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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境

红旗，体现着中国革命的色彩。从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山下旌旗在望”到
中央苏区“风展红旗如画”；从两万五千
里长征“红旗漫卷西风”，到 1949 年 10
月 1日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从离别韶
山 32年作“红旗卷起农奴戟”，到重上井
冈山“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
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些诗句都让人
感受到“红旗”在毛泽东诗词中的重要
位置，“红旗”是毛泽东诗词中反复出现
的重要诗词意象。

1928年 8月，陈毅向中共中央汇报
红四军情况时，曾以称赞的口吻说：“秋
收暴动最先挂了红旗。”1927年 8月 1日
南昌起义，起义队伍挂的还是国民党的
旗帜，直到 8月 30日南下的起义队伍离
开汕头时，中共中央才抛弃了国民党的
青天白日旗，下达了挂红旗的决定。

而早在此前的8月20日，毛泽东即以
中共湖南省委名义向中共中央报告：我们
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
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旗子已成军
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
旗子。秋收起义前夜，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师部赶制了 100面有镰刀斧头的红旗。
毛泽东《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
命，旗号镰刀斧头。”

秋收起义后，红旗插上井冈山。在
井冈山两年多的时间，毛泽东诗词中也
频繁出现“红旗”意象。比如：“山下旌
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西江月·井冈
山》）、“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清平乐·蒋桂战争》）、“山下山下，风
展红旗如画”（《如梦令·元旦》）、“头上
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减字木兰花·
广昌路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
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
次大“围剿”》）等。

1930年 1月的《如梦令·元旦》：“宁
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
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
旗如画。”这首诗，既感受现实，更关注理
想。正如毛泽东在同年同月写的《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文章中描绘的那样：“它
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
顶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
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
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
一个婴儿。”一诗一文，展现了红军战士
的必胜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34年 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红军战胜千难万险，

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是红旗，是理想信
念，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崇高理想而宁
可奋斗牺牲的精神。1935年 10月，在长
征到达六盘山时，毛泽东作诗：“天高云
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
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
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清平乐·六盘山》）《实录毛泽东》这本
书中，记载了当年战士的回忆，“战士们
举着的红旗在迎风招展，我们的队伍像
奔腾的铁流，涌向前方。此情此景，真是
壮观万分，我们的心情也实在难以用语
言表达。”1935年 10月是个节点，此前一
年，长征开始；此后一年，胜利会师。此
前 14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再过
14年，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经过“风卷红旗过大关”“壁上红旗飘
落照”“万水千山只等闲”“百万雄师过大
江”后，毛泽东终于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
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红旗情
结”始终没有减退。1950年 11月，在抗
美援朝关键时期，柳亚子在《浣溪沙》中
写下“天安门上万红妍”。毛泽东作《浣
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则写道：“妙香
山上战旗妍”。

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离别32年
了，毛泽东感慨万千，作《七律·到韶山》：

“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
毛泽东的诗词为什么能够脍炙人

口、广为流传？首要原因就是他的诗词
深刻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
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跳动着历史的脉
搏，闪耀着精神的光芒，激励着亿万中
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此
外，毛泽东诗词中蕴含着巨大的艺术力
量：主题重大，展现的是崇高的革命精
神，豪迈的民族气魄，传递的是生生不
息的精神火炬；意象生动、鲜明，具有很
深的艺术感染力。毛泽东诗词中频频
出现的“红旗”意象，代表着革命的斗争
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洋溢着革命浪漫
主义气息和催人奋进的力量。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
厚的自信，很多中华民族的经典诗词都
生动反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自信，
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进入新时代，诗词必须反映新时代的思
想，体现新时代的情感，采用具有新时代
特征的语言，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思想性
和艺术性相统一，才能为人民群众所喜
爱。在这方面，毛泽东诗词给我们以深
刻启示。毛泽东诗词中的“红旗”意象，
也成为中华诗词中的经典意象，永远存
在于文学史中，激励着新时代的奋斗者
不断奋发图强。

