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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容镜，也称军容风纪镜，到了武
警部队，则叫作“警容镜”或“警容风纪
镜”。军容镜一般立于连队营房的公共
区域，诸如楼梯口、走廊等处。镜子大
小不一，以立地式居多。兵们的营区生
活，与军容镜有着密切的关系。

军容镜，顾名思义，是军人们整
理军容的镜子。军容，指向的是部队
或军人的外表、纪律、威仪等。兵们
理解为军人的形象，再具体一些，就
是穿衣戴帽和个人卫生。《内务条令》
对军人的着装、个人卫生等方面作出
了具体的规定和要求，许多方面甚至
精确到厘米。即便是女孩，只要成为
女兵，长发要被剪短，妆容也要被洗
去。凡此种种要求，都基于军人这一
特殊职业的需要，其中许多的规定还
是基于鲜血换来的经验。当然，男兵
的发型，也必须在条令规定的几种中
选择，发长也有严格的规范。无论女
兵还是男兵，到营区后的第一次理
发，似乎都有一种仪式感和象征意
义。营区对兵们的军容要求是全面而
细致的，头发问题，仅仅是他们最先
遭遇或印象最深的。因而，老兵会对
新兵说，到部队嘛，一切从头开始。
此言，当然是一语双关。

新兵对条令的理解和执行，有很多
情况要依靠班长和老兵的目光、表情和
语言。尚未读懂军营的新兵，站在军容
镜前往往会不自信。班长、老兵，就成
了新兵最直接的军容镜，新兵们也会生
出军容镜无处不在的感觉。
“新兵样”和“老兵相”的差别，在营

区中往往一眼可见。也就是说，从一个
兵的言行举止，可以辨别出兵的新老。
当兵们立于军容镜前，这一原则同样适
用。下连之后，新兵对条令大多烂熟于
心，条令意识也在心底里生根发芽。再
面对军容镜时，新兵已能进行自我对
话，进行老兵所说的“军容自纠”。新兵
照镜子，从帽徽到鞋带，这种自上而下
的检查，往往比对着镜子挤脸上的小疙
瘩还用心和细致。这时候的新兵，会用
挑剔的目光浑身上下扫，两只手这儿拽
一拽那儿理一理。

军容风纪检查，是连队的一项经常
性工作。遇有上面来工作组、部队参加
大型活动等还要临时抽检。兵们走在
营区里，还要提高警惕，严格的纠察往
往是来去无踪，却又无处不在。日常生

活中，班长、干部的眼神也会时刻瞄着
你。一个兵如果军容不整，着装不符合
要求，大致也就和作风稀拉、自身要求
不严画上了等号。

这样的等号，没几个兵能扛得动。
在检查前，新兵先是自行收拾好，然后
让战友帮着挑毛病，再然后就是到军容
镜前进一步自纠。所以，每到检查的哨
音快响起时，军容镜前聚的兵最多，大
多为新兵。军容镜前，还常有一对对的
新兵面对面相互帮着拾掇拾掇。

新兵心里有根尺子，可还没到以心
为镜的境界，只得经常到军容镜前照一
照。老兵就不同了。老兵用身体感觉
一下，顶多用手摸一摸，就知道哪儿与
条令不符。有了这本事，老兵比起新兵
来，和军容镜打交道的机会就少得多。
兵们在外出前，往往会有一个习惯性动
作——在军容镜前照一照。不管兵们
做这一动作的认真程度如何，他们最终
要以最规范的军容走出营门。

当军容镜里所隐藏的条令和规章
制度已经成为兵们的下意识时，军容镜
的功能就不仅仅是为了自查自纠军容
风纪，而是会映射出兵们特定的情感和
私人生活。

那些想换换头型也换换心情的
兵，会迫不及待地跑到军容镜前欣赏
自己的新形象，咧着嘴笑。如果是两
个“刚健型”凑在一块儿，军容镜就
成了他们表演小品的舞台，就看他们
乐啊闹吧，你笑我我笑你。有的理发
员，专门选在军容镜前为兵们理发。
一个新发型在诞生的过程中，常有不
少兵围观。有了镜子，就有了互动的
媒介。原本严肃无比的军容镜，被兵
们感化出一幕幕温情，青春、快乐的
笑脸在镜子内外流动。

