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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诗

心灵流淌的真挚情感

结庐在人境（国画）

任 真作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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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开放 40年来，家家户户的
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单说出行吧，
那时家里要是有辆自行车，都算大件
儿。记得当时我是在长春驻军的军机关
工作，那年过春节，上级发给我们文化处
一张金鹿牌自行车的车票。从此，我们
家拥有了一台金鹿牌自行车，那种喜悦
就甭提了！后来，我从长春调回沈阳，很
多年都是骑着它上下班，到家还要把它
扛到楼上去，生怕丢了。

1978年的春节，我们一家四口从沈阳
市皇姑区“小白楼”到胡台镇徐家林子，探
望我的岳父岳母。那时不通长途车，我和
夫人王惠娟各骑一辆自行车。我在车前
梁上驮着8岁的女儿海英，惠娟的车前梁
驮着3岁的儿子海泉。她的车后座放着给
老人买的两斤蛋糕，我的车把上吊着给岳
父大人“进贡”的两瓶德惠大曲。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北的冬季真
的就是冰天雪地，那时的路也远没有现
在的好，骑车很需要体力和技术。车上
驮着孩子就得更加小心，唯恐把孩子摔
着。尽管我们都戴着帽子、脖套和口罩，
袖口、裤腿也都扎得严严实实，可迎面吹
来的北风还像刀子似的。30 里地的路
骑了一个多小时，才走了一半。这时，海
泉冻得直哭，说脚像猫咬似的。我们把
自行车停在路边，我把海泉的鞋脱下来，
把他的脚焐在手上揉搓着。万没想到，

大风把我的自行车刮倒了，两瓶酒打碎
了一瓶。闻着白酒的香气，我们心里全
是惋惜。

后来下乡有长途车了，但下车后还
要走十来里路。有时搭乘好心的车老板
赶的大车，有时就是一家四口拎着大包
小裏在风雪里“呼哧呼哧”地走……

1993 年初，我家又进了一个大件
儿。女儿海英大学毕业后，买了一台“航
空 50”小摩托，这把全家稀罕得呀，几乎
早晚都在围着这台摩托转。有时我也学
着骑上一两圈，觉得特别新鲜！

拥有私家车，是在 2002 年。这一
年，原沈阳军区政治部领导提出政工干
部要学军事，于是，我们分批到原大连
陆军学院去参加军事培训。在那里学
习军事战略、战时政治工作、野外拉练、
生存训练等，其中两项是汽车驾驶和坦
克驾驶。我学得很认真，很积极。没想
到，儿子海泉得知我学会了开车，在我
培训结束时，竟预购了一台“赛欧”车送
给了我。这台车，我一直开到 2009 年，
儿子又给我换了台尼桑“骐达”车。岳
父母健在时，我曾无数次驾车与家人去
看望老人，带老人坐我的车兜风。这样
的情形，是以前下乡时连想都不敢想
的。更不敢想的是后来，每逢儿子海泉
和羽凡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演唱会，
我和老伴都会驾车去看一场。老伴也
很要强，60岁那年拿到了驾照，那是她
在驾校经过三次考试才拿到的。她说
她学车是为了我，怕我在高速公路上开
车时间长，疲劳。她会开车，就可以代
替我开上个把小时，让我得以歇息。过
去曾听过外国老头老太太，都好大年纪
了，还都自驾车到处走，我们很羡慕，心
想什么时候也能这样啊！如今，我们乘

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东风，也实现了这样
的梦想。

那年，我和老伴自驾车从沈阳到海
南，又从海南开回沈阳，一路上，我没让
有驾照的老伴开车。我说我是一个老
兵，老兵是经过部队摔打的，跑这么远的
路，我有把握，就不劳你这个老百姓上手
了。我这个军旅诗人，自己驾车过黄河、
过长江，疾驶在祖国的大地上，看到万千
城乡的巨大变化，看到条条高速公路都
是那样平坦、开阔，我不能不高声赞美我
国改革开放 40年来的日新月异。我甚
至在开车经过这两条江河的时候，手握
方向盘，情不自禁地高唱起来：“越过高
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
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可爱的家乡……”

