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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第4971期

“下雨了……”军医刘彬缓缓伸出
手，机械地抬头望着有些灰暗的天空，
在他身旁“国际军医接力赛-2020”集训
队队旗迎风飘扬，上面“为了胜利，一无
所惜”的口号鲜艳夺目。

雨滴一滴滴落在刘彬的掌心，微凉
的感触从掌心传来，视线也变得有些模
糊，他咬了咬嘴唇，回过神来。此刻，不
远处的训练场上山呼海啸，而他的前
面，空空荡荡。

集训队刚刚完成了摸底考核，刘彬
的成绩是第 28名，在 30人的正式队员
录取名单里虽然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
但刘彬还是留了下来，只不过和其他 9
名队员一样，是作为替补队员。

一

关于军医接力赛，刘彬似乎总是差
了些运气。

4年前的那个夏天，“国际军医接力
赛-2016”集训队吹响了集结号。刘彬
过五关斩六将，站到了俄罗斯的比武场
上，却因突发伤病倒在了比武前夜。这
件事成了刘彬的心病，4年里他始终憋
着一口气，想打个翻身仗，终于等来机
会，没想到第一轮就被“贬”成替补。想
到这里，他不由得自嘲地笑了笑，他不
信命，但又不得不面对眼前的现实。

夜里，刘彬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
不通，论考核成绩他也能打着“擦边球”
进入正选名单，凭啥当替补？第二天一
大早，他敲响了指导员的门。
“没有人永远 18岁，但永远有人 18

岁啊！”指导员索路话说得委婉，刘彬却
像挨了一记闷棍——“我老了？”直到这
时刘彬才意识到自己已经 30岁了，在比
武场上已经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龄
选手”了。与小自己近一旬的其他队员
相比，发展潜力确实有限。刘彬的专业
知识好、有出国比武经验，队领导觉得
让刘彬担任“编外教练员”对集训队帮
助更大。拥有刘彬这样可以“身兼数
职”的队员，对集训队来说是一件幸事，
对于刘彬而言却有些残忍。

在这个集训队中，每名队员都有自
己的专属袖标。考核成绩靠前的，号码也
会靠前。成为替补队员后，刘彬从队长李
龙贤那里接过了黄色“01”号袖标。虽然
是01号，但毕竟是代表替补的黄色，注定
没有正式队员的红色袖标那样夺目。
“刘军医，来缠绷带啦！”战友的呼

喊声让他回过神来，他应了一声小步往
训练场跑去。今天上午集训队的训练
课目是伤员搬运，他和 9名替补队员的
任务是当“伤员”以及把用过的医用绷
带缠好，为正选队员节省训练时间。

训练间隙，教练员、理疗师、摄像组
将正选队员团团围住。一边进行肌肉
放松，一边通过手持DV对刚才训练中
出现的痼癖动作进行纠正。一步之遥，
“刘彬们”坐在马扎上，伴随着秒针在表
盘上的“滴答”声，沉默而又麻利地将散
落一地的绷带一圈圈缠好。

每个人都希望为国出征，但这个机
会注定不是人人都有。当替补的日子一
天天过去，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和保障中，
刘彬思想上似乎也渐渐接受了这种设
定。“我可能无法亲自上场比赛，但至少能
为集训队出一份力，这是另一种胜利。”刘
彬最喜欢的小说是《老人与海》，老渔夫桑
地亚哥与鲨鱼搏斗的故事无论看多少次
都会令他着迷。或许他不曾意识到，在一
次次相信自己、否定自己、说服自己的循
环之后，他早已经变成了驰骋在自己心海
上的桑地亚哥，在与“运气不太好”的命运
洪流搏斗过程中，似乎同一天过了很多
遍，又好像每一天各有不同。

不同的是路上的风景，同样的是心
中的坚持。

二

刘彬身上大大小小的伤有十几处，
最严重的是背上的一处伤。4年前备战
军医接力赛时，他从云梯上摔下来。打
那以后，只要训练强度一高背部肌肉就
会“发柴”，硬得像一块钢板。久而久
之，刘彬从训练录像里发现自己跑步
时腰背直挺挺的，看上去有些怪异。因
为只有挺直腰板，背部肌肉痉挛的感觉
才能轻一点。
“在这里，每个队员都有伤，这不是

