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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两个夜晚，一架侦察机在安州
区域上空盘旋了一圈又一圈，然后扬长
而去。这种现象，引起了赵中迪的深
思：海勒希搞这样的举动，意在探明灯
炮阵地是否转移，说明了他的狡猾和胆
怯，是为了不再倒血霉。只要不暴露我
们的目标，料定能牵住“虎鼻子”。

这天午夜时分，戴斯韦带16架飞机
为攻击队，海勒希带 12 架飞机为护卫
队，前后保持着一段距离，向安州飞
去。几分钟后，攻击队进入了探照灯老阵
地上空。这时，戴斯韦向舱外窥视一番，
兴奋地大叫：“机下就是探照灯阵地，开
炮狠狠地打，彻底消灭掉！”话音落下，攻
击队好似饥饿的虎群俯冲射击，无数炮弹
落下，浓烟浊雾直冲云霄，地面上用木头
伪装的探照灯形体燃起了熊熊大火……

这时，海
勒希带领护卫

队所在的空域是清川江南岸。他居高临
下，看到坐落在北岸的老阵地一片火海
笑了起来。突然，他脸上的笑容一扫而
光：“一阵轰炸，就能把所有的探照灯炸
掉吗？尽管如此，高射炮借助烟火还是
能还击的。为什么志愿军防空部队变成
了哑巴？看来志愿军转移了阵地，炸毁
的是探照灯伪装体，难道以牙还牙美梦
真要破灭吗？！”想到这些，他焦急地
说：“02，我们上当了，赶快寻找他们的
新阵地！”

戴斯韦满口答应：“01放心，我会
找到的。”他边说边带领攻击队继续前
行，不由自主地飞入新阵地北岸防区，
机上拦截雷达没有发现地面探照灯物体。

赵中迪立刻把观察哨报告的这个敌
情告诉了陈有光：“攻击队到了新阵地北
岸防区，你如何去应对？”

陈有光略有所思：“攻击队对老阵地
一番狂轰乱炸，机载炮弹所剩无几，估
计来这里打几下就跑，我想叫戴斯韦留
下几架飞机！”

话音落下，他看到戴斯韦带攻击队
已经闯进“开灯线”便果断地下达命令：

“六号至十号灯站，脱掉伪装，开灯!”
一刹那，五道雪亮的光柱犹如利剑

划破夜空，刺得恶虎们头晕眼花，无法
开炮射击，焦急的戴斯韦好像关在铁笼
子里的老虎狂叫起来。正在此刻，高射
炮吐出的炮弹飞腾后上钻进机群，3架
敌机先后拖烟栽进山间，其余敌机像受
惊的麻雀四处乱窜。戴斯韦不认倒霉，
急忙招呼恶虎们升空集合，然后一窝蜂
地俯冲下来，连续进行投弹。由于迎着
灯光无法瞄准，他们都把炸弹盲目地投
到了山坡上。持续投弹不足半分钟，攻
击队突然停止进攻，迅速逃出灯光区。
然后，戴斯韦向海勒希报告：“01，攻击
队机载炮弹打光，还损失了 3 架飞机，
只好退出空域返回。”

（未完待续）

茫茫夜空光似眼
□ 李清海

感 悟

每当听到歌唱家邓玉华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演唱的主题
歌《映山红》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心潮澎湃。30
多年前，军营哨所前盛开的映山红仿佛又浮现在我眼前……

1975年 1月 3日，我和宁陵县 400多名热血男儿一道乘坐闷
罐子火车，从豫东平原来到了林海雪原的东北边防。我记得，在
火车上为了不让我们思念亲人，接兵干部在车厢里教我们唱《映
山红》，外边寒风刺骨，车内歌声如一股暖流涌上我们的心头。

在守卫祖国边疆的峥嵘岁月里，完达山脉军营哨所门前那火
红映天的映山红花深深植根于我的心中。

映山红又叫兴安杜鹃，产于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完达山、
长白山，它是黑龙江山区干旱山瘠的灌木花草。在阳光的照耀
下，映山红的根系深深扎在黑土地里，将吸收的养分源源不断地
输送到顶端的花朵，使一簇簇一片片肥硕丰腴的映山红迎着太阳
竞相怒放。