说到出行，不能不说到中国老百姓
梦圆海外。曾几何时，我们才敢想到国
外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是
怎样生活的，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名
胜古迹……这种出行，就不仅是乘火车
或自驾旅行了，我们要坐飞机，还要坐邮
轮。至今，退休后的我已出游了多个国
家，在这些曾是陌生的国度一次次穿行，
大开了眼界，大开了胸襟，也为写作积累
了宝贵素材，诞生了无数灵感。特别是，
我还瞻仰或拜谒了雨果、歌德、普希金等
世界著名作家艺术家的故居及墓地，有
的我还在他们雕像前献上了花束，默默
地表达自己的敬慕之心。这对于一个几
十年来始终关注和热爱文学事业的中国
作家来说，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更让
我自豪的是，2015年，我和老伴乘坐“歌
诗达·大西洋号”邮轮，从上海出发，绕地
球整整一圈。在长达 86天的海上旅行
中，到访了三大洋、五大洲的 18个国家、
28个港口，我乘船穿越了久已慕名的巴

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1964年我在连
队当战士时，曾写过一首关于巴拿马运
河的诗，当我拿着当时发表在报纸上的
诗，缓缓穿越这条运河，那是什么感觉
啊！当我在雨果故居时，默念着《悲惨世
界》中小珂赛特的遭遇；在莎士比亚故居
时，默念着朱丽叶的命运；在安徒生故居
时，默念着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梦想；在奥
斯特洛夫斯基雕像前，我背诵着刚当兵
时在小本子上抄写的名言：“人最宝贵的
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
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
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
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
献给了人生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
解放而斗争。”当我站在雅典卫城上，高
声背诵魏巍写的那首：“我登上雄伟的雅
典卫城，想起希腊你往昔的光荣，你那巴
特农神殿啊，何等壮丽？只可叹它的殿
顶已经倒倾……”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
感受呀！

我改变了出行的方式，我扩大了出
行的方向，我一次又一次走出国门，视野
的开阔让我更爱我的祖国。

在吴哥古迹间，在洛杉矶小墨西哥
城，在巴塞罗那高耸着哥伦布雕像的格
拉西亚大道，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之上，在
宽阔的莫斯科红场……每当我走到世界
任何一个角落，都会遇到来自祖国各地
的同胞。改革开放 40年后，同胞们把走
出国门当成了寻常之事，经常是一个国
家还没走完，就开始惦念下一次旅游去
哪儿了。我的同胞自信与自豪感是强烈
的，也都有着满满的获得感。我深深地
意识到改革开放 40年，我的出行仅仅是
中国巨变无数里程碑中的一个缩影！

出行咏叹调
■胡世宗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以为，西藏地势
伟岸，高寒缺氧，一定是缺少树木和满
目荒凉的冻土。前年进藏，一路领略云
杉红柳、长松巨柏、桫椤水青……树种
的千古奇珍和树姿的百般风韵，彻底颠
覆了我故有的认知。

如果说第一次进藏让我惊奇于高原
之树的千姿百态和瑰丽色彩，这次再上
西藏，让我感叹的却是另一种生命之树
渲染的风景，那是一种在雪域高原能够
行走的独特的“树”，她们叫女战炮兵。

我到拉萨之前，曾听人说起过女战
炮班的事情，知道有个被誉为“沙场之
花”的女班长叫袁远。今年三月，袁远出
席了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她是与会代表中年龄最小的姑娘。

我到袁远部队时，恰逢袁远刚从外
训地回到营区。当一身迷彩服的袁远
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很惊讶，她个子高
高的，皮肤黑黑的，面容沉静而精神，身
体清瘦而挺拔，远远不是网上照片中胖
乎乎的小姑娘的样子。正像当年对西
藏之树的错误认知，我也对高原部队这
位女炮兵班长的身手将信将疑。直到
看到花样年华的女兵们奔跑于战炮之
上，看到她们矫健的身影凌空跨越，看
到她们装填炮弹一气呵成，30公斤重的
固弹夹举重若轻……我才深信不疑，心
里立刻把飒爽英姿的女兵班长和雪域
高原之树联系在了一起。

