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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陆军第 71 集团军某合成旅的营区，矗立

着一座英雄王杰的青铜塑像。新兵周智涵面

对塑像立正、敬礼，然后大声报告：“老班长，

我是‘王杰班’第 274 名士兵，前来向你报到！”

2017 年，周智涵入伍，成为“王杰班”的

一 名 新 兵 。 初 到“ 王 杰 班 ”，周 智 涵 有 点 惊

讶。班里点名，班长第一个呼点的是“王杰”，

接着全班战士齐声答“到”。班里的宿舍有一

张王杰生前的床铺，50 多年来一直保留着。

每到晚上，班长将王杰的被子郑重打开，再轻

轻铺好……

1965 年 7 月，王杰在组织民兵训练时突

遇炸药包意外爆炸。危急关头，他为保护在

场的 12 名民兵和人民武装干部的安全，用身

体扑向炸药包，舍己救人，壮烈牺牲。他用年

仅 23 岁的生命实践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誓言。同年，王杰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为“王

杰班”。

起初，周智涵对王杰的事迹和精神了解不

深，对呼点和铺床的仪式也不理解。他把心中

的疑惑告诉了副班长王超。王超没有多说什

么，只是递给周智涵一本王杰日记故事选。

当兵 4 年，王杰写下了 300 多篇、总计超

10 万字的心得日记。这些日记真实记录了英

雄成长的心路历程——

“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什

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什么是幸

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

“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

大无畏的人。”

