11 个师的

兵力，沿旴江两岸推进。

面对严峻的形势，李德等人把战略

方针从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

义，提出“死守广昌、寸土必争”，下令调

集红军主力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在战

术上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

对阵地的所谓“正规战争”，保卫广昌。

行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广

昌段）的甘竹大罗山、长生桥、饶家堡等

广昌保卫战遗址，我脑海中出现一个疑

问：在前期作战频频失利的严峻形势下，

博古、李德为何还要调集红军在广昌与

敌决战？

我从一份份斑驳的历史资料中找到

了答案：他们认为广昌是“卡住了通向苏

区心脏地区的道路”的战略要地，如果

“将广昌不战而弃，政治上无法承担责

任”，因而决定要在广昌与敌决战。在这

种“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失败也就成为

战役的注定结局。

旴 江 两 岸 ，弹 如 飞 蝗 ，杀 声 震 天 。

1934 年 4 月 10 日 6 时，敌人开始向广昌

实施第一期进攻。在旴江两岸 10 余公

里的战线上，红军与数倍于我的国民党

军展开了一场空前惨烈的生死战斗。

1994 年，广昌保卫战的亲历者张震

将军回到阔别多年的广昌时感叹：“广昌

保卫战是历次反‘围剿’以来最为激烈、

最为残酷、最为困难、最为被动的一仗。”

尽 管 战 斗 一 次 次 失 利 ，身 边 的 战

友 一 个 个 倒 下 ，红 军 战 士 仍 冒 着 敌 人

猛 烈 的 炮 火 和 敌 机 的 狂 轰 滥 炸 ，顽 强

抗击……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旴江两岸

的山山水水。

在广昌老城城北一个叫清水塘的地

方，当年，红 3 军团第 4 师的一个营，坚守

在这里一个所谓的“永久性”堡垒中。从

当日早上到午后，红军打退了敌人的 10

多次攻击，最后因工事被敌机炸坍，全营

300 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正如毛泽东所说，“乞丐要和龙王比

宝”，比的结果，毫无悬念，自然是“乞丐”