见到我这个北京来的机关干部，下
士袁远有些拘谨，但很快就适应了我问
话的方式。

这个传奇女兵的故事并不传奇。
2014年，袁远考取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航
空学院。但入学不到一个月，她就投笔
从戎。得知袁远参军后要到西藏服役，
她母亲很是担忧。袁远父亲却很高兴，
想当年袁远爷爷是原 18军战士，袁远
这是跟着爷爷的脚步走，好啊！好啊！

袁远没见过爷爷，爷爷去世时她还
没出生，小时候也没怎么听奶奶提起过
爷爷，但她知道原 18军和军长张国华
的威名。袁远打小就觉得解放军实在
是威武，梦想自己长大后能成为一名光
荣的解放军战士。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袁远终于如
愿以偿。她所在的某炮兵旅，驻扎在海
拔 4677米的雪域高原。她不知道爷爷
是否在这里生活战斗过，却知道这里是
锤炼意志、考验人生的地方。

西藏风光无限美，是令无数人神往
的旅游胜地，但旅游是一回事，长期驻守
是另一回事。兵要练兵备战，要武装越
野，要忘记高原和平原的差别。有句话
说，在高原当兵，躺着不动就是奉献。可
当兵戍边卫国，是要真刀真枪与敌人搏
杀的，如今实战化练兵更是不容懈怠，连
睡觉都要睁只眼，哪里能躺着不动呢？

上了高原，袁远深深体验到高原苦
寒缺氧之痛，这个泼辣的重庆女娃躲在
被子里偷偷哭了。流泪不是软弱，哭泣
是向昨天告别。面对强烈的高原反应，
袁远坚强地挺过来了。在大多数人看
来，女兵多数担当通信卫生勤务之类的
岗位，操枪弄炮到战斗序列的班排者很
少。袁远本来也是在后勤部门，可她主
动申请到女子战炮班当炮手。袁远说过
一句很硬气的话：军装没有性别，战场不
分男女，炮旅的兵不操炮还能叫炮兵？

袁远部队领导告诉我，高原地区操
炮训练体能消耗大，这帮女兵们都很能
吃。袁远一餐能吃20个包子，看她们的
吃相都让人心疼。

女子战炮班有六人，平均年龄 22
岁。平时看似弱不禁风，训练起来却不让
须眉。一年训练下来，女兵们军事动作干
脆利索，弹体装填精准到位，实弹射击弹

无虚发。在多次比武竞技中，均以大优势
胜过男兵班。袁远当兵第二年荣立三等
功，去年因在某演训活动中表现优异，又
荣立二等功。袁远今年被部队遴选为提
干对象，但共同科目考核当天，由于女性
生理周期身体不适，三公里越野成绩以
57秒之差没能过关。提起这件事，袁远
说她哭了好几天。哭过了就想明白了：不
能怨天尤人。袁远直率地说，参军时想的
只是圆梦，没想长期在高原干，可几年兵
当下来，感到越来越离不开部队了。

一棵树，只有扎根才能枝繁叶茂。
但生活不是艺术，高原长达半年的演训
活动，往往挑战生理极限，这不是常人
所能体会的。我问袁远当炮兵真的快
乐吗？袁远爽快地说：“快乐啊！女兵
站白天岗不站夜岗。女兵一周能洗两
次澡，男兵一周才一次。而且，女兵们
特爱听连长训斥男兵，‘你看看人家女
兵都能如何如何，你们大老爷们不害臊
吗？’听着特自豪！”我被她知足常乐的
个性感染，不由得问袁远，当兵几年最
大变化是什么？袁远想想说，成熟了。
比如刚入伍时，心里有一点委屈就向父
母诉苦，现在再苦再累，也说“挺好的”。

袁远 22 岁了，倘若在地方应该是
谈恋爱的年纪，我问她有男朋友吗？袁
远沉默片刻说，和一个大学同学谈了四
年多，在当兵留队问题上两人分歧越来
越大，现在是半分手状态。袁远说这话
时，泪水在眼眶打转。

