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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那四十多年的心愿
◎ 韦健华

到了杭州，我最想去的地方不是西湖，
而是钱塘江大桥。

这还得从小学的一篇课文说起。20世纪
70年代初，我上小学时有一篇介绍解放军战
士蔡永祥奋不顾身勇救列车英勇事迹的课
文，我们从课文上知道当一列满载旅客的由
南昌开往北京的列车风驰电掣地驶上了钱
塘江大桥的铁路桥时，在大桥南岸执勤的蔡
永祥借着列车灯光，突然发现距桥头40多米
的铁轨道上横放着一根又长又粗的大木头，
在这紧急关头，蔡永祥置生死于度外，迎着
列车飞奔而上，奋力抱起那根大木头冲出铁
轨，避免了一场车毁人亡桥损的重大事故，
但年仅18岁的蔡永祥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蔡永祥的事迹和课文里他抱起那根大木头
在火车头前跃起冲出铁轨的插图我至今仍
清晰地记得；小学时就被蔡永祥的英雄事迹
深深感动与激励着的我，从那时起就有了到
钱塘江大桥缅怀他的愿望。然而因为种种原
因，这一愿望一直没能实现。这次到了杭州，
越来越强烈的愿望让我迫不及待地走上了
去“实现”的行程。

周末的早上，我按早就打听好的路线
登上了开往钱塘江大桥的公交车。公交车
在行进中，我眼望着车窗外，脑子里浮现
的是自己想象的钱塘江大桥以及蔡永祥
在桥上勇救列车的情景，心早就飞到了钱

塘江大桥边。过了八九个站，司机告诉我，
钱塘江大桥到了。刚才在车上我向司机打
听去蔡永祥的墓地在哪里下车，司机才三
十多岁，不知道他有没有学过蔡永祥的事
迹，谁料他不仅知道蔡永祥，还在知道我
要去那里后对我多了许多热情。我想，这
是身为安徽人的蔡永祥用他的英勇行为
让杭州人民深深记住了他。司机很专业地
建议我到钱塘江大桥的南端下车，然后走
回桥北。

我就按司机的建议在钱塘江大桥的南
端下车，然后往回走。我最早知道并记住这
钱塘江大桥就是在蔡永祥勇救列车那一篇
小学课文里，从那时起钱塘江大桥在我的脑
海里就不是一座桥，而是与蔡永祥的名字紧
紧连在一起的“故事”与丰碑。这几十年来，
我只要一想到“钱塘江大桥”，第一反应就是
蔡永祥与他抱着那根大木头跃出铁轨的英
勇形象。所以，我此时走在桥上，除了在桥栏
边领略一下大桥的雄伟，更多的是想看看蔡
永祥跃出铁轨那个地方，当然，我更多地还
是想去蔡永祥的墓地看看。

快到桥头，我在守桥武警战士的指引
下向桥头左边的月轮山望去，站在这个位
置往左边望去恰好能透过树林看到一个白
色的塑像，虽然还比较远，但从那抱着木头
往外冲的形象我就知道那是蔡永祥的塑

像；这形象，我在小学时的课文中不知看了
多少次，在我这次来浙江前也在脑海里闪
现了不知多少次。我就直奔那塑像而去，听
说别人多是先到路边上的革命烈士纪念馆
看了才去看塑像，而我是先奔塑像而去。塑
像越来越近，我的心情也越来越激动！我看
清楚了，那是蔡永祥烈士的墓，墓上那汉白
玉的塑像就是他当年抱着木头冲出铁轨那
一刹那的英勇形象。塑像上刻着“一心为公
的共产主义战士蔡永祥烈士”几个大字。四
十年前就有了追寻英雄故地愿望的我，在
四十多年后终于实现了在心里埋藏很久的
愿望，此时的我已说不出有多激动，眼睛也
湿润了！

我久久地伫立在蔡永祥烈士的塑像前，
想着那篇小学时的课文，仿佛回到了小学
时学习的场景，仿佛又看到了蔡永祥抱着那
木头在列车前跃起冲出铁轨的情景；此时，
我一次又一次地看着蔡永祥的塑像，那情景
也一次又一次地在我眼前“放映”，眼前这塑
像让蔡永祥的形象在我心中变得更加高大
了！如果不是心中有一种精神转化成强大动
力，他根本就不可能抱起那根大木头并做到
英勇地一跃。