周智涵认真读着这本已被战友们翻看得

起了毛边的日记故事选，对老班长的认识越

来越深，心与老班长也越来越近。再经历呼

点，再看班长铺床，周智涵渐渐理解了这仪式

中的深意。也是从那时起，周智涵萌生了一

个想法，他以后也要争当“王杰班”班长，以后

每天给老班长铺床、叠被子。

每一个新兵，都会经历一个从稚嫩到成

熟的过程。

赵宇永远记得那一天，父亲兴冲冲地说

他的老部队来征兵了，让赵宇报名。赵宇有

点怀疑，父亲是不是当年自己当兵不够出色，

所以想让他来代替完成心愿。父亲说：“你错

了。你爸当兵时，是一个好兵。”赵宇的父亲

赵志军 1986 年 11 月入伍来到王杰生前部队，

1989 年 2 月成为“王杰班”的班长。父亲说：

“你要是有能耐，咱们比一比！”赵宇说：“比就

比！”他当即报名，应征入伍来到部队。

新兵连组织战士参观王杰事迹陈列馆。

赵宇在展厅看到父亲赵志军的照片，才知道

平日里寡言的父亲是这样优秀。他的父亲作

为“王杰班”的第 14 任班长，曾带领全班战友

出色完成任务，荣立三等功 1 次；全班荣立集

体二等功 1 次。站在父亲的照片前，赵宇立志

一定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做“王杰班”优秀

的士兵！

一开始训练时，赵宇与战友有不小的差距，

一是因为平时缺乏锻炼，二是因为体重超标。

赵宇知道，唯有不怕吃苦，比别人付出更

多的努力，才能追上甚至赶超，而老班长就是

他的榜样。赵宇变了，每天，别人做 100 个俯

卧撑、100 个仰卧起坐，赵宇就各做 200 个；别

人 跑 3 公 里 ，他 就 利 用 课 余 时 间 多 跑 一 趟 。

空闲时，赵宇打电话问父亲，当年能做多少

俯卧撑和仰卧起坐。父亲说，每晚做 1000 个

俯卧撑、500 个仰卧起坐。此外，还要提起两

个小板凳做扩胸运动，用背包带把腿吊起来

拉韧带……赵宇不再问，放下电话，转身跑向

训练场。

通过高强度的体能训练，赵宇短时间内

减重几十斤。他的军事训练成绩也突飞猛

进，连续两次登上连队的“龙虎榜”。他终于

可以告诉父亲，自己也成了一名合格的“王杰

班”战士。

二

2017 年 4 月，“王杰班”由工兵班调整组

建为装甲步兵班，同时换装新型两栖步战车，

这给“王杰班”的官兵带来全新挑战。

班长王大毛带领全班战士，面向王杰塑

像，立下誓言：一定不会愧对“王杰班”的荣

誉，再苦再难也要迈过转型这道坎。

战士吴学哲是大学毕业生，他原以为掌

握新装备手到擒来。没想到，新型步战车的

数控程度，远远超出他的认知。面对新领域，

吴学哲一时束手无策。

一天，吴学哲在战车里查看电路板，见战

士李哲时不时用笔在胳膊上写什么。吴学哲

好奇地问：“干啥呢？”李哲笑了，说：“怕忘了，

就记在胳膊上了。”吴学哲细看，李哲的胳膊

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于是，吴学哲学

了一招，也在胳膊上记笔记，以加强记忆。

经过勤学苦练，吴学哲很快掌握了新装

备的使用，在等级考核中取得了好成绩。

不过，也有初次考核失手，没考好的，王

佳锋就是其中一个。

王佳锋是“王杰班”转型后的留任老兵。

“ 常 年 埋 雷 的 手 ，现 在 要 握 方 向 盘 ，难 ！”面

对全新的挑战，王佳锋知难而进。他找到班

长 王 大 毛 ：“ 收 个 徒 弟 吧 ，跟 你 学 习 驾 驶 理

论。”接着，他又找到驾驶员徐彬：“师傅，教教

我训练技巧。”在班里，谁训练好，王佳锋就跟

谁学，到处拜师……就是凭着这股不服输的

劲头，半个多月后，再次考核，王佳锋驾驶步

战车一路疾驰，突破重重障碍，顺利考取了驾

驶等级证书。

学会使用新装备只是第一步，还要求专、

求精。

夏天，炮塔里温度高达 50 摄氏度，炮长谢

彬彬往里面一钻，就是大半天。训练完，离开

炮塔，靴子里能倒出一汪汗水。谢彬彬苦练

本领，把发射电路、仪表部件，以及机枪的性

能参数，一一掌握清楚，成为所在部队表彰的

“最佳射手”。

步 战 车 驾 驶 员 徐 彬 思 维 活 跃 ，敢 于 创

新。在一次蓄电池连接课目的考核中，徐彬

发现，如果把蓄电池从固定架上拆下来，有可

能连接得更快。当时有人反对，担心会拆坏

装备。但是经过反复测试，徐彬最终证明了

自己设想的正确。

在转型的过程中，徐彬不光爱动脑筋，还

敢于尝试，不惧危险。

水上驾驶是危险系数较高的训练项目，

尤其是使用新装备首次下水。徐彬主动请

缨：“连长，新装备要学好，关键还要用好。让

我来开头车吧。”训练前，徐彬悄悄写下了“告

别信”：“生死有些沉重，但军人必须敢说，如

果战争来临，我也会像老班长那样奋不顾身

……”后来，徐彬成了全连驾驶步战车水上抢

滩登陆的第一人。

坦克道上埋地雷，是王杰当年组训时采

用的方法，这项传统一直延续着。调整为装

甲步兵班后，“王杰班”继续秉承实战化训练

理念，雨天、高温天坚持训练，专挑泥坑、坡道

等复杂地形进行操作训练。

为了磨砺刀锋，尽快形成战斗力，班长王

大毛为全班立下三个“铁规矩”：训练时间一

秒不能少，规定内容一个不能落，训练强度一

点不能降。一年下来，“王杰班”战士野外驻

训达 240 多天，平均每天训练超过 10 小时。

王 大 毛 还 向 全 班 战 士 提 出 了 一 专 多 能

的训练目标。即十八般武艺，人人都要会，以

确保战场环境下，具有持久的战斗力。为了

实现这一目标，王大毛带领全班苦练精兵，全

员熟练掌握了 11 种打击火器的使用，在全旅

率先全员取得通信、射击、驾驶 3 个专业的等

级证书。

三

“王杰班”的战士们，每每执行任务，都要

来到王杰的塑像前，向老班长立下“军令状”；

完成任务后，再向老班长汇报。这已成为他

们与老班长之间一个不成文的约定。

军营广场上王杰塑像两侧的标语墙上，

分别写着“一不怕苦”和“二不怕死”几个遒劲

有力的大字。

周智涵来过这里。那是他来到“王杰班”