离开的时候，我向袁远伸出手。她
的手结着茧子，骨节硬朗而寒凉。我知
道，严寒气候下的炮管会粘上出汗的手，
能撕扯下皮肤，大多数女兵都有一双粗糙
的手。袁远和我的孩子差不多大，我不能
想象我的孩子到西藏当兵会是怎样一种
情形。我说，袁远我们一起照个相吧。袁
远的笑容，就像高原的阳光一样灿烂。

回西藏军区招待所的路上，当年18
军战士栽种的左旋柳五株环抱，遒劲有
力，一排排高大挺拔的白杨齐刷刷直刺苍
穹。看着这些高原之树，我在想哪一种树
的品质更接近可爱的女兵们呢？我久久
没有答案，可我知道，这些寻常树木在高
原生长着，就像平凡的战炮班女兵们的坚
守一样，让人心生蓬勃向上的欢喜。

高
原
上
行
走
的
树

■
程
文
胜

近日整理书箱，忽然看到了珍藏
多年的粮食供应证，直面有些发黄的
两张军用粮票，不由得思绪万千。从
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我，立即从粮票想
到布票、油票、肉票、糖票、豆制品票，
甚至想到了整个“票证时代”。

在计划经济时代，市场商品供应严
重不足，为保证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国家
决定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票证成了城乡
居民吃饱穿暖的一种保障。从 1955年
第一张粮票发行开始，到1992年最后一
种票证——粮票“寿终正寝”，中国百姓
历经了近40年之久的“票证时代”。

那时候，票证就是“通行证”，就是
“命根子”，皆因有时没有票证，有钱也寸
步难行。与那个时代结伴而行的我，对
此有着很深的记忆。读高中时，我和不
少同学都从家里带来玉米饼子、红薯，用
包袱或口罩布做个布兜儿，将玉米饼子、
红薯装进布兜儿里，放到学校伙房的笼
屉蒸熟后作午餐。有时一兜子红薯被挤

烂，众目睽睽之下，有种灰溜溜的感觉，
我总是找个墙角，悄无声息地把红薯吞
下。那时每每看到城里同学用粮票领回
白面馒头，真是既羡慕又嫉妒。

时隔不久，我参军到部队。在沂蒙山
区执行国防施工任务的日子，发现有些乡
镇粮店门前，成了仅次于当时电影院的热
闹场所。每逢月底，粮店门前总要排起长
长的队伍，有的往往打发孩子前来排队，
快排到时，大人再拎着面袋儿赶来，瞪大
眼睛观察秤杆的准星。而粮店职工的繁
忙和辛苦劲儿，丝毫不亚于现在银行里的
工作人员。他们在居民买粮时，首先要求
对方出示粮食供应证，粮票回收后，工作
人员会把粮票贴在报纸上，再刷上一种特
殊的紫色涂料，防止被人重复使用。在南
方一些地区，下发各区县的粮票都有专门
的运票车，还有民兵武装押运。

除了各种粮油票、鸡鸭鱼肉票外，
服装和日用品类的票证更为繁多。从
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到手帕、肥皂、
手纸、洗衣粉、火柴票等，应有尽有。至
于一些贵重物品，如电器、自行车、手表
等，更是一票难求。

记得与我一样经历过商品匮乏年代
的一位战友，退休后曾精心收藏了数百

枚票证，还专门办了一次小型票证展览，
展览前言的标题是：《看昔日五花八门票
证，享今朝幸福美满生活》。他对观赏者
说，经济短缺时代，吃喝拉撒什么东西都
要凭票购买，如今票证已成为人们见证
那个时代的收藏品，票证虽已退出历史
舞台，但通过这些票证，可以看出我们国
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心路历程”。

绝迹的票证背后是喜人的变化。
今日之华夏，这种变化每天都在我们身
边发生。大到买房买车买家电，小到买
米买菜买水果，都可以看到人们生活质
量的不断提高。富起来、强起来的当今
国人，吃、穿、用都在讲究“品牌”“品
位”，诸如肉要吃“放心肉”，鸡要吃“土
鸡”，蔬菜要吃无污染的，买食品要看是
否打上了“绿色”标记。

