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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历程（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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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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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至心处诗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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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
军。军爱民来，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
亲，一家亲……”我们选这首曲子跳芭
蕾舞不是请人来教，而是去了福州，在
市工人文化宫学习。还记得，文化宫是
用青砖和钢筋水泥砌成的，大楼的入口
处耸立着高高的圆柱。周围唯有这里
最开阔热闹，广场上都是人。老人下
棋，中年人聊天，小孩嬉闹。没想到有
一天老师会把我们带到这里学跳舞。
《我编斗笠送红军》是芭蕾舞剧《红

色娘子军》里的片段。六个海南妇女身
穿湖蓝色的大脚裤、浅绿和本白拼接的
短大襟衫，手拿大斗笠，优美而抒情地为
红军女战士编织斗笠。教我们跳舞的是
个身材削瘦的中年女老师，不怎么爱笑，
但很用心，一个动作反复挑剔。不过最
终她也没太费神，早上去，至下午学会，
傍晚我们回公社。有点像一支训练有素
的作战小分队，每个人都有昂扬感，都相
信这个节目一旦搬到公社的舞台上，一
定很长脸，经久不息的掌声已经预先听
到了。

电影放映队的几个人每天都在公社
食堂吃晚饭，他们放下筷子走出公社大
院时，后面通常就多出一个小丫头了。
即使当时没有跟上，在电影临开演前，我
也会挤到电影院门口。检票员看到黑压
压的人群中钻出一颗黑瘦的脑袋，脑袋
上梳着一个稀疏的小辫子，辫子朝天翘
起，像一根芦苇划过水面，越过人群游弋
而来。这时候，他们总会扬扬手，甚至笑
一笑，就把我放进门内了。这个辫子朝
天的黑瘦脑袋其实就是我，我差不多每
天出现在这里，不出现的原因只有两个：
电影院当晚关门或者我外出了。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那时刚被
拍成电影，它的上映犹如一池干荷叶
上盛开出一朵新莲。太新鲜了，居然
可以用脚尖跳出那么波澜壮阔的故
事。到处可见吴清华的剧照，最著名

的是一张她在空中高高跃起的瞬间。
她身穿火红的残破衣衫，凌空劈开腿
呈斜斜的一字形，上身后弓，左手摆至
胸前，右手向后舞动，几乎与高跷的左
腿触碰到一起——这个被定格的动作
有 个 很 霸 气 的 名 字 ，叫“ 倒 踢 紫 金
冠”。很少有人会在这个剧照前无动
于衷，它太超越我们当时的生活常规
了。速度、力量、技巧，三者的有效叠
加，尚且无法令其完美，最重要的是肢
体在空中必须足够舒展优雅，那才是
舞蹈语言的最高境界。

我相信我们的舞蹈老师必定也是在
一遍遍看这部电影时，激情澎湃，产生了
把《我编斗笠送红军》搬到公社舞台上的
念头。
“呐，嗦，咪呐咪哆嗦，呐嗦咪哆咪呐

咪，哪哆哪呐嗦，呐嗦……”多么悦耳的
旋律，四拍子的，在每一个节拍的最强音
和次强音中，我们贴着舞台底部，背对观
众，一个接一个举着斗笠，用脚尖踩着小
碎步上场了。

可是没有芭蕾舞鞋啊，学校买不起
或者没打算买。有点骑虎难下，既然已
经奔赴福州煞有介事地把舞学回来了，
总不能半途而废吧。不知是谁出了一个
主意，让我们穿塑料鞋跳。就是那种咖
啡色的、脚趾部分密封的男式硬塑料
鞋。从前部队里常见，老百姓也爱穿，因
为它便宜而且结实。

内里拆空仅剩一圈厚厚风火墙的大
房子，地面是方砖铺就，年久失修，已经
遍布深浅不一的坑。从前我们不会在意
地面，即使是跳《东风吹战鼓擂》这样非
常费力气的舞，脚跺得再狠，也仍然无
碍。从脚板到脚尖，与地面接触面越窄，
要求越高。勒紧鞋带，把大脚趾夹紧，与
其余四只脚趾头夹成小角度的人字形，
然后脚弓一使劲，膝盖一用力，整个人猛
地高出一大截。