人人都敬慕英雄，这个时代就会有更多
的英雄。——我想，许多人跟我一样，都是这
样想的！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随手点击抖音视频，蓦然，《中国人民解放
军进行曲》豪迈雄壮的歌声轰然响起，我的
眼前也随之浮现出一幅威武壮阔的画面：
军旗飘飘，军徽闪闪，一队队英姿勃勃的人
民战士，迈着坚定整齐的步伐，浩浩荡荡，
昂首向前……

声声军歌嘹亮，把我带进了曾经战火纷
飞的艰苦岁月，恍然出现了电视电影里那些
曾与敌人浴血奋战过的先辈们，雄健、激越的
进行曲旋律，更加激起了我丰富的联想：“横
扫千军如卷席”反第二次大“围剿”的气概，抗
日烽火燃遍神州大地的年月，百万雄师下江
南的磅礴气势，第一面五星红旗在中华大地
升起之时，整装列阵阔步迈进在天安门城楼
前的大军、那气壮山河的凛凛军威……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原名《八路军
进行曲》，创作于1939年，那时正是中华民
族危亡之际，正是抗日的紧要关头。这支从

延安窑洞里飞出的战歌，激励千千万万爱
国将士奔赴民族救亡的战场，也鼓舞着一
代又一代的子弟兵奋勇前进。它是中国人
民军队的一种音乐象征，体现了亿万中国
军民的钢铁意志，表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不可战胜的力量，它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
军这支英雄的军队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光辉
历程。在这支不朽的进行曲感召激励之下，
无数革命先辈舍生忘死，打败侵略者，推翻
反动统治，迎来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这首
歌几经更名，于1965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解
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歌，其铿锵有力的旋律成为无数热血青年
奋斗的号角。

军歌嘹亮，歌词鲜明、简洁，整体上长短
相间、寓整于散，不但节奏响亮，中间还并
排安插上三个四字短句，有着很强的音乐
感。“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

望”“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
装”“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直到
把反动派消灭干净……”它高亢嘹亮，似战
斗号角声声紧吹，准确生动地概括了人民
军队的宗旨和战斗风貌。

嘹亮的军歌由前后不重复的三个乐段组
成，形成A+B+C结构形式。第一乐段和第二
乐段的前两乐句的曲调坚实稳健，节拍规整，
节奏多有强烈的切分连续，具有一种坚韧的
性格，蕴含着无尽的力量。接着由连续的自由
模进，向上推到第一个高潮：这急骤向上的旋
律，迸发出一往无前的气势和无坚不摧的力
量。紧接着在第三乐段抒发的是乘胜进军的
豪情，这个乐段结合贯穿了引子乐句的节奏
音调，以紧密连贯、激越向前的曲调，把全曲
推向高潮，形成恢宏博大的声势，使结束句

“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既具有千军
万马驰骋纵横的气势，又使人唱来情满志坚，
奋发昂扬。

一名没有被录取的
“新兵”

◎ 徐龙宽

小时候，二哥参军做了一名军人。每当他
回家探亲，那顶大檐帽下坚毅的目光，那身笔
挺的绿军装散发的威严，还有那双黑皮鞋踏出
的铿锵声响，无一不让我心驰神往。而他口中
那些军营里的精彩故事，训练时的热血激情，
站岗时的默默坚守，更是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
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
底。从那时起，一颗梦想的种子便在我心中生
根发芽，我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像他一样，
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为祖国站岗，为
人民护航。

高中毕业后，征得了父母同意，我满怀期
待地报名参军。那是一段既紧张又兴奋的日
子，仿佛命运的齿轮开始加速转动。体检那天，
晨曦微露，天边还挂着几颗稀疏的星星。我早
早地来到了体检地点，心怦怦直跳，仿佛怀揣
着一只不安分的小兔子，随时都要挣脱而出。
我紧张地跟着队伍，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云端，
轻飘飘却又无比沉重。