随着绥芬河及山岭上的冰融雪化，漫山遍野盛开的映山红把
燕子从南方盼过来了。燕子飞过那片映山红，成双结对地落在了
花枝上，它们尽情地欣赏着花朵，在花丛中欢笑歌唱。过了一
会，它们又飞到哨所的房檐下盘旋了一会儿，将嘴里衔的泥团放
到窗棂上。呵！原来它们的燕窝快要垒好了。

映山红开遍完达山的山山岭岭，林中的山鸡在枝桠上叫个不
停，花丛中野兔、狐狸、刺猬、狍子欢蹦乱跳，山路边上的小草
顶出湿润的泥土，发出了嫩绿的叶子，小草织成了绿油油的地
毯，衬托着小路两旁的映山红，远远望去，粉里透着红，红里透
着粉，映红了蜒绵起伏的完达山麓。

如今，我离开岭上开遍映山红的军营哨所已经 30 多年，
但是我仍然眷恋着那片深情的黑土地，军营哨所前的映山红
还一直盛开在我的心里，“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
红……”军营哨所啊！我深情地怀念你。映山红啊！永远盛开在
我心里。

岭上开遍映山红
□ 王甫海

杜甫、高启偏爱春天的韭菜。有诗为
据——“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芽抽
冒余湿，掩冉烟中缕。几夜故人来，寻畦
剪春雨。”高启之作姑且不论，“少陵野老”
在蜀地生活了好几年，不应该不知道：巴
蜀春天的绿蔬中，韭菜稍显灰头土脸。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万人万口，我固执地以为，香菜乃春
天第一蔬。青菜、莴笋、蒜苗、韭菜、大葱，
它们在漫长的越冬中大概透支了太多养
分，生命激情一去，如某家门前晒冬的老
人，只剩平静地等待宿命中的结局。香菜
却是随着春一点点立起来的，是在惊蛰的
春雷声中，像冬眠的虫儿一样苏醒的。香
菜是初生的婴孩，身体里流动着绿色的血
液和奇异的鲜香。

有一句话，曾误以为出自吴伯箫先生
的《记一辆纺车》。查证后方知出自吴先
生的《菜园小记》——你看，我对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学过的课文已囫囵不清，但对那
句写香菜的话却记忆犹新——“芫荽散发
出脉脉的香气”。芫荽就是香菜。我一度
十分纳闷儿：陕北不是应该叫香菜吗？怎
么和巴蜀一样叫芫荽呢？

牛肉炖白萝卜，香菜可于红白间增一
点绿，提三分香。吃火锅，独香菜缺不得，也替不得。开春后，
火锅之思馋虫扰心。于集市买来一众食材，电磁炉上桌时，小
女方惊呼:“香菜呢？”于此，我只得立即驱车再奔市场。

香菜和火锅出现在普通人家的餐桌是近二十年才有的
事。遥记十来岁时，天天为碗里米少红薯多犯愁，谁吃痨肠寡
肚的香菜？大伯在外地当工人，退休后回村在自留地里种了几
窝香菜——他应该是村上最先吃香菜的人。他这癖好可能源
自他在异乡的生活，也可能是有固定退休工资的他，故意要以
香菜显示自己与在泥土里讨生活的村民之不同。他说真香
啊！我说臭死了。当然，他吃的香菜也不是用来佐牛肉或火锅
——只是拌在豆瓣酱里。人的口味是会改变的。后来生活好
起来，餐桌上荤腥不断后，菜品不再局限于老几样了。我家也
撒上了香菜籽。春到，掐一些香菜嫩芽，用芝麻油、红油辣子、
花椒油、生抽、白糖、精盐拌了，解过年大鱼大肉之油腻。

