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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着对修建青藏铁路的铁
道兵战友的敬仰心情，读完了肖根
胜的长篇纪实文学《青海长云 一
个高原铁道兵战士的青春记忆》一
书。读完书的最后一个字，我的心
情难以形容，激动、兴奋、感激，还
是什么，一时说不清楚。但通过此
书，我对铁道兵的伟大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

肖根胜是郏县人，1975 年入
伍，新兵训练结束后就奔向铁道兵
十师四十七团所在的青海省天峻
县参加青藏铁路建设。他九年的
铁道兵生涯基本都是在青藏高原
上度过的，对自己和战友们在青藏
铁路建设中的艰辛和努力有着深
刻的记忆，对铁道兵怀着深厚的感
情。退伍后，几十年前的部队生活
和战友们的面容仍时时出现在眼
前，而他早就有写书反映当年战斗
生活的想法。由于工作繁忙，直到
退休后的2011年，他才拿起笔，夜
以继日，废寝忘食，只用一年多时
间就完成了这部 30 多万字的书
稿。

认识肖根胜，是通过他的同乡
战友陆喜安介绍的，知道我喜欢看
书，陆喜安向我推荐了肖根胜的这
本书。而后，我就收到了肖根胜签
名的书。

《青海长云 一个高原铁道兵
战士的青春记忆》以回忆录的形
式，记录了已是代课老师的作者如
何毅然报名参军，然后到达青藏高
原参加青藏铁路建设的历程，自己
从事炊事员、给养员、司务长一直
干到团组织股干事，过程中观察感
受战友们的艰苦奋战，直到部队撤
编并入铁道部。此书尽管是以

“我”为主线，但记录的是铁道兵十
师修建青藏铁路的全貌，反映的是
铁道兵全体官兵为祖国铁路建设
作出的功载千秋的伟大贡献。书
中对青藏高原的恶劣环境，对部队
官兵战胜难以想象的困难修建高
原铁路的满腔热情进行了细致的
描述，充分展现了意志如钢的铁道
兵精神，真实记载中流露出丰富的
精神情感。

读这部书，我仿佛穿越时空，
置身在修建青藏铁路的工地上，与
战友们一起凿山放炮、铺轨架桥，
一起喜迎接轨通车。在这部书里，
我印象最深刻、震撼最大的是发生
在青海省天峻县境内的关角山隧
道大塌方和全力营救 127 名被堵
在洞内战友的情景。

关角山隧道海拔高，隧道长
4010米，是青藏铁路线上最艰难的
工程，也是知名度极高的“硬骨头”
隧道。1974年春，铁道兵十师四十
七团奉命向这个难啃的“骨头”发
起了进攻。1975年4月5日上午，

隧道突然发生大塌方，正在施工的
127名干部战士被堵在洞内。为了
营救127名战友，师里立即组成由
师长为组长的抢险指挥部，组织团
营1000多名官兵展开大营救。这
是青藏线上最大的塌方事故，中央
作出了全力抢救的重要指示。争
分夺秒、不眠不休，经过14个多小
时的抢险营救，最终，127名同志全
部脱险，创造了塌方抢险中的奇
迹。

关角山隧道大塌方和大营救
的英雄事迹，我在邱榕木的小说
《铁兵谣》里已经有所了解，从那里
知道了青藏铁路线上的关角山，知
道了关角山隧道和隧道大塌方，也
知道了被堵在洞中的战友有 127
人，但那毕竟是小说。而肖根胜的
描述更具真实的权威性，因为，关
角山隧道就是他所在的营连施工
的。肖根胜参与了营救的全过程，
被堵在洞里的127名干部战士中，
有和他一起入伍的 6 名同乡战
友。向我推荐《青海长云》一书的
陆喜安就是其中之一。看完这个
章节，我被深深震撼了。对战士们
不畏艰难，不怕牺牲，为早日修通
青藏铁路而奋斗的精神肃然起
敬！对被堵在洞内顽强自救的陆
喜安等战友肃然起敬！对心系战
友，积极参加营救的肖根胜肃然起
敬！

肖根胜为创作这部纪实文学，
四处奔波，搜集素材。他查阅了大
量资料，走访了一些当年的战友，
回忆了当年的生活及工作情景，把
储存在自己脑海和记事簿上的那
些沉淀了的高原往事激活，让它放
射亮点，生发情感。于是，这流水

般自然顺畅的讲述便呈现在我们
面前。

肖根胜在书的后记中写道：
从脱下军装的那一天起，我就下
定决心要为我敬爱的战友们、为
这支伟大的部队写一部书，让指
战员们在青藏高原上沐风雪、饮
严寒，含辛茹苦，在关角山隧道不
怕苦、不怕死，挑战生命极限、创
造世界奇迹的伟大壮举和感天动
地、可歌可泣的英勇精神留给历
史，传给世人。在谈到创作过程
时他写道：《青海长云》全书30多
万字，每个字都蕴含着我对战友
的深情厚谊，每一页都浸透了我
激情的泪水。一年多的时间里，
随着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再现，或
音容，或笑貌，或消失，或走远，每
每都是眼泪随着笔尖流淌；随着
一个个动人场面的还原，或悲，或
喜，或苦，或乐，多少次忍不住涕
泣哽咽，止笔拭泪，字里行间都跳
动着我对战友的怀念与珍爱，对
铁道兵精神的感动和敬仰。