一项项检查有序地进行着，量身高时，我
挺直了脊背，希望能达到最理想的数值；测
体重时，我默默祈祷着不要超重或过轻；检
查视力时，我瞪大眼睛，努力看清每一个符
号；听心跳时，我屏气凝神，生怕自己的心跳
声太过杂乱。每一项我都祈祷着能够顺利通
过，每一次等待结果的间隙，手心都不自觉
地冒出冷汗，那湿漉漉的感觉仿佛是梦想在
掌心挣扎。

在家等待体检结果的日子里，我每日帮着
家里放羊。那一天，阳光温暖地洒在田野里，我
像往常一样赶着羊群在草坑里吃草，思绪却不
由自主地飘向了对军营生活的憧憬之中。想象
着自己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步伐整齐有力；
想象着自己在哨位上挺拔站立，目光坚定地守
护着远方；想象着自己和战友们并肩作战，为
了共同的目标奋勇向前。以至于羊跑到了田野
里啃食庄稼我都浑然不知。

好在乡里的体检结果完全合格，当听到
这个消息时，我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穿透
云层，照亮了前方的道路。紧接着，又去了县
里体检，那里的氛围更加严肃和紧张。周围的
人和我一样，眼神中充满了期待和不安。过程
虽然紧张，但最终也顺利通过。那段时间，我
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入伍通知，每一天都像是
在甜蜜的期待中度过，仿佛已经看到自己穿
上军装的飒爽英姿，看到了自己在军营中茁
壮成长的模样。

然而，命运却在此时跟我开了一个残酷的
玩笑。那天，阳光炽热而刺眼，邻居拉着满满一
车玉米艰难地爬着高坡，那沉重的车子仿佛被
大地紧紧吸附，每前进一步都显得异常艰难。
我毫不犹豫地跑过去帮忙推车，用尽全身的力
气想要助他一臂之力。可没想到，车子突然翻
了，那一车沉甸甸的玉米瞬间倾泻而下，如同
一座小山般重重地压在了我的身上。钻心的疼
痛瞬间袭来，让我几乎昏厥。被紧急送往医院
后，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大腿小腿严重
骨折，得用钢板固定。

躺在病床上的我，望着洁白的天花板，泪
水无声地滑落。那泪水，是对梦想破碎的痛心，
是对命运无常的控诉。曾经的梦想似乎在这一
刻破碎，满心的期待化为泡影，内心的痛苦与
失落无法言表。秋风萧瑟，窗外的树叶沙沙作
响，仿佛也在为我叹息，为我那夭折的军旅梦
而感到悲伤。

我的同学蔡令远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光荣
的解放军新兵。我坐在轮椅上去县武装部为他
送行。望着他们胸戴红花、笑逐颜开的样子，我
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情绪，放声大哭。那哭声，
有对梦想破灭的不甘，有对同学的祝福，更有
对自己命运的无奈。

带兵的领导听到了我的故事，他走到我的
面前，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帽徽，塞在我手中，语
重心长地说：“你虽然这次没能被录取，但是你
的行动告诉我，你符合一名新兵的标准，只是
位置不同，我们扛枪保家卫国，你可以继续读
书，学好知识，一样为国家作贡献。”

那颗红五星，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照亮
了我心中的黑暗角落。我知道，我的梦想并未
终结。我虽未能穿上那身军装，但我的心永远
与他们在一起。我是一名没有被录取的“新
兵”，但我会在另一个“战场”，为祖国贡献自己
的力量。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
段段烽火硝烟的岁月，它
们如同一幅幅沉重而壮丽
的画卷，缓缓展开在我们
眼前。那是血与火的交融，
是生与死的较量，更是军
魂熠熠生辉的时刻。

军号声，那刺破苍穹的
激昂旋律，在战火纷飞的
年代里，奏响了保家卫国
的最强音。它穿越硝烟弥
漫的战场，唤醒了战士们
内心深处的无畏勇气，让
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向
着敌人冲锋陷阵。每一声
号响，都是对胜利的渴望，
对和平的呼唤。

