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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点滴

王昆的写作风格兼具现实主义与人

文关怀，既有军旅文学的阳刚之气，又不

失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青年一代军

旅作家的独特视角与创作活力，具有鲜

明的个人特色和时代感。他的新书《卓

玛戴着红珊瑚》（安徽文艺出版社），由

《卓玛戴着红珊瑚》《六号哨位》《兵车图》

等 7部中短篇小说合集而成。从收入这

本书的几部作品中，不仅可以看到他充

满人性精神的创作理念，也可以感受到

他对这个世界独特的观察和思考。

冷峻精准的“去浪漫
化”表达

王昆对战争的描写真实而细腻，以

一种冷峻和精准的笔触形成“去浪漫化”

的表达方式，从而跳出传统军旅文学的

英雄主义叙事。之于战场，他以旁观者

清醒的视角、亲历者真实的心理，去平静

地讲述战争的残酷，讲述那些让人不忍

直视的痛苦。字里行间没有撕心裂肺，

没有悲壮的渲染，只是平静地告诉你战

争的模样，真实地呈现战争对生命的吞

噬和重塑。之于士兵，有澎湃的热血，有

战士的荣誉，有爱国的情怀，更为鲜明的

是人性的本真。他们首先是作为一个鲜

活的人而存在，会喜悦、悲伤、痛苦、彷

徨，也会恐惧。这样的人物形象，无疑是

丰满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

《六号哨位》就是这样。这部作品

以边防哨位为背景，聚焦一群年轻军人

在极端环境下的坚守与战斗，既展现了

军人的职责与使命，也深入挖掘了他们

作为普通人的内心世界；既描写了战士

们的坚韧与无畏，也刻画了他们在孤独

与压力下的紧张与彷徨。王昆以其独

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情感表达，成功

塑造了一群鲜活而真实的军人形象，为

读者呈现了一幅军人坚守与成长的动

人画卷。它不仅是一部描写战争场景

的作品，更是一次关于坚守与信仰的探

讨。这种探讨充分体现了人在极端环

境下的生存状态与精神追求，使得小说

具有更广泛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

个体命运与时代背
景的交织

王 昆 的 作 品 充 满 浓 郁 的 时 代 气

息，常常融入对家国情怀、责任使命的

深刻思考，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现实

意义。作品多以军旅生活为背景，深

入挖掘军人的内心世界，展现他们在

特殊环境下的情感与成长，同时又把

微观的个体命运融入到宏大的社会背

景下，把平凡人物与时代脉搏相连接，

通过对个体的书写展现特定时代的变

迁和发展。

《兵车图》《渡海登岛》都是以国防

和军队改革为背景，作为主人公的基层

指挥员马东饕和马平三在各自的故事

里性格迥异，却有着同样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马东饕从一名士兵成长为指挥

员的经历，正是联勤保障部队现代化进

程的缩影。他冷静而睿智，着力于手中

每一次方向盘的转动、每一个命令的下

达，思考着联勤保障力量如何作为战斗

单元融入到体系作战中。马平三勇猛

而多谋，不但剑走偏锋，打赢了一场没

有演习脚本的战斗，更是用“军改路上，

我们这些身处一线的指挥员，要拿出些

实际行动了。将来要追究，我个人负全

责”诠释了责任与担当。这种勇敢的探

索精神，与时代前进的鼓点同频共振，

正是强国强军的伟大实践中需要大力

弘扬的。

生命的意义和人性
的光辉

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王昆善于把

真挚的情感融入到客观冷静的讲述之

中，让人在不觉中深受感染，产生情感

共鸣。他的文字简洁有力，叙事节奏明

快，能够迅速将读者带入故事情境；语

言风格朴实自然，既有军人的硬朗气

质，又不乏温情与人文关怀。此外，运

用意向来表达更加深刻的内涵和情感，

给了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和感官体验，

使得作品的精神指向具有更加丰富的

层次感。

《六号哨位》一文中，“坚守阵地是

一场漫长的自我修行……猫耳洞的时

光漫无尽头……宁愿战死，也不愿窝

在这里等死”。勇气和伟大不仅体现

