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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甘岭的树枝、南沙岛礁的礁石、守
礁战士的草棚、麦贤得头部取出的弹片、
英雄王伟的雕像、中国最早的潜地导弹、
南沙海战中国海军的战舰、毛主席乘坐过
的长江舰……4000 多件文物、1200 多幅图
片，近百组内涵厚重的雕塑等，全方位记
载了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的发展历程。

山东省青岛市莱阳路 8 号，这里是中
国海军博物馆。“二十年陆军，五十年空
军，一百年海军”，七十三年的阅历，对中国
海军的历史来说，或许只是中年时光，但这
七十三年里，却是中国海洋力量发展史的
巨大浓缩，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海权意识的
唤醒和披荆斩棘的岁月。

在这里，海博是一个驻足回望的视
角，那些没有风干的陈年旧账，那些不言
而喻的意义，时时在撞击我的心扉。

在这里，海博是一个历史深邃的课
堂，那些没有逝去的陌生气息，那些欲说
还休的岁月，对走进这里的我是如此的记
忆犹新。

走进海军博物馆，就如同走进一片浩
茫的时空，那凛冽的海风迎面而至，伴随
着苍茫大海的气息和诗性光芒，让我震
撼，让我在步步惊心的游览中，看到了历
史的碧海苍茫。

1.
远方，乳白色的快艇在巨浪中穿过，

礁石被风吹日晒磨平，海浪拍岸的声音在
耳畔回荡，空气在阳光下颤动，仿佛逝去
岁月的历史一幕幕生动回放。

络绎不绝的参观队伍中，有白发苍苍
的老战士，有列队的海军官兵，有全国各地
的游客，有学校的学生。

一支军队的血性，标注着这支军队的
精神高度。在第一展厅与第二展厅交接处
的海战走廊，6 幅经典油画生动再现了万
山群岛海战、击沉太平号、解放一江山
岛、崇武以东海战、炮击金门作战、西沙
海战的历史瞬间，展现了人民海军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彰显了人民海
军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
的英雄气概。

弥漫硝烟中，走来了英雄麦贤得。在
“八六”海战中，他是海军 611 号护卫艇
上的机电兵，战斗中，一枚弹片击中麦贤
得的前额，流出的血糊住了他的双眼。从
短暂昏迷中苏醒后，麦贤得强忍剧痛坚持
作战，直至战斗胜利。

一片被鲜血染红的胸章，把观众的视
线带入万山海战不畏生死的激烈拼杀中：
时任海防大队副大队长的林文虎率领“解
放”号炮艇，冲入国民党海军舰群中，击
伤敌多艘舰艇后壮烈牺牲。身负重伤的艇
长梁魁庭驾艇冲出重围，胜利返航……如
今，林文虎的那块胸章和“解放”号炮艇
永久陈列于馆内。

时光飞逝，江河激荡，流淌在中国军
人体内的血性胆气愈发浓烈，置身于破碎
的遗迹中央，时刻有种碎片带来的震撼和
悸动。

2014 年春节，举家团圆之际，372 潜
艇正在执行巡航任务，一切看似平静。此
刻，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慢慢靠近——
372 潜 艇 的 深 度 计 指 针 快 速 下 降 。“ 掉
深”，是潜艇的噩梦。遭遇掉深时，潜艇
会瞬间失去浮力，如同悬崖边失足跌落。深
度迅速下降，372 潜艇陷入重大险境，短短
几秒内艇体失控、急速下沉。增速、排水等
提升浮力的应急措施都没起到明显的作
用，下坠趋势仍在持续，潜艇所承受的压力
也在不断加大。生死攸关时刻，全艇官兵果
断处置、化险为夷，保住了潜艇并圆满完成
后续任务，被中央军委授予“践行强军目
标模范艇”荣誉称号。

