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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7日，中宣部组织专家遴选的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100首
优秀歌曲目录公布，《十五的月亮》（石祥
作词，铁源、徐锡宜作曲）名列其中。

从1984年创作发表至今，这首充满
家国情怀的军旅歌曲传唱不衰，得到社
会各界广泛的情感认同，连许多海外游
子也通过唱《十五的月亮》来寄托自己对
祖国对故乡的思念。1985年，在“当代
青年喜爱的歌”评选中，《十五的月亮》名
列榜首。全国、全军掀起“月亮热”，几乎
无处不飞“月亮”歌。“军功章啊有我的一
半，也有你的一半”成为一个时期的流行
语。对此，词作者石祥谦虚地说：“月亮
本身是不会发光的，它的光来自太阳。”
对于艺术作品而言，它的光芒来自生
活。那些动人的故事、鲜活的面孔，是创
作的不竭源泉和动力。

1984年 4月，《解放军歌曲》编辑部
举办创作学习班，全军诸多词曲作家由
主编田光带队到驻河北省高碑店某部队
深入生活，调研一下部队官兵喜欢听什
么歌唱什么曲，然后再进行创作。石祥
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
正忙于大歌舞《中国革命之歌》的创作，
为此还请了一周假前往。在干部和士兵
骨干一起参加的座谈会上，这些词曲作
家和指战员们一起聊起来。当时，部队
还不让唱太抒情的歌，有个战士看到作
曲家铁源在场，就直接说：“我最喜欢你
创作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写得有
感情，意境还美。你们能不能给我们战
士多写一些抒情的好听的歌？”接着，副
政治指导员胡邦明提出，能不能给军人
的妻子写一首歌。会场当时就有人笑

了，感到有些不理解，是不是家庭观念太
强了？原来，他妻子远在四川老家，既要
照顾年老体弱的公婆、抚养教育孩子，又
要种好责任田，很辛苦。但妻子从来不
把家庭负担告诉他，写信时往往说家里
一切都好，让他安心服役。

这让石祥回想起 1978年曾在北京
军区守备一师采访过的师参谋长邱金
凯。这位年轻的参谋长长年驻守祖国北
疆，与妻子分居两地。妻子在家带着几
个孩子，两只手一边领一个，肩上再背一
个，还要伺候两位生病的老人。后来她
为两位老人送了终，又为小叔子张罗盖
房娶媳妇，为小姑子说亲陪送出嫁，简直
是个累不倒的“铁人”，街坊邻里没有不
说她好的。石祥专门去邱参谋长老家采
访了这位军嫂。她的话语朴实无华：“嫁
给当兵的，就得这么干，没说的。”这些军
嫂难道不是好的典型、难道不值得用歌
曲歌颂吗？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有她们
的牺牲奉献啊！

石祥深感不能辜负部队官兵的殷切
期望，决定写一首“军人唱给妻子的歌”。
可是，主题有了却写不下去，因为人称问
题不好解决，称军嫂为“妻子”太老气，称

“亲爱的”“心上人”又有点酸。直到晚上
快熄灯时，他推开窗子想开阔一下思路，
一眼望见明月，立刻就想起苏轼的名句：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
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轮
明月在天，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夫妻两
地相望，你也思念，我也思念。用“你”

“我”解决人称难题，歌词意境也确定下
来，不到10分钟初稿就写好了。

第二天早晨，石祥散步的时候，碰上

铁源，就告诉他，自己写了一首歌词叫
《十五的月亮》。铁源一听，立即说：“不
行，《敖包相会》里第一句就是‘十五的月
亮’。”石祥解释说：“这首和那个不一样，
你就听听吧！”“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
照在边关……”听到最后一句时，铁源笑
了，觉得词儿真是不错，特别是“军功章
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准确、新
颖、贴切，当即就和石祥拉钩：“这个词是
我的了，你不许给别人。”

