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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初 秋 的 渤 海 湾 ，朝 霞 如

火 。 破 浪 航 行 的 邮 轮 上 ，枪 声 骤 然 响

起 。 危 急 时 刻 ，正 值 芳 华 之 年 的 英 雄

战士董健民、钟琪，越过船舷栏杆，纵

身跳入了茫茫大海。他们以不惜牺牲

生命的大义凛然，守护了党的机密。

一

时 光 回 到 1939 年 初 冬 ，河 北 静 海

县刘祥庄。

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董秋斯接

到上级指示，赶赴延安汇报工作。临行

前夜，收拾行装时，16 岁的侄女董健民

推门而入，明亮的眼睛滴溜溜地瞅来瞅

去。董秋斯说，我要出趟远门。董健民

微笑着说：“那您小心哦！”

翌 日 凌 晨 ，董 秋 斯 提 着 行 李 悄 悄

地 出 门 了 。 他 要 先 坐 马 车 到 大 连 码

头 ，再 搭 乘 海 轮 到 烟 台 转 道 西 行 ，这

是 地 下 党 组 织 的 一 条 秘 密 交 通 线 。

天 快 亮 时 ，董 秋 斯 突 然 看 见 候 车 廊

桥 上 ，竟 然 站 着 董 健 民 和 她 的 两 个

姐 姐 。

姐 妹 仨 头 扎 碎 花 头 巾 ，手 臂 上 挽

着 蓝 布 包 裹 ，俨 然 一 副 串 村 走 亲 戚 的

村 姑 模 样 。 原 来 ，冰 雪 聪 明 的 董 健 民

隐 约 察 觉 出 董 秋 斯 要 去 哪 里 ，和 姐 姐

们提前赶到廊桥等候。她们心中燃烧

着同一个向往的地方——延安。

从 渤 海 之 滨 到 黄 土 高 原 ，危 险 始

终 如 影 相 随 。 一 个 寒 风 凛 冽 的 子 夜 ，

地下兵站的联络员护送他们穿过鬼子

封锁线，途中数道光柱突然而至，一支

日寇摩托巡逻队出现在岔路口。兵站

联络员赶紧带他们藏进了小河的芦苇

丛中。

此 时 ，岔 道 上 突 然 传 来 一 阵 马 蹄

声。鬼子的机枪立刻“突突突”地冒出了

火焰。不远处，几个驭手和十几匹骡马

中弹倒地。这支趁夜色运送粮食的马

队，就这样遭到日寇残暴屠杀。

枪 声 爆 响 中 ，董 健 民 的 二 姐 董 清

民 身 体 猛 然 一 颤 ，歪 倒 在 妹 妹 身 上 。

董 健 民 赶 紧 扶 住 她 ，感 觉 手 上 黏 糊 糊

的 。 原 来 ，一 颗 流 弹 击 中 了 董 清 民 的

右胸，顿时鲜血如注。

董健民紧紧按住二姐的伤口帮她

止 血 ，大 姐 董 仲 民 也 用 手 捂 着 董 清 民

的 嘴 ，防 止 她 疼 得 发 出 声 。 好 不 容 易

等 到 鬼 子 离 去 ，董 清 民 却 因 失 血 过 多

已没有了气息……

眼看就要天明，兵站联络员催促她

们赶紧上路，说殓葬董清民的事由他来

操办。临别之际，董健民跪在二姐的遗

体前，挥泪咬牙说道：“姐，你的血不会

白流，我们一定会打败日本鬼子！”

二

经过 3 个多月的辗转跋涉，董健民

一 行 人 终 于 抵 达 延 安 。 此 时 的 陕 北 ，

冰 封 地 冻 ，但 抗 日 救 亡 的 热 潮 在 这 里

汇 成 巨 大 的 洪 流 ，让 他 们 感 到 犹 如 阵

阵春风扑面。

董健民与大姐董仲民被送入陕北

公 学 接 受 培 训 。 培 训 结 业 后 ，董 健 民

被选拔进入中共中央社会部机要处侦

讯科，担任电台侦听员。

机要部门承担着侦搜敌人机密情

报、传递指挥部命令等重任，收进来、发

出去的每个字、每句话，甚至每个标点

符号，都关乎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的时

效性、准确性，丝毫马虎不得。国恨家

仇的激励，特殊使命的召唤，再加上姑

娘家特有的细腻敏捷，让董健民很快就

练出了一手“耳利手快”的侦听功夫。

独立上机操作的头 3 个月里，董健民就

连续截获了 10 多条重要的敌台电讯，令

战友们对她钦佩不已。

转 眼 到 了 1945 年 的 盛 夏 。 一 天 ，

正在忙碌着侦搜电报的董健民身体一

颤，随即一手按紧耳机，一手在抄报纸

上快速地记录着代码。这份电报立即

被送进了译电室。很快，延河两岸欢声

雷动——“我们胜利了！鬼子投降了！”