风 展 红 旗 如 画
—品悟毛泽东诗词中的“红旗”意象

■王 军

老宋不老，四十多岁，身材健壮，方
脸阔口，鼻梁上架了副眼镜，透着斯文。
老宋全名叫宋代军，是中国第7批赴马里
维和医疗分队一名放射线技师。除了本
职业务素质过硬外，老宋还有一项令人
佩服的“中国功夫”——植树、种菜。

不来马里不知道还有这么酷热的环
境。12月份，国内的东北地区已滴水成
冰，马里却依然赤日炎炎，着实让这批来
自黑龙江的维和队员长了见识。此时已
是马里最凉快的季节，每天最高温度仍
在30摄氏度以上。

与国内的四季不同，马里一年只有
三季：热季、雨季和凉季。由于加奥维
和任务区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缘，雨季也
下不了几场雨，短短的雨季过后直到下
一个雨季来临之前，不会再有一滴雨水
落下，干涸的大地覆盖着厚厚一层红土
粉末，一脚下去尘烟四起。

现在正值马里的凉季，放眼望去，野
草都枯死了，灌木丛零星地点缀在干涸
的土地上。而联合国驻马里综合稳定团
中国二级医院营地，却是另一番景象。
前几批维和队员栽种的树木有的已经碗
口粗，郁郁葱葱的树冠繁茂生长。

一个月前，队里组织人员对树冠进
行了修剪。剪下的树枝被扔到一边，老
宋看到后突发奇想，将树枝截成一段一
段插在了土里。

“这能活吗？”看着老宋忙活，我不
解地问。
“说不好，万一活了呢。”老宋不紧

不慢地说。
从那以后，每天雷打不动，老宋要

给那些树枝浇三遍水。水在马里是宝
贵的，不能浪费，浇地的水都是用处理
过的生活污水。虽然按时浇水，但中午
骄阳炙烤大地，粗粝的沙土被晒得发
烫，我总觉得老宋是在白忙活，辛辛苦
苦地做了无用功。

20多天过去了，老宋依然如旧。有
一天，我好奇地过去看了一眼，惊讶地
发现有几截树枝上竟然冒出了绿豆大
小的嫩芽。翠绿的嫩芽抱作一团，还未
张开，和那干枯的树干形成强烈对比，

在这满眼枯黄中，只是那么一点点就让
人看得心生欢喜。

老宋还是一脸平静，说：“等到长大
点就把它挪到其他地方去，咱们为以后
的维和队员多留下点绿色。”
“你这是应了那句老话，‘有心栽花

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啊！”我给老
宋竖起了大拇指。

其实，老宋自来到维和任务区，空
闲时间就跟“种地”较上劲。水是生命
之源，没有水咋办？戴着眼镜的老宋一
看就不是蛮干的人，他发现每台空调工
作时都会滴下冷凝水，在滴落冷凝水的
位置，他埋下丝瓜、黄瓜的种子，没想到
靠着那滴滴冷凝水，一粒粒种子竟然生
根发芽了。在老宋的精心照料下，在这

“叶菜不长叶、瓜菜不结瓜”的地方，收
获了根根翠绿的丝瓜、黄瓜。

老宋说，你别看现在种的植物长势
喜人，其实刚开始不是这样。种子种下
去，浇上水两三天就能发芽，可就是不
长个。出身农家的老宋知道，这是因为
土壤没有腐殖质，光靠上化肥不管用，
必须得改良土壤。咋改良？他先搞了
一块试验田，到处收集枯草败叶、果皮
烂菜，埋在红土下面。你还别说，过了
一段时间，种的菜开始长个了，丝瓜结
的一棵比一棵多。老宋把这点改良后
的土壤当宝贝疙瘩似的装在矿泉水桶
里，分散到很多地方，这才有了后来空
调下面结出丝瓜、黄瓜的喜人景象。
“离瓜果飘香虽然还有差距，但也