的第一周，连队组织新战士双腿深蹲比武。

周智涵向老班长表态，一定要拿到冠军。他

做到了。他做到 900 个双腿深蹲时，就战胜了

所有对手。但他没有停，他还要战胜自己。

结果，那天周智涵做了 1140 个深蹲。这个成

绩，老兵们听了都啧啧称赞。

黄龙来过这里。为了拿下陆军“精武—

2018”军事比武参赛资格，黄龙全身心投入到

淘汰率高达 70%的选拔考核中。黄龙如今已

是“王杰班”现任的第 32 任班长。

杨子干来过这里。杨子干从小生长在大

凉山，奔跑是他的强项，但在 400 米阻碍穿越

地桩网这一环节的训练中，他的成绩并不理

想。为了提高穿越速度，杨子干腰上拴绳子，

拉着轮胎苦练。经过刻苦训练，杨子干以优

异成绩圆满完成了这个项目，并成为“王杰

班”的训练尖子。

2020 年盛夏，连降暴雨，江西九江抗洪抢

险迫在眉睫。接到命令，“王杰班”全体战士来

到王杰塑像前向老班长宣誓，随后启程出征。

那天是 7 月 14 日，正是 55 年前的这一天，

王杰壮烈牺牲。战士们决心发扬王杰精神，把

“两不怕”的旗帜牢牢插在坚固的防洪大堤上！

战士徐彬当时已确定休假，当他获悉连

队即将奔赴抗洪前线，悄悄退了回家的车票，

毅然踏上征程。经过长途跋涉，车队抵达受

灾一线后，战士们立即投入抢险救灾的战斗

中。经过近 10 个小时的奋战，徐彬和班里的

战友，终于战胜了洪水，排除了险情。

战士李哲，临来九江抗洪之前，训练中受

伤，肋骨断了两根，经治疗，尚未完全康复。

但他坚决要求参战。当部队来到目的地后，

面对滚滚袭来的洪水，李哲第一个跳下大堤，

用身体堵住缺口……

一年夏天，“王杰班”随同连队赴安徽颍

上县抗洪。在那里，“王杰班”的战士们为抢

救近 10 吨的救灾物资，奋不顾身跳进齐胸深

的水里……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战，物资保

住了，他们顾不上休息，随即转战大堤，投身

新的战场……

近年来，“王杰班”先后 20 多次协助军地

销毁废旧弹药，数十次执行抗洪抢险、火灾救

援等任务。作为“王杰班”战士，他们大力弘

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一次

次考验面前，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王杰的枪我们扛，

王杰的歌我们唱，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一心为革命，

永远跟着党！”

在“王杰班”的训练场上，在“王杰班”奋战

的前线，经常会响起战士们铿锵有力的歌声。

这首《王杰的枪我们扛》，是“王杰班”的

班歌，也是连歌、营歌、旅歌。歌里唱的，是王

杰精神的传承，也是战士们争做新时代王杰

式好战士的决心。

题图：王杰事迹陈列馆的王杰塑像。

白俊峰摄

左图：“王杰班”随连队在某海训场上进

行战术训练。 王 磊摄

制图：赵偲汝

“王杰的枪我们扛”
刘晶林 傅宁军

从记事儿起，爷爷、大伯、二伯、三伯、五

伯就常招呼一帮戏迷朋友来家唱京戏。我们

这一大家子人都爱唱戏，都能演几出折子戏，

虽不及专业出身，但都乐在其中。时常，业余

戏迷朋友来我二伯家一唱就是小一天。唱得

差不多时，三伯掌勺的炖菜也做熟了。吃饱

喝足后，爷爷的京胡响起，二伯唱起了《定军

山》。我也学着二伯的架势比划着，逗得旁人

哈哈大笑。

待戏迷们都回家了，爷爷、大伯、二伯闲

下来问我：“喜欢唱戏吗？”“喜欢！”“想学吗？”

