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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稿的素材 ，来自我 1981 年

初春的采访笔记。

1949年 1月，北平和平谈判结束后，

41 军就接到了率先进入北京城接管城

防的重任。30 多年后，我在采访当年 41

军的师团干部时，他们说起入城前的准

备，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那真是一场特殊

的大考！时任 41军 121师政委的李丙令

将军对我说，我们就把这次入城看作一

场特殊的考试。毛主席不是说进京“赶

考”吗？进京“赶考”之前，还有好几道

考试，过一道一道的关。我们这次进北

平，第一场考试就非常严格。题目是我

们自己出的，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战士

出的——叫作“政策纪律点名法”。

将 军 拿 出 两 张 有 点 发 黄 的 照 片 。

在一张照片上，行进的队伍中，每个战

士的背包后面贴了一张纸，纸上清楚

地写着“约法八章”“进城纪律”。我问

他，这是在什么地方拍的？将军说，这

是在进北平的路上，战士们边走边背

诵着那些铁的纪律。另一张照片，是

一个战士在贴枪托上的政策纪律小纸

片。将军说，武器上面是不能随便贴

东西的，但这个战士的行为是经过特

别允许的。

121 师率先开始了“政策纪律点名

法”。凡是当过兵的人都知道什么叫

“晚点名”。每天晚上熄灯前，连队要进

行晚点名。当时，他们点到一个名字就

问一条政策纪律，要求被点名的战士回

答。如果回答不上来，被视为点名没到

场；直到政策纪律倒背如流，方可过关。

“士兵看党员，党员看干部。”这是

战争中形成的传统。122 师的入城教

育，则是紧紧地抓住了党员干部这个

“牛鼻子”。他们采取“干部政策鉴定

法”，要求所有党员干部，必须人人过

关。每名党员干部要认真对照下发的

政策纪律，看有没有违反政策纪律的行

为，自己带的队伍有没有这些行为。一

个人一个人地过，一件事一件事地摆，

最后由党小组、党支部作出政策鉴定，

鉴定合格者才可以入城，不合格者绝不

能进城执行任务。

123师创造了“评入城资格法”，并很

快在 41军普及开来。他们制定了出入城

的六项条件：一是爱护城市，不准破坏；

二是看守警卫，原封不动；三是空手进

去，空手出来；四是立场坚定，不腐化、不

被坏分子利用；五是不违反警备规则；六

是有责任心，别人犯错误积极制止。他

们从师长、政委到炊事员、司号员，一个

一个地进行自评，然后进行背对背的互

评，最后再进行面对面的讲评。他们还

充分发扬民主，“过了筛子再过箩”，谁

不够条件，就甭想入城执行任务。

123师 369团有一个副指导员，在解

放张家口的战斗中缴了一支钢笔，顺手

揣进衣袋里……结果在连部评议会上，

旧事重提，通信员、司号员、卫生员都认

为副指导员不够入城资格。稚气未脱

的司号员指着他说：“在张家口你能拿

钢笔，到北平谁敢保证你不拿？”副指导

员作了两次检查，战士们还是不同意他

入城。没办法，他流着泪找团长、政委、

政治处主任，深刻检讨自己违反“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的行为，请政治处主任

出席他们的党小组会，给他做“保”，保

证进北平后绝不违反群众纪律。

看到副指导员痛心疾首地深刻检

讨后，战士们才“高抬贵手”，勉强同意

他“过关”。但评到最后，还是有少数人

投了反对票。部队进城时，这个副指导

员只得留在城外“进行学习”……

那个时候，部队里有很多从国民党

军队过来的解放战士。旧军队有个说

法，“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说的是攻下

大城市，可以发洋财，“官长吃肉，士兵

喝汤”。而人民军队要求每一个士兵，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现在要进北平，

要评入城资格，有些解放战士满是顾

虑，担心按照解放军的纪律，他们在旧

军队中的那些事儿要是说出来，一定没

有入城资格。

对此，41 军政治部明确规定：过去

在国民党部队犯的纪律，向组织上说清

楚了，便不再追究。这次评选，主要看

你成为解放军战士之后的行为。这下，

不少同志放下了思想包袱，纷纷表示，

当了解放军，一定要执行解放军的纪

律，认真过好政策纪律这一关。

进城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总部发

来电报，大意是：傅作义的部队撤出北

平城（接受整编）时，军纪比较严明，约

束部队不搞破坏活动，给北平市民留下

了较好的印象。

接到电报后，41 军军长吴克华、政

委莫文骅和参谋长李福泽碰了个头。

莫文骅说：“好啊，这是给我们敲警钟

啊！”吴克华说：“立即通报各师团，要求

部队以更加严明的政策、纪律，让北平

市民认识我们解放军。”李福泽说：“好，

马上转发到各团。看样子是要和我们

叫板啊，那就让北平市民看一看，到底

哪个部队纪律更加严明！”

