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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故乡，童年

的、少年的、中年的。每个故乡在内心的

显影都不相同。《乡亲乡情》栏目，将把你

心中不同的故乡展现出来。这里，有乡

村、有乡亲、有乡情、有乡愁。常德沅澧

大地之上，不同人心中的不同故乡，将在

该栏目中集中展示，为读者呈现不同时

期不同地域的沅澧大地、赤子情怀。

常德晚报特面向读者征集《乡亲乡

情》栏目稿件，每周推出一期，每篇文字

1500字左右，可附加图片，稿件请发送至

邮箱532147015@qq.com。

征 稿

五十多年前，我被下放到临澧县文家公社，当了

一名叫做“知识青年”的“新型农民”，这一当，就是四

年多时间。到那里没多久，就听说我们那个公社地处

太浮山脚下，而太浮山是个很有名气的地方。不过，

我所在的生产队离山脚还有十多里路的距离。当时，

我就想一定要找个机会登上太浮山，用现在的网络流

行语来说，就是要去那里“打打卡”。

可是，事与愿违，第一年，春种秋收，每天都忙于

生产。而那年的秋收过后，县里决定再次兴修青山水

轮泵站，我被安排到工地当民工，这一去就是三年，又

没有机会登山。

及至参加工作到了县城，倒是有过很多次机会到

了太浮山下的乡镇，但却总是没有志趣相投的人邀约

一同登山。当然，为了修建青山水轮泵站的输水渠

道，我曾经有好多次在其山麓的水渠上徘徊，遥望着

那山顶的云起云落，还有落日跌下去的那一刹那间的

辉煌，只是一直没能登上其顶峰。一直到我考上大学

离开县城，其间共有十年的时间，我却一直没能完成

夙愿。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似乎再也没有机会了，

但心中的情结却牢牢地在那儿结着……

我深深地记得：太浮山，我欠你一次打卡！

机会终于来了。这些年，据说太浮山进行了开

发，路也修得差不多了。于是，前年春天，我和一帮子

“文人”决定登山采风。作为老者的我也聊发一回狂，

不顾腿疾，拄着拐杖也跟着登山，以了却多年的愿

望。那是雨后的一个晴天，我们一行二十多人乘车到

了久已向往的太浮山。那天，我们看到了漫山的红杜

鹃，就连金鼎上的佛殿也掩映在杜鹃花丛中，还有开

着蓝紫色花儿的“巴西鸢尾”等一些知名与不知名的

各色鲜花。我们到了位于山顶的佛殿，俯瞰了山下雨

后朦朦胧胧的田园。更主要的是，我们还瞻仰了位于

山巅的“湘鄂西苏区太浮山武装斗争纪念碑”，以及镌

刻在青石板上立在纪念碑身旁的“太浮山武装斗争

史”和“祭湘鄂西苏区太浮山武装斗争烈士文”，受到

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原来这里还有着这

样的过往啊！

但是，这一次，由于人多，行前的功课做得不够，

还有许多应该去而没有去的地方，对太浮山的了解还

欠深刻。总之，我觉得，我还是欠太浮山一次真正的

打卡。

去年秋末，我回到了当年下放的生产队。当年干

活的伙伴，后来当了二十多年村委会主任的大成忽然

问起：你早先讲的要去太浮山的，去了没有？我很尴

尬，只得照直回答。大成说，那这样吧，明年开春，我

们一起去。好极了！我赶忙回答。然而，今年的疫情

又一次阻止了我的行程。前不久电话与大成联系，他

很干脆的回答，今年秋末冬初，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

心愿，再往后恐怕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啊！

太浮山，我欠你一次打卡，这一次一定要完成

了。于是，我赶忙做功课：太浮山又名独浮山，亦名彰

龙山，乃兵家必争之地。相传汉代浮邱子在此修行得

道而闻名于世，故改名太浮山。山共有 99 岭，海拔

605.5米，有“二十四景”江南闻名，佛道两教曾在此兴

盛与发展，是洞庭四十八福地之一，香火鼎盛二千余

年。这里有丰富的生物资源，有绚丽多姿的自然风

光，文化积淀非常深厚。山上奇峰俊峭，层峦叠嶂，谷

幽崖险……

不说了，还是自己去吧。太浮山，我欠你一次打

卡。这一回，今年的秋冬时节，我一定要亲自完成打

卡的任务。

太浮山，我欠你一次打卡 ■夏惠林

我们 1952 年秋下火线休整，随

后我师被调整到后方负责弹药、粮

草的运输工作。一直到 1953 年停

战。

著名的上甘岭战役进行时，我师

团正冒着敌机不停轰炸，突破火炮的

层层封锁，将我国自产的枪械炮弹、

粮草医药源源不断地运送至前线。

1953 年停战前夕，我军被派往

西海岸，防守海岸线。是时，美帝联

军妄想模仿诺曼底登陆，企图从海

岸线反击。朝鲜东西海岸的海防显

得尤为重要。我师团驻守在太强山

（音译），我们一个连的兵力，接受任

务坚守在距岸边五公里处的一个小

岛上。我们是前沿的哨兵，时刻注

视着海空，谨防敌军来犯。朝鲜纬

度较高，冬季严寒，白雾茫茫，海风

刮起，更是冰冻袭人。我一班 10 名

战士轮班守在小岛外缘浅水处，海

风吹袭，浪花飞溅，鞋袜裤腿长年湿

透。战争结束后，严重的风湿老寒

腿伴随着战场荣耀与我同归故里。

1954年夏天，志愿军和朝鲜军民

共同清理战场，收掩烈士遗体，整个

清理过程持续了一个多月。仅一座

山头，我们就清理了三天。最后，在

朝鲜建造公墓，朝方也一起修筑纪念

碑祭奠阵亡的志愿军战友们。

1954 年 9 月，我军受命逐批次回

国。战争过程中，我国援助朝鲜修筑

了几条交通要道以保证战备物资的

运输，所以回程我们是坐火车归来

的，依旧是通过新义州关卡。返程

时，我见到的新义州是欢天喜地、热

闹非凡，到处敲锣打鼓、载歌载舞。

时隔四年，我再次踏上了祖国的

大地。一下车，驻守在我江防阵地

的高炮部队一声令下，炮筒立刻朝

天竖起。战友们纷纷向我们竖起大

拇指，热情拥抱。

回国后，我们先在长沙停留两个

月，后在衡阳修养。1955 年，我被调

往解放军第五步兵学校学习文化一

年，1956年又在该校进修一年。1957

年，因思乡心切，我和几个战友复员

回家。就这样，我离开了部队，返回

家乡常德桃源。

铸防海岸，复员回常德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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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和平 卫家国
——一位87岁老兵的抗美援朝回忆 ■口述：翦象成 整理：翦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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