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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行吟

站在孤岛悬崖，放眼望
去，广淼的海域，墨绿与翠碧
相间，三两只游船划过翡翠般
的波浪，远岸的海边，“高脚
屋”隐约可见。这一片纯净的
海，让久居城市的我沉醉、怡
然。登顶的游客无不被这眼前
纯粹、大片大片的翠绿与墨绿
所吸引，兴奋异常，纷纷拿出
手机、相机尽情自拍，恨不得
一跃而投入大海的怀抱。

仙 本 那（(Semporna）位
于马来西亚的东海岸。原本
是一个小小渔村，在地图上
都找不到它，在上世纪90年
代，随着一些旅行探险者的
到来，如今以逐渐发展成为
著名的海底世界旅游中心。
它临近赤道，没有地震、没有
海啸，没有台风的干扰和影
响，是海上旅游、潜水、休闲、
度假的福地与天堂。

从成都经过5个多小时
的飞行，到达吉隆坡，再经过
两个半小时的飞行，到达斗
湖，由斗湖乘车，穿行于丛丛
油棕树林与雨林植被覆盖的
热带风光，临近午夜，我们终
于到达了仙本那一家名为

“唐朝珍珠酒店”的下榻之
所。一看这中文的名字，一路
风尘与疲劳顿时消解大半。
洗漱入眠，大唐之梦在东南
亚的海天之间飞翔。

仙本那，在马来语和巴
夭语中就是“完美的”意思。
从空中鸟瞰，仙本那及其附
属岛屿就像蓝色星河里的一
个梦幻世界，大大小小的岛
屿，随心所欲的散布于广阔
浩淼的蓝色海域，像大自然
随意部署的岗哨，护卫者上
帝滴落的一汪眼泪。

当游艇渐渐慢下来的时
候，我们的前方出现了数十
只自由自在的小船，仔细一
看，这些小船上尽是些孩子，
他们或嬉闹，或竞渡，或慢慢
地划向游船，也有远远地观
看的。游船停了下来，水上的
孩子们立刻围了过来，伸出
他们的小手，向游客索取食
物。游客们把随身携带的饼
干、糖果、水果，还有矿泉水
递给他们。接过食物的孩子
们，快乐地分享这些异国他
乡的馈赠。虽然在我们看来
是极平常、途中闲而无事，暂
时充饥或者解一时之渴零

食，但这群水上孩子们却吃
得欢声笑语，津津有味。

稍一抬头，海面上疏疏落
落的“高脚木屋”清晰可见。这
一方湛蓝的海洋，是巴夭族人
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纯净天
堂，这一方圣洁的天堂，就是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他们
的血液在这纯净的海洋里激
荡、流淌，他们的灵魂，世世代
代在这纯净的海洋中坚守。生
存于这片“风下之乡”，是上帝
给予这个种群特殊的佑庇。

传说巴夭族人的祖先是
被流放的大马国原住民，被禁
止踏上陆地，只能寄生在辽阔
的海洋。他们在浅海的珊瑚礁
石上搭建房屋，过着无国籍的
游牧生活。清晨，太阳从海平
面升起，当第一束温暖的阳光
照进他们的“高脚屋”的时候，
男人就出海捕鱼了，当繁星闪
烁天空的时候，一叶扁舟随着
海潮向高脚屋不紧不慢地泊
来。他们是海的精灵，可以不
借助任何潜水工具，就可以潜
入到深深的海底，获取海洋鱼
类，寻找珍珠海参。

这群“水上吉普赛人”，没
有国籍，没有村庄，没有学校。
他们以船为家，随波飘摇，一
贫如洗，衣衫褴褛。他们从不
向大海任意索取，他们只储存
极少的食物。在巴夭人身上，
你看不到自卑与羞怯，看不到
痛苦与煎熬，看不到现代人孜
孜以求的欲望和欲望浮动之
下的焦躁。他们与浪花作伴，
与鱼虾交友，沙滩与海水就是
他们天然的游乐场。他们简单
而快乐，一如海的潮起潮落，
一切都是自然天成。