特 殊 考 试
■董保存

微纪事

微乎，不是零碎是精粹

那年，上级党委批准了九连连长老

唐转业的申请。九连是驻扎在巴彦乌拉

山巅的一个雷达连。老唐入伍这些年，

一直扎根在九连。临别，官兵筹划着为

连长举办一场热热闹闹的送别会。

“好呀，地点就选在营区旁边的野羊

洼吧！”老唐满面阳光地说，灿烂的笑容

照耀在又一个即将大雪封山的戈壁滩。

这天是山里少有的好天气！尽管狂

风刮得人连路都走不稳，但是穿破云层

的暖阳像一只橘色的大灯笼，照得野羊

洼一片金光灿灿。

野羊群看见有人过来，立即四散奔

逃，远远警觉地窥视，过了一会儿未察

觉到敌意，这才踢踢踏踏又聚拢起来。

一只小黑羊似乎认出了熟人，带着几只

小羊凑到跟前，拿毛茸茸的脑袋直在老

唐身上蹭来蹭去。老唐从身后的竹篓

里一一撒出芹菜根、白菜叶、红薯叶，看

着野羊你争我抢、大快朵颐，脸上不禁

乐开花。

看到这个场面，官兵面面相觑，争相

问道：“连长，这是怎么回事？”

谈笑中，老唐深情地回忆起往事。

10 年前，老唐还是雷达技师的时候，奉

命从团部护送一批新器材回连。至二连

浩特时，天色已晚。按说，卡车穿越晋蒙

两地，已人困马乏，但为了尽快完成任

务，老唐和司机小王商量，在街边小店各

要了一碗刀削面垫补肚子，便一头扎入

茫茫戈壁。

哪知，夜间的戈壁滩好似一块厚实

的黑布，白日清清楚楚在脑海的路线路

标，此时踪迹皆无。加之，狂风大作，寒

气逼人，对于第一次押车的老唐和从未

单独走夜路的新司机小王而言，真是不

小的挑战。

3个小时过去了……

4个小时过去了……

几次分明隐约可见营房灯火，而眨

眼间又化作乌有。更要命的是，仪表盘

上的加油指示灯已黄澄澄地发出刺目的

警示。

老唐极力克制着焦躁与不安，安慰

早已满头大汗的小王：“别着急，车速放

缓一些，观察周边有没有可供参照的目

标？”陡然，在车灯极限处，五六只野羊健

硕的身影一闪，立即利箭般遁去。老唐

叫道：“快跟上！”果然，追踪 20 多公里

后，一处残垣断壁及残垣断壁下黑压压

的野羊群闯入眼帘。

“野羊洼！咱们有救啦！”一路上由于

高度紧张而闷声不响的小王忽然醒过神

来，惊呼道，“老吴（司机班长）曾经带我跑

车，有几次经过这里。难怪不见营区灯

光，原来咱们一直在后山转磨磨呀！”

从此，老唐便在战备之余将炊事班

剩下的菜叶收罗一大筐，隔三差五背往

野羊洼，犒劳“老朋友”。

“于是，才有了今天这一幕。”看着越

聚越多的羊群，老唐高兴得像个孩子，

“不仅是牧民，它们也是我们的朋友和邻

居。现在，我把咱们的邻居正式托付给

你们啦！”