还没排练几天，我们的脚就出问题
了。首先是大脚趾破了，指甲开裂，接着
其余几个脚趾头也纷纷破损出血。但是
老师仍然不打算放弃，我们也舍不得放
弃。涂紫药水、绑胶布，每天眼泪滴滴嗒
嗒着居然也熬到了登台的那一天。

没有意外，非常轰动。从银幕上看

毕竟隔着一层，还是眼皮底下的真实蹦
跳来得真切。
“万泉河水清又清”，这是诗歌中

比兴手法的运用。“我编斗笠送红军”，
这一句才是精华所在，需要重点突
出。“送——红——军！”第一段曲子到
这里，舞蹈中的六个人在“送”字时，转
到台前站成弧形的一排，背向观众，把
脚尖往上一踮的同时，双手也把斗笠高
高一举，然后在“军”字时，又迅速地、整
齐地往后一转，再把腿一别，微侧着身
子，霍地坐下了，双手仍然揪着斗笠的
边沿。不是用手掌抓住，而是用拇指、
食指、中指，轻柔地、优美地揪住。多么
富有想像力的舞蹈语言啊，壮观，华丽，
起落有致，感人肺腑。而第二段更加妙
不可言，在“送”字时，六个人斜斜地站
成平行的两队，斗笠从身体的前侧横向
送出，往前往上画一条弧线，然后在
“军”字时，让斗笠从头顶上方猛然往下
落，落到一半，又突然定住，定在胸前，
而脚部，这是最关键的。脚原先是平踩
地上的，在斗笠迅速下落中，左脚尖猛
一用力，把整个人抬起，而右腿则向前
举起，举在斗笠的下方。

这个造型与“倒踢紫金冠”“常青指
路”一起成为《红色娘子军》中最经典的
瞬间。

不记得演出过多少次之后，终于要
赴县里参加汇演了，学校领导下决心拿
出钱买芭蕾舞鞋。鞋是粉红色的，上面
有隐约的银光。鞋底高高弓起，鞋头是
平的，有块梯状的橡胶物垫在里头，后跟
则系两条细长的缎带，像拖着大尾巴。
那天还是去市工人文化宫，还是在那间
学舞的房子里，还是那个不爱笑的中年
女老师。大约是她帮忙买到的鞋，又是
她教我们如何绷直脚尖套进鞋，再把那
两根缎带从脚踝处交叉捆绑到小腿上。
美观是必须的，结实也是必须的。

我们坐在地上，地面是木板的。因
为鞋尖多出那块橡胶，绑好带子后，脚一
下子陌生了，长出一截是其次，真正吓人
的是突如其来的华丽、庄重、仪式感。小
心翼翼地站起，踮起脚尖，行走，跨步，抬
腿，旋转，地板“咚咚咚”响，像是敲击一
个空置的木桶发出的，微弱的回声宛若

私密的耳语。
许多年后的某天，我在半夜突然

梦醒，然后睁着眼在黑暗中久久发呆，
一遍遍回味着梦境中的那双脚——它
们起舞了，居然穿着粉色的、闪着银光
的芭蕾舞鞋。这能否理解为一种迷
恋？在它离开、逝去，再也不可能重新
驾驭它时，我的下意识里竟是这般不
舍。我不舍的究竟是舞鞋还是那段起
舞的日子？

2013 年 7月，中央芭蕾舞团到福州
演出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剧院
里把一场戏看下来，我会时不时恍惚一
下，犹在梦中。不是因为舞美的华丽，
也不是因为演员技艺的出众，都不是。
“咚、咚咚、咚咚咚”，隐约的声响不断传
来，它们在剧情之外，也与表演无涉，却
被无限放大了，似鼓点，重重撞击着我
的耳膜。演出结束后，演员们站在舞台
中央谢幕，我不禁也走上台，独自一人
久久站在侧幕旁。多么熟悉的场景，连
扑面而来的、满是灰尘的空气都是昨日
再现。灯光如水，偌大的舞台仿佛是魔
法容器，刹那间就把所有人都挤压得弱
小而单薄，比没有重量的影子更轻飘更
不真实。当年我们候场时，总是这样站
在从屋顶倾泻而下的侧幕布边上，专注
等待着登台的音乐响起，又常常是从这
个角度，观看其他人的其他节目次第上
演。这个位置恰似一个神秘莫测的洞
口，往前去，往里走，便能抵达另一个与
现实毫无关联的世界，身体会被风托举
起来，上下翩跹。