拿到歌词后，只用了两天，铁源就把
曲写出来了。之所以写得这么快，是受
当时在全国放映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
影响。铁源连看了两遍，发现影片中“韩
玉秀”这个艺术形象简直就是那位副政
治指导员妻子的再现。而“韩玉秀”是山
东沂蒙人，铁源就根据沂蒙小调，一气呵
成谱完《十五的月亮》的曲调初稿。之后
他和住同屋的作曲家徐锡宜共同进行了
修改。

1984年6月，《解放军报》发表了《十
五的月亮》这首歌，部队很快就有人传唱
了。这首军人唱给妻子的歌，唱到了每
一位军人和军嫂的心坎里。有听众提
议：“干脆请作者再专门写一首妻子唱给
军人的歌吧！”

不重复别人，难；不重复自己，更
难。这次真把石祥难住了。当时，正值
轮战部队开赴前线。有未婚妻坚决支持
军人上前线，部队临出发前与未婚夫完
婚；也有未婚妻怕担风险，与军人“吹了
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石祥于 1985
年5月创作出《望星空》。这首歌词从构
思到完成用了半年多时间，工夫主要花
在如何区别《十五的月亮》，如何出新、动
情。歌词交给铁源谱曲后，《十五的月
亮》就有了姊妹篇——《望星空》，二者一
路星月辉映。

《十五的月亮》长于抒情，内涵丰富，
达到很高的思想境界，在一定程度上起
到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一位天
津郊区的军嫂给石祥写信说：“我本来要

与在边防部队当营长的丈夫离婚。因为
我身体有病，又带孩子又种田，实在是顶
不住了。听了《十五的月亮》，觉得好像
是他唱给我听的。我羞愧，我委屈了他，
不和他离婚了，我们要白头偕老。”还有
西安的一位姑娘来信说：“我和一个上前
线的兵‘吹了’。听了《十五的月亮》和
《望星空》，后悔极了！我又主动和他联
系上了，不久就准备结婚。”一封寄自云
南老山前线的信写道：“我们已经 3天 3
夜没合眼，没有吃一点东西了，但并不觉
得饿，失去 3个手指的战友也忘记了疼
痛。大家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十五
的月亮》。这首歌我们每天至少唱 10
遍，10遍也唱不够，唱着唱着，我们就会
流下眼泪。这是为自己成为一名边防战
士而自豪的泪！”

石祥说：“别看《十五的月亮》写歌词
只用了不到10分钟，前期军旅生活的积
淀却不少于20年。就如同烧开水一样，
前期加温过程比沸腾的时间要长得多。”
这也是他的真实写照。从入伍开始，石
祥就站在队列里写诗，1963年出版第一
本诗集《兵之歌》，被誉为“真正的战士诗
人”。20世纪 60年代的官兵，唱过他写
的《早操歌》《打靶歌》《投弹歌》《刺杀歌》
等连队生活歌曲。1976年，周恩来总理
去世，石祥写下配乐朗诵诗《周总理办公
室的灯光》，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并被
翻译成多国语言流传海外。之后，他创
作的《高举亚运火炬》《八一军旗高高飘
扬》《军人道德组歌》（合作）等歌曲也广
为流传。他始终为时代而歌，作品感情
真挚，生活气息浓郁，贴近官兵，突出爱
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主旋律。正如他
自己所说：“情要真，构思、意境、语言都
充满真情，这虽说是‘小情’，但‘小情’中
蕴涵‘大情’，微观中反映宏观。”

岁中唯有今宵好。一轮明月，是否
因为这首传唱了 35年的歌曲又添得几
许深情？仰望历史的星空，一个时代的
记忆总会被歌声一遍遍点亮。

一轮明月寄深情
■顾中华

赵述岛的樱桃红了，一颗颗饱满
锃亮，光滑圆润。见之，恨不得马上摘
下捧在手心，细细地端详一番，再深情
地嘟上一口，尽情沉醉于这肥美的肉、
甘甜的汁！

许是心一急，把手伸向枝头稍用
力去拽时，红嫩嫩的小精灵被我弄破
了。黏黏的汁水流在拇指和食指间，
我顿时心生愧疚。

“这樱桃皮特薄，一不小心就会弄
破。要顺着果柄摘，不能用劲儿拽。”
赵述岛岛长、民兵连长梁锋似乎知道
我在想什么，告诉我，要像对待刚出生
的婴儿般对待樱桃，“这是水果皇后，
我们渔民眼中的玛瑙！”