算是小有成就了。”老宋高兴地说。他
时不时会摘几个嫩丝瓜拿到炊事班，洗
净切片放到煮沸的水里，再打几个鸡蛋
进去，便是一锅新鲜美味的丝瓜蛋花
汤，大家就有了口福。那种丝瓜特有的
清香气味，让人忍不住想多喝两碗。

老宋对我说：“你看在这样恶劣的环
境下，只要我们用心守护，种子依然会开
花结果，树木仍能开枝散叶，生命就会有
奇迹发生。这不正像我们的维和工作么，
播种下希望，守护和平的种子萌芽生长。”

老宋计划着，在完成任务回国之
前，要栽种下 30棵树，把更多绿色留在
营区，留在马里。

上图：在宋代军的精心培育下，黄

瓜种子生根发芽、结出果实。

张铁梁摄

“蓝盔”老宋的“绿色梦想”
■张铁梁

“今天为连队过完生日，我就要转
业了！”即将离开部队的四级军士长董
永超，在切蛋糕时忍不住感叹。一旁的
连长安慰道：“老董，连队就是家，以后
常回家看看！”

12 月 1 日，是第 81 集团军某旅合
成三营“功臣号”坦克连的 74岁生日。
1945 年 12 月 1 日，连队前身东北坦克
大队在沈阳马家湾子成立，这是我军组
建最早的一支装甲兵部队。我军历史
上的第一辆坦克、现藏于军事博物馆的
“功臣号”坦克就出自该连。

董永超是连队的底盘技师，从军
16载，他始终兢兢业业。两年前，连队
调整转隶到第 81集团军某合成旅，新
装备信息化程度高、操作难度大，他带
着连队战士挑灯夜战，翻阅大量资料，
研究装备操作维修手册，用最短时间掌
握了新装备的各项技能。

年初，连队考虑到他即将转业，选
出新的底盘技师李志军。可老董担心
新技师经验不足，一直坚持到今年秋季
换季保养后才彻底脱离技师岗位。在
换季保养期间，他梳理这些年来的工
作，整理了一份工作手册送给新任技
师，还手把手地将许多“独门绝技”教给
战友们。用他的话说，“功臣号”的财富
要代代往下传。
“铁甲，冲破敌人的堡垒；战旗，

插在胜利的高地，勇往直前是战斗的
姿态，战无不胜是英雄的豪迈……”
这场特殊的生日会在连歌《功臣号战
歌》中拉开帷幕。这也是 74 年来，官
兵第一次为连队举办生日会。大家
提前制作了条幅，准备了生日蛋糕，
还为连队门口的“功臣号”坦克雕像
系上了大红花。
“作为连队老兵，我虽然和大家不

在一个营了，但我一直都关心咱们连队
的发展，这份感情是无论何时都割舍不
掉的。”合成二营营长赵建新作为特邀
嘉宾为生日会致辞。2006 年，赵建新
还是“功臣号”坦克连的一名班长，他和
战友们共同参加了原北京军区比武，为
连队夺得“军事训练一级连”的荣誉。
与他并肩战斗过的刘参参回忆起当年
比武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比赛武装
十公里奔袭，是赵班长拉着我跑完最后
一公里。”

如今，昔日的班长已经成为营
长，昔日的战士也走上班长的岗位。
经历过多次重大任务的考验，刘参参
成为“功臣号”坦克第 37任车长，还担
任着连队的通信技师。在代代传承
中，战友们亲如手足的情谊、对集体
荣誉的珍视，让连队官兵紧紧凝聚在
一起。