输了。18 天的广昌保卫战，异常惨烈。

战斗中，红军虽然作战英勇，歼敌 2626

人，但以自身牺牲 5093 人的惨痛代价，

失守中央苏区“北大门”。

三

攻占广昌后，国民党军继续以重兵

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中央苏区形势岌

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博古、李德才被

迫放弃在苏区抵御敌人的计划，准备实

行战略转移。

为遏制南进之敌，红 3 军团主力和

红 5 军团一部，在高虎脑与国民党军进

行了激烈的殊死阻击战，包括大寨脑战

斗、高虎脑战斗、万年亭战斗。

我沿着盘山公路前往高虎脑山顶，

当年的堑壕、掩体工事、指挥所等众多战

斗遗迹，诉说着 90 年前战斗的惨烈。巍

巍群山，见证了军民可歌可泣的浴血奋

战和牺牲。1934 年 7 月 21 日拂晓，国民

党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以“羊群战

术”向红军阵地发起疯狂进攻。战斗中，

红军指战员的手榴弹、子弹打光了，就用

石头砸，进行肉搏战。在胜利完成了大

寨脑阻击战任务后，红军转移到高虎脑

布防。

原红 3 军团第 4 师第 10 团第 3 营第

9 连警通员池道生，生前在回忆高虎脑

战斗时说：“我军官兵密切配合，依托险

要地形，英勇抗击……敌人冲上来，红军

杀下去，又攻上来，又杀下去……”在高

虎脑战斗中，敌精锐第 89 师遭受重创，

完全丧失战斗力，退出战斗。8 月 7 日，

胜利完成阻击任务的红军，奉命撤出高

虎脑主阵地，转移到万年亭至香炉峰一

带，继续阻击敌人。

走在万年亭的青山绿水间，每一座

烈士墓，都是回眸历史的闪亮路标，都

是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我来到陈阿

金烈士墓前瞻仰。墓碑上写着：1934 年

8 月 28 日，红 3 军团第 5 师政委陈阿金

在指挥万年亭战斗时，遭遇敌机空袭，

壮烈牺牲，时年 36 岁……古树参天，浓

荫密盖的万年亭，留下了深邃的红色记

忆。我读着碑文，不禁为之动容，向烈

士墓深深地三鞠躬，献上对先烈的哀思

与崇敬。

1934，广 昌 ，历 史 在 此 写 下 不 灭 的

记忆。红军指战员在此英勇战斗，留下

壮怀激烈的血色篇章。不久后，8 万多

红军指战员跨过于都河，踏上了万里长

征的漫漫征途……

1934，广昌记忆
■宋海峰

在大学生士兵白涛的记忆中，有一

个难忘的场景：清澈的天空下，一个高大

的身影握着扫把，仔仔细细地打扫着通

向山巅的台阶。伴随着“沙沙”声响，台

阶上的沙尘扬起，在晨曦中泛着金光。

那天是白涛抵达甘巴拉的第 4 天，

当时他刚从强烈的高原反应中缓过来，

开始熟悉向往已久的连队。不久后的一

次参观活动中，白涛在荣誉墙上的照片

中认出了那个身影，看到了那个人的名

字：王胜全。照片上的王胜全老班长，胸

前的一枚枚军功章熠熠闪光。同样明亮

的，是老班长那双格外有神的眼睛。那

是一双习惯了在高处瞭望远方的眼睛，

一双习惯了在手电筒的微光中拆换雷达

部件的眼睛。那双眼睛里装着连队的大

事小事、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也装着那

些上山的台阶。

“甘巴拉英雄雷达站”授称 30 周年

先进事迹报告会上，白涛分享这段经历

时，台下掌声雷动。我想，令当时的白涛

和听众们深受感动的，正是以王胜全为

代表的“甘巴拉人”的那份质朴和“以站

为家”的热忱与纯粹。

王胜全在甘巴拉战斗了 28 年，如今

已光荣退伍。他是迄今为止在甘巴拉英

雄雷达站服役时间最长的战士。白涛也

已经当兵 9 年，见证了雷达站的数次转