巴夭族人的质朴、天真、
快乐与无欲无求，让我相信，
人类就是由鱼进化而来的。
赤脚走在海的岸边，海水轻
轻拍打沙岸，闭上眼睛，你就
是仙本那的一条自由自在的
鱼。睁开眼睛，高大的椰子树
直插天穹，脚下洁白的沙滩，
随着翻卷的浪花流入眼前的
湛蓝。如果潜水入海，各种鱼
儿会伴你畅游海底，大片大
片形态各异、色彩万千的珊
瑚，让你沉醉不归。

终于登上了孤岛的山顶，
心中的舒畅无以言表。让习习
的海风，吹散我的欲念。让圣
洁的海水，冲洗我的灵魂。

仙本那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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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苇（通江）

在中国近代革命战争史上，镶嵌着
一道独特的石刻锦绣———它是
红军将士用生命刻进石头里的梦想
是留给华夏儿女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是我们解读幸福生活来源的活教材
是励志红军后代奋发图强的座座丰碑
是震撼中外流芳千古的绝版艺术

通江，是中国的第二大苏区
红四方面军在这里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在悬崖峭壁上，他们留下了石刻巨字

“赤化全川”“平分土地”被载入
《辞海》，它是中国最大的红军石刻
在新中国浩瀚纷争的战争史诗里，独版了
红军将士顽强抗争的龙骨精神
通江诺水河畔，“争取苏维埃中国”
赫然醒目了“中国红军之乡”的光荣使命

“活捉刘湘”“武装拥护苏联”的字符
永远遗留在通江列宁公园旁的石墙上
它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杰作
诠释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意义
道出了老百姓渴求和平解放的又一梦想
回想当年，通江数以万计的英雄儿女们
浴血奋战，不战不休
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又是为了谁

通江百姓们夜以继日赶制草鞋运送粮饷
他们拥戴红军，爱憎分明的热血在心中流淌
彰显了革命老区人民“智勇坚定”的气概

“军民合作”“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
其实就是老百姓最为朴素的愿望，他们盼的
无非就是衣食无忧，建好自己的家园

中国人历来热爱和平，坚决反对外来的干预
红军将士也将这种反列强的愿望錾刻在岩石上

“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中国”
充分体现了整个中华民族痛恨外强的心愿
坚毅了“万水千山只等闲”的磅礴气势
红军战士不畏艰难险阻，力求“排难创新”
声东击西，运筹帷幄，捷报频传谱华章

“加紧春耕运动”“实行共产主义”
造就的就是一种信念，一种寄托，一道景观
风萧萧，马嘶嘶，红军战士不畏风雨翻山越岭
天苍苍，地茫茫，老百姓忍饥挨饿犒劳红军
路迢迢，人急急，战火纷飞不惧生死洒热血
诗浩浩，歌漫漫，颂扬红军将士的凯歌在昂扬

红军将士的事迹，震惊了风雨，融化了雪霜
让几近濒临灭绝境地的旧中国步入了艳阳天
英雄们的业绩，功不可灭，万世传唱
凡是革命根系最发达的地方
便隐含着震慑人心的强大的人文力量
红军将士响亮地埋藏那些枯枝败叶

“铲除封建势力”、“扩大红军”
这些石刻标语紧紧依附在坚硬的石墙上
拯救了一个民族，复兴了一个国度的文明
我们渐渐悟出一些小米是怎样营养了一个政党
数十支步枪怎样支撑衣裳褴褛的部队打胜仗

毫不讳言，无论哪个诗人再绝美的诗词篇章
都无法完整概括出红军经历过的艰难与沧桑
也没有哪个文人墨客作品里流露出来的文字
比红军石刻标语更能震颤人类的灵魂
也没有哪部宏篇巨论的召感力能巧妙地
将整个中华民族的豪迈斗志，以醒目的姿势
紧紧缝合在崇山峻岭的悬崖峭壁上

