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海子《日记》节选

从茶卡出发，一路北上，沿途都是茫茫戈壁，光

秃秃的山脉高低起伏，千姿百态，大气磅礴。两边

的绿色越来越少，随意散布着灌木与草丛，无非就

是骆驼刺、芨芨草、沙蒿等生命力特别旺盛的耐旱

植物，偶有一些胡杨孤独地站在那里，若有所思。

行车大约两小时后，一个绿洲开始显现，土地

渐渐湿润，高大的乔木站成一排排，碧绿的大叶子

在风中飒飒有声，迎接远道而来的人们，恍惚之间

好像来到了江南。特别是看到路边一大片园圃，绿

油油的长势喜人，有着长瓜子形的叶子，大家发出

欢呼声，导游说这就是黑枸杞。

这里就是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界”。

道路宽敞，大楼鳞次栉比，看得出，在这荒凉的

戈壁滩上，已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微雨苍茫，车

子把我们送到了海子诗歌陈列馆前，一座拥有青瓦

与雕梁的徽派建筑。“一首诗天堂花开，几个人尘世

结缘。”在陈列馆的门框上，诗人吉狄马加写下这样

的对联。馆内的布置非常文艺，门口的地方一排排

陈列着海子的诗集，绿植在墙边自顾自地葳蕤。灯

光昏暗，音乐轻柔，轮流播放着海子诗歌朗诵磁

带。在一个休闲的诗歌角，幻灯片的投影打在墙

上，是海子的两首代表作《日记》与《面朝大海，春暖

花开》，中间是海子的大头像，笑得一脸童真与无

邪。电视里，海子生平一遍又一遍地被还原着，在

生平展区，“以梦为马，远在远方”八个字清隽飘逸。

馆外，就是海子诗歌碑林。静静的巴音河畔，矗立

着20多块形态各异的石碑，镌刻着精选的海子20多首

优秀作品。海子纪念碑为海子半身头像，重约5吨，高

1.68米，据说是由一块原材料重达7吨的昆仑玉石精心

雕刻而成。依然是那种灿烂的笑容，太阳般的热烈。

陈列馆与碑林落成于2012年，以海子的名义，

德令哈每两年还举办一次诗歌节，至今已连续四

届。2016年，海子的母亲操彩竹女士在诗歌节上用

一口夹杂着安徽方言的普通话朗诵《日记》“我只想

你”时，在场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无不为之动容。

在德令哈，海子的影响随处可见，海子酒馆、海

子饭店比比皆是。坐在海子饭店里，吃着清甜的青

稞饼，我突然感觉有一丝滑稽，一个诗人孤独地离

去，现在却以最世俗的方式归来。我想起了海子在

昌平的往事，有一次海子走进昌平一家饭馆对老板

说：“我给大家朗诵诗，能不能给我酒喝？”老板回

答：“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里朗诵。”