那 一 刻 ，董 健 民 望 着 阳 光 明 媚 的

天空，泪流满面地说：“二姐，我们打败

鬼子了！”

三

烽 火 岁 月 是 紧 张 艰 苦 的 ，而 战 斗

的青春则充满着激情与憧憬。

1942 年，日寇悍然发动“五月大扫

荡”。反“扫荡”期间，机要处的窑洞里

充 满 了 战 斗 气 息 。 可 就 在 这 时 ，董 健

民突然病倒了。性格倔强的她不肯向

病魔低头，硬撑着上机值班侦听，这样

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临近年关的深夜，大雪纷飞，窑洞

里冷得宛如冰窖。全身心投入侦听的

董 健 民 ，突 然 感 到 一 阵 温 暖 。 她 扭 头

一 看 ，身 侧 不 知 何 时 摆 了 一 只 炭 火 通

红 的 烤 火 盆 。 译 电 员 钟 琪 正 蹲 在 旁

边，支着火钳帮她熬姜汤。

钟 琪 译 电 的 快 捷 和 准 确 ，在 科 里

数 一 数 二 。 他 虽 然 身 材 瘦 削 ，却 是 大

生产运动中的“种植能手”，还乐于助

人 。 这 个 寒 夜 ，给 董 健 民 送 来 的 烤 火

盆 ，就 是 他 顶 风 冒 雪 从 几 里 外 的 老 乡

家借来的。

在 战 斗 的 硝 烟 中 ，这 两 个 勇 敢 的

年 轻 人 相 爱 了 。 在 一 个 简 陋 的 窑 洞

里 ，董 健 民 与 钟 琪 举 办 了 婚 礼 。 仪 式

虽 然 很 简 单 ，但 这 对 新 人 发 自 内 心 的

铮 铮 誓 言 ，让 烽 火 中 的 婚 礼 折 射 出 神

圣的光辉——“严守党的机密，誓与密

码共存亡”。

两 年 后 ，他 们 有 了 一 个 可 爱 的

孩 子 。 董 健 民 和 钟 琪 给 孩 子 取 名 钟

明 明 ，寓 意 饱 受 日 寇 蹂 躏 的 黑 暗 就

要 过 去 ，抗 战 胜 利 的 灿 烂 光 明 终 将

来 临 。

四

1946 年 10 月 9 日清晨，渤海湾口，

一艘邮轮正由烟台向大连方向破浪航

行 。 当 海 平 面 上 出 现 一 抹 火 红 朝 霞

时，不少乘客来到甲板上，等待日出的

壮 丽 一 刻 。 突 然 ，一 发 炮 弹 落 在 邮 轮

上 ，轰 然 巨 响 打 破 了 渤 海 湾 的 宁 静 。

许 多 乘 客 受 了 伤 ，其 中 包 括 董 健 民 的

孩子。

这时，甲板上的董健民夫妇，迅速

将 警 觉 的 目 光 投 向 海 面 。 数 里 开 外 ，

一 艘 国 民 党 军 舰 正 快 速 朝 邮 轮 驶 来 。

两 人 对 视 了 一 眼 ，立 即 转 身 朝 相 反 方

向奔去。

半 个 多 月 前 ，他 们 接 到 一 项 紧 急

任 务 —— 前 往 大 连 开 设 秘 密 情 报 站 。

夫 妻 俩 带 着 刚 满 周 岁 的 孩 子 ，立 刻 赶

赴 东 北 。 总 部 考 虑 到 他 们 身 带 密 码