回首当年滋味万般的票证情结，我
们不应该忘记它们，因为这些看似平淡
无奇的方寸纸片，浓缩了共和国那段计
划经济时代的历史，记载了中国从“计
划”走向“市场”的艰难轨迹。沧海桑田，
岁月如歌。忆起“票证时代”的故事，恰
似忆苦思甜，它折射的是一个时代的深
刻变迁，印证的是党实施改革开放的战
略抉择。

回眸“票证时代”
■吴明录

夫 妻（外一首）
——致王继才、王仕花

■谢克强

假如她是一缕多情的海风

他就是相伴晨风的升旗手

让庄严的五星红旗猎猎飘扬在

东海前哨阵地

假如他是斜挎肩头的钢枪

她就是枪膛醒着的子弹

让旷远的蓝天和巡逻的小路

到处都写满警惕

假如她是岩缝开垦出的洼地

他就是默默浇灌的雨水

让突兀苍茫大海的一座荒岛

充盈生活的诗意

假如他是辉耀海空的太阳

她就是温柔抚慰海岛的月亮

而太阳月亮之间潮汐的歌唱

荡涤岁月的孤寂

爱 让他们相守在一座孤岛上

三十二年 不离不弃

灯 塔

决意站在黑暗里

是要向更远的远方眺望

还是想让迷路者远远看见你

灯塔呵 除了光明

还须在风雨中不会熄灭

而钻石般熠熠的光焰

更是如同信念

不仅穿过一重重黑暗

也提示着危险

不是么

一个航海者 或者船长和水手

总在最迷茫最沮丧时

寻找灯塔的光芒

好看清暗礁 涌流 恶浪

编织的罪恶 不仅如此

谁不想抵达心中的港口

谁又愿意改变前进的航向

迷路的人才需要灯塔

需要一种信念 指引

灯塔呵

为使迷路者接近真理的大门

你决意站在黑暗里 与大海

孤傲地对峙

深秋之夜，月朗星稀。仰望苍穹，
夜空中的星辰那么遥远，又那样神
秘。哦，那是什么星？如此璀璨，让人
心潮澎湃？站在国防科技大学校园的
操场上，我仰望着这颗星。“告诉你吧，
这颗星叫做‘北斗’！”天空中，仿佛有
一个声音告诉我。

我想，光辉灿烂的北斗星，代表着
一个个从国防科大毕业的学员们。他
们中有励志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全军
优秀指挥员”满广志，有逐梦“北斗”耀
苍穹的王飞雪……他们都曾是国防科
大的学子，如今，一个在戈壁大漠的沙
场运筹帷幄；一个身处国家重点实验
室集智攻关，他们都是各自工作岗位
上的“北斗”。

星空下，我还想了很多很多。即
将面临毕业分配，我已经做好准备，
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将自身的价
值绽放出来，让青春的汗水挥洒在梦
想飞扬的军营！不管身在何处，都要
成为自己的“北斗”，绽放出灿烂的人
生光彩！

仰望“北斗”
■刘涛诚

昨夜，发白的迷彩服四四方方，
在床头睡着了。进入一个个冲锋陷阵
的梦境：行军拉练，潜伏据枪，在山坡
上飞奔，在战壕里挥汗。嘀——集合
哨响，利索地抖开这四四方方的迷
彩。老兵却发现，这一次集合完毕，以
后就再也穿不起它了。

分别的时候来了，拥抱一下吧！像
平时捶你的胸口，这一下却好疼，疼到
流泪。两支枪，几道拐，金灿灿的五角
星，每一个凸起凹下，经历过手指多少
次深情的摩挲。5公里考核，你拉我那一
把；山中攀岩，我踩过你的肩膀……责
任、使命、情谊，你传给我，我再传下去。

把火热的岁月，打包装进行囊，你
将进入另一个熔炉。请收下这件新迷
彩吧，满载着军旅所有的故事，让它继
续陪伴你，南征北战。

一件新迷彩
■高旭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