对香菜“春天第一蔬”的名号，折耳根绝对不服。一些人对
折耳根的偏爱，较香菜有过之而无不及。折耳根之爱有地域限
制。遥忆两年前，蜀地爱心人士把大量折耳根赠送给湖北同
胞，同胞们喜忧参半——对折耳根束手无策。于是，网上抖音
小视频霸屏——四川的大厨小厨们又耐心地教做折耳根。招
数有二：一凉拌，二炖煮。凉拌法同香菜。炖煮可配半肥瘦猪
肉，蹄髈尤佳。至于放到火锅里当素菜涮煮，则又是贪火锅之
人的最爱了。

苏东坡在《菜羹赋》中写道：“汲幽泉以揉濯，待露叶与琼
枝。”种菜的乐趣不只是在吃菜的时候，更在种与收的过程。老
家屋后，田埂人迹罕至，每年定时冒出些野生折耳根。种是省
了，撬出一些。“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古井里的山泉水
堪比“沧浪之水”，摘须洗泥，奇香悠远。再以泥水浇灌田埂，来
年又将冒出新的折耳根。如是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苏轼说:“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春盘。”我想，那“青
蒿”一定包括了香菜、折耳根吧。三四月间，“料峭东风”已然全
换作春的温暖。春天，就这样带着菜蔬的馨香慢慢走向了火热
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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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

扬

春节刚过，我让儿子开车拉着我去看望我90岁的老
姐。我与老姐有着浓浓的不可分割的亲情。

老姐比我大 7岁，我从小是她抱大的。农忙时，父
母整日在田里摸爬滚打，常常天黑才进家。姐姐挎着水
壶揣着干粮背着我满街疯跑，和同村的小姐妹一块逗我
玩，渴了饮点水，饿了嚼口馍，嘴对嘴地喂。姐姐疼爱
我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老姐一生勤劳善良，乐善好施，特别懂事理、要面
子。她教育子女堂堂正正做人，扎扎实实干事，有爱
心，讲诚信。一家老少都很听话，就连儿媳、孙媳也都
知道尊老爱幼，和睦四邻，尤其对她尊敬有加，有事都
请她拿主意，形成了他们的家风。老姐3儿3女，如今四
世同堂，她在家说一不二，被尊为“老太君”！

老姐理家是把好手，常年操劳锻炼出一副好身板，八
九十岁的人了，还骑着三轮车赶集上会，去田里劳作。去
年，不料想一次骑着三轮车下地时车子侧翻，她跌进沟里，
股骨粉粹性骨折，被救护车送进县医院。外甥给我打来电
话，吓得我魂不附体，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老姐完了！这
一回不死也要跟床分不开了。儿女再孝顺，罪没谁替她受
啊！我接到电话已是夜里 10点多了，急忙与老伴骑着电
动三轮车赶到医院，守护着她直到做完手术。外甥和外甥
女怕我这 80出头的人经不住折腾，安慰一番让我回去不
要再来了。一娘同胞姐弟情深呀！我还是隔三差五去探
望，想尽量多陪陪老姐，说不定哪一天就见不着了。没想
到，老姐出院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奇迹出现了，她竟恢
复得跟从前一样，不用拄拐，还能骑三轮车。这个奇迹的
出现，除了现在医疗技术的先进外，很大程度在于老姐的
身体素质和儿女的精心照护。

出县城 10 多分钟的车程到了老姐家。老姐爱吃羊
肉，临来前我特意在街上买了个新鲜羊腿，我让二外甥拿
去熬汤。老姐说，家里啥肉都有，就是烧的羊肉汤。说着，
她打开冰箱拿出一大包她亲手打的白丸子交给外甥：“你
舅从小就爱吃你姥姥打的白丸子。”说着，我们都向二外甥
家走去。

姐夫在机关做过饭，小孩多少都跟他学点厨艺。不大
会儿，二外甥热炒凉拌一桌菜上来了。二外甥拿出一瓶茅

台，三外甥又拿来一瓶五粮液。我说，这酒都够上国宴级
别了。姐夫笑着说：“现在农村的年轻人在外打工、做生意
都发了，来家都开着小车，好烟好酒往家带，比着讲排场！”