如今，372 潜艇的授称证书陈列在展
厅一角，静默如风浪过后的温柔之海，无
声无息地向观众展示着那段令人惊心动魄
的岁月。

2.
走在海博里，感恩遇见的，不仅是前赴

后继的个体生命，更有着丰厚的沧桑巨变。
第二、第三展厅里，一幅幅图片、一

件件实物、一段段影像，全面展示了人民
海军在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伟大征程上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海军劈波斩浪、勇闯大
洋、向海图强的雄心壮志。

曾几何时，航母对于国人来说可望而
不可即。经过几代人努力，中国拥有了辽

宁舰、山东舰和福建舰三艘航母，人民海
军步入航母时代。从无到有，中国航母梦
走了百年，攒足了国人的期待，从这里出
发，在渐远渐失的时光之海，我们记住了
它们的名字，沧海之上，号角连营……

在海博主展馆左前方的室外展区，取
自永暑、华阳、赤瓜、美济、渚碧、南薰、东门
礁的 7 块礁石，代表着祖国美丽南沙七礁。
每块礁石旁都立有一块主权碑，上面闪耀
着国徽，写着“中国”二字和岛礁的名
字，标注着经纬度。

山石呼应，陆海相连，南海长城，铜
墙铁壁，7 块南沙珊瑚礁虽远离大陆，但

“骨肉相连”，记住它们，就记住了国家。
面对守礁战士的草棚，每一个人都会

禁不住思绪飘荡。最初的时候，战士们都
是顶着日晒雨淋在礁盘上驻守千里之外的
祖国领土，涨潮的时候，礁盘没于水下，
他们只能站在齐腰深的海水中高举国旗。
缺少淡水，风大浪高，又因为靠近赤道，
最 热 时 地 面 温 度 可 达 60 摄 氏 度 ， 高 温 、
高湿、高盐的恶劣环境，是大海里的戈壁
沙 漠 。 因 此 ， 永 暑 礁 也 号 称 “ 太 阳 海 ”

“生命禁区”。那里没有喧嚣，没有风花雪
月，没有车来车往，只有海水浸泡的钢铁
之躯，有的人永远留在了那里，成为大海
抹不掉的记忆。

长时间泡在海水里，很多战士都患上
严重的风湿病、关节炎和皮肤病。开始，
战士们利用海上漂浮的草叶木棍搭起简易
的草棚，成为遮风挡雨的临时“营地”，
后来又发展成铁皮搭建的高脚屋。朝朝暮
暮，潮涨潮落，人生最美的时光，断裂给
似水流年，他们的诗和远方，只有凛冽的
海雨，喧嚣的海浪。

如今，历经几十年的海防建设，从第一
代的“高脚屋”到现代化的礁堡建筑，甚至
是吹沙填海而造得的人工岛屿，守礁部队
的设施环境得到了根本改善。

历史无言，多少悲怆往事湮没于时间
的沟渠，从守礁到守岛，一字之变，足以窥
见中国海上力量的苦难与辉煌。

3.
一群海鸥从头顶掠过，洁白的羽翼在

海岸留下一片柔和的凉荫，清脆的鸟鸣，
在风中越飘越远。

海博主展馆西侧广场，一座大型英雄
群雕格外引人注目。雕塑正面镌刻着“忠诚
使命、英勇善战、建功海洋”12 个大字，左右
两侧各耸立着一座英雄群像，背面两侧浮
雕镌刻着海军经典战例和英烈形象，中间
竖立着一把巨大的深蓝之剑，雕塑的底座
上专门设置了长 8.1米的长明火台。

在广场上，英雄群像雕塑前燃起象征
精神不息的长明火。一队海军官兵在雕塑
前列队致敬，向人民海军革命英烈敬献花
篮，致敬海军英雄模范。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
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在海博英
烈厅内，巍巍泰山石碑上镌刻着人民海军
史上 1600 余名牺牲英烈的英名。不同时
期的海军英模汇聚海博，铸就了一部群星
璀璨的英雄图谱。他们是海军官兵的杰出
代表，激励着一代代官兵崇尚英雄、学习英
雄，沿着英雄的足迹接续奋斗。

