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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居北方，我原来是只知橘之甜，而

不知其花香的。

这个春天，踏访湖湘，橘子洲头、岳

阳楼下、衡岳之麓，我在不经意间被这橘

花的芳香触动了。

后皇嘉树，也是春华秋实。每到暮

春时节，原本圆圆如玉珠的花苞，绽开 5

片洁白或背带淡淡紫红色的覆瓦状厚实

花瓣，围拢成玉盏似的花朵，在经冬不凋

的深绿色蜡质叶片中，丛丛簇簇开满枝

头。花香四溢，似丁香而更加浓郁，像栀

子花香却多些绵长悠远，还有丝丝缕缕

的甜氤氲其间，直沁人的心脾。

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墨客常常托

物起兴、以物寄怀。于是一城一花一树，

有时连特有的花香也常常成为一方地域

的文脉标识，便如天堂杭州的三秋桂子，

蓉城成都的一城芙蓉，江城武汉的五月

梅花。

洞庭湖畔的三湘四水之间，应该是

独属橘的所在。因为它一直生长在那些

脍炙人口的诗句中，繁茂于那些传颂千

古的篇章里。它陪伴过屈子的行吟，聆

听过杜少陵的浩叹，也欣赏过苏东坡的

豁达。

岳阳楼南斑驳的城台上，我与几树

开满繁花的橘树邂逅了。树下石几上，

坐拥随风漾开的花香，仿佛闻得到它们

与湖湘跨越千载的诗意交融。

“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

霜。”韦应物的诗中，是橘子即将成熟的

时节。“个个和枝叶捧鲜，彩凝犹带洞庭

烟。”皮日休的眼里，是橘子的色彩。“龄

冷欲餐琼树玉，手温谁握洞庭香。”宋人

李石的笔下，是橘子的味道。还有明人

廖纪“最忆黄柑三百颗，洞庭一夕起秋

风”的感慨，清人陈灿霖“洞庭朱实饱经

霜，信手拈来满座香”的赞叹……最有意

思的是明末清初诗人止嵓——“橘花如

雪忆长洲，橘子黄时到古瓯。多谢吴天

怜梦远，飞霜酿出洞庭秋。”明明是为黄

岩小橘题句，却也要以洞庭、长洲为标，

来证明此橘之佳美。

这么多诗句，不啻给橘打上了洞庭

这个文化标签。

当然，咏橘的首章，还是《橘颂》。

以橘树自比的屈原，相传为祝融氏

后裔，出身芈姓楚国王族，而他的家乡

秭归，也盛产橘。屈原当世之时，正是

群雄并立、攻伐不断的战国后期。素怀

大志的他，襟抱高远、卓尔不群，于是清

白傲立的橘树，便成了他人格的自我描

摹和品行的自我观照。36 句的《橘颂》，

半是咏物，半是言志，又在吟咏中物我

交融。在诗人眼里，天授楚地的橘树不

仅 有 俊 逸 挺 拔 的 风 姿 、形 美 色 艳 的 果

实、浓郁怡人的花香，“嗟尔幼志”，更可

见“苏世独立”的清醒、“深固难徙”的执

着、“闭心自慎”的情操、“秉德无私”的

品格、“梗其有理”的意志。橘树的美好

这般无与伦比，橘树的品格如此与众不

同 ，他 甚 至 要“ 与 长 友 兮 ”“ 可 师 长 兮 ”

“置以为像兮”。这又何尝不是诗人的

内心独白与自勉？

怀 着 橘 树 般 的 初 心 ，众 人 皆 醉 我

独醒的屈原在洞庭湖畔茕茕独行。他

并没有忧谗畏讥，而是“居庙堂之高则

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直到

楚 国 郢 都 被 秦 军 攻 陷 的 消 息 传 来 ，他

满 怀 壮 志 难 酬 的 悲 愤 自 沉 于 汨 罗 江 ，

也 完 成 了 与 橘 树 的 精 神 复 合 。 从 此 ，

中 华 民 族 多 了 一 个 传 承 至 今 的 节 日 ，

文 学 史 上 开 启 了 咏 物 言 志 的 不 绝 篇

章。正如刘勰《文心雕龙·颂赞》所论：

“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

乃覃及细物矣。”