红军将士刻进石头里的梦想，我们永远铭记
它们不愧为华夏大地上最为靓丽的历史风景线
那些屹立在石头上的高尚而倔强的人物形象
就是一尊尊永不褪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红军将士以排山倒海之势镌刻在石头上的梦想
一次次激起我们美好的畅想和无尽的颂扬

石刻和丰碑

轻烟入画静芳华 陶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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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在河北旅游，看见“闷倒驴”
的酒壶，想起了舅公走过的长征路，想
起了那只锈迹斑斑的军用水壶。

舅公曾经摆起他的峥嵘岁月，四
渡赤水，过雪山，走草地，夺泸定桥，
那只水壶伴随了他的青春岁月与艰
苦卓绝。而那水壶，就是一路艰辛的
见证者。

那水壶本来是舅公的班长的，成
为一名红军战士时，舅公才17岁，他参
加了 3 次反围剿战斗，才走上了长征
路。在湘西往贵州遵义前进的途中，舅
公他们遭遇了敌人伏击，班长头部中
了致命一枪，肩和腰部、腿也各中一
枪。奄奄一息的班长摩挲着水壶，让舅
公帮他从身上解下来，嘱托舅公，一定
要活到胜利，要把这只有六个洞的军

用水壶带出去，找到他父亲并转交给
他。因为这只军用水壶多次替班长挡
过子弹，也是他自封的军功章。揣着班
长模糊的地址，舅公郑重地点头，含泪
接过水壶，失声痛哭。

后来，军用水壶就成了舅公随身携
带的宝贝，在飞夺泸定桥的激烈战斗
中，舅公是小班长，带领分队前进，水壶
也为舅公挡住了致命的腰上一枪，水壶
又添一个小洞。

再后来，大大小小的数次战役中，舅
公格外小心，加上水壶的贴身救护，舅公
虽有几次负伤，但也活着，迎来了新中国
的成立。

舅公抱着坚定的信念，一定完成班长
的嘱托。可事与愿违，由于留下的地址模
糊，花了数载，走访了很多地方 ，都没有

找着班长的父亲。于是舅公也渐渐淡下四
处无目标的寻找，把故事告诉我们，让我
们也帮着打听这个无名的战斗英雄。

因为这只水壶，舅公在“文革”还被
批斗，据说水壶上刻有外国文字，对舅
公这个战斗英雄也毫不留情。舅公咬牙
坚持，找了个机会，让我把水壶藏了起
来。舅公孑然一身，性格内向而倔强，后
来他被剃了阴阳头，不堪凌辱，在风雪
夜跳楼自尽。

苦难终于过去，云开雾散，舅公得
以平冤昭雪。

近年来，人们敬仰英雄，抗战阅兵
式上有老兵们的荣光。我继续着舅公的
嘱托，把水壶取下擦亮，让英雄们的精
神继续照耀我们前进，他们的丰功伟绩
将彪炳千秋。

舅公的救命壶

岁月留痕

生命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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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的冬天，我跟子峰叔打工回
来，途经乡政府，见到处贴了征兵标语，心
头萦绕多年的从军梦复燃，于是对他说：
我要当兵去！

怀揣一支钢笔，带着我三湘男儿不灭
的豪情，我坐着军列，来到了武警四川总队
广元支队。可在艰苦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
却被分到了支队条件最差的川北监狱五中
队，在深山老林的连队看守犯人。太偏远
了，出门山看山，进门兵看兵，晚上数星星，
抓把蚊子，十有八九是公的。报纸上的新闻
到我们这时已是旧闻，电视没信号，只能当
收音机。士兵们个个闷得慌，早晚一趟全副
武装五公里越野，当是饭前饭后的热身运
动。苦了疲了累了想不开了受委屈了，便跑
到中队后山的巨石上骂、吼、叫，山谷回声，
一阵阵。完了，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熬到第三年，中队老文书要退伍了，中队领
导急了，他一走，谁来应付那些文字活？其时的
我，经常帮老文书抄抄写写或是出黑板报，私下
里还悄悄请他喝过几次酒。老文书也向领导推
荐了我，他一走，我也就顺利接了他的班。