新兵喜欢在军容镜前打量自己，练
练敬礼的动作。不是为了训练，多是自
我欣赏、自我陶醉。晋衔了，佩戴上新
军衔，兵们会在第一时间站在军容镜前
瞧瞧，依然是自我欣赏、陶醉。根据天
气的变化，一年中兵们要换好几次装。
刚换装那天，不少兵们到军容镜前亮亮
相仍是这种心理使然。

到了每年的退伍季，老兵们也开始
在军容镜前停留，复杂的表情之下潜藏
着同样复杂的心情。这时的老兵，目光
散淡，让人无法捉摸他究竟想从镜子里
看到什么。临近退伍命令宣布的那几
天，总有老兵在军容镜前踟躇。一些不
想让别人探悉自己心理的老兵，常以飘
忽的姿势从镜子前闪过。他们想照照
军容镜，却又不愿让别人看到。倒是一
些外向的老兵，大大方方地在军容镜前

呆立很长时间，别人注意到他的举动，
他会故作轻松地说：“照一回少一回了，
没几天照的了。”语气里流露出对军营、
军装的深沉眷恋。

笔者曾多次在老兵退伍期间去连
队采访，留意穿着摘去军衔标志的军装
或者干脆着便装的老兵在军容镜前的
表现。几乎所有的老兵总要特意在军
容镜前照一回，动作是随意的，表情是
沉重的。当我问及他们这种时候照军
容镜是什么样的感受，很多老兵都这样
说：“照着玩呗，这镜子已不是给我用的
了。”我明白他们话中的含义，失去了真
正军人的着装，他们在军容镜前或许会
突然变得不再自信。

老兵从军容镜前走过时，脚步慢
了，目光向镜面闪烁。镜里的他，已不
再是他熟悉的他。伴随这种陌生的感
觉一起涌上心头的，还有淡淡的忧伤。

有一年冬季，一位第二天就要踏
上返乡路的老兵和我谈起了军容镜。
他看似漫不经心地聊着，“现在营区不
像以前了，战士自己基本上都有小镜
子，洗漱间里也有镜子，可军容镜还是
最让我们心动的。其实，营区里的一
草一木都让我心动。我当新兵时，听
老兵说起营区的这样那样东西，说得
神采飞扬，心里就想，老兵你就吹吧，
东西就是东西，它不是人，没有生命，
哪有你说的那么多故事和感情？看到
一些写营区里东西的文章，要么把东
西拟人化了，要么动不动就和军人的
生活色彩和营区文化挂上钩，我也不
完全认同，总觉得有故弄玄虚、无病呻
吟的嫌疑。是的，从文学的角度，世上
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有意味的，可进
入生活，是另一回事。就说军容镜
吧。我在新兵连时的班长就把军容
镜说得特别玄乎，说军容镜就是条令
的化身，有关军容风纪的内容全嵌在
镜子里；说军容镜记下了一个兵当兵
的历史，每一点成长都能从镜子里找
到；说军人就是在军容镜前一天天成
长起来的，军容镜见证新兵到老兵的
全部生活状态。说实话，我当新兵
时，对班长还是相当尊敬的，可他对
于军容镜的这类宏论，我始终不以为
然。可是，这几年兵当到头，我才发
现，我的新兵班长对军容镜的看法一
点儿没错。”

我对这位平常爱写诗的老兵说，军
容镜是面镜子，又不仅仅是一面镜子。

那天我们俩坐在走廊里聊了很
久。不远处的军容镜有一半沐浴在
冬日午后的阳光里，折射出炫目的
光芒……

军容镜
■北 乔

2020 年 4月，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
学中心援疆医疗队来到了察布查尔县，
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医疗帮扶。

察布查尔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的西部，伊犁河谷盆地、伊犁河南岸。这
里风景如画，有不少名胜古迹令人心驰
神往，但医疗队的专家们一路上聊的都
是到县医院后工作怎么开局，自己能干
些什么，当地群众有多少困难医疗队可
以最大限度地帮助解决等问题。队长葛
承法去年刚执行完国庆阅兵任务，归队
后第一件事就是向中心党委请战要求前
往新疆执行扶贫任务。细心的他当然知
道队员们的心思，在刚刚抵达县城的当
天晚上，临时党支部就召开了一次全体
党员大会，强调纪律，进行分工，初步规
划了接下来要完成的任务。

