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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改变，不是一天两
天就可以完成的；中国的改变也
是一样，她不只是一年两年就可
以完成的，她需要经过几代人几
十年的努力，才可以成就出今天
这个强大而又美丽的中国。

57，在 塞 罕 坝 人 看 来 ，是 一
个有意义的数字。塞罕坝，在如
今看来，那里风景迷人，草色青
青，那放眼望去的绿色，就像一
道绵延不尽的绿色长城。然而，
在五十多年前，这里却是另外一
个景象。“茫茫沙地没有一棵树，
只有一点黄草和柳墩子……”当
年，第一批林场建设者是这样描
述当时的景象的。这，就是五十
多年前塞罕坝的模样。在这样
恶劣的环境下，能成就出今天这
绿 茫 茫 的 风 景 ，谈 何 容 易 。 起
先，建设者们种下了两千多亩的
松树，用了两年的时间，成活率
还不到百分之八，失败给他们带
来 了 失 望 ，但 是 ，他 们 没 有 放
弃！他们继续这样种下去，一点
一点地总结经验，每一次都小心
翼翼地保护着树苗……最终，在
无数次地种下树苗后，在某一年
里，树苗的成活率达到了百分之
九十六！从百分之八到百分之
九十六，这是要历经多少次的失
败才能得到的啊！在他们持之
以恒的建设下，林场的面积越来
越大，越来越辽阔。接着，在第
二、三代的坚持下，经过了五十
多年，才有了今天的塞罕坝。这
就是中国的改变，从茫茫沙地到
绿水青山。

核潜艇，这个词可能对我们
来说，是一个不陌生也不熟悉的
词。可是对于核潜艇科学家们
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国防武器。
他们用了十年的时间，在没有计
算器的情况下，用算盘和计算尺
来 进 行 计 算 ，错 了 就 再 重 来 一
遍；在那一穷二白的年代，凭借

着自己的头脑，想出一个又一个
的 土 办 法 来 解 决 问 题 …… 就 这
样一点一点地摸索、制造出来了
核 潜 艇 。 十 年 ，可 以 做 很 多 事
情，但是他们把十年的时间全心
全意地投入到了核潜艇的制造
中去。十年的时间他们没有用
一颗国外的螺丝钉，就是在用自
己的心血使我们国家正式成为
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是
他们，靠着自己的努力使中国站
了起来，是他们，让我们的祖国
有了改变。除此之外，还有中国
中 车 株 洲 所 生 产 的 IGBT 芯 片 ，
位于 G65 高速的矮寨大桥，大亚
湾核电站……这，就是中国的改
变，从落后世界到领先全球。

有 一 种 骄 傲 叫 祖 国 强 大 真
好 ，有 一 种 温 暖 叫 祖 国 接 你 回
家。2011 年利比亚局势动荡，中
国 调 动 182 架 中 国 民 航 包 机 、5
艘货轮，动用了 4 架伊尔-76 运
输机，租用 20 余艘外籍邮轮，把
35860 名 中 国 公 民 安 全 接 回 了
家；2015 年，也门安全局势急剧
恶 化 。 危 急 关 头 ，正 在 亚 丁 湾
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
第十九批护航编队赶赴也门执
行 撤 侨 任 务 。 在 海 军 保 护 下 ，
第一批撤离 124 人，从性命攸关
到安全登舰，只用了 39 分钟，平
均 每 人 18 秒 ；第 二 批 撤 离 455
人，只用时 81 分钟，平均每人不
到 2 秒 …… 这 样 真 实 的 撤 侨 案
例 比 比 皆 是 ，这 一 个 个 真 实 的
案例告诉我们，中国，已经发生
了 明 显 的 改 变 ，从 解 放 前 的 人
民多灾多难到现在的中国人民
一个都不能少，这，就是中国的
改变。

中国的改变，无论从小的方
面还是从大的方面，这是几个段
落都讲不清楚的。但总的来说，
中国的改变，改变了你我，也改
变了这个世界，我为祖国点赞。

2018 年，进入初冬的 三亚，太阳
一 点 也 不 温 柔 ，大 地 透 明 得 一 览 无
余，蓬勃的植物吮吸着热能，在日头
的照射下绿叶油光发亮。没有秋天
的黄叶，没有冬天秃头的树枝丫。