由洞庭溯湘江而上，云梦之南、衡岳

之北，是楚国始封之地长沙。到长沙，恐

怕无人不登橘子洲；登洲览胜，恐怕无人

不去瞻仰毛泽东同志雕像。那是一场穿

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登问天台，穿颂橘亭，眼前青青橘林

簇拥的，便是青年毛泽东雕像。

诗人的共情是跨越千载的精神共

鸣。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家国情怀与浪

漫气质交织，与高洁独立的屈子仿佛冥

冥中自有心通。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

校预科求学期间，他曾以工整楷书手抄

《离骚》《九歌》，还对《离骚》分段提要，写

成眉批。

随校转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后，他意识到“心身可以并完”，常邀集

蔡和森等挚友结伴到湘江游泳、登岳麓

山，兼练体操、拳术，还独出心裁地以冷

水、日光和风雨为浴，以强健体质、磨砺

意 志 。 正 如 他 在 日 记 中 所 言 ：与 天 奋

斗 ，其 乐 无 穷 ！ 与 地 奋 斗 ，其 乐 无 穷 ！

而“ 自 信 人 生 二 百 年 ，会 当 水 击 三 千

里”，更是那时一众志同道合青年才俊

意气风发的写照。

1925 年 8 月，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

因组织农民开展“平粜阻禁”谷米斗争而

遭军阀赵恒惕追捕。在湘潭、韶山党组

织和群众的帮助下，毛泽东离开韶山，去

往长沙。经长沙转往广州前，伫立橘子

洲头，层林尽染的群山、漫江争流的百

舸、鹰击鱼翔的万类霜天尽入眼底，指点

江山的少年风华、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

中流击水的峥嵘岁月再上心头，毛泽东

逸兴遄飞，吟就那首《沁园春·长沙》，慨

然“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群英绝百代，一望越千年。如今，雕

像矗立洲头，一如凝固了历史，又牵连起

当下与未来。越过葱郁橘林，越过碧透

江流，他的目光所及，是新长沙的广厦重

楼。在更远阔的神州大地，他和他的战

友们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图卷，正徐徐

铺展开来。与伟人的目光交汇，令人不

禁思接神驰。盛世如愿，慨当以怀。倘

斯人仍在，又会吟出怎样的华章？

盛世华章，是一代代人用牺牲奋斗

写就的。那段风雨如晦、铁血挥洒的日

子，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一章。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在三湘大地与