老姐和姐夫都有吸烟的嗜好。这些年，儿子闺女、孙
子外孙，除了几个在外工作和上学的以外，几十口人都在
西安做烟酒生意。做生意发了财，他们都开着轿车回来过
年，比着给老人孝敬好酒、好烟。这些年老姐和姐夫吸的
烟都是由他们供给。随着生意越做越大，烟酒的档次也越
来越高。这时，老姐掏出一包大中华烟往饭桌上一放，还
撂给我儿子一盒。我说：“我的老姐呀！你这烟可是几级
大干部才能吸的，现在你吸烟的档次可不低呀！”说得大家
呵呵大笑，老姐更有一种自信和骄傲感。

打开酒瓶，一股醇香扑鼻而来。外甥、外孙争着给我敬
酒。酒过三巡，热腾腾的羊肉汤煮白丸子端了上来。我喝
口汤一尝，醇香味美，香而不腻。夹起一个白丸子咬了一
口，筋道鲜嫩，满口溢香，吃出了儿时母亲做的那种味道。
母亲有双巧手，老姐从小受她言传身教，纺花织布、家务农
活，无所不能。这打白丸子的手艺就是母亲亲手所教。老
姐见我吃得香甜，将自己碗里的也一一拨给我。看着老姐
像小时候一样疼我，一股亲情油然而生，老姐比母呀！

吃过饭由二外甥家出来，老姐骑着三轮车走在前边，
昂首挺胸，身姿不减当年，博得大家交口称赞。

愿老姐福寿延年，健康永驻！

老 姐
□ 杨朝卿

西冷桥畔谒秋瑾墓
拯救中华担道义，
鉴湖女侠露峥嵘。
弃家东渡寻真理，
仗剑兴兵反满清。
起事浙江遭劫难，
血流刑场济苍生。
西湖如愿埋忠骨，
总理题词誉美名。

谒情报员张露萍烈士墓
快活岭上柏长青，
拜谒墓碑思露萍。
生遇兵灾家困苦，
献身革命志坚贞。
肩担重任潜军统，
如履薄冰搜敌情。
打入死牢浑不惧，
甘将热血染红星。

七律·颂巾帼英烈（二首）

□ 张存元

我看见明朗的直线
在延长，

我的足迹敲醒郊外
阡陌纵横。

麻雀时而欢啼，时
而私语，

好似为解放冬天而
吟唱。

湖水微鼾，梦里发
出翠绿的呢喃。

春天的花朵在路上
急行军，

白 鹭 在 衰 草 间 小
憩，草根泛出嫩芽。

少女的素描像柔情
的告白。

我开始翻阅记忆里
的照片，

你笑起来格外妩媚。
黎明重复黎明，夜晚

终归在一声叹息后
结束。

多愁善感，是诗歌
的翅膀。

我们的缘分，是轨
道的交回处。

前方的前方，一群
白鸽在梳理羽毛。

我们为自己喜怒哀
乐，直至

抵达冷静、忏悔、
孤独、清醒。

我备好了红橙黄绿
青蓝紫，唯独

没有白天鹅的白。
路过一个熟悉的小

村庄，我还是
决定蛇形。我寻找

一扇门，
是否为我而开……

早 春
□ 朱光伟

风梳岸柳眼渐开，
湖荡碧波没楼台。

蝶狂蜂闹嫌春好，
梅上落日犹徘徊。

日月湖春光
□ 刘彦华

又是一个难眠之夜。皎洁的月光毫无
遮拦地洒到阳台上，把夜色映衬得更加静
谧。我想，圆圆的月亮最像什么？母亲。
反过来说，母亲最像圆圆的月亮。我思念
起了远在故乡的母亲，不妨给今夜起个名
字——母亲夜。

母亲，我想对您说……
您 17岁成亲，18岁生我，25岁膝下

就缠绕着四个孩子，柔弱的肩膀过早地挑
起生活的重担，可怜的母亲！

您最看重的是孩子。您说，有小不愁
大，没有指望啥？再忙再累也要看好孩
子，不能让孩子渴着饿着、摔着碰着。看着
几个孩子健康成长，您的脸乐成一朵花。

四个孩子全是男孩，这是咱家的特
点，也是您的命运。在乡下，儿女双全者
居多。您做梦都想生一个女孩，但命里没
有。毫无疑问，男孩是最费心费力的，尤
其是肩挨肩、清一色的四个男孩。在我们
家，一个女人要伺候一大四小共五个男子
汉，遇到多少坎坷、承受多少委屈，只有
您自己知道。