我在报上读到一个消息，一个部队的农
村娃，写了大量的文章发表，而被提干。这
件事极大地启发了我。在一次给大队上报
的事迹材料中，我参照军报通讯的写法，
将材料报上去了。得到了大队领导的高度
赞赏，说是写得很有才华，是几个中队所

报材料中写得最有特色的。
我想让自己的名头更响亮些，于是比着

军报上的消息、通讯、散文的写法，写中队的
一切。开始，中队上下对我寄以厚望，指导员
还给我报销买邮票、稿笺纸、信封的花销，可
一篇篇稿件投出去，全是泥牛入海。这下，有
的战友“洗刷”我说：“你的那些文笔糊弄下
大队营一级的领导还行，要想上报纸，就是
连长见司令了——不是一个级别哦！”

经过几番磨难，我写的报道却终于上
了市报、省报，甚至军报，大队、中队各为
我记嘉奖一次。不久，我调到支队担任专
职新闻报道员。久经严寒，方惜春暖。终于
出山了，我这个眼看就要退伍的农村兵，
下定决心好好干争取留下来。我被分在了
政治处宣传股，这里人人都会写，我在中
队是“尖子”，在这里就是普通一员。

怎么办？一切重来，先把自己当新兵，白
天帮老兵抄写稿件，抄工整了，送到二楼文
印室让打字员打，或是将稿件送政治处主任
签字盖章，再送报社送电视台送电台、收取
报纸稿费单等，总之一切打杂体力活我全
包。晚上，挨着将几个办公室打扫得窗明几
净后，便是看一天来的报纸，宣传股订的报
刊多。看完报刊就是翻读股长、干事们发表
文章的剪贴本，琢磨他们是怎么样写的，边
看边思忖要是这样一个素材，让我弄，我该
怎么样写，才能写成像他们那样或是超过他

们、可不可以再从其他角度下笔……
股长很随和，他说，关在办公室写不出好

东西，你尽管到各部队驻地去逛，多看多想多
观察，只要是你认为可写的尽管写，我来把
关。理解万岁啊，我如卡满子弹的冲锋枪，带
着本子就一个中队一个中队地蹲下去，吃住
睡同中队兵们一样，兵们也将我当朋友，有烟
一起抽，有小酒瞒着中队干部喝。混熟了，他
们对我也不设防，什么都愿意给我讲。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一圈下来，我还
硬是写了不少稿件，有消息有通讯有诗歌
有散文。回到支队送到股长手里，股长收
下也不多说什么，只是笑笑。三天后，又全
部装在一个大信封交给我——打开一看，
每篇都有他的笔迹，有修改的有点评的有
提出意见的，就像老师批改学生的作文一
样，让人很是感动。

按照股长所批的，我一一重新来过，
细细琢磨他的修改处，认认真真思考他提
的意见，一星期后，全部稿件再次抄写工
整地送至其手中。

这回，他看也不看，拿起就往主任办公
室送。等我上了趟厕所出来，股长已经在全
部稿件上盖了章，还是笑着说：“送文印室
多打几份，投报社去。市里的报社你亲自
送，我给他们分别打个电话！”那一趟跑下
来，所写的稿件就是四处开花。我分明感受
到，写作的梦想之花开始全面绽放了！