展厅里，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在
仔细地解说，孩子天真的眼神充满了虔
诚；另一边，两个姑娘在水陆两用飞机的
旁边留下倩影。战争与和平，粗犷与细腻，
昨天与现在，人们在爱与希望的和谐中，过
着平静幸福的日子。

曾经的快乐与痛楚，淡忘与刻骨，终
将化作往事，铭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在
这条长河中，那些走过的风雨历程、那些
迸发的革命精神、那些前赴后继的英烈，
全都浓缩在博物馆中的一件件文物和史料
中，并且，成为人民海军的历史珍藏、精
神财富和文化高地。

海洋权利，历来是国家综合运用军事
与非军事力量控制和利用海洋的实力，在
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
力量，标志着这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
位和作用。一次次乘风而去，一回回远洋
归来，人民海军在海洋的磨砺中经受了考
验；万里风涛，靖海澄疆，在天风海雨中
锻造成国家防御的柱石、人民幸福的根
基。他们的步伐，一如万里海疆最为壮丽
的回声：漫长、悠远、深邃，伟岸如磐石，
奔腾向海洋。

（作者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先后
供职于湖北省荆门市人民检察院、海南省
公安厅）

苍茫大海的诗性光芒
朱湘山

海军博物馆，图片来源：www.hjbwg.com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
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每天上班途经
某部军营大门，看到大门外绿篱边的“恽代英烈
士殉难处”文物保护碑时，我心中都会默念起烈
士这首充满壮志豪情的《狱中诗》。

恽代英烈士殉难处，位于南京市建邺区江
东门——茶亭东街 242号。

时间回拨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这里是历史
上臭名昭著的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在一些文
献或影视作品中，该监狱又称为“军政部军人监
狱”或“中央海陆空军人监狱”。监狱内设有水牢
和刑场，6 米多高的围墙上设有电网，四角设有
岗楼，墙外还有深沟环绕——完全是一处残暴、
阴森、恐怖所在。

1930 年 5 月 6 日，时任上海沪东区行动委
员会书记的恽代英，在与工人联系工作时不幸
被捕。面对严刑拷打，恽代英始终严守党的秘
密。后来，敌人以“工人擅自开会有罪”将他
判刑 5 年。1931 年 2 月初，由苏州转押至南京
的这所监狱。恽代英在狱中听闻林育南、何孟
雄等革命志士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的消息，怀
着悲愤的心情，在囚室的墙壁上写下了这首

《狱中诗》。
恽代英被捕后，由于没暴露真实身份，党组

织的营救几乎就要成功。然而，就在他即将出狱
前夕，中央特委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
出卖了他。蒋介石得知后，令人拿着恽代英在黄
埔军校时的照片到狱中核对、劝降：党国正是用
人之际，若归顺校长，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触手
可及！只要写个声明，你就自由了。否则，后果不
堪设想！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恽代英坚贞不屈，
轻蔑而又自豪地说：“大不了就是一个死！为
共产主义而献身，死得其所！”劝降者遭到严
厉斥责，遂气急败坏地将其戴上镣铐，关进单

人牢房。
1931 年 4 月 29 日中

午，恽代英拖着沉重的
脚镣走向刑场，面对行
刑的刽子手，一路昂首
挺胸、神色坦然，一路高
唱《国际歌》。慷慨就义
时，年仅 36岁。

恽 代 英 烈 士 殉 难
处，现保存有原国民党
中央军人监狱的部分监
房 。1982 年 ，被 南 京 市
政府确定为文物保护单
位。1986 年 8 月，烈士诞
辰 91 周年之际，人民政
府在当年烈士殉难处建
造的恽代英纪念碑正式
落成。黑色的大理石纪
念碑坐北朝南，碑顶为高 1.25 米的恽代英半身
汉白玉雕像。纪念碑正面镌刻着陆定一题写的