在无惧生死的战斗中，也同样体现在

坚守猫耳洞的每一秒钟，体现在干裂

的嘴唇、溃烂的疤痕、金黄色的罐头瓶

里。真挚的情感和真实的内心通过细

腻的描写得以生动还原，把读者带入

作品的场景之中并为之共情，以自己

特有的视角去感受生命的意义和人性

的光辉。

起于冷峻 行于希声
■王 涛

一

雷锋一身戎装、手握钢枪的照片家

喻户晓。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雷锋的

光彩形象和精神气质。这一画面印刻

在 91 岁 老 兵 曾 国 兴 的 脑 海 里 已 经 65

年。无论是严冬酷夏，还是暖春金秋，

每当想起昔日在现场见证这张照片的

拍摄过程，便有一缕清风拂过曾国兴心

头……

1960 年，曾国兴在原沈阳军区政

治部群众工作部民兵宣传科当干事。

通过阅读军区《前进报》，他了解到雷锋

的事迹。尤其令他感到亲切的是，雷锋

是湖南望城人，与他同乡，他们都是饮

湘江水长大的，这也让他由衷地多了一

分自豪和骄傲。

当时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杂志《民兵

之友》，编辑部设在群众工作部。初冬

的一天，《民兵之友》景总编找到曾国兴

说：“杂志准备选载雷锋的日记。最近

雷锋要来沈阳开会，我们请他来编辑部

座谈一次，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考虑到

雷锋讲话乡音比较重，请你参加，必要

时给我们当‘翻译’。”

曾国兴没想到能这么快见到雷锋，

对景总编说：“我的老家离雷锋家所在

的村子只有 20 多里路，家乡的方言我

都懂。谢谢您给了我一次当面向雷锋

学习的机会。”

接受任务后，曾国兴查阅了一些介

绍雷锋事迹的资料，他感慨：雷锋入伍

不到一年就成为军区先进典型，了不

起。同时他也合计：一个战士获得崇高

的荣誉，会不会翘尾巴？曾国兴曾见

过，有的军人在战场上能过生死关，打

仗胜利后却过不了评功评奖的荣誉关。

这天上午，曾国兴和编辑部的同志

提前来到会议室。不一会儿，雷锋来

了，景总编介绍他与在座的同志握手。

曾国兴观察，雷锋个头不高，大方而有

礼貌。

座谈开始后，景总编讲了选载雷锋

日记的总体想法和工作安排。雷锋诚

恳感谢编辑部为选编他的日记所做的

工作和付出的劳动。他说：“在座的都

是我的老师，我文化水平不高，请大家

多指教，多提宝贵意见。”接下来的交流

中，雷锋专心倾听并不时记录。他发言

时，讲述简练，表达准确。座谈会气氛

热烈、温馨。

乡音连心。会议中间休息，雷锋走

到曾国兴面前说：“听口音，咱俩是老

乡。”曾国兴说：“我也是湖南望城的。”

雷锋满脸惊喜。两人用家乡方言聊了

起来。雷锋说：“你仅比我大 6 岁，却比

我早入伍 10 年，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

争，成为连级干部。我与你差距太大

了，向你学习。”曾国兴说：“你虽然参军

时间短，但经历丰富，进步快。你写下

这么多日记，有理论水平，而且紧密联

系实际，还做了那么多好事。我佩服

你，你为家乡争了光！”

座谈结束后，摄影记者周军要为雷

锋拍摄照片。这时，曾国兴的任务已完

成，但他还想与雷锋多待一会儿。他觉

得雷锋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就像家

乡的青竹，纯朴而高洁。

编辑部的年轻人陪雷锋走到政治

部大院里，曾国兴也跟了过去。阳光

下，雷锋自然地站在树丛前，周军灵敏

按动相机快门，留下了雷锋手握钢枪的

经典瞬间。

雷锋与编辑部的同志一起工作了

半天。临走时，他与每个人打招呼道

别。在与曾国兴告别时，两人的手握得

紧紧的，曾国兴从雷锋的笑容里分明看

到一种乡情、乡恋……

二

透过金灿灿的阳光，墨色底片上的

雷锋形象清晰起来，这是雷锋与战友在

一起学习的情景。96 岁老兵李瀛洲的

影集里，有 3 张雷锋的照片底片，都是

他当年拍摄的。

1961 年 2 月下旬，吉林省四平市到

处白雪皑皑。雷锋要来部队的消息，像

春风一样为师机关吹来一股暖流。

师政治部郑主任给时任宣传科干

事李瀛洲布置任务：“这次雷锋到我们

师来，由你负责全程接待保障。雷锋很

谦虚，说我们部队理论学习搞得好，是

来取经的，这实际上是为我们创造了一

个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机会。参观、座谈

等活动要安排好。让雷锋住师招待所，

特别是把伙食搞好。”