您年轻时体弱多病，经常发疟子，多
次病倒在床上。我认为您的体质并不差，
是生活折磨了您、孩子连累了您。

母亲，您脑子愚笨，按您的说法就是
“心闷”。“我没材料”成为您的口头禅。
在我们家乡，“没材料”就是没能力的意

思。心闷、没材料，错不在您而在天。我
了解您，因为脑子愚笨，需要付出加倍的
努力；因为办事慢腾腾的，需要更多的时
间去弥补；表面上不温不火，但内心是急
躁的，同时也是自卑的。

不必过于自卑，母亲。在我眼里，
您也有心灵手巧的一面，农村妇女的活
儿您不是都会吗？一堆红薯，能变换成
多种形式的馍、菜、汤；一片棉花，能制
作成多种款式的鞋、衣、帽，做酱、制
醋、腌菜……您样样娴熟。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您一生辛劳，
因为身上扛着责任。烧五窑砖瓦，盖四次
新房，娶四双儿媳，添十个孙辈……一路
走来，风霜雨雪，喜悦满满，忧伤累累。

忘不了，夜深人静了，我听到纺花的
嗡嗡声，看到煤油灯映在墙壁上飞转的纺
车的轮影；忘不了，我听到槌布石发出的

“砰砰砰”的闷响，看到一只棒槌在空中
划出美丽的弧线；忘不了，大雨滂沱中传

来急匆匆的脚步声，您手里攥着一颗野蘑
菇……“过日子就是过人的”，一想到子
孙满堂、平平安安，您就来了精神。面对
成绩，您从没有邀功，总是耷拉着眼皮重
复着“我没材料”。

众人说您品行好——心善、和气、宽
容，这是真的。您从没有打过三个弟弟一
巴掌，我仅有的两次挨打责任全在我，因
为我太执拗了。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您
与奶奶、姑姑、大娘、婶子吵过架，与亲
戚、邻居翻过脸；您与四个儿媳的关系非
常融洽。您不会写“和”字，却把“和”
的精神做到了极致。在您和父亲共同的影
响下，我们家和睦温馨，充满活力，“家
和万事兴”成了我们的家风。

母亲，您斗大的字不认几个，甚至连
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但您懂得上学的好
处，对我的学习全力支持。小学、初中、
高中、大学，步步离不开您。在高三前的
暑假，我与两位同学在咱家复习功课，最

吃累的就是您。在一个多月的炎热天气
里，您一天三顿为我们三人，也为全家人
做饭——每天早上一大锅馍，中午一大锅
面条，晚上还要煎煎炒炒。此事在三里五
村传为佳话。您的心血没有白费，两年后
我如愿圆了咱家的大学梦。

儿行百里母担忧。记得那年春季开
学，我背上行囊等候去郑州的公共汽车，
但每一辆车都座无虚席，我只好扫兴地步
行回家。到家后看到您坐在床上哭得一把
鼻涕一把泪，西墙邻居——渊治嫂子正耐
心地劝您。您看我回来，便止住哭去了厨
房，真是柔情如水！

到了晚年，您和父亲没有事了，该享
福了吧，可是您和父亲一刻也不愿闲着，
又是养羊又是种地，又是种粮食又是种药
材。几个儿子在外创业，您和父亲把种地
的活统统揽到自己手里。您长期泡在地
里，右脚啥时候瘸了，自己都说不清楚。

岁月无情。您原本高挑的身躯变弯
了，原本清秀的面庞成天浮肿着，一双眼
睛越陷越深，似乎不像您了。您说，老
了，更没材料了。

母亲，今年您刚刚跨越“榫头年”73
岁的坎儿，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不是很多
人羡慕您有福吗？您所享的是社会与时代
馈赠的福，家人携手共创的福，还有自己
一生修来的福……

没材料的母亲
□ 娄渊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