“恽代英烈士”5 个大字，背面的碑文记载着恽代
英的生平和光辉业绩。

在最黑暗的夜晚，总有最灿烂的星光。恽代
英原籍江苏武进，与瞿秋白、张太雷，并称为“常
州三杰”。1926 年 5 月，恽代英被党派到黄埔军
校任政治教官。在黄埔军校，恽代英被蒋介石视
为“黄埔四凶”之一。1927 年，恽代英相继参与组
织和发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当年，恽代英创
办和主编《中国青年》，亲自撰写并发表百余篇
文章，影响甚众。成千上万的青年英杰，就是手
捧《中国青年》杂志，呼唤着“代英”的名字，走上
革命道路的。

成就恽代英光辉英名的，是他高尚的人格、
坚定的信念和为革命事业甘于抛洒热血、舍弃
一切的壮烈气节。他的一身浩然正气，让刽子手

都心存惧怕。在他被捕入狱后，监狱中混杂关押
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犯人，自发形成了一个掩
护他身份的特殊“联盟”。尽管告发恽代英可以
立功、赎罪，但同监的没有一个人出卖他。

“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
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只能做四盒洋
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
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恽
代英用短暂的一生留下的诗文，至今读来，仍令
人热血澎湃。

烈士虽已长眠地下，但他砥砺人心的人格、
信仰和精神，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2009
年 9 月 10 日，恽代英当之无愧地被评为“100 位
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

（作者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报告
文学学会理事）

茶亭东街242号
贺 震

位于江苏省常州市的恽代英纪念馆

又来下党时，我爱上了这里的夜色。
下党位于闽东大山深处，主要由新村和古

村两部分组成。夜幕降临后，我从新村走向古
村，转过一个弯，就看见一片灯火扑面而来。道
路右边皆为商铺，由老房子改造而成，门口、
窗口都透出了温馨的灯光；外墙上、屋顶上都
安装着灯带，勾勒出老房子那古朴厚重的轮
廓；屋檐下吊着灯笼，黄色的灯光穿透红色的外
壳，宛如一颗颗熟透的柿子悬在枝头。

商铺后面就是古村，沿着山坡仍分布着一
座座老房子，层层叠叠，错落有致，近几年来已
被开发成民宿、画室、作坊、直播间，在灯光的
装扮下显得格外时尚。不时有游客从巷道里走
过，灯光打在他们脸上，与那夯土墙体一起斑
驳成油画风格。我在古村里逗留了一会儿，便
沿着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小路拾级登山，来到文
昌阁旁边的最佳观景处，回身看去，瞬间便被震
撼住了。

啊！下党的夜景，多么迷人！
在苍茫的夜幕下，一片璀璨的灯火横空出

世，它倚着山傍着水，就像一颗颗夜明珠聚集
在一起，仔细听仿佛还有“大珠小珠落玉盘”
的声音，这就是下党古村的夜景，被灯火扮靓
的夜景。灯光不断地变换出红黄蓝的颜色，与
打在翠竹上的灯光一起，营造出了“火树银花
不夜天”的盛景，惹得旁边拍照的众多游客一阵
阵惊呼。极目远眺，碑坑山上的灯火与下党古
村的灯火交相辉映，就像启明星一样，照亮了
这里的夜空。

而鸾峰桥上的“灯光秀”使得它看起来更像
一只正在腾飞的大鸟。我穿过鸾峰桥来到饭甑
岩上，举目望去，只见文昌阁上的灯火和旁边那
条陡峭的青石板小路上的灯火已连成一线，成
为一条被灯光照亮的小路。这条小路曾经是进

出下党的唯一通道，白天时异常难行，在夜间
更是漆黑一团，无人敢走。如今，这条小路已成
为“党群连心路”，每天都要迎来不少游客，
在夜间更是亮如白昼，也照亮了游客的心。不
用说，这条小路见证了夜幕中的下党所发生的
沧桑巨变。