雷锋是和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干事

张峻一起来的。这天上午，李瀛洲把雷

锋二人从火车站接到师招待所入住和

用餐。午饭后，李瀛洲从机关返回招待

所，却发现雷锋住的房间没人。服务员

告诉李瀛洲：“雷锋说不在这儿住，到部

队去了。”顿时，身背照相机的李瀛洲脑

子一片空白，急忙追赶两人。

雷锋和张峻步行 10 多公里，来到

某团 5 连。李瀛洲气喘吁吁赶到时，雷

锋正与 5 连田指导员热切交谈。雷锋

笑着解释说：“李干事，我是一个战士，

是来学习的，哪能住在师招待所。连队

是我家，我就吃住在连队。”田指导员

说：“雷锋来我们连，是我们的荣幸。就

让雷锋住在连队吧！”

听了雷锋的话，李瀛洲忐忑的心

一下落了地。连队安排一间屋子，支起

硬 板 床 ，李 瀛 洲 、张 峻 与 雷 锋 住 在 一

起。雷锋被编入 5 班，像回到自己连队

一样开始了兵的一日生活。

清晨，雷锋提前起床，拿起笤帚去

打扫走廊卫生；起床号响后，他整理好

军容风纪去出早操；上午，他随连队射

击训练；下午，他跟官兵们一起进行政

治学习；晚上，他参加 5 班的班务会。

和雷锋朝夕相处，李瀛洲发现了雷

锋的一些小“秘密”：他的挎包里装着

《毛泽东选集》、笔记本以及洗漱用品；

用于喝水的搪瓷牙缸掉了很多瓷，刷牙

用的是牙粉；军装罩衣整洁干净，衬衣、

衬裤、袜子上打着补丁。李瀛洲想，雷

锋太节俭了，可他总是慷慨地帮助别

人。

5 连的战士与雷锋丝毫没有距离

感，大家把他当成知心战友，什么话都对

他说。连队有一台缝补鞋的机器，战士

们训练穿的鞋破损严重，休息时间，雷

锋一边帮战友补鞋，一边和大家聊天。

雷锋在 5 连工作生活一周，李瀛洲

拍下了雷锋和战友们在一起的画面。

送走雷锋，郑主任对李瀛洲说：“你要把

这次陪同雷锋同志的感想和体会讲一

讲，让大家思考：我们向雷锋学什么？”

是啊，与雷锋相处的日子里，李瀛

洲心灵的镜头捕捉到很多闪光点：就餐

后，雷锋去帮助炊事班收拾炊具，刷锅

洗碗；连队集体活动，雷锋跑步最早到

达指定位置；与战友对话，雷锋面带微

笑地注视对方。“人站得正，影子才直”

“学习要在弄通弄懂上下功夫”“干事要

从 点 滴 做 起 ，积 滴 水 成 河 ，聚 粒 米 成

箩”……雷锋的话语充盈着“一二三四”

的韵律，冒着连队大锅饭的热气，透着

训练场上的汗味，战友们都爱听。

三

“雷锋是蹲着给战友们写下这些赠

言的。”在干休所“雷锋事迹展览室”，91

岁老兵谷德珍指着一张图片说，“雷锋

是一个既有青春活力又朴实无华的战

士。”

1961 年，谷德珍在原沈阳军区通

信总站长途电话连任指导员。她从军

区报刊上了解到雷锋的事迹，感到雷锋

离战士最近，他的成长对战士具有典型

示范引领作用，便在全连开展学习雷锋

活动。

1962 年 2 月，沈阳军区首届团代会

在沈阳召开，长话连团支部书记李淑清

被选为代表参加会议。大会开幕后，李

淑清给谷德珍打电话说：“指导员，向你

报告一个好消息：雷锋来参加会议了，

还被选为主席团成员。”谷德珍立刻给

李淑清下达任务：“太好了，你邀请雷锋

抽时间到咱们连作一场报告。”李淑清

说：“会议日程安排很紧张，雷锋是典型

人物，休息间隙他的身边都围着一群

人。我找他说说看。”

谷德珍放下电话一想，这是交给李

淑清一项很难接通的“话务”。雷锋既

要参加会议，还要接受新闻单位采访，

时间一直处于“占线”状态，哪能单独出

来参加一个连队的活动。

可李淑清的回话令谷德珍感动又

有些意外：“我把连队的请求一说，雷锋

愉快答应。他说上下午参加会议没有

时间，就抽休息的时候，时间定在 2 月

26 日中午。”