解放军医疗队到来的消息很快传遍
了这个小县城。虽然这已经是医疗队帮
扶察布查尔县的第十个年头、第 17个批
次了，但在当地老百姓心中，这仍是个让
人兴奋的好消息。不用乘车辗转去往伊
犁州或乌鲁木齐的大医院排队看病做手
术，这对 65岁的维吾尔族阿姨萨吾列提
汗一家人来说，可是盼望很久了。

第二天一大早，萨吾列提汗就在女
儿的陪同下来到了察布查尔县人民医
院，专门找到骨科专家崔旭，想看看自己
这个病还有没有得治。经过仔细的问诊
和查体，崔旭请萨吾列提汗站起来走一
走，没想到她走了不到十米就痛苦地弯
下腰，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子。结
合片子以及临床表现，崔旭给出了明确
的诊断，患者从腰三椎体开始，存在滑
脱、椎间隙不稳、椎管狭窄、腰椎曲度消
失等症状，只有尽快手术才能彻底解决
问题，可眼前的难题是医院从技术、设
备、人员和器械上都不具备独立完成这
类手术的条件。

怎么办？以往，这类复杂手术会被
转往伊犁州或者更高级别的医院，也有
很多类似的病人嫌麻烦、怕花钱干脆就
保守治疗，错过了手术的最佳时机。了
解到这个情况后，崔旭向葛承法建议，当
地老百姓有席地而坐的习惯，像萨吾列
提汗这样的病人还真不少，正因如此，这
个手术才一定要做。解决病人的痛苦是
首要的，其次医疗队到偏远山区来就是
送技术的，他要趁这个机会手把手地教
会这里的医生做这类手术，以后让更多
患者不出远门就能把病治好。崔旭的想
法到底能否实现，医疗队为此专门开了

个“诸葛亮会”。会上，葛承法提出要发
挥六人团队的专业优势，不能搞单打独
斗，让队员们根据自己多年的积累出主
意、想办法。放射科专家杨艳提出手术
前影像测量要精准；泌尿外科专家齐宝
玉认为专科手术护士必须提前培训，要
有预案或者进行一次手术预演；重症医
学科韩建伟和康复医学科于力楠医生也
都贡献出了自己的好点子。两个小时的
会议务实高效，也让崔旭的心里变得踏
实多了。他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啃
下这块硬骨头，首战必须要胜。

4月 18日那天，崔旭记得很清楚，那
是医疗队到察布查尔县后的第一个周
末。经过严密的术前讨论和充分准备，
萨吾列提汗被推进了手术室。这台手术
如果在条件好的三甲医院只需两个小时
就能完成，而这次崔旭用了整整 5个小
时才做完。所幸的是，他带来的各种手
术器械全都派上了大用场。当萨吾列提
汗阿姨醒来时，陪在她身边的崔旭向她
竖起了大拇指。

首例复杂腰椎手术的完成，极大地
鼓舞了队员们的士气。尤其是登门拜访
了老兵程富胜，详细了解“小白杨”的故
事后，医疗队员的情感和这片土地连接
得更加紧密了，努力做好医疗扶贫的愿
望也更加强烈。接着，齐宝玉完成了首
例腹腔镜下输尿管切开取石术、结核肾
脏切除术；杨艳开展了全脊柱和四肢小
关节核磁检查等新技术检查；韩建伟建
立了重症监护室收治标准、转入转出流
程规范、导管相关感染预防管理规范；于
力楠制定了康复科常见疾病的诊疗规范
及康复方法……短时间里，察布查尔县
的门诊量和新业务、新技术激增，尤其是
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锡伯族等少数民
族患者占了较大比重，这让医疗队员们
感到非常振奋。刚来察布查尔县时，队
员们就听这里的同行讲，当地老百姓更
愿意找本民族医生看病，可当他们看到
像萨吾列提汗那么重的病都能站起来、
走出去、开心地笑起来时，他们通过专家
们身边的翻译表示，自己愿意敞开心扉，
诉说病痛，把信任和依赖全部交给解放
军医疗队。