梦想能点亮青春的色彩，追梦的青春
无比美好。然而，如果缺少了奋斗的底色，
所有的美好都将苍白无力。

1998年那场席卷大江南北的大洪水，
是一场人与自然斗意志、斗耐力、斗智谋
的全面战斗。战斗中，许多战友甚至献出
了青春年华的生命！置身于激情燃烧的战
斗队伍，我被高涨的战斗激情亢奋着、高
度亢奋着。我们宣传股都被抽调到一线，
全力抓好新闻报道，支队长说，这也是抗
洪抢险的重要部分。肩担重任，不敢懈怠，
我饱含热情真情激情，全力以赴。不分白
天黑夜，我转战各处一线，抢拍照片，收集
素材，只要有空，不管是在堤岸上还是在
指挥车上，不管是有灯还是打手电，我都
一直在构思、琢磨怎样写稿。那段时间，我
也不知到底写了多少各式各样的稿件。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那年，我累计在各级报
刊发稿120多篇，成为支队的“新闻写作骨
干”，留队成为一级士官。

年终总结表彰大会上，当支队长将一枚
闪亮的军功章戴在我胸前时，不知是激动还
是兴奋，那一刻，我的热泪盈眶滚落……

后来，我因新闻报道业绩突出，调到
了成都的总队军部机关司令部，怀揣那支
钢笔，走向更远的军营。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散
文学会常务理事）

揣笔从戎 在军营遇见最美的自己

□

卓
衍
勋(

江
油)

流年碎影

40 多年前，我们在新疆
生活。那是“文革”后期，经济
凋敝，百姓生活越来越差，什
么都凭票供应，最基层老百
姓已经没有了“革命”的热
情，主要精力用在改善自己
的生活上了。新疆公职人员
的生活虽说粗粮多，细粮少，
粮食定量供应还是有保证
的。可是副食品和蔬菜供应
就少得可怜，职工们都自己
想办法渡难关。有的引水种
菜；有的到几百公里之外的
兵团买菜，每次都买几大麻
袋青椒、圆白菜、洋葱、萝卜、
黄瓜、圆茄子等，然后分卖给
朋友；有人学会了木工帮人
打家具，搞第二职业；还有人
养兔子；要吃蛋，就得自己养
鸡，一位好友给我们送来小
鸡，我们也开始养鸡了。

为了把鸡养好，我花两
角多钱，买了一本如何养鸡
的实用书。书上说要给鸡保
暖，我就在原来用土法炼焦
烧琉璃的土坯坨坨垒起院子
里，挖掘了一米多深的鸡窝，
因为当地冬天冻土深半米
多。为保证冬天鸡窝暖和，又
拉了一条电灯线，用电灯加
热鸡窝，据说照明还可以催
生鸡蛋。喂的都是熟食、热
食、热水，卫生标准和人一
样，夏天也是热食热水，并且
定时多餐喂食，冬天喂鸡时鸡
食一变冷都端走。而且鸡食做
到清洁卫生，鸡身体健康不生
病。因此我们的鸡下蛋特别
多。最好的一段时间是养六只
鸡，每天捡回五、六个蛋。母鸡
报告下蛋了，我立即端去鸡
食、水加以奖励，同时拿上手
电筒和取蛋工具（用一米多长
8号铁丝弯有圆环）把蛋取出。
根据书本上的介绍，鸡在一两
岁生蛋算高潮，三年鸡食多下
蛋少。因此我们不养三年鸡，