是的，夜幕中的下党，沧桑巨变。
犹记得，30 多年前的下党，在夜晚时还是

一团漆黑。那时的下党极端贫困，村民们照明
主要用煤油灯，条件更差的则用火蔑，就是砍
下毛竹后劈成条，在泥水中浸泡一个月后捞起
来晒干，晚上时点燃火蔑充当“油灯”，灯光如
豆，极其昏暗。灯光昏暗的日子，让下党人民
吃尽了苦头。

于是，让下党人民用上电灯，便成了各级
党委政府的心头大事。一位退休的老干部告诉
我，当年他被派到下党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
组织群众用石块、水泥拼合成一个压力水管，
将原有的一个废弃小水电站恢复起来，并安装
了 12 千瓦发电设备。但因水量有限，每天发电
时间不足两小时，只能供碾米使用。“夜晚，
我们点着蜡烛、煤油灯、松明，围坐一起商讨
问题……”人们渴望用上电灯，渴望家里亮堂
起来……

时光前进到 1989 年 7 月 19 日，中共宁德地
委的主要领导沿着文昌阁旁边那条陡峭的青石
板小路来到下党访贫问苦指导发展，并协调筹
措资金用于修路、通电照明等建设，从此解决
了下党群众用电难的问题，家家户户都用上了
电灯，家里亮堂了，心里便也亮堂了……此
后，乡亲们秉承“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以干
得助、久久为功”的精神，在电业的襄助下埋
头苦干持续发展，让这里的夜晚不再单调且越
来越亮……

后来，中国进入了新时代，拉开了精准扶贫
的大幕，下党也迎来了最重要的发展机遇，村干
部带领村民们挖掘红色资源、创设定制茶园、发
展乡村旅游，终于摆脱了贫困、奔上了小康、走
向了富裕。日子过好了，他们便开始精心打扮家
园，给古村和新村都安装上夜景灯，“灿若星河”
般美丽了这里的夜晚。此时的灯光已不仅仅用
于“照亮”，还用于“扮靓”——灯火之于下党，已
从物质层面跃升至精神层面。

于是，从“照亮夜晚”到“扮靓夜晚”，下党的
灯火开始迭代升级，大放异彩。2021 年 7 月 6 日，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通过
视频展示了下党的夜景，下党那璀璨的灯火以
及灯火下的美好家园在全球面前惊艳亮相！而
背后的故事是，下党的发展已进入快车道，“经
济兴则夜色美”啊。

忽然想起那条著名的“胡焕庸线”，即沿着
黑河和腾冲画一条直线，直线的东侧经济相对
发达，直线的西侧经济相对落后。近十年来，通
过卫星图来看夜幕下的这条线，东边的灯火愈
加辉煌，西边的灯火也逐年递增。有人说，卫星
夜光数据可以反映人类活动的强弱，可以分析
社会经济发达程度，我深以为然并为国家的日
益繁荣昌盛感到由衷的高兴！

下党是幸运的，因为她刚好位于“胡焕庸
线”的东侧，其周边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并且自
身也拥有绿水青山等良好的资源，就像烟花一
样，一点就燃，为中国的夜景增光添彩。下党是
幸运的，因为她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不仅实现了
华丽变身，还用灯火把自己打扮得越来越妖娆，
相信不久的未来，这里将成为“中国最美山村夜
景”，代表着中国形象。

下党的灯火，照亮了中国，惊艳了世界！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这里的灯火，惊艳了世界
江俊涛

虽已进入初秋，天气依然炎热，位于河南省
新县郭家河乡莲花村刘名榜故居前的莲花开得
繁茂，开得热烈。百亩莲塘，正以摇曳多姿的奔
放，演绎着“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的诗趣。