54 岁的萨伊甫加玛力也经历了这
样的心路历程。这位在当地建档立卡的
贫困户，腰痛已经四年多了，但县医院做
不了她这样的手术，到州医院她又承担
不起手术费用，加上“动刀子没有保守治
疗好”的陈旧观念也让她的症状持续加
重。听到萨吾列提汗被治好的消息后，
萨伊甫加玛力想了好几天，决定去找解
放军的专家试一试。

5月 18日，萨伊甫加玛力在崔旭主
刀下进行了椎板切除减压术和椎间植骨
融合内固定手术。仅仅过去了一天，萨
伊甫加玛力就能下地走路了。她怎么也
想不到，困扰多年的痛苦竟然就这么轻
松地解决了，而且手术需要自己承担的
三千元费用也是医疗队员们自愿捐款送
来的，不需要她花一分钱，这让萨伊甫加
玛力非常感动。

很快，半年时间就过去了，崔旭做
了 50多台手术，还收了柴盛德做徒弟，
时时处处悉心指导。离开前，医疗队
还接到了萨吾列提汗发出的邀请，她
热诚地邀请队员们到自己家里来做
客。萨吾列提汗已经很久没有下厨
了，她想要亲自动手做维吾尔族的传
统美食拉条子，来好好谢谢这些让她
重获新生的军医们。医疗队员们清晰
地意识到，半年下来，已经对这里的老
百姓和这片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当葛承法收到萨伊甫加玛力给医疗队
送来的锦旗，看到上面的大字“精湛医
术保健康 高尚医德为患者”时，他的
眼睛不禁有些湿润了。

延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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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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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

艳

匹马奋飞，英姿勃发，那种冲撞之力
与雄武之姿，充满了剑拔弩张和孤傲不
群。在邯郸火车站广场上，我第一次看到
这尊“胡服骑射”雕塑，便被吸引了，感受
到了深深的震撼。我身不由己地走到雕
塑近前，在阴影下站了一会儿。我感到了
一种说不清但很强劲的源自时空深处的
力量，以至于多年之后，我参军来到巴丹
吉林沙漠，在钢铁与军号的氛围中，一次
次想起少年时代第一次去邯郸，在火车站
被“胡服骑射”雕塑征服的情景，心中不由
得升腾起军人的血性乃至从小渴望英雄
的梦想。

我的故乡，距离邯郸只不过一百公
里。这地理上的近，实际上包含了地缘
和历史文化乃至气候等因素。历史上的
赵国、襄国，甚至整个燕赵，从根脉上说，
都是同气连枝、一脉相承的。近的结果
就是这里的动植物、食物以及人们的风
俗习惯等，都趋向一致，甚至是一个浑然
的整体。自从春秋战国及至两汉之后，
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邯郸、邢台一带多
次受到了战火的摧残，以至于千里无鸡
鸣，白骨露于野。后来的数次移民活动，
不仅整体上改变了邯郸及邢台地区的人
口结构，也从根本上使得这一带的风俗，
尤其是地域文化精神发生了变迁。作为
一个后来者，这个地域历史上最令我怀
想的，还是赵武灵王的年代。他勇于变
革，北征西讨，使得一个原本庸常的诸侯
国，快速焕发出巨大生机和强大力量。
他赋予邯郸这片土地和文化以雄浑与锐
利。

参军第三年，我第一次回乡探亲，买
的票是在邢台下车，然后再乘坐班车回
自己在太行山的故乡。车到安阳的时
候，我突然又想起早些年间，在邯郸火车
站广场看到的“胡服骑射”雕塑。我觉得
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有过赵武灵王、廉
颇、李牧、蔺相如等君子贤人，实在是一
种无形而又强大的荣光，遂决定，要去赵
武灵王的丛台看看。起初，我也觉得丛

台这个名字有些怪异。了解后才知道，
这丛台乃是赵武灵王时期修筑的，用来
操练兵马并观赏歌舞，甚至召开某种群
众性大会。因为这里的建筑众多，“连聚
非一，故名丛台”。