这消息像电话机的清脆铃声，迅疾

传遍全连。谷德珍赶紧做准备，让通信

员用连队卖废品的钱买了点花生、瓜

子，从幼儿园借来一套茶壶茶碗；连队

没有会议室，报告地点选在 3 楼一间面

积稍大的战士宿舍，摆一张桌子就是

“报告台”。

26 日午饭后，连队干部战士在门

前迎候。乘摩托车赶来的雷锋，离连队

还有 100 多米远的时候，看见大家在欢

迎他，忙让驾驶员停车，跳下车向人群

跑来。

谷德珍牵着雷锋的手上楼。她把

个子不高但精气神十足的雷锋，既看作

战友又当成弟弟。雷锋像见到亲人一

样高兴：“指导员，我从报纸上看了长话

连的事迹，深受教育。我是来学习的。”

谷德珍说：“比起你来我们差得很远，你

可得多给我们传授经验。”

进屋后，雷锋水没喝，花生、瓜子没

动，站在桌前先作自我介绍，然后讲起

他的苦难童年、参军后的成长进步以及

在学习、训练、生活中的体会。他没有

稿子，一个小时的演讲生动、感人。

雷锋讲完，大家起立鼓掌。就在雷

锋准备离开时，一名战士突然说：“雷锋

同志，请给我题个词吧！”雷锋笑笑说：

“题词不敢当，就写个赠言吧。”他走过

去，接过战士的笔记本，蹲下身子写起

来。在场的战友都拿着本子围了上来：

“ 请 给 我 也 写 个 赠 言 ”“ 给 我 也 签 一

个”……

雷锋没换姿势，在 10 多个笔记本

上写下留言。还有十几个战友在后面

等着，他对谷德珍说：“指导员，下午还

要开会，我得马上回去。给其他同志的

赠言，我回去写好吗？”谷德珍赶紧对大

家说：“你们把本子交给李淑清，雷锋同

志会后再写。”

就这样，雷锋作完报告又带着新的

任务离开了长话连，李淑清为雷锋抱回

去一摞等待他留言的笔记本。

四

“伟大的理想产生于伟大的毅力”