我睁大了眼睛，频频点头。二伯说：“那就给

你讲讲戏。学戏要认真，不能三天打鱼两天

晒网。”接着，他唱一句，我便跟着唱起来。爷

爷听后笑着说：“还真有那么点味啊！”就这

样，戏曲的韵慢慢地在我幼小的心里扎了根。

爷爷十七岁时在北京前门我姑奶奶的裁

缝店里做学徒，白天学手艺，晚上去看戏。他

最喜欢看马连良的戏，拔得多高的调门儿都

看不到马连良一点用力的样子，真叫一个享

受！学徒没两三年，爷爷就去了北京市被服

厂。他肯吃苦，技术好，一天能做八件棉袄。

挣的钱，爷爷几乎全花在看戏上。有一次早

报上登着梅兰芳要连演四天，爷爷吃了午饭，

骑着车子就去买票，谁知四天的戏票全部售

罄。爷爷不死心，天天在门口转悠。到第四

天时，他看到报上登着“今晚加演一场《宇宙

锋》”，把爷爷美的，立刻骑上车去买票。那是

他第一次看梅兰芳的戏。还有许多京剧大

家，如李少春、叶盛兰、盖叫天、谭富英、金少

山、杨宝森……他们的戏爷爷都看过，不仅记

得戏，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票价。

我会唱的好几段老生戏都是爷爷、二伯

教的，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家店》。当

时，二伯把音频资料用磁带录好拿给我。拿

回家后，我趴在大录音机旁反复琢磨每一个

“过门”。那时候，爸妈给我买的京剧磁带、光

盘，我真是翻来覆去地听。戏学会了，就难免

生出表演的想法，总想登台亮相，那才能真正

过过戏瘾。

快到年根儿，二伯开始招呼村里年轻力

壮的小伙儿到村口学校对面的大操场搭戏台

子。戏台子一旦搭起来，会一直从正月初二

唱到正月十五之后。有好几箱子的行头，要

拿出来挂好。有大伯、二伯合作《武家坡》《游

龙戏凤》《坐宫》时穿的，还有大伯唱《玉堂春》

时穿的。舞台比较简陋，木板子搭的台子，支

上铁架子，用布把台子左右两侧和后面罩起

来，正面的台子上方贴着爷爷用大红纸写的

“林城京剧专场”六字。好几个两百瓦的大灯

泡在戏台上下挂起，亮亮堂堂。村民们热情

高涨，翘首以待大年初二的到来。不管天气

多冷、雪积得多厚，只要戏台上的锣鼓点响

起，大操场上准是人山人海、喝彩迭起。

大部分节目都是彩唱，清唱的剧目一般

放到前头。我演第一个节目：《打龙袍》。唱

完，就见二伯带着妆早在后台等着了。他火

急火燎地拉着我快步走，一边夸我唱得好，一

边赶紧带我到化妆台，给我扮上铁镜公主丫

头的妆容。大伯饰演男旦铁镜公主。在好几

个两百瓦的大灯泡的照耀下，大伯头上的配

饰金光闪闪。二伯饰演的杨四郎目若朗星、

挺拔精神，引得台下叫好不断。一身身五颜

六色的簇新行头，让戏台上一时间缤纷夺目、

光彩照人。二伯和大伯一唱一和的流水板，

台下的乡亲们都听得入迷。此刻，劳作了一

年的乡亲们，伴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喝彩

声，沉浸在正月的喜庆和欢乐中……

爱上京戏
祁筱慈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

我应小顾之邀前往他的青

瓷创作基地参观。小顾的

创作基地在浙江上虞凤凰

山考古遗址附近，那里有

禁 山 窑 址 等 重 要 考 古 遗

存。一进创作基地，目光

便被院落里摆放的青瓷作

品吸引。

正 当 我 定 睛 欣 赏 之

时，小顾穿着沾满瓷灰的

工作服闻声而来。小顾是

一 位 制 瓷 工 匠 师 ，八 五

后 。 我 看 他 眼 中 布 满 血

丝，心想他是不是近日没

休息好。“今年订单爆满，

忙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