本，特地派几名交通员，化装护送他们

通过敌占区。

离 开 延 安 前 ，他 们 已 制 订 缜 密 的

方案：途中一旦遭遇险情，立即将密码

本 交 给 蹲 守 船 艉 的 交 通 员 转 移 。 此

刻，钟琪独自奔向船艏，就是要引开盯

梢的特务，掩护董健民转移密码本。

果然，两个身穿黑衣的特务快步冲

向钟琪。董健民在向船艉奔跑中，飞快

地取出裹着密码本的手帕包，紧捂在孩

子鲜血淋漓的头上。在经过交通员身

边的瞬间，她假装脚下一个趔趄，被鲜

血染红的手帕包掉落在甲板上。

看 到 交 通 员 抓 起 手 帕 包 转 身 离

去 ，董 健 民 才 低 头 察 看 孩 子 的 伤 情 。

此 时 ，孩 子 血 流 满 面 ，已 经 没 有 了 哭

声。“我的孩子啊！”无尽的悲怆几乎让

董健民肝肠寸断。

就 在 董 健 民 潸 然 泪 下 之 际 ，绕 过

船 艏 的 钟 琪 ，朝 她 飞 奔 过 来 。 一 家 三

口 紧 紧 相 拥 。 短 短 几 分 钟 的 分 离 ，仿

佛有千百年般漫长。董健民朝丈夫点

点 头 ，无 声 地 告 诉 他 密 码 本 已 安 全 转

移。钟琪也向双眸噙满泪水的妻子点

头 ，那 是 在 说 —— 为 革 命 献 身 的 时 刻

到了。

爆 炸 声 响 起 ，敌 舰 用 炮 击 逼 停 邮

船 。 董 健 民 和 钟 琪 背 靠 着 船 舷 栏 杆 ，

几个特务挥枪猛冲过来。两人对望了

一 眼 ，钟 琪 从 董 健 民 怀 中 抱 过 孩 子 ，

右 手 在 栏 杆 上 一 撑 ，纵 身 跳 入 了 大

海 。 董 健 民 抬 手 拢 了 一 把 秀 发 ，嘴 角

露 出 一 丝 轻 蔑 的 冷 笑 ，紧 随 着 丈 夫 跃

入海中。

这 一 切 发 生 于 电 光 石 火 间 ，几 个

特务当场愣住了。气急败坏的特务们

疯 狂 地 朝 着 海 面 射 击 ，刺 耳 的 枪 声 中

还夹杂着声嘶力竭的叫喊——“快，快

找到那个本子！”

然 而 ，蔚 蓝 的 海 面 很 快 归 于 静

寂 。 就 在 特 务 们 堵 截 董 健 民 夫 妇 时 ，

交通员已携带密码本抓着缆绳从船艉

下 海 ，用 一 根 事 先 备 好 的 空 心 苇 秆 潜

水脱险。

英 雄 喋 血 化 作 了 忠 魂 ，董 健 民 年

仅 23 岁 ，钟 琪 25 岁 。 那 一 刻 ，一 轮 红

日喷薄而出，滚滚波涛折射万道金光，

在浩瀚海面上激越地跳跃着。

碧 海 丹 心
■章熙建

听说单位要上高原后，女兵连热闹

起来，一封封“请战书”像雪花一样，整整

齐齐地飘落在营部教导员的案桌上。王

惠玲也兴奋不已，她将这个消息暂时藏

在心里，准备等有机会见到丈夫王智，再

正式告诉他。

巧合的是，王智所在连作为配属单

位，与王惠玲所在单位要一同上高原。

得知消息的那天晚上，王智急急忙忙打

来电话，直奔主题：“你报名了吗？”