日军多次血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

阳保卫战、芷江作战，战战惨烈、屡挫敌

锋，确保了大后方的最后屏障不失。

武 汉 会 战 后 ，国 共 两 党 着 手 在 南

岳共同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国共

产党派到南岳参加游击干部训练班工

作的有 30 多人，对外称“中国共产党代

表团”，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任团长和

训练班副教育长。代表团住在衡山脚

下一座叫“桔盈圃”的庄园。他们以严

格 的 教 育 管 理 严 明 纪 律 ，以 野 外 军 事

训 练 培 养 游 击 战 快 速 反 应 能 力 ，以 民

运 政 治 工 作 树 立 军 民 鱼 水 观 念 ，深 得

学员好评。

1943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 6 周年之际，南岳忠烈祠落成。张自

忠、佟麟阁、赵登禹等 38 名殉国将领首

批入祀。

追蹑先人足迹，从胜利坊经梵音古道

一路蜿蜒上行，过华严湖一泓碧水，不远

处松柏簇拥的山谷间，便是南岳忠烈祠。

背倚香炉秀峰，依山而建的坊、塔、

堂、亭、殿，由 276 级石阶连缀起来，层层

耸起。白色大理石铺就的 6 个巨幅大字

“民族忠烈千古”，在苍翠草木衬托下贯

穿中轴，仿佛抗日英烈直贯天地的忠勇

之气，又像巍巍青山下集结的军阵。仰

望祠园，难以言表的肃穆、威严与震撼直

逼胸臆。

想起一路登临，溪谷间、山道旁不时

可见的野生橘树，虽没有橘花盛开，但

“曾枝剡棘”，既生机勃勃，又凛凛有不可

侵犯的威气。嘉木可亲，但敌寇来犯，它

定会将其刺得头破血流。这就是无数抗

日将士精神的化身吧。

湖湘归来，难忘橘香。那是指点江

山、挥斥方遒的意气之香，是受命不迁、

横而不流的高洁之香，是岂伊地气暖、自

有岁寒心的坚贞之香。

湖湘橘韵湖湘橘韵
■■张晓辉张晓辉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靶机已起飞，预计 10 分钟后进入

射击航路。”夜幕降临，一场陆空对抗训

练即将打响……

“ 报 告 ，雷 达 无 法 正 常 工 作 ！”雷

达 操 作 手 飞 快 作 业 ，复 位 、重 启 都 没

有 反 应 。“ 赶 紧 找 刘 志 彬 ！”连 长 迅 速

下达指令。

听到战友的呼叫，正在指挥所待命

的二级军士长、雷达技师刘志彬迅速赶

到雷达站。

“故障点位在火控计算机！”刘志彬

凭借丰富的经验迅速锁定故障位置。

关闭电源、更换部件，不一会儿，雷达再

次运转起来。

“雷达目标捕住！”“长点射，放！”

“成功拦截‘敌’机。”捷报传来，现

场官兵长舒一口气。

这是前不久第 74 集团军某旅进行

复杂电磁环境对抗训练中的一幕。

多年前，新兵下连时，刘志彬被安

排到文书岗位。带着初入军营的新鲜

感，信心满满的他立即投入训练和工作

中。他很快适应了岗位，获得了大家的

认可。不久后，由于岗位调整，单位要

求他换岗学雷达。

当时正值单位改装新型装备，刘志

彬作为单位第一批雷达操作号手加入

雷达站。面对错综复杂的电路图、晦涩

难懂的雷达原理和众多技术参数，许多

战友都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刘志彬

暗下决心：要学就学最先进的专业，一

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雷达工作原理、信号分析与处理……

一门门陌生的专业课，对于只有高中学

历的刘志彬来说，学起来并不轻松。听

说兄弟连队的一位新排长在军校期间

学的是雷达专业，他就经常跑去请教。

白天，他跟在新排长和老班长身边打下

手，实装操作时就在一旁盯着看。等他

们训练完，他就赶紧坐到操作台上，一

遍遍按流程模拟操作。晚上熄灯后，刘

志彬就在学习室复习雷达原理和使用

细则，默画工作电路图。

连长见到刘志彬如此刻苦与执着，

决定让他参加旅里组织的雷达专业技

能培训。

雷达操作过程中需要全程紧盯显

示器屏幕，稍不留神就可能错失战机。

为练就边看显示器屏幕边快速操作雷

达的本领，刘志彬那段时间几乎每天待

在模拟训练室里。他用纸把屏幕上的

部分信息遮挡住，一边观察剩余信息，

一边在脑海中迅速分析并做出判断，同

时进行快速操作。

起初，刘志彬时常因为操作不够熟

练或判断失误而耽误时间，但他从不气

馁，不断总结经验、调整策略。培训结

束时，刘志彬凭借优异的理论成绩与过

硬的操作技能顺利通过考核，正式成为

连队雷达站的一员。

在一次夜间训练中，雷达突然出现

故障，屏幕显示异常。刘志彬迅速冷静

下来。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他迅速

判断出故障原因，并果断采取措施。雷

达很快恢复正常工作，为训练的顺利进

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雷达装备来不得半点马虎……”