几个女演员匆匆从旁边跑过，台
上的职业性微笑此时迫不及待地卸
掉，后背上已经湿透的衣裳显露出她
们的疲倦。她们跑，我眼睛也追着她
们的鞋子跑。比过去精巧了，鞋帮明
显窄小，弧线内敛，那两根鞋带也改成
了隐蔽的肉色，或绿或粉的鞋子于是
看上去不像穿上去的，而像是开在足
尖上的花朵，素淡而雅致，质朴却热
烈，像极了我们这代人的青春。这青
春的花朵伴着奇美的舞姿绽放在历史
深处，亦留存在我的心底。

恍惚间，舞台空了，我又依稀看到了
那群为红军编织斗笠的少女舞者……

我编斗笠送红军
■林那北

在人们的家乡情结里，最难割舍的
一种便是舌尖上的“乡味”。人们对家
乡饮食的味道，往往有着一种近乎执着
的喜好。母亲做的“乡味”，让我真切感
受到那是一缕浓浓的乡情、一份深深的
母爱，更承载着质朴无华的生活信念。

我父母都是从湘西大山深处的农
家走出来的。上世纪 50年代中期，父
亲入朝参战回国后，母亲随军来到鸭绿
江边的山城——通化。从满目苍翠的
南方到冰天雪地的东北，除了气候，最
难适应的是饮食。母亲曾说起，初到东
北那段日子，她常常愁容满面地吃着难
以下咽的面食和高粱米。我出生那年，
父亲在外地军校学习，姨妈从老家赶来
帮助照料我。吃惯了大米饭的两个人，
由于不会发面，看着蒸出来干瘪发酸的
馒头，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长大后
我才领悟到，一位军人妻子的默默奉献
渗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乡味”对母
亲来说包含着别样的付出和乡愁。

湖南人怕不辣，可以说对辣味的偏
好是浸透在骨子里的。父母几十年移
居他乡，在我家的餐桌上，辣味主打，食
不厌辣，成了一条食味的“定律”。母亲
做的辣椒酱、辣萝卜干、辣鱼干，便是一
家人偏爱的家常吃食。有人讲，一个人
饮食上的偏好，是在三岁左右舌蕾味觉
的发育阶段形成的。母亲说，我刚能上
桌吃饭那会儿，常常被辣得满头冒汗，
鼻涕眼泪一起流，一边不停地吐着舌
头，一边吃得有滋有味。想来，我“宁愿
几顿无肉，不可一餐无辣”的饮食习惯，
就是这样被养成的。

在那食品供应匮乏的年代，许多南
方人爱吃的食物在北方很难买到，但这
并没有难住渴盼“乡味”又心灵手巧的
母亲。在我孩提时，就经常能吃到母亲
亲手做的腐乳、酒酿、豆豉、酸豆角、梅
干菜等湖南风味的美食。母亲把腐乳
叫“霉豆腐”，一道关键的工序是掌控好
豆腐发酵的火候。我看了制作过程，开
始还不大敢吃。在母亲再三劝诱下，尝
了第一口后，就被那柔爽、醇香、微辣的
独特口感和味道吸引了。那时做酒酿
的酒曲当地买不到，母亲就让父亲托人
出差时捎购；所用的江米搞到一些也不
容易，母亲就把江米和东北大米掺兑着
做。记得小时候，早餐吃上一碗漂着蛋
花的酒酿，砸巴着嘴欢跳地去上学，一
上午都觉得口留余香、神清气爽。