荒诞与现实总是共存着。

1988年7月25日诗人海子写下这首《日记》。路

过的这座曾经荒凉的城，从那时起，大约就不可避免

地打上了海子的烙印。如今，无数的人怀揣诗篇来

到德令哈，再带着想象中已被印证的雨水和荒凉满

足地离开。在陈列馆的留言处，我看到雪花般的诗

篇，它们就像一场大雪覆盖了海子孤独的灵魂。

摘录一：坐在太平洋的水上/我用折下的梅花/

为你写诗/正如/你对着太平洋的彼岸写诗/对着昌

平的孤独写诗/枕着德令哈的夜写诗/诗献给/你的

姐姐 你的麦田 你的死亡 ——《夜未央》节选

摘录二：昨夜，我梦到太阳、黑夜和马/昨夜我梦

到麦田上的你/还有，麦田中起伏的，你挚爱的姑娘/

昨夜，正逢着一个苍凉的秋/你背上衰老的父亲/抚

摸着，亚洲铜上/斑驳的锈光 ——《写给海子》节选

……

因为一首诗的存在，让人们重新注意到了它的

所指，听到它的声音，看到它的形象，并感受到由诗

人所赋予的全新意义。

无疑，德令哈是幸运的，海子是幸运的。

站在巴音河大桥上，遥望那些以海子之名命名

的建筑，我突然感悟到，也许正是在这里，海子感受

了关于人类新的认知；也许正是在这个曾经荒凉的

城市里，海子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也许今日的德令

哈正是传承了海子的精神元素，成就了经济繁荣、

城市发展的辉煌。

青砖白壁。除却“国殇墓园”几个

庄重的大字之外，这院落般的墓园并

不吸引人。

迈进云南腾冲“国殇墓园”大门，

一股凛然正气迎面扑来，肃穆、庄严。

两旁门壁显露赭紫色，展览厅内灯光

疏落，游人屏声静息，更给人一种凝重

之感。“忠烈祠”牌匾高悬在正殿上方，

绕过殿堂拾级而上，“天地正气”四个

虬劲的大字涂着圣洁的蓝色，令人肃

然起敬。题壁旁是一条狭窄的山路，

铺着的石阶简陋、质朴，毫无刻意雕琢

的痕迹。山路直通顶峰，路两旁整齐

有序地排列着一根根高出地面约半

米、同样质朴、本色的花岗岩墓碑。它

们纵横相等地间隔着，齐刷刷屹立在

山坡，几乎遍布整座山。每个墓碑上

没有照片、没有地址，唯刻着军衔、姓

名，记录着他们短暂的一生。字迹同

样简朴无华，只有点缀字间的红漆，让

人联想起那青春壮烈的雄姿，那曾经

浴血奋战的气概。

凝视这满山的石碑，我久久无法

平静。忽然我想到腾冲遍街的翡翠玉

店，那晶莹剔透的玉石让游客留恋忘

返，不惜重金购买，而这一片的石碑却

少有人光顾。在历史的记忆里，它们

的高贵与永恒还有多少人记得？

七十多年了，成千上万鲜活的青

年，用身躯堵截枪林弹雨，用热血烧灭

疯狂的战火，拼死将入侵的日寇驱逐

出这座滇西古城，创下了收复失地的

胜利记录。如今，他们依然默默地站

立在这里，固守着这片洒透热血的土

地。或许，老家离得太远，唯有让灵魂

去追寻缠绵的乡情，与故乡的亲人在

天国团聚了。

1944 年初春，国民党第二十集团

军在总司令霍揆彰率领下，与侵入滇

西的日寇展开殊死决战，经过127天的

惨烈战斗，腾冲古城成为一片废墟焦

土。从攻城到巷战，一次次顽强的血

与火的拼杀，全歼日寇守敌3075人，终

于收复了腾冲。而9000多名英勇的战

士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元老、曾任民

国代总理、云贵监察使的滇西名人李

根源先生倡导并募捐修建了这座墓

园，集中埋葬着有名有姓的 3346 名阵

亡将士。墓园于1946年建成。

登上山坡顶端，一个小小的纪念碑

耸立在山顶，陈旧、朴素，却透出苍凉的

英武正气，令人震撼，顿生崇敬之感。

八年抗战，从白山黑水到滇西群

山，亿万同胞同仇敌忾誓死保卫家

园。这小小的墓园比任何书写的文字

更形象地铭记着他们的英勇，见证了

他们的忠贞。那短短的石碑上一个个

平凡的名字，汇集成一群永垂史册的

民族英魂，正是他们的血肉之躯，筑起

中华民族不倒的长城。

密匝匝的墓碑在松树的笼荫下伫

立了整整七十多年，阵阵松涛或许夹

带来尘世变迁的讯息，足以告慰他们：

古老而多难的民族己结束了积贫积弱

的年代，走上一条自强振兴、富民强国

的阳光大道。墓碑间隐约可见一束小

小的鲜花，寄托着后人的崇敬与缅

怀。我唯有向着墓碑深深地鞠躬，献

上由衷的敬意。

墓园里两块碑文的内容吸引了

我。一为李根源的《告滇西父老书》，一

为张问德先生的《答田岛书》。李的碑

文正气凛然、慷慨激昂，至今读来仍然

让人热血沸腾。张问德的碑文辞严意

决。作为年过花甲的读书人，面临异族

入侵、家园沦落的灾难，他奋袂而起，主

动请缨任腾冲县长，率众协助远征军抗

击日寇，历尽艰辛，彰显了坚贞的民族

气节。抗战胜利后，这位可敬的老人辞

官退隐，直至悄然辞世，留下一段为人

传颂的佳话，被称为：真正的读书人。

一个院落，一座小山，几幅陈旧的

照片，数千整齐屹立的墓碑，记载着一

段血与火的抗战历史，让后人领略到

中华民族永不屈服、奋勇抗争的精神

传统。

这里凝聚着民族亘古不灭的英魂。

正午时分，天空一片澄澈，太阳以

热情的目光俯瞰大地。站在日光里，我