暖阳下，寒风里，浩瀚的戈壁上空，

久久回荡着官兵的笑声。

野羊洼
■赵 刚

前不久，我看到父亲军装上的资历

章换成了颜色鲜亮的勋表。能有这么厚

实的荣誉挂在胸前，我深深地为父亲感

到自豪，也更加由衷地敬佩父亲。

我定定地注视着父亲胸前的漂亮勋

表，回忆起父亲这些年走边防、赴远海的

一幕幕。那年春节，我当时还在上小学，

父亲赴海外执行任务。我十分担心他的

安危，天天盼着他的消息，有时半夜醒来

还在想念父亲。当他凯旋、一走进家门，

我就紧紧地抱住了他，顿觉有一股暖流

遍及全身。这些点点滴滴的滋润和熏

陶，使我从小就怀揣绿色梦想，希望自己

成为像父亲一样的军人。后来，我真的

考上了军校。在部队每次遇到挑战，我

就会想起父亲，在困难面前，他会以什么

姿态战胜自己。

在 休 假 的 那 天 ，我 情 不 自 禁 地 问

父亲，作为您的儿子，我合格吗？父亲

抬手抚在我的背上，半天也没说出话

来，眼角里隐隐闪着泪光。休假结束，

父亲把我送上返回军校的火车，郑重

地对我说，你也是我的骄傲。

父亲的勋表
■宋原青

我喜欢说故事

时光留声机

红军长征后，为了牵制敌人，掩护

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留守在中央苏区的

红军部队向赣南山区转移，利用山高林

密的优势与敌周旋。

几场遭遇战后，留守部队损失惨

重，当地县委紧急开展扩红工作。一

天，部队司令员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走

进了宁都金竹村老猎户卢伍生家。

卢伍生是一家入赘户。按这里的习

俗，他的第一个儿子必须跟岳父姓邱，但

他岳父很强势，卢伍生的第二个儿子也

姓了邱。为了延续卢家的香火，他又生

了两个儿子，姓卢。红军来之前，他岳父

就把老卢的大儿子送去当了红军，第四

次反“围剿”的黄陂战役后，政府给他送

来了他家老大的烈士证。他岳父一看烈

士证，当场倒地，撒手人寰。

一进屋，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大嗓

门就叫开了：“老卢啊，你家老大已经为

革命牺牲了，你家有一个儿子参加红军

就行。”

部队司令员跟着进了屋。他递给

老卢一把装满烟丝的水烟筒，给他点着

后，紧握他的手说：“老哥哥，感谢你对

革命的贡献，这次扩红，你就送一个孩

子参加红军吧。我们的意见是在老三

老四两人中挑一个，他们两个都符合条

件，这样可以延续邱、卢两家的香火。”

“我家老二已经打括（结婚），儿媳

肚皮都隆起了，多半能生个儿子，老二

去参加红军，合适！”他吐出一口烟，斩

钉截铁地说。

这时老卢的老婆邱福香正好从外

头进来，听到老卢的话，立即火上房梁，

“老卢啊老卢，你是什么居心？我父亲

生前只是脾气凶点，没做对不住你的

事！老二如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老邱家

就绝后了！”

“老三老四就不是你的儿子吗？不

是你身上掉下的肉？”老卢吼她。

邱福香一听不说话了，她心如刀

割，大儿子牺牲了，剩下的三个孩子也

都是自己的心肝肝啊。

见邱福香不说话了，部队司令员问

道：“老卢，我就不明白，你岳父是个很

强势的人，为了邱家的香火，都向你多

要了一个孩子姓邱，可他怎么舍得让你

的老大去当红军呢？”

老卢说：“共产党为我们穷人分了

田分了山，我们才感觉真正做了一回

人，幸福啊。这就好比吃东西，如果没

吃过好吃的，我们不会奢求。现在吃过

了，吃出了味道，要抢走，那真不答应。”

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接过话头说：

“那这样说，就确定了你家老二参加红

军啰。”

老卢重重地磕了一下水烟筒：“定

了，就老二去当红军。”

部队司令员看了看老卢的老婆。

邱福香瓮声瓮气：“老二就老二，老

三老四就留在我们身边。”

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一听，就在扩红

征集的通知上写上了老卢家二儿子的名

字，盖上了鲜红的县苏维埃政府的大印。

第三天，军区部队继续向宁都北部

山区挺进，老卢夫妻俩赶去送老二出

发。邱福香拉着二儿子的手：“孩子，战

场上子弹不长眼，你一定要小心。”话没

说完，泪水就忍不住流了出来。

“哭什么哭？这些刚穿红军服的伢

仔，哪个不是父母的心肝宝贝？”老卢脸

拉了下来。

这样一说，邱福香松开了手。老二

小跑着进了队伍。

军区部队走后，洛口游击队的队伍

也跟着过来了。队伍中突然走出两个

人来，同时喊了一声：“妈。”邱福香一看

是自己的老三老四。

邱福香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身体

僵住了，责问老卢：“不是说只要去一个

儿子当红军吗？”她边说边撕打他。

“是啊，就老二去主力部队当红军

啊，老三老四去参加洛口游击队。”

“你这是割我的心头肉啊。”邱福香

走过去紧紧拉住两个儿子的手不放。

老卢掰开老婆的手：“放手，队伍走

远了！”又对儿子说：“快跟上队伍！”

两个儿子的手从邱福香的手掌心

滑出，邱福香的身体一下软了下来，倒

在老卢的身上，老卢的肩头被泪打湿

了一片。

扩扩

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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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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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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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许多新兵刚刚走进军
营。他们把青春的梦想装进行
囊，望一望难离的故土，整一整
崭新的军装，义无反顾地融入
这青春的方阵，汇进那绿色的
海洋。他们心中装着理想，脸
上洋溢着笑容，身上透着汗水
腌出的兵味，无论谁挨着他们，
都会被他们这种热情所感动。