在那艰难的长征路上，皑皑雪山、茫
茫草地，都无法阻挡红军战士的脚步。他
们怀揣着坚定的信仰，以顽强的意志，一
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祖国的大地。那飘扬
的军旗，像是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行的道
路，引领着他们走向光明。

战争的岁月里，军民鱼水情成为了最
温暖的篇章。老百姓用自己的双手，为战士
们送去温暖和希望。战士们则用鲜血和生
命，捍卫着这片土地的安宁。他们共同筑起
的钢铁长城，不仅抵御了外敌的入侵，更在
人们心中树立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如今，我们身处和平年代，但军魂从未
远去。每当灾难降临，那一个个军绿色的身
影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无论是洪水肆
虐的堤坝，还是地震崩塌的废墟，他们总是
毫不犹豫地冲在最前面，用自己的身躯为人
民遮风挡雨。

他们或许是年轻的战士，刚刚离开家
乡，却在危难时刻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
担当；他们或许是经验丰富的老兵，带着
对人民的深情，再次投身到战斗中。他们
的故事，或许没有战场上的硝烟弥漫那
般惊心动魄，但却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和
力量。

在宁静的校园里，我们聆听着军人们
的英勇事迹；在繁华的街道上，我们感受着
他们默默守护的安宁。军魂，已经融入了我
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了我们民族精
神的重要支柱。

回首往事，那些为了国家和人民牺牲
的英烈们，他们的身影仿佛依然屹立在历
史的长河中。他们用生命谱写的赞歌，永远
回荡在我们的心中。而我们，作为新时代的
儿女，应当铭记历史，传承军魂，用自己的
努力和奋斗，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让我们在军魂的照耀下，勇往直前，书
写属于我们的辉煌篇章。让那激昂的军号
声，永远激励着我们，在岁月的长歌中，奏
响更加壮丽的乐章！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铭记那些为国家安全和人民幸

福默默奋斗的军人们，他们的付出和牺牲是我们安宁生活的保障。让我们向所有军人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祝福，感谢他们在保家卫国的道路上所作出的无私奉献。

本期文艺副刊推出一组稿件，致敬军人。

致敬“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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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南昌八一广场
◎ 明伟方

军歌嘹亮
◎ 杨军

在江西省的繁华都市南昌，有一处庄严
而神圣的地方——八一广场，这里是历史的
见证，也是精神的丰碑。几天前，我驾车带
上年幼的孙子，踏上了南昌这片充满故事
的土地。

自庐山归来，孙子对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赞不绝口，然而，当车至南昌，他的兴趣
似乎并不在此。初到八一广场，他嘟囔着不
满：“爷爷，这里没有山没有水的，有啥好
看？”我微笑着，心知一场历史的洗礼即将
展开。

我向孙子简单讲述了八一南昌起义的
英勇事迹，他的眼神逐渐从迷茫变为坚定，
答应我要好好参观学习，铭记这段光荣的历

史。八一广场，这座江西省最大的城市中心
广场，成为我们心灵的课堂。

步入广场，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巍峨耸
立，庄重威严。塔高53.6米，如同一把刺破苍
穹的利剑，象征着革命先烈的英勇无畏。塔
座上的碑文，记录着那段烽火岁月，孙子驻
足细读，仿佛能感受到历史的呼吸。

塔身正面，叶剑英元帅题写的“八一南
昌起义纪念塔”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塔
顶的“汉阳造”步枪和八一军旗，象征着革命
的力量和胜利的希望。孙子仰望塔顶，眼神
中满是敬仰。

随后，我们依次参观了八块“军史浮
雕”，每一块都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教科

书。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红
都瑞金、万里长征、敌后抗日、解放战争、
钢铁长城，这些浮雕记录了人民军队的辉
煌历程。

参观完毕，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广场北
端的市民休闲区成了欢乐的海洋。老人、孩
子，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享受着
和平年代的宁静与祥和。我拉着孙子的手，
深情地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
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孙子若有所悟地点点头。这一刻，幼小
的他或许明白，八一广场不仅仅是一个纪念
革命先烈的地方，更是一个提醒我们珍惜当
下、展望未来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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