我与三亚市作协会员一起前往三
亚市崖州区革命老区梅山采风。在
梅山，如果站在一个叫牛头岭的山顶
上，面朝大海，俯瞰梅山，就会发现梅
山的地形宛如美少女束起高发髻，露
出后脖儿的一小撮尾发——尖尖角
儿。这尖尖角儿，翘伸向海边，当地
人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地名儿，叫角
头。原来，梅山也叫角头。

梅山之前是三亚市的一个镇。之
后，梅山撤镇成为崖州区管辖下的一
个片区。梅山片区分布着四个自然
村，梅东、梅西、长山和梅联，是革命
老区。

梅山老区被称为三亚半部革命
史。

梅山这块土地是贫瘠的，但是留
下了荡气回肠的革命英烈故事。

1937 年 ，抗 战 的 烽 火 席 卷 了 全
国。日寇窥伺琼岛已久，妄图把魔爪
伸进琼崖大地。这年的 1 月份，中共
琼崖特委在梅山成立了第一个中共梅
东党支部，拉起了一支由平民百姓组
成的抗日游击队伍。这支走在琼崖抗
日前列的队伍，装束仍然是农家人的
穿着打扮，猎杀“豺狼”的器械是农家
人用的禾叉、砍刀和火铳，这些历史，
都在梅山革命史馆得到了印证。

梅山革命史馆于 2006 年 12 月 26
日落成开馆。

建在梅山中学的梅山革命史馆，
是一部饱含革命苦难的斗争史书，是
一部红色记忆的珍藏集。梅山的师
生是荣幸的。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
时时就可以翻阅这部厚重的革命史
书，与那些被岁月染黄的照片和残存
凝重的实物，没有了时空隔断。它引
领着阅读者穿越时空，回到了那段战
歌嘹亮的峥嵘岁月。

梅山革命史馆占地面积 4200 平
方米，史馆建筑面积 300 多平方米。
梅山革命史馆从落成起至 2018 年，有
12 年了。史馆前面原先栽上不同树
种的小树苗，一起生长，一起变成了
挺拔大树，树冠簇拥成团。现在鸟儿

在树上啁啾，人们在树下乘凉，都能
驻步流盼脚下这片生生不息的红色
土地。

梅山革命的斗争历程在“梅山革
命史馆”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没有
因为时光的流逝，埋在厚厚的历史尘
埃之中。我从介绍梅山革命历史斗
争的前言读起，到梅山革命斗争大事
记、光辉的战斗历程、功垂千秋、发扬
革命传统、领导关怀和结束语的七大
部分，仿佛置身于 81 年前的 1937 年，
亲眼目睹从那一天起，梅山建起崖县
第一支抗日游击队，从几十号人，发
展壮大到 100 多人的民兵组织“常备
队”，与日寇汉奸国民党反动派展开
惊心动魄的殊死抗争场面。

此刻，我正肃立在“梅山革命使
馆”的展柜前，见到了当年梅山抗日
英雄使用过的鸟铳、砍山的钩刀、禾
叉等这样的一些老物件。尤其是一
把土枪，用木材铁皮捆绑在一起，这
件做工很原始的武器，却能放倒装备
精良的敌人，这让我在它的面前静默
许久。平心而论，这些老物件，本身就
是梅山人民离不开的生活工具，然而
对着一群持械闯入家门的日寇强盗，
它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们的主人
勇敢顽强，从而成就了梅山一部充满
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史，尽管中间已
经走过了八十多年，我却依然感到震
撼，让人血脉偾张。这些老物件，让
我们见证梅山人民抗击外来倭寇，消
灭国民党反动派的艰辛与坚韧。

在梅山革命斗争的第四部分“功
垂千秋”，介绍了 56 位革命烈士，其中
孙亚九烈士的死让人最动容。

孙亚九烈士 1921 年 6 月出生于原
崖县梅山乡梅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
庭。1949 年底，她随同其他同志在黄
流一带开展革命工作，不幸落入敌人
魔掌，敌人用非人的手段妄图摧残她
的意志，从中获得有价值的情报。然
而在残忍的敌人面前，她宁死不屈，
视死如归。1950 年 2 月，孙亚九牺牲
时年仅 29 岁。