正值冬天，我打车来到丛台，迫不及
待进去。眼前的景象颇有些寥落，我不由
得想起李白的一句诗：“吴宫花草埋幽径，
晋代衣冠成古丘。”虽然，这丛台还没有完
全成为荒野的一部分，大致是历代有所修
缮的原因。飞檐铜铃，旧墙枯树，四周一
片萧索和空荡，房顶和地面上覆着一层薄
薄的白雪。沿着台阶向上，我的脑子里映
现的是身穿铠甲的赵武灵王。他开创胡
服骑射，并吞北方，驱逐夷狄时，不过三十
多岁。他当年在登上这丛台之时，步履当
是轻快的，也是坚定的，甚至有那么一点
骄矜。我心里想，赵雍一定豹头环眼，身
长九尺，有着矫健的身躯、蓬勃的活力。
他的胡须肯定很长，还很黑，身穿盔甲，头
上的盔缨肯定也是红色的，大氅必定是大
红色的。他的身前身后，肯定簇拥着其他
的随从或者将军。彼时的赵雍，就像一枚
充满征战的欲望、怀揣必胜信心的羽箭，
势不可挡，摧枯拉朽。

赵武灵王时期的邯郸，俨然国际化
的大都市，各诸侯国的质子、商旅和奇才
剑客，遍布邯郸各个角落。其中，汇集于
此的一个重要原因，大抵也是因为赵国
大度的开放政策和经济形态，以及聚贤
容才的政治环境。只可惜，赵武灵王的
雄武与开放，只持续了几十年，犹如昙花
一现。赵雍死后，强盛一时且充满着活
力的赵国便被秦国吞并。只余下这丛台
上的铿锵余音，以及胡服骑射的霸气与
悲怆。当然，还有美丽的罗敷。很多的
人、事、物都随着时间而消失，成为了光
阴的尘土。

此后的很多年里，每一次去到邯
郸，我都觉得有一种置身于繁华都市的
深邃感与现实感。再过去多年，我身处
西北，却借助互联网的便利下载了邯郸
火车站广场上“胡服骑射”雕塑的照
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我的电
脑桌面。在我眼里，这雕塑近乎一种精
神的图腾，一种基于遥远而又亲近的英
雄文化的浇灌。

丛台之上
■杨献平

军号声声
■刘智永

阳光的馨吻

温暖了冬眠的大地

军号声声

呼唤着血性的重生

熊熊烈火 把耻辱和腐朽

燃烧得一干二净

军号声声

吹亮了一个又一个

长夜后的黎明

军号声声

集合起义无反顾的勇士

用钢铁般的信仰和意志

守护着家国安宁

从茶马古道到红军街

无论哪个名字

都是这条1500米长的狭长陡坡

都是青石板 在迎接南来北往的脚掌

青瓦四合院的木板房

高低错落在二郎山的山坡上

每一扇窗

都能看到峡谷里奔腾的赤水河

名字的更换

始于1935年的早春二月

也始于家家户户屋檐下

搭浮桥的门板 成百上千的门板

束缚住湍急的河水

让那些舍生忘死的人

保持冲锋的姿势

让倒春寒里的火把

燃烧出焕然一新的大地

如今枪声 已在悬崖峭壁间隐藏

汗渍和血迹

将青石踏磨得光滑凝重

蜿蜒的街道

在蓝色天空下挺直腰身

榕树下红军故事讲堂里

一声醒木响 调遣出每一个路人

比记忆更强劲的风

仿佛每块门板

还在托举着沉重的脚步

红军树下

每一棵树

都拥有令街道急迫的侧影

看见道路的消失骡马的消失

那些赤裸上身的背脊

连同汗渍的盐

听命于茂盛的草丛和风

从各个方向侵入 码头整天敞开

一支队伍蜿蜒北上

一些背影将树的视线淹没

这唯一的证人

最后的清醒 在时间消逝的途中

驻扎于陡坡的快板和手套里

穿过无数的夜 尽管有赤水河

点燃枝条分开意外的森林

一动不动的二郎古镇

被这垂直的阳光捕获

在山腰汇合 不可战胜的根系

聚拢溃败的生命

在爬满昆虫的吊脚楼

劳苦大众的脑袋示意你

继续说下去

任何火焰都不能缩减

他悬挂的微笑

在树和门槛之间

船夫和理想

足够你继续向前冲

足够你在树的阴翳里

幸福重生

红军街上（外一首）
■赵晓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