是啊，这不就是渔民眼中的玛
瑙？这可是三沙建市 7年来，除椰树
外唯一在岛上扎根、开花、结果的果
树。

在三沙要把树种活，搁在以前只
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现在，虽说还要
付出很多辛劳和代价，但已经美梦成
真——海水淡化系统让缺水成为历
史，万吨公务船让运土成为易事，万众
一心，众志成城，如今的三沙，满眼皆
是绿！

因为樱桃的惊艳亮相，葱茏的赵
述岛拥有了更诱人的色彩。这是针叶
樱桃，有着“VC之王”的美誉，是一位
有雄心和爱心的创业者带上岛的。他
想让针叶樱桃在南海各岛礁开花结
果，想让不同程度缺乏维生素的守岛
军民都能吃上这种新鲜水果。4年孕
育，第一批20棵针叶樱桃就这样在赵
述岛扎根了。

红了樱桃，醉了笑靥。岛上的军
民，就像对待自家宝贝一般，常在日出
之前或日落之后，到樱桃林走一走、看
一看，浇浇水、施施肥、除除草、剪剪
枝，然后饶有兴致地摘下几颗……

樱桃红了，赵述岛热闹了，想去一
睹樱桃芳容、一品樱桃甘甜的人多
了。“有船去赵述岛？那我跟着去！”从
永兴到赵述的岛际交通成了大家关切
的事。

樱桃红了，三沙人的微信朋友圈
被照亮了，从不同角度拍摄的樱桃靓
照纷纷晒出，赢来无数点赞。

摘一颗送给心爱之人吧。曾语
“竹报平安”，现是“樱报平安”！让樱
桃给家人捎去甜蜜、捎去喜悦、捎去安
心。看吧，岛上也有新鲜的时令水果

了，守岛岁月充满希冀，我们也必将乐
守海疆！

听说，就有一位军人将赵述岛的
红樱桃通过视频传给远在家乡的妻儿
看，嘱咐妻儿不要担心他的生活，还许
诺下岛了一定摘上一捧，带给他们尝
尝。没承想，由于下岛匆忙，他把一捧
红樱桃直接装在军装口袋里，军装叠
好后放在行李箱最上层，回到家本想
给妻儿一个惊喜，掏出一看却满是失
望：娇嫩的红樱桃一个个全破了。他
赶紧跑到水果店买了新鲜樱桃，回家
捧在妻儿面前……

赵述岛的樱桃红了，永兴岛的樱
桃也开始结果了。在市环保中心的那
片沙滩上，百余棵一米来高的樱桃树，
像一队士兵整整齐齐列阵滩头，迎接
三沙人的检阅。看，那青翠欲滴的叶
子，那密密麻麻的小鲜果，多么令人欣
喜、令人兴奋！

樱林绿叶红果层层叠叠，放眼海
天，美好的愿景在我心中不断升腾：海
疆无恙，樱桃红遍三沙！

樱
桃
红
三
沙

■
阳
宗
峰

年年打靶，每次感觉都不同。
7月的中原，夏意正浓。部队黎明

出发，到达靶场正是清晨。四野静谧，
翠色满目。这里原本是陆军某舟桥部
队的训练场，现在只剩数座上了锁的
空营房。草木疯长，远处山坡上矗立
的“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备
战口号，让这里仍弥漫着战斗气息。