一批一批地换。
曾经一段时间，我们只

养了三只鸡，其中有故事，特
别讲一讲。一只公鸡全身主
色调红色，鸡脖和鸡尾有发
亮的深蓝色鸡毛，我戏称它

“花花公子”。两只母鸡，一只
纯黑，无一根杂色毛：一只纯
白，也无一根杂色毛，我称为

“黑白二夫人”。花花公子顾
老婆得很，喂食时它总是先
尽老婆吃，它只在旁边叽里
咕噜地哼着，似乎叫黑白二
夫人多吃点，等黑白二夫人
吃完了它才吃，这“瘟殇”吃
相十分讨厌，嘴刁着菜叶子
一阵左右狂甩，最后就吃点
菜叶不爱吃玉米面糊。我真
是担心它没有吃饱。嘿！才
不，如果墙头来只猫或者飞
来一只鸟，它立刻摆出大丈
夫雄赳赳、气昂昂的战斗姿
态，随时准备打仗，直视对
方，口中还咆哮着。而此时的
黑白二夫人非常信任自己的
丈夫有能力保护自己，总是
扭着它们圆圆的屁股慢慢散
步，像没事一样。在这样的环
境中，黑白二夫人下蛋可勤
了，几乎天天都生两个蛋。

一次，同事在一起谈起如
何改善生活，如何养羊、养兔、
养鸡、种菜，我谈到“黑白二夫
人”的贡献，最后来了一句：

“我家黑鸡白鸡都是下蛋的好
鸡。”一位同事立即来劲了，冲
口就说：“不管黑鸡白鸡只要
下蛋多就是好鸡”。真是话赶
话，不小心说出了真心话。当
时，正在“反击右倾反案风”，
批判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
有冷静的同事立刻表态：你们
在说啥我没有听到，我永远也
没有听到。之后在场的所有人
都表达了相同的话。

还好，大家都遵守了诺言，
不然说话的人要吃大亏。

40年前的养鸡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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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晓
峰
（
河
南
封
丘
）

妻是一个兵，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
一员。我是一名光荣的军属，同事们戏
称我为“男军嫂”。没事的时候，我爱仰
望家门口的那块“军属光荣”的牌子。这
是一份荣誉，我觉得倍加自豪。尽管我
和妻子饱受相思之苦，品尝了常人所不
能体会的艰辛，但我们从来没有为自己
的选择后悔过。

大学毕业那年，部队里要从我们
学校的计算机系里征收女兵。当时妻
子很矛盾。天平的两头，一头是自己
的事业和梦想，另一头是爱情和婚
姻，她不知该向哪一头倾斜。她从小
就有当兵的梦想，原以为这个梦想永
远不会实现了，可机会突然降临。我
和她谈了两年的恋爱，原本说好等毕
业了就结婚的。最终她还是选择了她
的梦想，把爱情和婚姻的选择权交给

了我。亲戚朋友都劝我放弃这份感
情。我最终给她的答案是：一路同行，
不离不弃。

尽管在自己选择的路上一直走
下去，远没有当初选择时那么简单。
但我们都清楚，既然做出了选择，就
是对他人和自己的一份承诺。无论路
多么难走，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挫折，
都要坚强地走下去。初入军营，面对
艰苦的军事训练，要忍受远离亲人的
寂寞，身为独生子女的妻子哭过，骂
过，但从没有退缩过，动摇过。结婚生
子后，生活的重担压在我一个人身
上，我叹息过，痛苦过，却从没有抱怨
过，后悔后。

身为女兵，妻子身上没有时尚女子
身上的香气，却有一股军人特有的凛然
正气；没有小女子楚楚动人的柔媚，却

有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阳刚之气。妻的
脸色不是那么白嫩，红中带黑，我觉得
那是一种健康自然的健美；妻的身材不
是那么婀娜，柔中带刚，我觉得那是一
种训练有素的职业美；妻的言谈不是那
么和婉，快言快语，我觉得那是一种豁
达爽朗的气质美。

妻子是一个兵，但也是女人。每逢
休假，她也喜欢穿长裙，高跟鞋，化妆，
吃零食，依偎在我怀里。每逢重新踏上
归程，她也会流眼泪，哭鼻子。

她常说，她不是一个好女儿、好妻
子、好母亲，她有愧于爱她的这些亲人。
可是我要说，正是因为你们的奉献，才
使更多的人能够做好女儿、好妻子、好
母亲。正是因为你们的付出，才使普天
下的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能够过得
更加幸福。

妻是一个兵

凡人凡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