久久地仰视着，日光的热烈，日光的蒸

腾，阵阵往上涌，像一只庞大的钟，给克

孜尔石窟罩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我在克孜尔石窟，我在与鸠摩罗

什对望。

鸠摩罗什始终以一种谦卑的姿

态，静静地俯首沉思。他的神情像是

在颔首微笑，又若有所思，低头未语，

想必他的神思早已飞向了他身后的每

一个洞窟，飘向了那些经文，停在了那

些熟稔于心的吟诵。

到了新疆拜城，不去克孜尔石窟是

种遗憾。因为它的盛名在外，始建于公

元3世纪，衰落于公元9世纪，目前已发

现洞窟 349 个，已编号的洞窟 236 个。

石窟呈东西向，在绵延约1.7公里的明

屋塔格山崖体上分层错落分布，是中国

现知最早的大型佛教石窟寺遗址。

然而对于一个不信奉佛教，对佛

学所知寥寥的人而言，更多的吸引来

自于那些残存美丽的壁画，那些壁画

背后的故事，那些鲜明的西域特色。

白色日光、蓝色穹顶下的事物一

览无遗，站在山底，我们可以通览克孜

尔石窟的全貌。未走近，在蒸腾的日

光里，似乎有一种来自远古时代的感

召力，你全身的细胞被唤醒，在舒张，

在呼吸，渴求着受到龟兹文化的浸润，

而后是绵延不绝的回味。

我以一颗无比谦卑、肃穆的心行

走在石级上，仰望古老剥落的龟兹壁

画，沿着时光的河流向前追溯，试图拉

近时空与心理的距离，抵达时光的另

一端，虽然明知有千年之遥。

在年轻导游的带领下，我们沿着曲

折陡峭的石阶，拐进了一个个暗室般的

石窟，每间门上都会上锁，显而易见，这

是一种保护措施，门钥匙交由专业守门

人员看管。洞窟门口狭小，门檐低矮，

只允许一人弓背方可进出。走进去，光

线微弱，与外面的日光倾城已成天壤之

别，过会儿方能适应，继而我们看清了

传说中令世人瞩目的壁画。

壁上熏黑的画，墙上刻划的字，空

空如也的佛龛，无不令人扼腕叹息。

当日对外开放的五个石窟，壁画横遭

浩劫的层次不一，一块块被生生剥去

挖掉的印痕那般刺眼，然而枯燥的佛

经故事在壁画中却被描绘得如此生

动，那些身若出壁的形象仿佛都有了

灵性，活转了过来。我们默默地在壁

画中游走，沉浸在一个又一个劝人向

善、因果报应、供奉世人的情节中。

生动的壁画故事在娓娓道来着生

老病死、教义修行，也引人领悟，无论

你信仰的是何种宗教，身处古或今，善

与奉都是人类所追寻和信奉的东西。

走出克孜尔石窟，阳光亦烈，隐约

听见涧水潺潺，鸟雀啼啭，鸠摩罗什依

然静坐凝思，而我，流连于此刻尘世的

安好！

我对威尼斯的印象，最初源于《威

尼斯的小艇》，当时给学生上这篇课文

时，我就期待着哪天亲自到威尼斯坐一

回“等于大街上的汽车”的小艇，好好感

受一下马克·吐温笔下的异域风情。

今年暑假，我去了威尼斯，才知道

自己心心念念的威尼斯小艇名叫“贡多

拉”，很多到威尼斯旅游的人都喜欢坐

在里面，由技术高超的船夫带领着，穿

街过巷，悠然而行，饱览水乡风光。可

惜因为行程安排过于匆促，我们没能体

验贡多拉的美妙与别致，而是雇了一艘

小型游艇，在碧波荡漾的河道上乘风破

浪，一边目不暇接欣赏威尼斯两岸各式

建筑，一边发自内心感慨着——难怪威

尼斯有着“因水而生、因水而美、因水而

兴”的美誉，难怪拿破仑称之为“举世罕

见的奇城”！面对威尼斯由水营造出来

的诗意之美，我们深深陶醉，感觉就在

悠远的梦境中。

游艇载着我们去往彩虹岛。

威尼斯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汽车的

城市，117条纵横交错的水道连接着118

个小岛，而彩虹岛则是其中比较有名的

风景岛，犹如一个色彩斑斓的童话世

界，吸引着众多游客前往观光。那天外

甥女当向导，她向我们推荐彩虹岛，说

那是世界上色彩最鲜亮的地方，岛上居

民每年都会刷新一次房子，而且每次颜

色不会重复，现已成了网红婚纱摄影基

地。我一听就带劲，兴许我们几个摆拍

达人也能拍出几张大片来呢。

游艇在彩虹岛码头停泊靠岸，远远

地，岛上那艳丽的色彩就直逼我们的

眼。一脚踏上彩虹岛，我就忍不住惊叫

起来，分明是上帝不小心打翻了调色

板，调出了一个彩色的人间天堂！且

慢，先在街边找家小店点上一杯咖啡，

慢慢品，静静看，顺便梳理一下激动的

心情。

喝完咖啡，起身走向传说中的赤橙

黄绿青蓝紫。放眼望去，蔚蓝的天空

下，金色的阳光跳跃着，虽然热得只想

不顾老外怪异的目光撑开遮阳伞，可心

早已不自觉地柔软下来。你瞧，岛上那

些小巧精致的各色房子在清澈的河道

边鳞次栉比，屋顶、墙壁、门窗，甚至用

来装饰窗台的小盆栽，无一不是五颜六

色，而且紧挨着的房子没有出现撞色现

象，俏皮又不失默契，像多彩的小巷“流

水线”，像宫崎骏画出的唯美画面。据

说岛上原始居民大多以捕鱼为生，由于

当地气候多雾，给房子涂上独特的亮丽

色彩，是为了让晚归的渔民能在大雾中

轻松找到自己的家，甜蜜而温馨。而现

在，就因为这人为的美丽色系，带出了

一种出乎意料的美感，带出了童话般的

浪漫气息，每年吸引世界各地游客蜂拥