冯浩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焦躁地站在队伍里，胸脯略显急促地
起伏着。早在一个月前，他就充满期
待地问我：“班长，为了打 100环，我已
经在游戏里专门进行了点射训练，啥
时候才能真枪实弹来一把？”我跟他
讲：“快了，快了，打枪过瘾练枪苦，到
时候有你受的。”

奔赴靶场前，部队进行了为期两周
的模拟实弹射击训练。冯浩说，刚开
始的枪械操作训练还不觉得有什么，
自从进入高强度的卧姿瞄准训练后就
大不一样了。每天在火辣辣、硬邦邦的
地上一趴就是几小时，单眼瞄准练到脸

抽筋，胳膊肘磨破皮。虽然只是用空枪
瞄准击发，但子弹呼啸、枪响靶落的画
面，他已自行脑补过千百次。

部队在待机地域集结。草丛人群
间，蚊虫四处觅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
风油精和清凉油的味道。轮到我们上
场已至中午，乌云压顶。

正当我们准备进行第二轮射击
时，大雨倾盆而下，雨点砸在地上激起
一片泥水花。“恶劣天气就是练兵最好
的时机，实弹射击继续！”参谋长李秀
斌站在雨中指挥。

雨水顺着睫毛滴落，我的左手紧
紧握着烫手的护木往下压，枪托死死
顶住右肩窝，眼中只剩下靶心的白
点……10发子弹射出去，真带劲儿！

大雨陆续下了近 2个小时。待机
地域的官兵轮番上阵，脱下雨衣冒雨
射击，大部分成绩都在 70环以上。雨
过天晴，阳光透过云层洒在靶场，营区
墙壁上那句“越难越攻坚、越苦越奉
献”的红字标语清晰明亮。

部队登车回营，途中经过市区，引
来不少市民注目，还有刚放学的小学
生对着军车敬礼。运输车内，战友们
脸上都流露着自豪的神情。我当场提
议，齐唱《打靶归来》！“日落西山红霞
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嘹
亮的军歌唱出了兵味儿，也吸引了更
多路人的关注。

“走向打靶场高唱打靶歌，豪情壮
志震山河，子弹是战士的铁拳头，钢枪
是战士的粗胳膊。”6年前，我在新兵连
的日记本上写下这些歌词。那是我第
一次打靶，第一次感受到钢枪炽热的
枪膛。现在，看着眼前车辆人流交织
而成的和谐安宁的画面，有一丝淡淡
的欣慰和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涌上心
头。

感受枪膛的炽热
■董岸松

旅里组织四连和七连进行“红”
“蓝”对抗演习，计划分3个波次检验这
两个连队的训练水平。目前已经完成
两个波次的演习，战绩是四连和七连
各胜一次。

“红”军四连连长仲首元是赫赫有
名的训练标兵。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
带领的“猛虎”连队居然会在第一波次
演习中输给名不见经传的“蓝”军七连。

仲首元分析，七连的整体训练水
平以往比不过四连，只是，七连半年前
换了连长。仲首元在第二波次演习结
束休整期间专门去了一趟机关人力资
源科，想知道这新连长到底是什么来
头。科长告诉他，七连现任连长毕凯
是硕士研究生，所学专业就是联合作
战指挥。仲首元心想，这次是遇到真
正的对手了。

演习还有最后一场，一向自信的
仲首元心里没了底，辗转反侧了一个
晚上。演习的前一天中午，仲首元去

了作训科。负责制订演习计划的孟参
谋是他老乡，平时关系不错。两人刚
寒暄了几句，孟参谋就被楼上的副旅
长叫去了。此时，作训科办公室只有
仲首元一个人。他选择这个时候来会
老乡，就是想打探一下演习计划。

半个小时过去，孟参谋还没回来。
仲首元心里有点乱：提前得知演习方案，
即使赢了也不光彩；但如果四连输了，

“猛虎”连队不就成了“病虎”连队？不光
彩的事自己做，连队的荣誉一定要保
住。仲首元决定看一眼演习方案……

第三场演习在望儿山如火如荼展
开。仲首元指挥若定，信心十足，似乎
已预见即将到来的胜利。

就在四连悄悄围拢一号阵地欲歼
敌时，侦察兵却报告说，“蓝”军消失
了。“不可能！”仲首元记得清清楚楚，
根据方案，如果“红”军把“蓝”军围堵
在一号阵地，很快就能歼之获胜。