10 岁那年，我家随部队搬迁到华
北，住的平房后面有一间接盖的小厨
房。一天，我见家里的小厨房在不停地
冒烟，走近一瞧，母亲正蹲着往炉灶里
添加稻糠。
“俺非牙子，有腊肉恰了。”母亲操

着家乡话，起身微笑着拍拍我的头。
“为啥要用稻糠来熏呢？”我疑惑地

问。母亲说：“这样腊肉会有稻糠的香
味。”

原本湘西农家的腊肉，是挂在灶堂
间，靠做饭的柴烟熏制出来的，用稻糠
熏制腊肉是母亲想出的点子。为做腊
肉，母亲把灶台做了一番“改造”，特意
从部队农场拉来了两大麻袋稻糠；需要
每天点燃稻糠三、四次，持续熏烤 30多
天。这么耗时费力，母亲却乐此不疲。
母亲做的腊肉莹润透亮、瘦肉不柴、肥
肉不腻、熏香扑鼻。那时能在北方吃上
这地道的湘菜美味，真是难得的口福。

民以食为天，家以食为大。母亲说
不上是烹饪高手，可她用自己的一番心
血，把“乡味”变成了舌尖上家的味道，
留给我太多儿时欢愉、温馨的记忆。

我不满 18 岁参军，在连队当兵那
会儿，每次回家探亲假满，临行前母亲
都会为我备好几罐辣椒酱、辣鱼干等，
叮嘱我到连里和战友们一起吃。我提
干成家后，父母已回到湖南长沙定居，
母亲隔段时间就会寄来一大包“乡味”
美食，这让出生在南京偏爱甜食的妻
子，也慢慢喜欢上了吃湘菜。后来，我
还学着母亲的样子给女儿做“乡味”。
女儿长大后，从上军校到在部队工作，
每次休假回家前，都会在电话里说，最
让她惦记的是家里的“乡味”。时常在
餐桌上，瞧着女儿津津有味地吃着辣味
十足的腊肉、熏鱼，我就会给她讲起奶
奶做“乡味”的往事。

如今，母亲已去世 20多年了，可那
“乡味”，不仅已化作潜藏在我味蕾的独
特记忆，更把用勤劳的双手去创造幸福
生活的那份执着信念传递给我。母亲
走了，她把那裹着情怀和信念的“乡味”
永远留给了我。

母
亲
的
﹃
乡
味
﹄

■
邓
一
非

我小时候，身为军人的父亲长年在
外地工作，于是抚养我的重任便落到母
亲身上。

四岁那年的一个夏夜，一向身体棒
得像只小老虎的我，偏偏因热伤风和盗
汗引发了高烧，浑身烫得像个火球一
般。母亲吓坏了，连忙用自行车载着
我，拼命往医院赶。

从医院返回时，已经是子夜时分。
静谧的小镇街道早已一片漆黑，地面上
却依旧像蒸笼一般湿热。离我家还有
十来分钟路程，而且还要经过一个百余
米长、坑坑洼洼的下坡路。我家在城乡
结合部，当时周围没有路灯。鼻腔里满
是湿润的泥土芬芳，耳畔伴着路两侧田
野里蛐蛐和田鸡此起彼伏的叫声，眼前
不时掠过一两只萤火虫和蝙蝠。闷热

的夜幕中，却不见往昔月亮那熟悉的身
影，母亲只能借着零散微弱的星光，慢
慢地骑着车。

在老家，年轻的母亲因为胆子大而
出名，可我的小手却依稀触摸到她胳膊
光洁皮肤上冒出罕见的鸡皮疙瘩。她
一向车技不错，可当时自行车居然连续
摇晃起来。我早已吓得缩成一团，见母
亲这样，更是浑身哆嗦着，只得紧紧搂
住她。

转眼就到那段下坡路了，母亲准备
下车推着走。这时，身后突然打来两道
近光灯，虽然不是很刺眼明亮，却也把
眼前黑漆漆坑坑洼洼有些积水的路面，
顿时照得亮堂清晰起来。