阵阵清风来，盈盈荷花香。天空的热情，足
以将任何美都灼伤，却唯有莲，竟傲然地占领着
整个池塘，咬定“沃土”不放松。如果风雨来临，
任风摇晃着它的身体，任雨鞭打着它的花瓣。狂
风暴雨过后，又会是一株清新的莲。它早已将外
界的风雨作为自己独有的训练方式，练就了一
颗坚韧的内心。

穿过一条小河，走进刘名榜同志故居纪念
馆，详实的图片、破旧的棉被、简朴的家具，凝聚
着战争烽火、革命年代和新中国建设初期的时
代烙印，诉说着老一辈检察人的清廉风范和铁
骨忠魂，点燃了每一个参观者的红色记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八一电影制片厂著
名导演严寄洲拍摄的电影《五更寒》，主人公原
型便是刘名榜。刘名榜 1902 年 10 月出生于佃农
家庭，1928 年参加革命，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反“围剿”
斗争和三年游击战争。河南省检察院撤署建院
后，刘名榜成为第一任检察长，从 1955 年 3 月至
1967 年 10月，任职 12年。

“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之时则忘其亲，

击鼓之时则忘其身。任检察长期间，他一心为
民，从不搞特殊，从不违背原则，从不用自己
的权力和影响力为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谋取
利益。”导游告诉我说，并讲述了几个他生前
的故事。

刘名榜的儿子在机械厂当电焊工，眼睛几
乎失明，他也没帮其调换工作。他的孙子高中毕
业，知青办主任跟刘名榜说：“莫叫他下乡了，在
县城安排个工作，没有人抬杠。”但刘名榜坚决
让孙子下乡锻炼 4 年。爱人去世后，当组织上安
排其孙女照顾他时，他坚决不让孙女领工资。他
说：“我的孙女，照顾我是天经地义的，我不找她
要伙食费，她也不能领工资。”

刘名榜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穿土布衣
服、布鞋，吃腌咸菜，生活用品哪怕再旧也舍不
得换，仅有一双皮鞋，只有到北京开会或参加重
要活动才穿。他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回到新县，
把带回的公物全部交还单位。

晚年，刘名榜常年住在大山里，他总是爱站
在山上眺望郁郁葱葱的山岭，久久不愿离去。这
绿水青山给予他生命，给予他坚守革命根据地
红旗不倒的环境，这里的人民群众给予他难以
割舍的亲情。1985 年 4 月，刘名榜因病逝世，享
年 83 岁。青山有幸埋忠骨，最后，他安眠在故乡
的泥土中，继续守望着家乡的一草一木。

历史的云烟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淡去，但

是在大别山革命老区，刘名榜的精神却如同门
前盛开的朵朵莲花，清香致远。

2019 年 9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县鄂
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会见当地红军后代、
革命烈士家属代表，刘名榜的孙女刘小妹就是
其中一位。当总书记知道刘小妹是刘名榜的孙
女 后 问 ：“ 刘 名 榜 不 是 电 影 《五 更 寒》 里 的

‘刘拐子’吗？”刘小妹说：“是的是的，爷爷
坚守在大别山 21 年，保证了红旗不倒革命火种
不灭。”

坚守大别山 21 年，有多少艰难，有多少考
验，又有多少生死离别！

“刘名榜为何称为‘刘拐子’？是因为大别山
的气候非常潮湿，他长期打游击、住山洞，导致
双脚得了风湿变了形，常年都要拄着拐杖上山
下山。”导游说，“正是在这种苦难与辉煌的历史
中，形成了可贵的大别山精神。”

走出刘名榜故居，门前的莲，依然在风中挺
立，它们一动不动，像是一名名将士，随时等待
命令，准备出征。这时，我会想起余光中的诗句：

“一池的红莲如红焰，在雨中。你来不来都一样。
竟感觉，每朵莲都像你……”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秋意
渐浓，莲花村的莲，会逐渐衰败、凋零，可是在我
心中，一朵圣洁的莲花已悄然盛开，永不褪色。

（作者单位：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检察院）

一池莲花红如焰
吴晓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