她死在黑暗的尽头！
一位曾经参加琼崖革命斗争的陈

师祥老战士向我还原了他参加革命
的那一个午夜：

有一个人悄悄地摸到他家破旧的

瓦 屋 窗 口 下 ，用 指 头 叩 响 窗 户 的 门
板。

“谁？”年少的陈师祥闻声从床上
跃身而起。

“阿弟，你想吃饱饭就跟我去参
加游击队。”说话的人在黑暗里很明
确地告诉他。

“我去。”在那个午夜，他赤手空
拳毫不犹豫地跟随着陌生人，一起走
进了大山里，参加了革命。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战士，向我讲
述 那 激 情 燃 烧 的 岁 月 ，眼 光 炯 炯 有
神。

陈师祥系原崖县崖城镇保平村
人，少年学得一身好武功。参加革命
后，梅山阻击战、围歼九所国民党据
点之战、围歼梅东和保平守敌之战、
崖城南山和梅山袭击敌人火车夺取
军火之战，他都亲历过。

1950 年 4 月 ，海 南 岛 全 境 解 放 。
一身戎装的陈师祥已经是县长警卫
员，他没有留恋安逸的生活，自告奋
勇回乡参加劳动。1952 年初，他投身
到海南农垦的大开发、大建设中。在
农垦的几十年，他从没有对外界炫耀
过自己的革命经历，如果不是当年与
他出生入死的战友经过多方打听，寻
上他的家门，没有人知道他是个革命
功臣呢。

“嘿，这里有一个叛徒。”我循着
话音扭回头，人们用手指点的方向是
一个人的名字，他之前也是一个革命
者。现在这个名字后面却赫然地写
着“后叛变”三个字。

一个阵营里如果出了一个变节
者，给这个阵营带来的后果，是灾难
性的。但放弃了信仰，出卖了灵魂，
他也走向了不归路。

记不清是哪 一年，单位上请来普
法 员 给 我 们 党 员 干 部 上 法 制 教 育
课。普法员指着我们就开门见山说：

“在座的每一位，我不能保证你们不
违法，不犯罪。”如醍醐灌顶。多少年
过去了，这句话还在耳边回响着。

史馆的窗外射进一束阳光打在我
的脸庞上，我惊觉自己原来还沉浸在
深深的思考中。合上“梅山革命史馆”
这部革命史集，我来到梅山革命烈士
陵园，对屹立在山顶上的梅山革命烈
士纪念碑，我再次庄严地行了注目礼。

祠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
体。古老的祠堂，折射出地域和
宗族的精神风采。去年深秋到
江苏溧阳，得知当地有一个古迹
史侯祠，号称江南第一名祠，便
与友人一起慕名寻访。

溧 阳 位 于 苏 南 ，古 韵 悠 远 ，
山川秀美，地域富庶，具有独特
的 水 乡 风 情 和 丰 厚 的 人 文 底
蕴。境内南山竹海、茅山道教福
地、天目湖，令人留连。唐朝的
诗人孟郊，在溧阳写下了著名的

《游子吟》。市区的高静园，至今
完好地保存着宋代的极品奇石，
闻名遐迩。

史 侯 祠 位 于 溧 阳 东 北 的 埭
头镇，是一处旅游景点，车程约
半小时。下车问路，一位中年人
热情指点，并带路至镇子西边，
远 远 便 看 到 一 座 高 大 的 牌 坊 。
到了跟前，看清横书：汉溧阳侯
史公庙墓，两边四柱书写两副对
联，气势不凡：

爵锡五代扶炎汉，庙食千秋
镇溧阳。

庙貌更新百里湖山增物色，
松楸拂郁九重雨露蔭孙枝。

从 两 侧 立 有 石 人 石 兽 的 神
道走过，便是一座灵雨牌坊，接
着是头门、前院、仪门、正堂，两
侧还建有史氏历史名人馆和史
氏现代名人馆，最后一进为宗谱
楼，整体颇为壮观。据介绍，祠
堂总规模占地 50 多亩，原址解放
后建了埭头中学。改革开放后，
在旧址西侧按原布局样式重建，
并成立了溧阳史氏历史文化研
究会负责管理，体现了史氏家族
崇祖敬贤的文化意识。