在脊背上粘贴“进城纪律”
“约法八章”的入城战士身上，
在小跑着进了队伍的卢家兄弟
身上，在“崇老”参军时许下的
铿锵誓言里，我读到了那个年
代动人的热情。

今天，我们的军营里也有
英雄，也有青春的身影和奋斗
的旋律。这份追求理想的热
情，这份融入强军事业的热情
同样值得书写，它注定会感动
许许多多的人。

热

情

■
郑
茂
琦

名家讲述

生活，远比小说神奇

作家小记

董保存 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

会委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韬奋出版奖获

得者。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审。

那年，我们提前一天和崇老约好，次

日上午去他家采访。崇老答应得很爽

快，大嗓门震得话筒嗡嗡直响。一个同

事说，就这声音，绝不像 70 多岁的人。

崇老所在的小区，大致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一色低矮的二层小楼整齐

排列，前后有七八栋。每户最大面积 70

平方米，院子里几棵上百年的杨树和沙

枣树还在努力撑起一片绿荫。我和同事

刚把自行车放好，一个身高一米八多、满

头白发的老人就从有些破旧的楼洞里闪

了出来。老人眼睛大，炯然有光，只是周

边围了一些深纵的皱纹。

在采访崇老之前，我们阅读了多年

前关于他的一些资料。看那些资料，印

象最深的是他的外号“崇大胆”。

虽然 70多岁了，崇老身体还很好，整

天骑着一辆吱呀乱响的自行车，肩上扛

着一把铁锹或者手里提着一只篮子，到

营区外围的菜地去。有熟悉的人遇到，

他点点头不算，还要大声说，上班了啊，

下班了啊！一边说着话，一边咧开大嘴

呵呵笑。那声音往往把杨树林里的灰雀

和乌鸦惊得呼啦啦飞到别的地方去。在

机关，也常听一些老同志说起他，说老崇

那个胆子，给他一架飞机，独自上战场，

他都会拍着胸脯说，“保证完成任务！”

见到我们，崇老很高兴，咧开大嘴呵

呵笑，几颗焦黄而稀疏的大牙格外醒目，脸

上的皱纹也闪退到脖颈上藏起来了。他住

在二楼。屋里没有沙发、写字台和衣柜之

类的大家具，只是在摆满各种家什的房间

里腾出一个小空间，摆了几张小马扎。

我们刚坐下，一个同样头发花白、腰

背佝偻的老太太掀开布帘，从另一间屋

子里颤巍巍地走出来，手里端着两个热

气腾腾的纸杯子。我们赶紧上前接住，

并让老人不要客气，我们自己来。那显

然是崇老的老伴，方脸，大眼睛，脸上的

皱纹好像干旱龟裂的黄土地。崇老到里

屋去了大约一分钟，出来后，穿着一件旧

式的黄军装，戴着红五星军帽，胸口上别

满了各种勋章和军功章。我们惊叹，忍

不住上前抚摸，心里觉得，崇老真是经受

过生死考验的飞行英雄，不愧是在蓝天

驰骋的“雄鹰”。

崇老说：“1940 年秋，听说镇上来了

八 路 军 ，我 和 两 个 同 伴 偷 偷 跑 去 报 了

名 。 负 责 报 名 的 人 问 ，你 为 什 么 要 参

军？我说，打鬼子！那人说，当兵就要打

仗，假如你回不来了呢？”回忆到这里，老

人提高了嗓音，“死了就算了，只要不死，

不打败鬼子不回家！”

“新中国成立后，我当上了飞行员。

那个年代，参加任务是不能问的，上级说

啥就是啥，说啥时候起飞就啥时候起飞，

说去执行什么任务，提着脑袋也要上！”

那年深秋的一天，崇老又驾机携带

一枚新型导弹跃上蓝天，飞机抵达预定

发 射 空 域 后 ，崇 老 敏 捷 地 捕 捉 到 了 目

标。他一个加力，追逼上靶机。当瞄准

具套准靶机的刹那，崇老一按电门，机身

一沉，翼下导弹一声呼啸。可是，当机头

再次抬起时，“轰！”前方一团火光映红舷

窗，“导弹早炸！”崇老火燎般地滚杆蹬

舵，“唰！”飞机疾速摆脱险区。

诸如此类的细节，崇老眉飞色舞滔

滔不绝地讲了一个上午。生死大事，在

他那里好像是一件好玩儿的事儿。

为了把故事挖得深一些，我们下午

又去崇老家。刚走到楼下，只见崇老提

着一把锄头，穿着一身军装，从楼洞里走

了出来。看到我们，崇老的脸色尴尬了

一下，然后又咧开大嘴呵呵笑着说：“你

们咋又来了？”我们几个笑笑，齐步走到

崇老身边，立正，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

礼，说明了来意。

时间又过了 10 多年，崇老已经 90 多

岁了。这位老飞行员，经历了抗日战争，

也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武器装备的

试验训练。前些年回老部队去，我又见

到了他，问他为什么不回老家去养老，这

么大年纪了，还在戈壁滩待着。他说，在

这里待惯了，天天能听到战斗机的声音，

挺好！回去住了一段时间，不习惯，还是

这大漠戈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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