连队先后历经 5次转隶调整，但始

终不变的是官兵“一颗红心当功臣，一
往无前打头阵”的士气，和“车听我的
话，我听党的话”的连魂。

作为生日会的一部分，连队参加过
重大任务的战士都要站在“功臣号”雕
像下，为战友们讲一讲自己的故事。从
国庆阅兵场回来的“蓝盔勇士”党高超，
第一个开讲。在阅兵村备战前期，他对
训练强度不适应，两脚肿胀，疼到难以
行走。在阶段考核中，曾被定为替补队
员，这让他心情低落萌生了放弃的念
头。他打电话向指导员倾诉，指导员鼓
励他说：“你是我们‘功臣号’坦克连的
传人，要像‘功臣号’那样勇往直前，才
能战无不胜！”党高超咬牙坚持着，最终
成功重返方阵，在国庆节那天光荣走过
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
他在生日会上说：“这个月也是我的 24
岁生日，能与连队一起过生日，我觉得
特别有意义！”

得知连队要举办首个生日会，连
队的许多退伍老兵也特意发来祝福
视频。“大家好，我是连队的前任指导
员姜向龙，作为‘功臣号’连的老兵，
祝福我们的连队越来越好，也希望战
友们传承好‘功臣号’精神，为连队再
立新功。”

活动最后，官兵在“功臣号连生日
快乐”的横幅上写下祝福、签上名字，合
唱《生日快乐歌》。

我
为
连
队
过
生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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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
涛

周
格
格

初冬时节，大漠戈壁风沙

弥漫。武警甘肃总队新训二大

队训练场上杀声阵阵。战术基

础动作训练后，新战士们的身

上、脸上全都沾满尘土，但大家

毫不在意。休息间隙，他们围

坐在一起谈笑风生，自信笑容

洋溢在年轻的脸上。

侯崇慧摄影报道

青春笑脸

连队官兵一同切蛋糕，祝福“功臣号”坦克连74岁生日快乐。

孙世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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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军营

奋勇争先、踏雪飞奔……初冬时
节，在素有“雪域孤岛”之称的玉其塔什
边防连，一场别具特色的“雪地赛马”如
期举行。整装待发的骑手们如上弦的
箭，只待发令哨响。

玉其塔什边防连位于中吉边境，地
处新疆南部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天然
草场。一进入冬季，这里便成为皑皑雪
原。执勤之余，官兵或在雪原纵马驰
骋，或成班排进行骑乘训练，每隔一段
时间连队还会组织大家举行“雪地赛
马”。不仅锻炼了官兵的骑术，还能愉
悦身心，为寒冷寂静的哨所增添了不少
欢乐。
“嘟——”发令声响起，骑手们“嗖”

地冲向前方，身后扬起道道雪烟。他们
左手引缰，右手执鞭，不停地挥鞭加
速。军马翻蹄亮掌，雪沫翻飞，仿佛在
雪海踏浪。

一班长马海朝一马当先，冲在队伍

的最前面。可跑着跑着，他的坐骑“红
旋风”，一不小心踏进了被雪覆盖的旱
獭洞，虽然有惊无险，但“红旋风”的速
度却慢了下来。

来到一处冰面，四级军士长、五班
长王彩云使劲抽打了一下马屁股，他和
坐骑“闪电”纵身而起，在空中划出一道
漂亮的弧线，顺利跨越过冰面，并一举
抢得领先位置。尾随其后的中士吴宁
不甘示弱，紧紧追赶。赛道两旁，战友
们激昂的呐喊助威声响彻雪原。

参赛人员全部越过冰面障碍后，来
到一个拐弯处，马术娴熟的吴宁瞅准时
机，使出浑身解数，快速挤进内道成功
反超了领头的王彩云。正当吴宁面露
得意之色，不料他的坐骑“红毛”却被山
上滚落的雪球惊吓到，意外偏了缰，等
他再次回到赛道上，已被其他人远远甩
在了后面。

过障碍、越冰河、穿峡谷，一路过关
斩将，王彩云与坐骑“闪电”默契配合，
最终拿下小组第一名的好成绩。

喝彩声打破了雪原的寂静，赛道
上，第二轮比赛的号角已吹响。

雪地赛马乐边关
■孔祥萌 刘 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