型，立志像王胜全老班长那样当个好兵。

“甘愿吃苦、默默奉献、恪尽职守、顽

强拼搏”的“甘巴拉精神”，是一茬茬“甘

巴拉人”用奋斗书写的。无论身处何地，

想起那座山、那块阵地、那些面孔，总能

让人从中获得力量。

那场报告会后的采访活动中，我终

于有机会前往心中向往已久的阵地。一

下车，我就迫不及待地想用自己的双脚

走一遍直上云霄的台阶。

台阶共有 84 级，数字并没有特别的

含义，就像“5374”起初也只是那座山的

海拔。时间长了，甘巴拉有了故事，那些

数字也就有了故事。营房出门右转就是

第一级台阶，台阶依山势向上铺设，中途

经过可供官兵阅读学习的“5374 书吧”，

直抵山顶……那些台阶连接着官兵战训

生活，仿佛诗行，书写着日复一日的坚

守；又好像琴键，奏响胜利的序曲。其

实，那些台阶是有名字的，官兵称它“战

备路”。

在甘巴拉，空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

的一半，正常行走相当于内地负重 40 公

斤。我踏上眼前的战备路，果不其然，感

到很是吃力。我也不由得想起此前看到

的官兵在战备路上奔赴战位的画面。

一名战士告诉我，在甘巴拉，1 分钟

内跑上山顶是“必修课”，要从呼吸练起，

只有大口喘气、急促呼吸，才能迅速进入

状态。不仅如此，官兵顶着烈日要上，迎

着狂风要上，踏着积雪要上……在我们

交谈时，刚好有 4 名官兵与我擦肩而过。

他们奔跑着，掀起一阵风。向上奔跑时，

他们并不怎么低头看脚下。日复一日地

跑动在战备路上，哪一段陡峭，哪一段平

缓，甚至每一段台阶的疏密、宽窄，他们

都已了然于胸，形成了“肌肉记忆”。

我调整呼吸节奏，拾级而上。对于

“相当于内地负重 40 公斤”，我亲身感受

到，那并不像是顶着一件重物，而更接近

于在身上绑了很多个沙袋。在甘巴拉，

这些“配重”是无法卸下的，只能慢慢适

应。登上甘巴拉，走路、吃饭、睡觉甚至

呼吸这样平常的小事，都要重新学着适

应。

沿着战备路攀登，每走几步，看到的

风景各不相同。起点处的山坡上，远远

就能看到一幅中国版图和嵌入其中的

“祖国在我心中”6 个鲜红大字。那是官

兵 就 地 取 材 ，用 空 罐 头 瓶 和 石 块 拼 成

的。以往条件有限，新鲜食材难储存，官

兵便以罐头为食。别出心裁的拼图和鲜

艳的大字，在高原明净的天空下诉说着

官兵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经过那幅拼

图时，我听到风吹着沙砾敲打在那些罐

头瓶上，发出铮铮声响。

继续攀登，台阶两侧开着一朵朵野

花，点染出几分高原夏意。野花金灿灿

的，像是一颗颗星星。最初山坡上盖着

厚实的冻土，难以挖动，更不要说种草植

树，只好任凭它光秃秃的。后来官兵从

山下挖土运上来，于是，原本生长在土块

中的野花，也就绽放在了阵地上。看着

野花的茎一次次被大风抻直，叶片像鸟

儿的小翅膀一样扑打着，我直观、具体地

感受到“扎根”二字的含义。那些野花迎

着阳光，在这氧气稀薄的高地，默默陪伴

着官兵。

或许是因为野花的存在，我看到一

只蝴蝶不畏艰险飞过来，翩跹起舞，又向

着远方飞去。遥望天地相交处，一行淡

青色的山横卧在视野的尽头，山巅覆盖

的皑皑白雪闪耀着银光。俯瞰大地，一

片湖泊如宝石般澄净，群山的影子尽收

湖底。游走其间的白云，为这壮阔的画

面增添了几分灵动。行云如同洁白的鸟

群，从一座山飞向另一座山。云是一道

风景，回应着人们对天空的仰望。在甘

巴拉，云很近，近到我从云中穿过而浑然

不知。离云近的地方，氧气也更稀薄，也

就越见精神，只是离都市的繁华与家中

灯火可亲的温暖远了。

当年，老兵们对新兵王胜全说，在阵

地不仅能锻炼本领、考验意志，更能升华

思想境界。站在海拔 5374 米的山顶，天

很大，地很大，心也很大，“山高兵为峰”