“我是班长又是业务骨干，当然第一

个报名了！”听到妻子的答复后，王智心

里有些感动。战友常说他们夫妻是“并

肩作战”，但其实平日连碰面都很少，这

回真要实现了。

不久，王惠玲与战友们踏上了奔赴高

原的征程。列车弯弯曲曲穿越唐古拉山，

随着海拔逐渐升高，高原给了大家一个下

马威，出现高原反应的官兵越来越多。

连续几天的物资中转倒运后，部队

即将分批向任务地域进发。这天，王智

突然出现在王惠玲面前。王惠玲以为丈

夫是来跟自己道别，不承想，他带来了一

个不幸的消息：王惠玲的奶奶去世了。

王惠玲半天回不过神来，只听见王智抓

着她的手说：“前些日子，家里专门叮嘱

我，晚点再告诉你……”王惠玲从小是奶

奶带大的。对她而言，奶奶是最疼爱她

的亲人。那晚，王惠玲几乎哭了一整夜。

到达任务地域后，繁重的任务接踵而

至。王惠玲将失去亲人的伤痛藏在心底，

迅速投入工作。她报名参加了上级组织

的狙击手集训。连续高强度的训练，几乎

占据了她的所有时间，也让她愈加坚韧顽

强。夜深人静时，王惠玲会独自望着漫天

星空，静静地回忆与奶奶在一起的往事。

她想，如果奶奶化作了一颗星，那么，此刻

自己身在高原，离她一定很近。

由于工作繁忙，王智和王惠玲一直

没见上面。一天，营部对讲机里响起了

呼叫声，营长集合全营宣布：“男兵 20 分

钟内完成出动准备，女兵后留。”当哨音

响起，王惠玲和其他女兵冲出帐篷。编

组车队前，王智在远处向王惠玲敬了个

军礼后，转身冲进了集合的人群。

年底，上级要组建一支文艺小分队，

到一线点位慰问巡演。王惠玲第一时间

报名参加。

王智驻守的点位，是一个高地。那里

交通不便，运送物资给养全靠人背肩扛。

高地上，白天烈日暴晒，夜晚寒风刺骨。

这些情况，王智并没有告诉王惠玲，而是

写在了一张张充满思念的小纸条上。

在边防线上，王惠玲跟着小分队为官

兵演出。边防战友热情地挥舞双手为演

出喝彩的场面，经常让队员们备受感动。

一天，演出结束后，一辆车疾驰而

来，停在了王惠玲身边。车门打开后，王

智出现在她面前。

王惠玲眼前的爱人，黑了，也瘦了。

迷彩服落满征尘，嘴唇干裂，眼里布满了

血丝。他朝王惠玲咧嘴一笑，王惠玲的

眼眶瞬间红了。

随 后 的 几 天 里 ，王 惠 玲 随 小 分 队

继续去不同点位演出。在王智所在高

地，王惠玲再次见到了他。这里的艰苦

程度，远远超出她的想象。她忽然想到，

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既有爱人战斗的身

影，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是多么光荣

而特别的经历。

后来，王惠玲一有空就托战友给王

智带去写满思念的纸条，她也会收到王

智的“回信”。其中，有张纸条让她最受

触动：“还没来得及给你一场像样的婚

礼，心里觉得很是亏欠。但让我始终感

到自豪的是，我和我的爱人一起在雪域

高原奉献着、战斗着。我们的爱，雪域高

原可以见证，边防可以见证。”

雪
域
高
原
见
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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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曾祖父是一名上世纪 40年代入

伍的老兵，也是一名有着 70年党龄的中共

党员。战争期间，他多次在生死边缘徘徊。

曾祖父有个皮箱，里面珍藏着 10 余

枚军功章。我小时候很淘气，经常偷偷

将那些军功章拿出来玩，有一回不慎丢

失了一枚，让曾祖父非常生气。后来，

爷爷对我说：“那些军功章有许多都是

曾祖父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用生命换

来的。”