落后的理由。”刚刚训练完的刘彬脱下
上衣，腰上的绷带缠了厚厚三层，早已
被汗水浸透。集训队每周一排名，每月
一淘汰，雷打不动的三个淘汰名额让所
有人一刻不敢放松。除了极特殊情况，
伤病并不能让队长“网开一面”。都说
伤疤是军人的勋章，但旧的勋章换不来
新的荣誉。毕竟，这个集训队存在的意
义是夺冠，而不是感动别人、感动自己。

这种在平常人眼里有些不近人情
的规矩，在集训队员看来却合情合

理——对一个人的体谅是对其他队员
的残忍，在这里一切用成绩说话。

来这个集训队之前，每个队员都是
训练场上的天之骄子。来到这里，他们
的骄傲、自尊、成绩全部清零。共同的
目标只有一个——让中国军队站上世
界比赛的最高领奖台。“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一切为了集体考虑。这就是
为了胜利，一无所惜的真正含意。”这是
集训队成立时旅长讲的一句话，刘彬扎
扎实实记在了本子上。但最近，他又在
后面加了一行小字，“尽人事、再尽人
事，然后听天命。”

尽管竞争激烈，但是队员之间的感
情都很好，他们给每个人都起了“代
号”——跑得最快的肖伟是“闪电”、射
击最好的刘才林是“鹰眼”、年龄最大的
刘彬是“老狼”……

由于训练量大，每天上午 9点半和
晚上 8点半是集训队的“加餐”时间。每
到这时，队员们就会围坐在一起，轮流表
演节目。这次轮到刘彬，队员们立刻开
始起哄：“老狼，老狼，来一个！”刘彬想了
一会儿，从垃圾袋里翻出几个吃剩的橘
子皮，用针线将它们缝回原样。看着大
伙疑惑的眼神，他大手一挥，高声宣布：
“伤员救治完成，2分 37秒！”逗得大伙哈
哈大笑，这算是队员们难得的娱乐。

在这里，一天的共同训练时间超过
12小时，45分钟的午休时间就显得格外
珍贵。吃过午饭，房间里静悄悄的，不
一会儿响起了阵阵鼾声。刘彬像往常
一样来到理疗室，为队员按摩推拿。没
人的时候，就坐在椅子上眯一会儿。

集合的哨声响了，队员们一跃而
起，集合带出。忽然雷声大作，下起雨
来。伴随着瓢泼大雨，刘彬随着队伍，
脚步铿锵地向训练场进发。旅歌穿透
雨帘愈发嘹亮高亢。

在泥水里摸爬滚打一下午，刘彬背
上的旧伤又隐隐作痛。但他还是坚持
完成了所有训练，这是刘彬最后的倔
强，也是每一名替补共同的自尊。

三

终于，刘彬等到了一个没有结果的
机会。

不久前，正选队员张宝丹因足部伤
口感染，不得不手术治疗。因为军医团
体赛课目需要结对子练习，刘彬戴上了
红袖标，暂时成为一名正式队员。

不过他心里清楚，张宝丹年龄小、底
子好、训练又积极刻苦，是队里的种子选
手。张宝丹伤愈归队后，他会再次回到
替补队员“01”的岗位上。个人利益服从
集体利益，这是一名军人最基本的觉悟。
“咋可能不难受呢？人又不是工

具。”刘彬答得实在，笑得苦涩，眼神却

明亮而坚毅。光越明亮，影子就会越黑
暗。只在需要的时刻出现，这就是替补
存在的意义。

可能刘彬报名参赛时也没有想到，
4年前留下的遗憾，如今可能要用更大
的遗憾来为这段旅途画上句号，他真的
能够释怀吗？

高挂在集训队门前的倒计时牌子
安安静静地走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距
离出国比赛的日子只剩 22天了，距离确
定最终名单的日子还有两天。
“同志们，很遗憾地通知大家，因疫