一阵兴奋和窃喜后，我和母亲却都
突然感到隐隐的不安与惶恐。那辆车
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就跟在我们后面
缓缓滑行——该不会是坏人要下车打
劫吧？我的心顿时扑通扑通的快跳到
嗓子眼了，母亲猛地刹车停住。我俩相
互拉紧双手，回头一看，那是一辆庞大
的货车。

老家是一个重工业煤炭基地，载煤
长途运输的外地货车很多，治安情况也
并不是太好。大姑娘小媳妇夜间出门
就更加提心吊胆，生怕遇到坏人。我的
心不禁提到嗓子眼了。

这时，车的前照灯渐渐暗了下去，
同时驾驶室的车灯亮了。里面，有两名
穿军装的年轻军人摇下车窗，探出头冲
着我们挥手微笑，示意我们放心前进。
揉了揉双眼，我看清了，原来那是一辆
军车。

我们的心顿时豁然开朗起来，微
笑着冲他们点点头。母亲继续骑上
车，在温馨的前灯指引下，小心翼翼
地前进着。这辆军车一直紧跟在我
们身后慢慢开着，直到我们顺利经过
下坡，到家门口，掏出钥匙打开门，才
缓缓驶去。

一转眼 30 多年过去了，后来的我
也成了一名军人。后来，不论是夜晚乘
坐军车带车巡逻时，还是休假自己夜间
驾驶私家车，我总是有意无意放慢车
速，看看路上有没有需要帮助的人。因
为，当年那个子夜里突如其来的一缕灯
光，总在我心里绽放光芒。

那束光教会我用明朗豁达的心境
走过人生中每一次黑暗和寂寞，也让我
更加懂得去关爱和帮助别人……

子
夜
的
车
灯

■
黄
自
宏

与豹子同眠
■雷晓宇

告诉你 我曾经与一头豹子同眠

那真是一头名副其实的猛兽呵

它的每一颗牙齿 都经过寒光打磨

每一根毛发 都燃烧着幽蓝的火焰

它动起来 就有一击致命的速度

彼时 声鸣四野 百草倒伏

他的奔跑

带动了一整座原野的尘土和大风

但此刻 就在我行军床的左侧酣睡

静谧得就像帐篷外的一地月光

古长安的万户捣衣声

我掀开帐篷的一角

和月光一起

细细打量它的每一寸皮肤

每一块肌肉 每一根骨骼

我对它如此熟悉

以至于完全可以蒙着眼睛

拆解它全身的骨头

那严丝合缝的结构

竟是由峻意决念锻造而成的

呵 真是一头名副其实的猛兽啊

我曾从它的体内 源源不断地取出

火焰 箭镞 兵符 史书

每取一次 胸中的山岳就会增高一分

每取一次 故乡的溪流就会涌动一次

但如今 我想到一个更为便捷的方法

告诉你 我要开膛破肚

把它豢养在我的体内

让自己 也拥有豹子的峻意决念

以及豹子面前

那刀劈斧砍的千仞山崖

靶场
■贾常文

统帅的开训动员令言犹在耳

同一块热土 同一种气息

连风都和年初一样 刺骨而硬朗

朝阳清瘦 靶场严肃

十二月 我们踩着备战打仗的节拍

走向军人特有的职责和荣光

尘土飞扬 狼烟自长城外升起

铁甲挺立 喊杀声从历史深处传来

我们都是普通一兵

卧倒 举枪 瞄准

那些蹂躏过这块土地的每一只豺狼

都已倒下 成为过往

那些横亘在复兴征程上的新的困难

正在成为靶标

不管在陆地 太空 还是海洋

扳机一扣

一粒子弹呼啸而出

我听见身上的血奔涌如黄河

我看到残留在脑中的和平积弊

被一一击落

枪声响 尘土扬

一群大秦武士在朝阳下

正生龙活虎 跃马扬鞭

蓝盔勇士
■石鸿辉

身在国外，祖国在心中

新时代的蓝盔勇士

肩负维护和平的使命

守护着蔚蓝和沃土

让世界变得和谐安宁

和平是我们最美的勋章

永不言弃，呈现坚定的笑容

新时代的中国勇士

把人民军队的形象播撒万水千山

扬国威军威，逐梦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