的豪情诗意，涌动在我的心头。

去采访之前，我也曾听过一些甘巴

拉的故事。那些故事里有新兵的成长、

老兵的担当，有军人或去或留的抉择、军

嫂聚少离多的生活，老故事里的新兵，到

了新故事里就成了老班长……在甘巴

拉，我认识了那些故事中的主人公们，甘

巴拉由此不再只是一个名词，“甘巴拉精

神”也显现得更加具体了。在我沿着战

备路行走的见闻中，那些发生在营房、书

吧、山坡上、山顶的故事互相关联，形成

了一个广阔的图景。

官 兵 总 说 ，扎 根 海 拔 5374 米 的 山

巅，只是“甘巴拉精神”的起点；传承发扬

“甘巴拉精神”，必须向更高处进发。当

置身于官兵日夜坚守的阵地时，我读懂

了这句话。也正是这次甘巴拉之行，让

我更加熟悉了边关的万里长风，每抵达

一座高山，就有一面战旗高高扬起。

登上甘巴拉
■马雪宁

夜色静谧，微风拂过草丛，发出簌

簌声响。排长潘芃丞正带领侦察小队

潜伏其中。

“这次侦察任务是找到‘蓝军’的

指挥中枢。”出发前，连长用简短的话

语下达命令。连长知道提供的情报越

完 善 ，胜 算 就 越 大 。 情 报 从 何 处 来 ？

要靠侦察兵深入“敌后”搜集。连长叮

嘱潘芃丞：“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拿到上级下发的“蓝军”阵地概略

地形图，潘芃丞看到任务区是一片山

林。在这看似静谧的林中，或许藏匿

了暗堡堑壕；几处隐蔽的山坳，可能部

署着“敌方”的重要目标。

按照上级计划，大规模进攻将在

黎明发起。届时，“红军”将在破晓时

分突破“蓝军”防线，拿下阵地。潘芃

丞的任务是，在大部队发起进攻前，把

有价值的目标位置传回指挥部，引导

上级火力摧毁。

此时，月光皎洁，夜视条件良好，

为他们执行任务提供了方便，但也增

加了暴露的风险。

任务途中，“蓝军”哨兵在侦察小

队的必经路上设下关卡，正警惕地扫

视前方，不放过任何风吹草动。不远

处，潜伏的潘芃丞和队员们，紧盯着哨

卡、等待突破的时机。突然间，潘芃丞

发现负责哨卡警戒的指挥员竟然是自

己军校时的同学钟旭涛。

在校期间，他们一起生活训练，情

同手足；许多个夜晚，他们挑灯研究战

例，憧憬着成为指挥员；毕业综合演练，

他们一起冲过终点。没想到，昔日的兄

弟，演训场上狭路相逢。他会不会念及

友情放我顺利通过？他会不会告诉我

“蓝军”指挥所位置？现在距黎明的时

间已经所剩无几了，我要不要……

潘芃丞迅速收回思绪。他坚定地

告诉自己，演练就是实战，“蓝军”就是

强敌，寄希望于昔日兄弟网开一面，是

拿军人的使命开玩笑。

“一组警戒，二组跟我来，交替掩

护，快速通过哨卡。行动！”配合着指

挥手语潘芃丞发出指令。战士们迅即

按照指令行动。

“ 蓝 军 ”一 名 哨 兵 发 现 了 侦 察 小

队，双方展开激战。交火中，钟旭涛也

认出了昔日同学潘芃丞。由于指挥得

当、占据有利地形，潘芃丞带领的侦察

小队，歼灭了钟旭涛带领的“蓝军”哨

兵，但潘芃丞也“牺牲”了几名队员。

钟旭涛说：“交火不可避免，你指

挥得不错。”说着，他脱下头盔，头发上

挂满汗珠。“你的回击也很勇猛，没有

一点手下留情。”潘芃丞说。

潘芃丞的侦察小队已在激战中暴

露了位置，他们预计“蓝军”部队很快

会循枪声赶来。潘芃丞清点了人员和

装备，整理队伍快速离去。他们又消

失在丛林的黑暗中。

潘芃丞带领队员继续前进，向深山

搜索目标。此时，“蓝军”部队也在搜索

他们的行踪。为防止行踪暴露，潘芃丞

关闭了电台。他判断“蓝军”加强了对

区域内交通要道的把控，此刻只能舍弃

大道、在密林深处越野行进。在军校

时，他学习过志愿军急行军 140 华里，

先敌抢占三所里有利地形，圆满完成阻

击任务的战例。眼下同样是山路，距目

标地域不算远，他相信，下定决心往前

冲，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丛林野路上，虽然没有“敌人”设

置的关卡，但多了天然的屏障。行进

途中，他们遇到了一处峭壁。潘芃丞

熟 练 地 布 设 攀 岩 绳 ，率 先 攀 登 上 去 。

他未曾想到，当初自己觉得难以学会

的攀登技术，在这里用到了。最初接

触攀登技术训练时，由于恐高，潘芃丞

每次爬升四五米就无法继续。有好几

次，他悬在半空向下望去，一阵眩晕混

合着恐惧直冲脑门。“这个坎能越过去

吗？”他下定决心克服内心的恐惧。于

是，训练之余，他时常来到高处，努力

睁开眼睛向下看。经过一段时间的练

习，当他再一次爬到高处向下望去时，

心中已不再恐惧。

晨 曦 微 露 ，天 边 渐 渐 泛 起 霞 光 。

潘芃丞参照着周边的地形地物，发觉

距 离 目 标 渐 近 ，但 时 间 也 所 剩 无 几 。

他们继续向前推进，“蓝军”中枢渐近，

防守也更加严密。为了分散“敌人”的

火力，潘芃丞与仅存的两名队员约定

时间开枪，让他们把“蓝军”吸引开去，

自己则孤身一人向目标穿插。

潘芃丞与两名队员握手分别，他

们知道彼此“生还”的机会渺茫。为了

胜利，他们沿着不同的方向奔去。

黎明将至，天地笼罩在柔和的微

光中。潘芃丞终于接近了目标，对照

地图与现场地形地物，前方正是他要

搜寻的目标——“蓝军”指挥所。

与队员约定的时间到了，枪声响

起 ，“ 蓝 军 ”不 出 所 料 被 吸 引 了 过 去 。

此时，潘芃丞打开电台，迅速与上级通

联，将位置信息和对方的火力配置上

报指挥部。

“孤狼呼叫夜鹰，一类引导，坐标

轰炸，4 枚航弹摧毁‘敌’指挥所……”

位置上报完毕，潘芃丞知道，自己已被

对方锁定。此时，他甚至能听到对方

的脚步声。但他也明白，俘虏他对于

“蓝军”挽回不利局面而言，已经于事

无补。

“‘蓝军’指挥所已被摧毁，退出情

况。”电台传来导演组的指令。行动成

功了。潘芃丞深吸了一口气，平静下

来 ，他 听 到 早 起 的 鸟 儿 在 林 间 鸣 唱 。

东方露出了鱼肚白，冲锋号声响彻天

际，发起总攻的“红军”，在喊杀声中迎

来黎明……

迎
接
黎
明

■
夏
泽
华

铅云四散，挪开那千钧的重量

阳光倾泻而来，飘荡

在河水，在林间

在边疆金色的风里

冬雪覆盖过的土地上

竟不能铺卷出碧绿的草毯

葳蕤的青春，迎受着漠风

在棕黄色的高原

折射出生命的光芒

大海把晚风推向远方

在辽远的西北卷起沙堆

星星与月亮遥遥相对

巡逻路上

采撷一抹银光

南飞的群鸟

扇动的羽毛飘落在，列队的雪峰

驼铃声，拨动了

远方母亲的心弦

拾起金色高原的岩石，灼热

雪花依旧迎着太阳

山脚下的戈壁

盛开了朝着太阳的花儿

尽情绽放，为绚丽的青春

为戍边守防的热忱

七月的烈日煮沸沙漠

滚动出层层热浪

贫瘠的沙砾，瘦弱的草

低着头，弯着腰

向阳花

摆动着轻盈的舞姿，灵动

沐浴太阳的烈焰

即使狂风暴雨又如何

纵然四季纷扰，交替

若心有方向，就不会迷茫

寻找一寸属于自己的天地

盛开吧

向着太阳绽放吧

为了蓬勃的青春

向阳花
■马秋红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红色足迹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山云出岫（中国画） 陈海安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