这不，我连衣服都来不及

换。”小顾的一番话语，证

实了我的猜想。

步 入 创 作 基 地 的 车

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如

小山般堆在车间一隅的千

余吨泥土。“这可不是一般

的泥土。”小顾向我解释：

“这是老家治水行动挖出

的多余泥土，都是上好的

瓷土。他们没处堆放，而

我恰好需要。”我好奇地问

这些瓷土特别之处在哪里。小顾告诉我：“这瓷土最大的优

点，在于可塑性强，且耐烧温度高，不会开裂，成品率高。”说

着，他将我引至刚出炉的青瓷作品前，一边手持一只青瓷罐

缓缓摇晃着让我欣赏，一边告诉我：“最近连续几次烧窑，破

损率几乎为零。”

莫看小顾年轻，他已拿下全国二十多个陶艺金奖。我

请他谈谈创作心得，他红着脸谦逊地说：“我只是将一团团

纯生态的泥土，制成一件件简单而美好的瓷器而已。”

小顾原在宁波一家酒店做雕刻厨师，2010 年回到家

乡，跟着舅舅学起了青瓷技艺。半路转行，自然艰难。“在软

塌塌的泥坯上雕刻非常不易，与我在蔬果上雕刻完全是两

码事。”但是，随着日复一日地和泥、制坯、雕花、烧制，小顾

渐渐爱上了青瓷艺术，技艺自然也是日有所长。

小顾的家乡是青瓷发源地，曹娥江边至今尚存四十多

座古窑址。小顾一边夜以继日地潜心研究制瓷工艺，一边

利用节假日骑着电瓶车探访现存的古窑址。在小顾的作品

展示室里，我看到他收藏的青瓷碎片。这些青瓷碎片按越

窑青瓷的发展沿革排列。仔细辨认，能看出跨越千余年的

越窑青瓷烧制工艺的细微变化。“我之所以要跑遍家乡的古

窑址，就是要弄明白从选料、练泥、拉坯到器型、纹饰、烧制

等各项工艺的演变。如果连老祖宗留下的传统工艺都不熟

知，又怎能传承与创新呢？”

看起来文静内秀的小顾，一说起青瓷，就仿佛打开了话

匣子。小顾说：“我们的制瓷技艺可能比不过古人，但我们

却能在创新上超越古人。”这几年，小顾着力从古人的青瓷

作品中寻找文创灵感，力求让古老的青瓷艺术融入人们的

日常生活。

有一天，小顾在一家茶道餐厅与朋友聚会。品茶时，他

被那里的茶具、花器深深吸引。在与友人的交谈中，他渐渐

明白，而今，人们的生活品质提高了，人们不再满足于丰衣

足食，而更在意精神层面的满足。他想，若能将花艺与茶道

融入青瓷作品中，打造不同的青瓷器型，会满足消费者更加

个性化的需求。回到家后，他亲自动手设计，并将样品照片

发送给朋友，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第一批茶盏和花器上

市，颇受好评。从此，小顾潜心青瓷文创产品的设计和开

发，打造出了多款好看又实用的文创产品。

我在小顾的作品展示室中流连忘返，感叹于他的创意

和匠心。我看到一对灵感来自王羲之《兰亭集序》的茶具，

创意满满：茶杯的手把上刻有王羲之的“之”字，杯盖的盖钮

采用“鹅”形，杯子底部则刻有“永和”字样——既是对“永和

九年”的纪念，也蕴含“永远和和美美”的意思。其中一只杯

子选用魏晋时期越窑青瓷的釉色，古朴、稳重，另一只则选

用唐五代的秘色釉，给人以温润、细腻之感。还有一款公勺

公筷，富有绍兴文化特色，将“乌篷船”元素融入筷架，又将

“船桨”形状渗透到勺子的设计中，筷子顶部则镶嵌“女儿

红”黄酒酒坛造型。如此造型设计，不仅能让当地人找到乡

愁，外地游客也可借此感受绍兴一带深厚的文化。

交谈甚欢，不觉天色已晚。我与小顾告别，他一天的工

作尚未结束，他将继续用双手去抚摸心爱的泥土，去创造一

个又一个让人赞叹的艺术品。

下图为青瓷工艺品。 赵 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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