训练场上，刘志彬向战友们讲解雷达维

修技巧。为了培养更多的技术骨干，刘

志彬自告奋勇当起了教员。在刘志彬

的帮带下，一大批年轻官兵成长为技术

能手，走上了技术骨干岗位。

近年来，刘志彬从未停止对雷达装

备的钻研。他结合工作实际与任务经

验，编写出《装备故障排除手册》，供雷

达操作手学习使用。

去年 9 月，刘志彬奉命跟随单位千

里机动至西北某地进行训练。部队将

在陌生地域和复杂环境下完成一个全

新课题。在第一阶段，“敌方”使用干扰

手段，成功突破我方阵地防线，导致部

队损失严重。为了能够摸清“敌方”攻

击手段，刘志彬申请带领班组去阵地担

任值机任务。接下来的一周，他们吃住

全在阵地，坚守在设备旁，一边分析信

号、排查频率，一边对战法打法进行多

次优化。

在 最 后 一 个 波 次 的 对 抗 训 练 当

天 ，雷 达 方 舱 内 ，刘 志 彬 坐 在 操 作 台

前，回想着之前的模拟演练场景。随

着目标临近，雷达显示器屏幕上目标

信号突现，方舱内的气氛变得愈发紧

张。他紧盯雷达显示器屏幕，密切关

注空情态势。凭借精湛的操作，刘志

彬成功捕获并稳定跟踪目标。此时，

他们只需静待目标进入火力范围，就

能一击毙“敌”。

然而，平稳跟踪没多久，雷达再次受

“敌”干扰，雷达显示器屏幕上突然出现

一片“雪花”，目标瞬间丢失……刘志彬

迅速采取抗干扰措施。一番较量过后，

目标重新显现，再次被牢牢锁定。

“雷达目标捕住”“长点射，放！”指

挥员下达口令，一发发炮弹划破天空。

雷达显示器屏幕中的光点闪动、消失，

目标被成功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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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听到军歌响起

铿锵激昂的旋律，总会

把我带到当年

热火朝天的训练场

一排高大的白杨

直插天空

阔大的叶子在风中“哗哗——”

鼓掌，为练兵加油呐喊

夏日阳光烧灼着青春的面孔

汗滴砸向脚下的土地

作训服上的碱花

显露赢得荣誉的密码

今天，路过一座军营

倏然传来的军歌

让一个老兵热泪盈眶

笔直挺立，向军营生活

敬礼

老营房

山脚下，老营房

望着夕阳默默矗立

青石台阶，绿色门窗

大门口岗楼

进门处，影壁墙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八个红色大字

心中不禁波浪涌动

仿佛又看到

一队队年轻的身影

从营门口走出

门卫哨兵，立正敬礼

绿色解放牌大卡车

载着战友们鱼贯而入

军歌声声，向大山飘去

山前靶场，清脆的枪声响起

岁月像老营房门前的溪水

匆匆流去

军营铸就的信念

坚如磐石

军歌响起（外一首）

■马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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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湾，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一