追溯历史，史侯祠建於东汉
初年。一世祖史崇，因平定赤眉
军，协助恢复汉室有功，被册封
为溧阳侯，封地食邑万户，并延
袭五世。因而族人建立了史侯
祠 ，亦 是 宗 庙 ，至 今 已 越 两 千
载。悠悠岁月，宗族繁衍，遍居
神 州 大 地 ，俊 杰 辈 出 ，闪 耀 史
空。我们在仪门前遇到了史氏
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史国民先
生 ，与 之 攀 谈 起 来 。 他 中 等 身
材，精神饱满，原来是一位老公
安，退休后专心於宗族事业，话
语中流露出对史姓大族的自豪
感。

祠堂的主院很开阔，正面为
海嶽堂，供奉一世祖溧阳侯史崇
将军塑像，两侧分别是先祖祠和
五侯祠。

东厢为历史名人馆，悬挂一
副对联：

九 位 宰 相 治 国 安 邦 丰 功 在
青史，

五 百 进 士 读 书 明 理 亮 节 留
美名。

此 联 为 行 楷 ，笔 体 健 美 ，高
度概括了史氏家族的作为和影

响，引人入馆瞻仰感受。
在馆内，我仿佛走进了历史

长河，眼前出现了炫丽的画卷，
与一位位史氏名贤邂逅。看见
唐朝刚直不阿的宰相史务滋，正
在为两个地方官员的清白向武
则天仗义执言，后遭奸臣诬陷，
愤而自尽。看见南宋的右丞相
史诰，向宋孝宗据理陈词，力主
岳飞被害是冤案，从而使民族英
雄得到平反昭雪。看见明朝末
年的史可法，率军坚守扬州，英
勇殉国。看见清代康、雍、乾三
朝元老、大学士史贻直，金殿上
与雍正皇帝对话，说明自己虽然
是罪臣年羹尧举荐，却是尽心为
皇上做事，使雍正点头认可，免
于追究，显示出其在朝廷中的地
位和超人的机敏……

综其所观，深深为史氏家族
的传统所叹服。它的精神，集中
体现在“刚直不阿，忠勇为国，谨
身 敬 业 ，诗 礼 传 家 ”的 祖 训 之
中。祖训代代相袭，形成了优良
的家风，滋养灵性，因之代有俊
才。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家国
情怀和敢于担当的品格。它是
一个家族，也是一个民族最宝贵
的文化基因。

虽是深秋，但祠内草木依然
茂郁。挺松修竹，画栋雕栏，碑
石记述，古今相映，呈现出厚重
典雅的风格和根深枝壮的生命
力。这样一种特色园林，给人以
太多的启示，它蕴涵的风范很值
得 学 习 、研 究 和 传 承 。 欣 喜 得
知，史侯祠已被常州市委确定为
廉政教育基地。而且溧阳市纪
检 委 、市 监 察 局 与 史 氏 研 究 会
联手，在原尚贤堂的基础上，共
同建立了清廉堂，古为今用，确
为 远 见 之 举 。 当 我 们 告 别 时 ，
史国民先生还特意陪我们到祠
堂 原 址 的 埭 头 中 学 校 内 ，参 观
了 东 汉 建 祠 时 开 凿 的 一 口 古
井 。 井 口 不 大 ，但 井 水 历 1800
余 载 不 竭 不 溢 ，水 质 仍 甘 醇 爽
口。明朝大清官海瑞当年曾到
溧阳巡察，专程来拜谒史侯祠，
应 邀 写 下“ 汲 古 泉 ”三 个 字 ，刻
在 灰 白 的石质井围上。字迹古
劲大气，体现了教化后人，追慕
先贤的深远寓意。

