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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

【长风回忆录】

长风有位“王成”战友，听他讲述在敌军狂轰滥炸中吃“年夜饭”的故事……

一支优秀的情歌
文 邓安华（世纪同乐）

年终岁末，一支《可可托海的
牧羊人》唱遍了神州大地，感动了
许多人，还唱哭了许多人。
可可托海位于新疆北面的富蕴

县，哈萨克语为“绿色丛林”之意，
蒙语意为“蓝色的河湾”。三年前我
曾到那里旅游，那是一个如诗如画
的地方：有蓝天、碧水、远山、草原，
有牛羊、骆驼、骏马、雄鹰，有毡房、
木屋、蒙古包，还有险峻的额尔齐斯
大峡谷、奔腾的额尔齐斯河，以及闻
名遐尔的三号矿坑。在那里举起相
机随手一拍，就是一幅美照。
这支歌用诗一般的语言，叙述

了一个发生在可可托海委婉动人的
故亊，把逝去的爱情表达得无奈、辛
酸、心痛，爱而不得却又难生恨意，
令听者在产生强烈共鸣的同时，又
一掬同情之泪。歌词虽然不长，内容
却十分丰富：有美丽的景色，有劳作
的辛勤，有相逢的惊喜，有相爱的甜
蜜，最多的还是失恋的痛苦和忧伤。
那天早上牧羊人起来，发现心爱的
养蜂女离去，顿时陷入了悲痛和绝
望之中。他大声呼喊：昨夜的雨水，
为什么留不住你的脚步？老天爷也
似乎理解他的心情，山谷里刮起了
凄厉的大风，伴随着牧羊人一起哭
泣。稍稍平静之后，他不由得忆起了
甜蜜的往亊。那是春暖花开的一天，
伴随着清脆的驼铃声，养蜂女来到
这里。他们白天一起劳动，晚上一起
饮酒唱歌，从相识、相知到相恋，两
颗孤苦的心渐渐走到一起。牧羊人
爱的那么痴情，即使“翻过雪山，穿
越戈壁”，也要对养蜂女不离不弃。
正当牧羊人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想
不到养蜂女却突然“不辞而别还断
绝了所有的消息”。他苦等许久，终

于等来了姑娘托人带来的音讯，说
她已经嫁到了伊犁，希望他忘掉过
去，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牧羊人百
思不得其解，问出这样的问题：是不
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还是
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
不是，当然不是，养蜂女有自己的苦
衷。她有两个孩子，她爱他却不愿拖
累他，所以才作出如此抉择。一往情
深的牧羊人却初心不改，坚信养蜂
女心中仍然有他。只要毡房外响起
驼铃，就会燃起一丝希望，因为“再
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
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
记”。故事的结局是有情人未能成
为眷属，令主人公心碎，也令听者唏
嘘不已。
这支歌的词曲作者都是王琪，

那是一个在新疆生活了十年的年轻
人，曾创作了许多广为流传的歌曲，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就是其中之
一。这支歌的曲调具有浓烈的西域
风情和新疆的本土特色，动人的旋
律和凄婉的故亊凝为一体，恰似红
花绿叶，相得益彰。
爱情是男女之间由互相倾慕

产生的一种炽热的情感，自古以
来就是文艺作品一个永恒的主
题，在音乐作品中情歌也占有很
大的比重。过去听到的情歌，大都
以热恋（如《敖包相会》）、暗恋
（如《红莓花开》）和思恋（如
《深深的海洋》） 作为题材，《可
可托海的牧羊人》表述的却是痛
苦的失恋：背景是美丽的可可托
海草原，主人公是两个漂泊天涯
的年轻人，他们真诚地相爱，结局
却是无可奈何的永久分离，令听
者担心、伤心、揪心，并随之升腾
起想听、想唱的强烈欲望，这也是
这支歌能够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

【生活札记】 【精彩瞬间】

文 朱惠兴（长风四村）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电影
《英雄儿女》中的英雄王成，在蜂拥
而上的敌人面前，对着步话机大声
嘶吼。最终，王成在阵地英勇献身，
“向我开炮”成为那个年代的时代
最强音。
王成的原型，是中国人民志愿

军步话机员蒋庆泉和于树昌。于树
昌牺牲了，蒋庆泉没有牺牲。当年的
《战地报》记者洪炉结合两人的事
迹写成《向我开炮》一文。电影《英
雄儿女》的编剧毛烽和导演武兆
堤，则以此题材为蓝本，再结合杨根
思抱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情
节，塑造了“王成”这一经典英雄人
物形象。
巧的是，“王成”（蒋庆泉）有