情影响，本次军医接力项目取消了。”队
长的话如同一声霹雳，炸得整个集训队
鸦雀无声，听到这个消息后所有人的眼
眶都红了。刘彬甚至不记得自己是怎
么回到宿舍的，直到微微的啜泣声传
来，他才回过神来。不少队员都哭了。

刘彬微微叹了一口气，心头五味杂
陈。他轻轻拍着几个弟弟的肩膀，他们
中有正式队员也有替补队员，有因为伤
病早就与大名单无缘却依然坚持参训
的“刺儿头”，也有整整 7个月没能回家
照顾孕期妻子、连生娃都没能陪在身边
的“坏”爸爸。谁也没想到，在付出了这
么多、经历了这么多、期盼了这么多之
后，所有人都成了“替补”。

那一天，刘彬找指导员请领手机，
却迟迟没有勇气拨通家中电话。终于，
他做好了准备。当电话那头传来母亲
温柔的声音时，他还是忍不住哽咽了：
“妈，我没法出国比赛了。”

电话那头的反应让刘彬感到窒息，
“是因为没考好吗？”电话里妈妈的声音
有些小心翼翼，似乎生怕伤到儿子的自
尊。以往最大的心灵慰藉此刻却成了最
沉重的负担，失败、愧疚、无助的感觉像
一只八爪鱼，将刘彬的心一点点缠紧。
“受国外疫情影响，这次比武取消

了。”挂掉电话，刘彬眼泪像断了线的珠
子一样掉下来，房间里除了眼泪落地的
声音什么也没有。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
心处。

没有比武场，也没有鲜花和掌声，
集训队要解散了。这支没有出现在公
众视野中的集训队仿佛从来就不曾存
在过，只有晾衣场上一双双泛白的作战
靴记录着一群替补的故事。
“来年再战！”微笑着与队员们道别

后，刘彬发了一条朋友圈，为这场为期 7
个月的集训画上了句号，马不停蹄地奔
向500公里外的野外驻训场。

刘彬朋友圈的背景墙，是 4年前中
国代表队从俄罗斯凯旋后留下的照片。
照片中刘彬的脸被太阳晒得黑红，他站
在夺冠队员们的身后，腼腆地笑着。

除了胜利，别无所求；为了胜利，一
无所惜。刘彬如此，集训队的队员们如
此，每一位中国军人亦如此。

兵 峰
■宋子洵 张润泽

父亲离开我们 20年了。我只要进
厨房看见那个他背了很多年的行军锅，
眼前就会闪现父亲的身影，仿佛他老人
家还生活在我们当中。

1944年，父亲是被国民党军队抓去
当壮丁的。国民党军队在一次战役中
败北，他们这些新兵就成了解放军战
士。从此，父亲随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
直打到海南岛。

1950 年 10 月，父亲随中国人民志
愿军跨过鸭绿江，一走就是 3 年。因
战场环境恶劣，加上父亲是侦察兵，
频繁担负侦察任务，3年里，没有给家
写过一封信。突然有一天，当地政府
敲锣打鼓为爷爷奶奶送来了喜报：父
亲在朝鲜战场立了大功！爷爷奶奶
闻讯后先是哭得荡气回肠，继而高兴
得手舞足蹈。不仅因他们的儿子给
祖上增添了光彩，更为儿子还活着喜
极而泣。

父亲参加大小战斗无数次，身上伤
痕累累，获得过多枚军功章，但每次让
他讲讲其中的故事，他都三缄其口。

经历过枪林弹雨和生活磨难的父
亲，心态平和、豁达，对功名利禄、荣辱
得失看得很淡。

记忆中，父亲始终保持着一名老战
士的战斗情怀，连平时最爱哼的歌都是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但每到清明节，他都神情黯然，喃喃地
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好
多战友都牺牲了……”有一次，我儿子
翻出一张老照片问：“这些人都还在
吗？”他摇头叹息：“都不在了。”父亲回
忆：一次，在朝鲜战场执行夜间侦察任
务，他不慎掉到壕沟里。锋利的冰碴将
他的手和脸都划破了，刺骨的冰水浸透
了全身。饥寒交迫中，战友拉起他并从
兜里掏出仅有的一小块饼子，给父亲吃
了。随后，俩人咬紧牙关、硬撑着，坚持
完成了任务。父亲抚摸着照片，面对牺
牲战友，老泪纵横……