“书是知识的海洋”“一花独秀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雷锋为长话连战

友写的赠言，质朴又充满哲理。

“做育人的带头人。”谷德珍把雷锋

写在她笔记本上的这句话，当作叩问心

灵的“常用电话号码”。她两次荣立三

等功，退休后，走社区、进校园传播雷锋

精神。

李瀛洲把为雷锋拍摄的 3 张照片

底片精心保存，时常拿出来看看，仿佛

陪同雷锋的日子就在眼前。年逾九秩，

他变得沉默寡言。可当干休所请他给

工作人员宣讲雷锋事迹时，他神采奕

奕，侃侃而谈。

看到雷锋那张经典照片，曾国兴觉

得 自 己 一 直 行 进 在 雷 锋 深 情 的 目 光

里。1989 年，曾国兴从军分区司令员

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开始捐助贫困学

生。2023 年，他被沈阳市委宣传部评

为“沈阳身边好人”。

老兵当年与清风有约，注定了他们

的军旅人生长风浩荡……

清风徐来
■焦凡洪

国防纪事

一瓣心香

读有所得

几乎每个人在儿时都有过当英雄的

梦想。长大了，这种渴望实在无法消解

时，一些人会走进军人的行列。

英雄的标准很多，拥有一枚军功章，

似乎算是一个外在的必不可少的标志。

尽管许多英雄并没有军功章。

军功章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其正规

的名称为立功证章，与之匹配的还有立

功证书、立功登记表和立功喜报。四者

分工明确，各有用处：证章佩戴于胸前，

证书揣在袋里，登记表装入档案，喜报寄

往家乡。

现今，许多行业都有名目繁多的立

功奖项和形式各异的立功证章。把军人

的立功证章称为军功章，最明显的益处

是起到区别的作用。这样“军”字头的词

不少，如军装、军衔、军语、军歌、军旗、军

车、军邮，等等。

套用“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

兵”之语，可以有“不想当英雄的军人，不

是好军人”之说。事实上，军人无法抑制

对英雄的渴求。

刚入伍的新兵，有两大愿望：一是摸

枪，二是戴军功章。紧握钢枪是军人的

使命，胸前有枚军功章是军人的荣誉。

字里行间写满荣誉感和使命感的军人，

才会有战斗力。

兵们第一次和军功章照面，总是怦

然心动的。心河似投入一粒石子，溅起

水珠，泛起悠悠散散的波浪。渴望，化为

火焰在心头烘烤。看看摸摸，兵们的脑

海中幻现出自己戴军功章的情景，想象

咀嚼个中滋味。之后，闪闪的军功章会

常在兵们眼前浮现，梦中的空间也全是

那银亮的色质。

通晓军功章具有“发电功能”的干

部，会故意制造兵们和军功章约会的机

会。新兵下连，搞一次英模报告会是固

定节目。本单位出了英雄人物，更是大

张旗鼓地召开庆功大会。这些年，连级

以上单位悬挂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

邱少云、雷锋、苏宁、李向群、杨业功、林

俊德、张超 10 位挂像英模画像，崇尚英

模、学习英模、争当英模氛围浓厚。

战争年代英雄辈出，和平时期英雄

也不少。在战场上冲锋厮杀，军功章的

纹理嵌满鲜血乃至生命。直线加方块的

营区里，军功章由平凡之中的伟大浇铸

而成。

军功章，给予军人的是一笔精神财

富。在我们的身边，有许许多多隐姓埋

名的英雄，从不把那一枚枚军功章示人，

只是在某个夜晚用它打开时空隧道。

一名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荣立过战

功的老兵，从战场上回来后，把军功章压

在箱底，从不张扬。直到儿子当兵离家

前，他才把军功章拿出来送给儿子，并叮

嘱儿子到部队要有军人样、要立功。从

这名老兵的身上，我们看到军人的一种

境界。

一名士兵抱定拿军功章的决心来到

部队。期间，他各方面都很出色，大有兵

样。部队要给他报请三等功，可他执意

不肯。他说：“当兵这么久，没做什么，只

是尽了义务。军功章是给英雄的，我不

是英雄。”

或许，这名士兵对英雄概念的认识

有些“苛刻”，但同时，我们也从他身上看

到了军人对军功章的态度——军人向往

军功章，向往的是一种精神内涵，并不是

军功章表面的光彩。

军
功
章

■
北

乔

离开部队 20 多年，在我保存的几件

军旅纪念品中，有一副背包绳静静地躺

在我的衣柜里。

这副背包绳，长的是打包绳，短的是

背包带。经过岁月的浸染，颜色已由原

先的墨绿变成了浅黄。它们见证了我的

青春，见证了我的成长。

新 兵 刚 到 部 队 ，首 先 学 的 是 整 理

内 务 ，其 中 最 主 要 的 两 项 技 能 是 叠 被

子和打背包。要把被子叠得有棱有角、

横 平 竖 直 ，看 上 去 就 像 豆 腐 块 一 样 。

背 包 的 标 准 打 法 是“ 三 横 压 两 竖 ”，必

须 打 结 实 ，才 能 保 证 急 行 军 时 背 包 不

散花。

一天深夜，我们睡得正香，突然被一

阵尖利的哨声惊醒，只听见班长大声喊：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我们急忙翻身

坐起，手忙脚乱地穿衣服、叠被子、打背

包。有人忙中出错，不是衣服扣子系错，

就是找不到鞋袜。我快速打好背包、穿

戴好衣帽，冲向外面。

队伍很快集合完毕，各班点名、报数

之后，在值班排长的带领下向夜色深处

跑去。

将近 20 分钟后，队伍停了下来，班

长开始检查每个人的背包和携带的物

品。很多战友身后的背包已经变形，看

上去松松垮垮。我突然发现，床铺紧挨

着我的邹兵，压根就没有打背包，而是把

被子抱在怀里。班长询问原因，他说原

本放在脚下的背包绳不见了……出现问

题的他自然受到了批评。

第二天早晨起床，我发现褥子下面

竟然有两副背包绳。不用说，昨晚紧急

集合，忙乱中我把邹兵的背包绳当成自

己的了……

“背包打得结实，脚下的路走得才

踏实。”多年后，回想起新兵班长说过的

这句话，我越发觉得富有深意和哲理。

是啊，人的一生几乎都在负重前行，只

有把“背包”打得结实、牢靠，才会行稳

致远。

一副背包绳
■李发明

天兵怒气冲霄汉（中国画） 刘 辉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