我 们 在 夕 阳 的 辉 照 中 离 开
史侯祠，回头望去，心生敬仰，牵
动文思。祠古江南誉，德馨四海
闻。古老的埭头村，虽然偏处一
隅，然而，它传递的历史信息和
道德文化，却是弥足宝贵的。到
此一游，有如享受了一席精神名
肴，不仅味色绝佳，而且提神冶
性，壮阔胸怀，实为难得。有理
由相信，千载侯祠所积淀的家风
传统，对于我们今天增强文化自
信，共筑民族复兴之梦，将会释
放出长久的正能量。

兵之初

那年那月那天
我们一起走出大山
抱着那沸腾的梦想
扑向那陌生的蔚蓝
那时我们是那样的稚嫩
不知山外有山有水
还有一片醉美的深蓝
那时我们是那样的狂妄
站立珠江就誓言
勇闯大洋耕一道波光闪闪

水兵航迹

在波涛里摸爬滚打
在浪谷中千锤百炼
浪花打湿了衣衫
绣出了蓝白相间
终于告别了稚气和散漫
收获了黝黑的肤色，规矩的直线
走上威武的战舰
拥抱浩瀚的大海
登高望远
感慨万千
立志在战位上舞枪弄炮
誓言在大洋里书写诗篇

水兵情怀

水兵的日子
不光是剑拔弩张
还有那蓝色浪漫
与海豚为伍
与海鸟低语
与飞鱼缠绵
还有头枕波涛数星星的思念
念一念爱人的情书
亲一亲儿女的照片
面对北方磕一个头
诉说无尽的亏欠

老兵心语

时光如潮涨潮落
当年的毛头小伙
已到中年两鬓斑白
二十多载的军旅岁月
不仅有金星灿灿，军功闪闪
还有忠诚勇敢，责任担当的情感
大浪淘沙
匆匆流年
理应心满
无奈深爱这片蔚蓝

美丽三亚名远香，明珠一颗屹南疆。
椰风海韵万家园，山秀水明似天堂。

碧波万顷海连天，水抱山环别样鲜。
不夜华灯人未睡，五湖四海水相连。

三亚大街闹市长，琼楼耸起换新装。
浪涌双川起七桥，椰梦长廊闹笙歌。

五湖宾朋常来游，四海骚人墨迹留。
昔日贬臣成胜地，人间天堂乐悠悠。

夜与日来守恋仙，恋郎追踪到鹿山。
一颗春心情不变，千年艳史话奇缘。

鳌岭葱茏映谷幽，南山寺院一日游。
古今胜迹如诗画，晨钟击鼓解心愁。

昔日贬臣南海边，今是名胜景万千。
有情眷属海角誓，双双皆老话百年。

奇石凌柱种天涯，环球游人慕名来。
山欢海笑人潮涌，赢得远客乐开怀。

蓝天碧水亚龙湾，银沙白云彩画斑。
喜见东方夏威夷，天上人间大自然。

东海沙湾夕阳红，碧波浴场洗玉容。
斗浪逍遥身体健，不分少壮与老翁。

一支落笔神话多，笔端泼墨唱崖歌。
千秋仍留僧足迹，落笔凌空壮山河。

凤凰展翼正起飞，搏击长空迎朝晖。
人生莫负三亚游，重游胜地乐忘归。

洞天景优溢清芳，世外桃源似天堂。
开拓鳌山宋名贤，乐此洞天名远扬。

中华儿女逢盛世，美丽之冠献才艺。
世姐天涯展美丽，环球翘头寄深情。

美丽三亚春意浓，一年四季不隆冬。
南繁育种稻菽好，五彩黎锦最艳红。

神州一泉洗玉容，百年电影展艺功。
国事活动礼炮响，奥运圣火展雄风。

美丽三亚唱不完，天涯独占胜江南。
环球人们向往你，神州处处凯歌还。

中国的改变
□崔芮铭

江南名祠，名不虚传
——寻访溧阳史侯祠

□于濯非

芬 芳（摄 影）苗 青

梅山之光 □蒙胜国
军旅如歌（组诗）

□南海听涛

崖州民歌

唱不完三亚美
□ 韦诗赋

春天，我在四处寻找一种叫鼠壳
草的野菜。从海珠的湿地公园到花
都郊外农田。我在寻找鼠壳草，也寻
找着心中的花冠。

那 天 ，与 小 学 同 学 素 娥 久 别 重
逢，她告诉我，失联许久的英子已因
病去世。我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以致心理迅速形成防御机制，告诉自
己这是做恶梦了。