我出生时，赶上 3年自然灾害，刚会
吃饭就挨饿。身为后勤干部的父亲，从
不动用一粒军粮。他牢记军人使命，吃
苦在前、享受在后。每逢节假日，父亲
让同事休息，自己值班。父亲转业后，
母亲没工作，他们上有年迈的爹娘，下
有五个嗷嗷待哺的儿女，日子过得十分
紧巴，父亲却主动把涨工资的机会让给
了别人。去年清明节，一位得到父亲关
照的战友的儿子，代表全家来到父亲墓

前，给父亲重重地磕了三个头，话里话
外说的全是父亲的好。

那时，父亲所在部队不断换防，母
亲就带着我们跟着父亲一次又一次搬
家。后来，部队换防到了父亲老家，他
积极操持，为家乡筹集资金盖了第一幢
楼房，就是政府招待所大楼。一次，回
老家，我在一家饭店吃饭，饭店老板认
识我父亲，他说父亲是位了不起的军
人，曾为家乡做过很大贡献，竟然要给
我免单。我当然不能接受，但心里却为
父亲感到自豪。

那年，家乡遭遇 50年一遇的洪水。
父亲那时已经 70多岁了，患有喉癌，经
历了手术和化疗。当洪水泛滥，灾难降
临，他立即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既是指
挥员，又是战斗员。在暴风雨中他带领
大家连续奋战多个小时，修渠筑坝，手
磨破了，嗓子喊哑了，终于战胜了洪
水。洪水淹没了乡亲的房屋及食物，当
时父亲也因疲劳过度倒下了，但他还是
坚持着和母亲在烟熏火燎中给几十位
受灾群众做饭吃。人们吃着热乎乎的
饭菜，流着眼泪说：“感谢您带领我们战
胜了洪水！”乡亲们夸赞父亲是个情系
人民、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

晚年的父亲，变成了一个更加慈
祥的老人。他把记有我放假日期的日
历折上，为的是提前张罗好饭菜。我

每次回家，父亲都要系上围裙上灶，他
精心准备的火锅是我们兄妹记忆深刻
的美食。

我结婚时，父亲拿出他在战争年代
背了好多年的行军锅，作为特殊的嫁妆
送给了我。这是一个直径 24厘米的精
钢锅，当年父亲背着它冒着枪林弹雨外
出侦察，用它盛河水、化雪水、煮食物。
虽饥一顿、饱一顿，却出色地完成了战
斗任务。这只行军锅，因饱尝战火硝
烟，成为父亲最心爱的物件。父亲把他
的无价之宝送给了我，这里不仅盛着一
个老战士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更蕴藏
着一位父亲对子女的叮嘱与厚望。

我几乎每天都用父亲的这只行军
锅熬粥，它被我擦拭得锃光瓦亮。每次
看见它，就仿佛看到纷飞战火里奔袭的
侦察兵、机智勇敢深入敌后的侦察排
长、身着校官服英武帅气的军官，就感
觉我亲爱的父亲一直都和我们生活在
一起……

行 军 锅
■赵书平

著名书法家李铎走了。他人生的这
幅书法长卷，在这个秋天落款、封印，至
今墨迹未干，余温犹在。

李铎生前曾极其郑重地开过两
次家庭会议，他说：“凡是与书法艺
术有直接关系的原作和实物，一律不
作为遗产，只作为捐献品，捐献给国
家……”

李铎在捐献仪式上表示：“军博
是我工作生活了 56 年的地方，是培养
我、见证我一步一个脚印成长的地
方，将我的这些作品、藏品捐献给军
博，物尽其用，就是这些作品最好的
归宿……”