可事实是，一号阵地除了几名身

穿迷彩服的老百姓在放鞭炮外，没有
一名“蓝”军官兵。登上一号阵地的

“红”军士兵一片愕然。还没等仲首元
回过神来，七连连长毕凯带领“蓝”军
突然从一号阵地四周包抄过来，像一
堵墙把“红”军围得严严实实……

缴了枪械的仲首元冲毕凯怒道：
“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说完这话，仲
首元就后悔了，这次是丢人丢到家了。

毕凯一阵大笑，拍着仲首元的肩膀
说：“演习就是实战，哪有什么方案，灵
活机动、出奇制胜才是最好的战术！”

此时，仲首元臊得满脸通红，恨不
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不过，他从内心
佩服毕凯。打赢才是硬道理，“蓝”军
巧胜“红”军，仲首元心服口服。

演习计划
■张凤波

记得莫言曾如此论述中国梦与文
学的历史性联系，“文学艺术不是在中
国梦之外，其本身就是中国梦的一个
重要构成部分”，“我认为创作出具有
鲜明中国特色、丰富地表现中国历史
和当代生活的作品，本身就是中国梦
的一个重要内容”。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坚
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
的伟大作品。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中
国文学的繁荣。作家应该在中国梦的
伟大实践中来把握个人的文学理想，
肩负起用文学书写伟大时代的责任。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
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文学因
与时代、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因善于

捕捉时代脉搏，必然要对中国梦进行
深刻表现。这是文学的使命所在，也
是文学追求的宏大叙事主题的要求
所在。

文学要反映我们亲身经历的重大
事件，描绘火热的现实生活。优秀作
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只要
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
启迪心智，为人民群众所喜爱，就是优
秀作品，就能产生共鸣。任何作品，只
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
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在恢宏的
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
只能被时代淘汰。

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
文学作品中找到启迪。表现中国梦、
为中国梦放歌，不仅是文学精神的鲜
明体现，也是文学发展的“动力源”。
我们的作家应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的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
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
之美、崇高之美。

文学须与时代同频共振
■袁跃兴

清晨，露珠儿睁大深情的眼睛，
候在门外要为我这个退役老兵送行。
露珠儿呵，快进来吧！
你是怕把我惊动，
怕打扰我在营房做的最后一个梦？
告诉你吧，昨夜我下哨回来，
心情一直不能平静，
心窝里充满了回忆和矛盾——
我真想多睡一会儿，
听听战友们的梦呓和鼾声，
但我又眼巴巴地盼望着黎明，
盼望着起床的哨音，
我多想再看几眼，
百灵鸟在霞光里飞翻，
露珠儿在草尖上滚动……
咦，露珠儿呵，
你怎么又哭红了眼睛？
我们不是说好，
分别时，谁也不许发出哭声。
你表示，要向退役的老兵学习，
为边疆的一草一木洗刷灰尘。
我发誓，哪怕走到天涯海角，
也会把你珍藏在心中。
呵，都怪我太粗心，
有件事还没有说给你听——
我走了，红星还留在边疆，
它会保卫你的安全和纯真；
你看，哪一颗露珠儿里，
没闪烁着战士头上的红星。

把你珍藏在心中
■刘忠全

依偎在你的怀里
我和大海靠得这么近
在你的海魂衫上
我也听懂了潮水的方言
码头，堆积着沉沉絮语
甲板，月光静静地流转
嘘——不必抱歉
别用你的愧疚打湿我的眼眶
这珍贵的相聚
让我再好好看看你
守好这座岛吧
我们的爱情里便有了天涯海角

守岛的承诺
■仇士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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