我的少年时光是在闽北一个山清
水秀的小山村度过的。曾经，因为大
人的矛盾波及孩子，我被高年级一个
霸道男生纠集的几个男同学各种欺
负，他们对我做出各种恶作剧：书包
里藏蟑螂，头发上放死蜘蛛，以及故
意夸张放大我一急就说话结巴的样
子，我在他们的哄堂大笑中后脊发冷
心跳失控，一度出现语言障碍，一句
话只能说到三分之二，后面会不由自
主地声音越来越小及至听不到。

那天，英子看到我被人欺负，挺
身帮我。英子因幼时犯小儿麻痹症
右脚落下残疾，导致走路跛行。那天
她因为帮我被两个男同学当球一般
来回推搡，她本来就腿脚不好，一个
趔趄摔倒在地。我为自己连累了好
朋友感到深深的歉疚，愤怒却又无力
对抗，压抑之下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
不清楚了，常常一句话说一半会突然
卡顿接不下去。

英子对自己无法阻止别人欺负我
而难过，她只能尽力用她的方式来安
抚我心里的惊悸与疼痛。她会在放
学后等我一起回家，路上她时有惊喜
给我：有时是用手帕包着的米花糕，
有时是几块小小的南瓜干，或是一个
放凉了的番薯。她会把东西一掰两
半，努力掰成对等的两份，若不小心
掰歪了，会慷慨地把大块的给我。这
些现在看来不起眼的零食，却是我贫
弱的少年时期一份巨大的能量注入，
是温暖我暗淡心灵的一束亮光。

记 得 在 一 个 星 期 天 ，英 子 来 找
我，说我们去摘鼠壳草吧，叫我妈妈
做鼠壳粿给我们吃。

时 值 春 天 ，田 野 山 坡 上 百 花 开
放。不知是大自然的美景令人放松，
还是她温暖的友爱安抚了我的不安，
我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下来，主动问她
田野里花草的名字。英子把知道的
告诉了我，那些她不认识的，就让我
和她一起取个好听的名字。我们一
边愉快地采摘鼠壳草一边唱歌，竹篮
很快装满了。时间还早，英子突然想
要玩花仙子游戏，她用嫩竹子和野花
做成了两顶花冠，戴上后拉着我去到
一处小溪边，清亮的溪水映照出两个
头 戴 花 冠 的 女 孩 儿 清 秀 灵 动 的 小
脸。花冠戴在头上，少年的我们瞬间
有了花仙子的代入感，兴高采烈的英

子拉着我在田野上跳起了舞，一边跳
一边喊着：我们是花仙子！她忘了自
己的腿疾，我也忘了自己说话打结。
跳累了我们找了一块田埂坐下，英子
又 有 了 新 点 子 ，说 我 们 来 编 故 事 玩
吧，我一听开心极了，这可是我很喜
欢玩的游戏啊！于是我开始展开联
想，努力想要编出一个美丽的故事。
我说得磕磕巴巴，英子始终一副饶有
兴趣的表情微笑望着我，她的表情让
我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编的故事把
她吸引住了。受到鼓舞的我渐渐升
起信心。惊讶发现，我不仅能够顺利
地说完一句话，还可以讲出有趣的故
事了，虽然讲得磕磕巴巴故事也编得
漏洞百出逻辑混乱。

时光匆匆，从十六岁跟着父母举
家迁回广东老家，转眼三十年过去了
……

行走在春天的田野，花香草绿依
旧，可当年那个温暖的小伙伴却已经
走远。闻着淡淡青草香，心里弥漫着
对英子的哀思。轻轻哼唱我们以前经
常唱的一首老歌，摘来了浅黄色的鼠
壳草花、淡紫色酢浆草和白色野菊花，
折下一根藤条，把它环成圆圈，在上面
缀满小花。我把花冠高高举起，在心
里默默感谢她当年对我的关照和友
爱。一阵风吹过，花儿轻轻摇曳，花香
中仿佛看到英子在对我微笑……

心中的花冠 □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