90年的风雪落在他的白发上，忆往
事如云烟。

幼年学艺饱受艰辛，吃苦如饴。当
兵打仗，战火中枪林弹雨，命悬一线，无
暇临帖摹字，他便留心各处匾额，以铅
笔速记于碎纸片，于硝烟间细品。上世
纪 50 年代，他以讲解员身份从信阳步
校调入军事博物馆，对书法痴迷练习已
近癫狂。

烧过多少习作，才敢提笔如锋；八锋
藏不住，才喜怒一笔间。作为书法家，字
是承千古而弥新；作为军人，他以文载
道，在书中注入灵魂。

书法之法，是人之法，更是精神的
图腾。

胡肥钟瘦、颜筋柳骨，或落纸云烟、
或仙露明珠，各人有各法。

习书千卷，最终独成一家。
写《千字文》，他继承古人集大成的

文化精髓；写前后《出师表》，他诠释诸葛
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义……

他秉承这样一个信念，军旅书法家
要向更高的文化阵地冲锋！

兵者，当习兵法。将中华五千年军
事文明重摹再刻，多少外国军队在学习
中国兵法，这说明古代兵法穿越时空，仍
在发光发热，早已高于战争策略，而成为
一种哲学。

兵法千丛，《孙子兵法》傲视群雄。
历经数年，李铎所书《孙子兵法》恢

宏出世，总长 220余米、高 70厘米，按原
大 1∶1 刻制成碑。90 年代初在军博展
出，气势雄浑，蔚为大观。

他笃信艺术要有价值就不能钻到
书房里写，写就在人民需要的地方
写，在战士们需要的地方写。一生
中，他不停地行走于高山哨所、边防
海岛。为满足战士心愿，他不顾年近
花甲、不惧山高路险，四次于隆隆炮
声中穿越百米生死线，亲临阵地、钻
进猫耳洞，先后书写了“钢铁阵地 军
威远震”“雄关卧虎 国门盘龙”“英雄
碧血铸成钢铁阵地，浩然正气化为慑
敌长虹”等 200幅作品，将书法作品注
入真实的热血澎湃和浓郁的家国情怀。

抗洪抢险、抗击非典、抗震救灾……
国家有难，人民有难，只要有需要，就义
不容辞。

回报家乡，不忘桑梓。在他的家
乡湖南醴陵，他捐资乡镇政府、中小

学、贫困家庭，捐建敬老院、卫生院、农
民图书馆，不遗余力地为家乡发展贡
献力量。

几十年来，他对党、对国家、对人民
军队的感激之心始终未变，这是他的根
本信仰所在，也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不会变的。

李铎曾说，他有三个家：一个是湖南
醴陵易家渡，这是生他养他的老家；二是
参军后到军政大学、某集团军，再被推荐
到河南信阳步校，这是锤炼他的熔炉；三
是 1959年调到军事博物馆，这是他待的
时间最长的一个家……

1959年，正是建馆伊始。在馆前东
头位置，29岁的李铎和朝气蓬勃的同事
们一起挖坑换土，种下一棵松树。历经
流云飞转、雨雪千阳，如今这棵松树已巍
巍如巨，迎接着每一位天南海北慕名来
到军事博物馆参观的观众，代替着一位
老兵默默行着注目礼。

这棵树还在不断生长、不断牢固，
两人已合抱不住。因为它知道，长得
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就能望见高耸入
云的军徽，并永远沐浴在军徽的光芒
之下。

9月 23日，秋风寒柏。送别李铎的
仪式，简朴肃然。有亲人守护在身边，
为他盖上庄严的党旗，有战友身着戎
装来送他最后一程，更有书法家献上
笔走龙蛇的挽联。山静默着，天空静
默着，所有人静默着。然而军事博物
馆里他工作室的写字台上，已铺好了
宣纸，研好了墨色，却再无人蘸墨掭
笔。下笔三军阵，挥毫百万兵。镇纸，
在苦苦等候主人。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铎铎于声空谷
留音。

从此以后，天涯明月，我们和李铎先
生只能——见字如面。

标题书法：张 继

■
李
庆
文

一个士兵是一座山峰，一支雄

师就是一道长城……

——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