直让我满怀仰望，又望而却步。

神仙湾边防连驻守在喀喇昆仑山

口，海拔 5380 米，即便是盛夏，山脊上

依旧冰封雪裹。由于海拔极高，神仙湾

年平均气温低于零摄氏度，昼夜温差达

30 多摄氏度，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地区

的 50%，紫外线强度却高出了 50%。这

里远离城镇，远离乡村，离繁华很远，离

天空很近。

如此苦寒之地，怎会有“神仙湾”这

样听起来惬意逍遥的名字？

1956 年 6 月，新疆军区某步兵团一

支小分队，在狂风积雪中，经过数天长

途跋涉，终于抵达了这处云雾缭绕的无

名雪山，并在山脚下安营设卡。次日清

晨，朝霞映照雪岭，晨晖中薄云飘荡，官

兵钻出帐篷，每个人的眉毛和胡须上都

挂 着 白 色 的 霜 花 ，像 是“ 白 胡 子 神

仙”……“神仙湾”由此而得名。

早就耳闻神仙湾边防连组建的艰

辛和过往的辉煌。让我好奇的是，如今

的连队官兵是什么样子？几天接触下

来，我感受到“喀喇昆仑钢铁哨卡”果然

不凡。神仙湾边防连，有一群乐观向上

的官兵。

在这里，工作、事业和理想，是官兵

经常交流的话题；家庭、爱情、经历，则

是守防生活最好的调味剂；都市、城镇

和老家的乡村，也是他们业余时间谈兴

浓的地方。

乐观可以战胜艰苦，官兵能从苦中

嚼出甜来。巡逻途中发生的故事，有时

也能让大家会心一笑。比如，下士小王

第一次骑马磨破了皮，上等兵艾买尔丁

巡逻时帽子被风吹跑了三四百米远，途

中偶遇一群野驴或黄羊……往往是说

者绘 声 绘 色 ，听 者 认 真 专 注 ，宿 舍 里

不 时 传 出 爽 朗 的 笑 声 。 这 份 对 生 活

的热爱，是内心的宁静与满足中绽放

的光芒。

连队干部告诉我，多年前哨卡实施

部分营房改建工程，将工程承包给了一

个地方工程队。不料地方工程队只在

哨卡撑了一宿，人就全走了。人走了，

留的话实在：“这地方命都难保，挣钱干

什么？”官兵说，不管这里多么荒寒遥

远，因为是祖国的领土，我们必须守好，

一寸都不能丢。

神仙湾有着独特的浪漫。这里有

浩瀚如海的天空，云彩仿佛触手可及。

夜晚星星像撒落在雪山上的宝石，在夜

色里眨着迷人的眼，大山就在夜色里沉

默着。

在 没 有 风 的 时 候 ，官 兵 喜 欢 爬 上

山 坡 看 云 彩 ，吹 起 柔 情 的 口 琴 ，唱 着

心 中 的 歌 。 天 上 的 云 朵 ，巍 峨 的 山 ，

蜿 蜒 的 河 ，细 长 的 巡 逻 路 …… 这 种 在

艰 苦 中 发 现 美 好 、创 造 美 好 的 能 力 ，

使 这 片 苦 寒 之 地 也 能 让 人 感 到 充 满

生机与活力。

在这里，我也和官兵一样，斗志昂

扬，顾不上高原反应，向着高高的哨楼

迈进。寒风在山间呼啸，打到脸上生

疼，然而我的心中，升腾着难以言说的

激动与豪迈。

哨楼上，头戴钢盔、手握钢枪的哨

兵，正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前方。哨长张

鹏来自宁夏中卫，今年是他在神仙湾的

第 10 个年头。我问他：“来这个地方当

兵，你后悔过吗？”他面带微笑而又神情

坚定地说：“能在喀喇昆仑高原为祖国

站岗，能让人自豪一辈子。”

我想，这就是戍边人在风雪边关纯

洁而又庄重的心灵底色吧！在雪域高

原当上几年兵，厚植这样的心灵底色，

就拥有了一笔难得的人生财富。生命

里有了这样的经历，还有什么山越不

过，有什么河蹚不了呢？

室 外 寒 风 呼 啸 ，锅 炉 房 里 温 暖 如

春，我见到一个黑脸汉子正在往锅炉

里添煤。他是下士司炉工艾力卡木。

趁着烧锅炉的闲暇间隙，他给锅炉房

安装了明亮的电灯，在墙壁粘贴了便

于打理的墙贴，门上也安装了他自己

缝制的迷彩门帘。艾力卡木还发挥在

大学学习美术的专长，构思创作了一

幅幅展现部队守防生活的油画，给锅

炉房增添了文化气息，让锅炉房变得

亮堂又温馨。如今的锅炉房，不仅是

一个供热的地方，还是连队文化建设

的一块小阵地。

交谈中我得知，每天清晨，当战友

还在睡梦中，艾力卡木就已经早早起

床，在锅炉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锅炉

房里，高温、煤灰弥漫，可他没有一丝抱

怨。每天，他都认真地添煤、清灰、检查

风机设备，就连修水管、电路等，也都一

丝不苟。每个见到他的人，都会被他那

乐观阳光的笑容感染着。

走进神仙湾，走近官兵，我才发现

他们心灵深处的东西，远比此前理解的

丰富、深刻。在我心里，一茬茬神仙湾

官兵守望雪域高原的挺拔身影，就仿佛

是一座座精神的高地，需要用心去体

会、去攀登。

乐守神仙湾
■宋 鹏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神仙湾哨楼。 宋 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