一位战友住在长风三村，他叫陈宗
堂。“王成”当年所在的山头叫石岘
洞北山（是 23 军 67 师 201 团阵
地），陈宗堂在附近一座叫下回山
的山头（23军 69师 207团阵地）。
“王成” 是步话机员，他也是步话
机员。笔者拜访了这位志愿军老兵。
陈宗堂虽然没有喊过“向我开炮”，
但也亲身经历过敌军狂轰滥炸的战
争场面。

坑道里的“年夜饭”
1953 年 1月（农历除夕）那天

傍晚时分，全国人民都在合家团圆

吃年夜饭。志愿军战士陈宗堂所在
的连队，为了让战士们体会到过年
的味道，伙房把罐头里的猪肉倒出
来，再加上海带，放在一口大锅内重
新烧一下，还准备了一锅馒头。谁知
来了四架敌机在坑道上空盘旋，对坑
道狂轰滥炸，其中一枚炸弹落在伙房
附近爆炸了，把一锅肉都炸翻了，馒
头也被炸翻在地。连长说：“敌人不
让我们过年，我们偏要过。肉没有办
法吃了，就把这馒头从地上捡起来，
剥掉脏了的馒头皮吃吧。”
这一顿坑道里的“年夜饭”，陈

宗堂至今还记得。如果敌机扔的炸
弹再偏一偏，可能这顿年夜饭还吃
不上呢。今天，当这位志愿军老兵在
长风公园附近的家里吃着年夜饭
时，抚今追昔，不禁感叹家里的年夜

饭特别好吃，年味浓浓、幸福满满。

去送乐器的“文教员”没再回来
为了丰富战士们的文化生活，

每个连队都配置文教员。在战争间
隙，文教员在坑道教战士学习文化。
有一次，团部下发一批二胡、口琴等
乐器，我们的战士也需要娱乐活动，
在战争间隙拉拉二胡、吹吹口琴。文
教员自告奋勇地把乐器送到一号阵
地与二号阵地（连部为三号阵地）。
每个阵地之间的距离大约是 300
米，要越过敌军的封锁线。不管白天
黑夜，敌军会不定时开炮，开的是排
炮，大约 30 发炮弹在 10 米左右的
范围内爆炸。陈宗堂的步话机收到
了文教员将要把乐器送到战士手中
的信息，但他说等一会儿回来，因为

遇到一批排、连、营干部在二号阵地
查看地形，他说要与他们一起回连
部。想不到 20分钟后，敌军的排炮
打响了，就在从二号阵地回三号阵
地的路上，文教员没有再回来。
“我甚至不知道文教员叫什么

名字。他是无名英雄。为了和平、为
了祖国，他没有留下任何一句话，就
这么走了。”陈宗堂至今还记得那
位文教员。

背米途中躲过一“劫”
1952 年春，在一次从后方驻地

的粮站向前方阵地背米的途中，陈
宗堂差点牺牲。从后方驻地到前方
阵地大约有七八十里的路，要越过
好几道敌军封锁线。为了减轻后勤
部队的压力，当前方阵地战士回后

方驻地“轮休”时（大约半个月轮
换一次），要用干粮袋（筒状）装米
背到前方，每袋装 50 斤米。当时，
陈宗堂背上装有 50 斤米的干粮
袋，刚到敌军封锁线，就遭遇敌机轰
炸。好在陈宗堂身旁正好有一个的
壕沟，他趁势滚入壕沟。炸弹在身边
爆炸，尘土飞扬。待敌机离去，陈宗
堂从壕沟里爬出来，快步越过封锁
线进入山区小路。
陈宗堂是幸运的，但其他战友

没那么幸运。陈宗堂亲眼看到，有的
战士断了一条腿，有的手臂被炸伤，
还有的被人抬着走了。“是壕沟让
我躲过一劫。否则我也走了。”“是
啊，你真幸运！”我感叹这位从炮
火中走来但身上没有留下任何伤疤
的志愿军老兵。

人物小传

陈宗堂 1933 年 12 月生于上海曹家渡 （祖籍江苏江都）。 20 世纪
40 年代随父母到无锡就读惠山中心小学，后就读原道中学至 1947 年
（初中未毕业）。 1951 年 3 月报考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苏州）。 1951 年 6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在嘉定娄塘集训（入团）。 1952 年 9 月赴朝
参战，1957 年 3 月回国。 在沈阳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通讯兵学校学习
（1957 年 7 月到 1959 年 11 月），后分配到浙江省军区司令部通讯枢纽
部任通讯参谋。 1960 年转业到地方，在贵州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
工作至 1993 年 12 月，1994 年 1 月退休。

陈宗堂 1986 年 6 月 5 日入党，退休时为处级干部，曾荣获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以及毛泽东纪念章、和平
万岁纪念章等众多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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