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王宗仁在为该书作的序中说：
《青海长云》写一个兵的青海从军
经历，它折射的却是一群兵。这个
兵阵里上自铁道兵司令员、师长、
团长，下到每一个筑路的普通战
士，都在肖根胜笔下有所反映。他
们各有各的职责、各有各的性格，
但有共同的一点：热爱高原，忠于
职守，是一个无坚不摧的英雄群
体。正因为这样，这本书的意义远
远超出了“一个高原铁道兵战士的
青春记忆”，它能唤起当今的人们
对青年往事的回忆，对美好生活的
珍惜。

《青海长云》
一曲铁道兵的赞歌

◎李书海（河北邯郸）

现在不少人家房前屋后都种有香
椿树，一是图个吉利，二是为了吃香椿
叶，我家也不例外。原来在后院种了
一棵，结果时间一长树根扎到房屋根
脚石里，怕影响房屋安全，只好刨掉，
又在前院种了两棵。清明前十天左
右，晨练回来发现香椿树上冒出了水
灵灵的嫩芽，一簇一簇，叶尖泛红，这
香椿树熬过了严冬，迎来了春阳，生命
的本能使它把冬天的积蓄渐渐化作一
树绿叶。

香椿叶被称为树上蔬菜，国人很
早就有吃香椿的习惯，据记载，汉代时
椿树已遍布全国，而椿树又分香椿和
臭椿。香椿早在唐代就作为贡品送往
长安，供王公贵族食用。而且香椿是
春天的“限定美食”。俗话说，雨前椿
芽嫩无丝，雨后椿芽生木质。也就是
说，香椿的最佳食用期是清明之后、谷
雨前后这段时间。有人说它是蔬菜中
的昙花，更显得金贵，也成了名家笔下
的宠物。近代散文家梁实秋在《雅舍
谈吃》中写道：“我最喜欢的是香椿拌
豆腐，香椿就是庄子所说的以八千岁
为春的椿。取其吉利，我家后院就有
一棵不大不小的椿树，春发嫩芽，绿中
带红色，摘下来，用沸水一烫，切成碎
末，拌豆腐，有奇香。”美食家汪曾祺这
样写道：“嫩香椿头，芽叶未舒，颜色紫
赤，嗅之，香气扑鼻，入开水稍烫，梗叶
转为碧绿，捞出，揉以细盐，候冷切为
碎末，与豆腐同拌，下香油数滴，一箸
入口，三春不忘。”字里行间都是文人
的闲情和趣味。

每当看到那鲜嫩的香椿芽，不仅
刺激了我的味觉神经，更勾起了我珍
藏的童年记忆。记得小时候老家村子
东头田埂上有一棵香椿树，每年清明
节过后，村里人就会去摘下那鲜嫩的
叶子，摘下一茬，还可以再长出一茬，
当然，以第一次采摘的为上品。至今
还依稀记得人们拿着带钩子的长杆，
勾住嫩树芽稍微用力，一声脆响，嫩芽
便脱落下来。采下来的香椿放在家
里，哪怕只有一小把，也能让整个屋子
弥漫着它的味道，花香、水果香等清甜
的气味中还带着草药的浓香，很多人
吃一次就念念不忘它那特殊的味道。
在美食家笔下，香椿大多辅以豆腐食
之，而我更喜欢香椿炒鸡蛋。蛋香能
中和香椿的刺激气味，经过热炒，香椿
中的谷氨酸充分发挥，也会增添鲜
味。此外，香椿和肉也是绝配，香椿的
嫩芽可以中和肉类的腥味，而肉香加
上香椿的鲜香更让人垂涎欲滴，食之
口齿留香、回味无穷。可是在那鸡蛋
换盐一年难得闻闻肉腥的日子里，这
些都是奢望。我家吃得最多的还是凉
拌、腌制和大蒜一起捣成汁儿浇捞面
条。凉拌是最能保留香椿原味的做
法，吃起来滋味更足，腌制的香椿叶则
可以长期保存，待蔬菜淡季拿出来吃。

香椿风味独特，营养丰富，虽好
吃，但也要注意科学食用。据说香椿
中含有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因此，食之
不可过量，在食用时先焯水，能去掉或
减少硝酸盐的含量，又不失香椿的风
味。

在我的心中，香椿不仅是乡愁，也
是一份童年的珍贵记忆，只有吃了香
椿才算春天来了，趁春天还在，趁香椿
还嫩，那就吃出春天的味道吧！

春天的味道
◎高德领（河南平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