而至，不知道岛上的先民们是否正为此

喜笑颜开呢。

身处这样一个色彩艳丽的世外桃

源，臭美成性的我多想摆开架势大干一

场。按理说，风景优美的彩虹岛，哪儿

都是绝佳的拍摄点，哪儿都能找到恰到

好处的背景，随便往哪座房子前一站，

或慵懒地往哪个墙角一靠，都能拍出效

果杠杠的照片来。可是，几个同伴一直

在催命似的，马不停蹄地与时间赛跑，

害得我没能过足拍照瘾。哼！总有一

天，我会再次来到彩虹岛，放慢脚步用

心看，带上御用摄影师尽情拍，要不然

还真感觉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威尼

斯！

意犹未尽的我一步三回头离开彩

虹岛，与大家一起乘坐游艇原路返回。

上岸不远就是著名的圣马可广场，它是

威尼斯人心中的明珠，也是世界上最美

的广场之一，拿破仑曾称赞其为“欧洲

最美的客厅”。

广场四周挺立着文艺复兴时期的

精美建筑，最具历史感的是东面的圣马

可大教堂。我看过梵蒂冈圣彼得大教

堂、意大利米兰大教堂、德国科隆大教

堂、俄罗斯圣母大教堂，这会儿当我一

眼看到圣马可大教堂时，还是即刻被它

独一无二的气质所迷惑，可惜没能走进

去近距离一睹它的艺术风采，这份遗憾

也只能留到下次一并弥补了。

古老的威尼斯，用神奇讲述着一个

水上城市的从容与优雅。匆匆到此一

游，我已深深爱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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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水城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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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勋

民族魂

■金洁

■叶蓓蕾

克孜尔石窟印记

■孔令周

德令哈，
一座孤独的城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值
得倍加关心、倍加爱护。建设退役军人荣
誉馆是提升广大退役军人的自豪感、荣誉
感，褒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国家和人民
牺牲奉献精神风范，在全市营造关爱、尊
崇退役军人浓厚氛围的重要举措。

我市退役军人荣誉馆已竣工，将于9
月底对外开放。荣誉馆分军中功勋、老兵
风采、巾帼英姿、再创辉煌、坚强后盾五大

版块。为完善、丰富荣誉馆展示内容，现
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退役军人展示资
料。征集活动详情如下：

一、征集人员范围
现籍或原籍在瑞安的下列人员：
1.服役期间荣获三等功以上的；
2.曾在部队任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
3.女退役军人；
4.荣获2019年度瑞安市“最美退役

军人”的；
5.退役之后获得省级以上荣誉称号

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在本次征集范

围:
1. 服役期间被除名或者开除军籍的；
2. 应征入伍后被退兵处理的；
3. 因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4. 被开除党籍或者被开除公职的；

5. 被公安机关处以治安管理处罚且
产生恶劣影响的；

6. 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的；
7. 违反《信访条例》有关规定，挑头集

访、闹访被劝阻、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
二、征集内容
符合上述条件退役军人的奖章、荣誉

证书、音频影像、宣传报道等物品资料；服
役期间的军装照。

三、征集时间
9月2日—9月10日（含周六、周日）。
四、征集方式
符合上述条件的退役军人，请携带服

役期间的物品资料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万松路83号）二楼拍照。

联系电话：66755862
瑞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2019年8月27日

追忆峥嵘岁月 彰显军人荣耀

关于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退役军人荣誉馆展示资料的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