爷爷还告诉我，因为我的缘故而丢

失的那枚军功章，背后有一段曾祖父救

人的经历。有一年，曾祖父在外执行任

务时，遇到一个男孩在水里挣扎。危急

时刻，他纵身跳入水中，奋力向男孩游

去。施救过程十分困难，他索性咬紧牙

关，扎进水里，将男孩托举起来，一点点

向岸边移动。在体力耗尽前，他终于将

男孩救上岸。事后，部队给曾祖父颁发

了一枚军功章，并号召官兵向他学习。

曾祖父的故事，让我很受触动。想

象着他救人时惊心动魄的画面，我的心

里不禁翻滚起一阵阵热浪。

高 考 后 ，我 选 择 报 考 军 校 。 报 到

前 ，曾 祖 父 取 出 自 己 的 旧 军 装 让 我 试

穿，还送给我两根背包绳。待我穿上他

的军装后，他欣慰地打量着我，说：“豪

豪这么快就长大了，以后的路，要靠你

自己走了。”带着曾祖父的殷殷期盼，我

奔向人生新的征途。

上军校后，我有段时间很不适应。

原本想在视频里向曾祖父倾诉，可看着

他 沧 桑 的 面 庞 ，我 却 一 句 话 也 说 不 出

来。“豪豪，你记住，要想成为一名合格

的军人，吃苦是必然的。战胜自己也是

一场战斗。”曾祖父将一切看在眼里，

耐心地鼓励我。我用力地点点头。

假期里，我去探望曾祖父。90 多岁

的他，精神矍铄。他握住我的手，语重

心长地说：“豪豪，你是党员，是军人，要

听党的话、跟党走……”随后，他提笔蘸

墨，写下一副对联送给我，“一身正气育

后代，两袖清风传子孙”。这是曾祖父

心底的遵循，也是他对家人的期许。我

把对联挂在客厅，希望每次回家时都能

看到。

毕业分配到部队后，我经常会给曾

祖父写信，分享部队生活。他也会回信，

给我鼓励和建议。把曾祖父的那枚军功

章弄丢了，一直是我内心的遗憾。去年，

因表现优异，我荣获三级表彰，还被评为

“四有”优秀军官。当我把两枚奖章带给

曾祖父时，他颤抖着双手接过，泪水在眼

眶里打转：“豪豪，好样的！在部队好好

干，当一名优秀的军人。”看着皱纹爬满

脸庞的曾祖父，体会着这名老兵对部队

深厚的情感、这名老党员对党忠诚的品

质，我心中敬佩不已。

如今，曾祖父的皮箱里，也放入了我

的奖章。相信以后，它将变得更加厚重。

荣誉的分量
■南 豪

朱自清先生的文章《背影》，是我学

生时代印象深刻的一篇文章。因为每

当我想起父亲的时候，出现在脑海里的

也是他的背影。

那时，我们住在家属院，离父亲所在

营区只有几百米远，坐在窗前就能听到

战士们训练的口号声。我喜欢侧耳倾

听，辨别里面是否有父亲的声音，想象着

他此刻在忙什么。虽然家属院距离父亲

所在营区不远，但父亲从不允许我们去

找他。许多个夜晚，熄灯号响后不久，父

亲就回来了。可我总是坚持不到熄灯号

响，就困得睡着了。母亲说，每天爸爸回

来，先亲亲你才睡的。我摸摸脸蛋，问母

亲，爸爸亲的哪边脸？她随便一指，有时

说左边，有时说右边。因为睡得早，我有

时候就醒得早，瞪大眼睛，盯着晨光透过

窗帘映到屋顶上的影子看。这时，就会

听到门栓带着迟疑，“咔哒”一声被打

开。我一骨碌爬起来，悄悄把窗帘撩开

一个缝儿往外看。父亲怕寒风钻进屋

子，迅速闪身出去，轻轻关上门。他疾步

走过院子里的甬道时，起床号“嘀嘀嗒嘀

嗒”地吹起来。在这“嘀嘀嗒嘀嗒”的军

号声中，他的背影消失在晨雾中。

上美术课时，老师让大家画《我的爸

爸》。我又涂又改，把画弄得一团糟。老

师端详着画问我：“你画的什么？”我说：

“我爸爸。”她翻过来倒过去看，指着画中

父亲后脑勺上的帽印说：“你刚学画，背

影不好画，画正脸就好了。”可是，我当时

脑子里一点父亲正脸的印象都没有。我

想，我跟他相处的时间太少了，又因为腼

腆，没好好观察过他的样子。

上大学时，我带男朋友回家。见父

亲还没回来，我便带他出去散步。走到

一处堤坝，前面 100 多米处有几名军人

也在堤坝上走。我对男朋友说：“左数

第二个人，就是我爸。”他佩服得五体投

地，说：“你跟爸爸感情太好了，隔着这

么远，还都是穿军装的背影，你竟然能

从好几个人中认出他。”我笑了，没跟他

说一个秘密，如果他们都没戴帽子，我

认得更准确。因为父亲后脑勺比较突

出，所以他戴帽子的位置总是偏上，长

期戴帽子头发上压出的那道印也比其

他人偏上。

父亲退休后，有一天坐在屋里看报

纸。我端个小板凳，手里拿着他年轻时

的戎装照，坐在他面前。父亲摘下老花

镜，笑着问我：“看什么呢？”

我扶着父亲的膝盖，一边看照片，

一 边 端 详 他 。 父 亲 的 鬓 角 已 经 花 白 ，

我说：“原来您年轻时这么帅啊！”父亲

笑着摸了摸我的头。我们父女相视而

笑，父亲没说话，我也没说话，可心已

释然。

前些日子，有一天下班，我看见几

名军校生在不远处的公交站等车。车

来了，他们排着队一个个登上公交车。

橙色的夕阳铺洒在街道和车上。看着

公交车载着他们慢慢驶远，我突然想起

已经离开人世的父亲，眼泪忍不住流下

来。我脑海里依然是他的背影，可那背

影在我心里却高大如山。

父 亲 的 背 影
■陈柏清

那年那时

家 人

说句心里话

家庭 秀
阳光播洒着金黄

让灿烂的笑容

显得更加明亮

蓝天下，团圆的故事

正在汇成暖流

像一阵微风

轻轻地吹过脸庞

爸爸在奔跑

妈妈在追逐

而我，抓住了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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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士孙存银的家人来队探

亲。图为孙存银与家人在

营区共享团聚时光。

李明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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