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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翼舟，你知道你上去很可能下不来了吗？”
“知道，但值得！”
千钧一发之际，电影《峰爆》中的小洪决定冒险

去悬崖上的裂缝放置炸药。他坚毅的眼神和果敢
的回答，让我有些晕眩，腰上也隐隐传来一阵疼痛。

“值得！”这两个字简短有力，让我回想起铁
道兵第七师 33 团在四川宣汉建设襄渝铁路的
场景。

1969 年，“三线”建设重点项目襄渝铁路正值
建设关键期，指挥部决定大干 200 天。襄渝线上
有许多地段上傍悬崖、下临深涧，地势险峻，为了
运送物资，我与战友们扛着重达百斤的装备，拼
了命地往山上爬。上千个台阶，数十道急流，我
们的颈椎被压弯变形，腰背痛得无法入睡，干活
时总咬着的牙根也严重外扩。有时炸药供不上，
我们就用土法自己制作炸药开路，有一次崩裂的
碎石割伤了我的后脑勺，我让战友们简单包扎了
一下后，就接着拼命干。汗水掺着血水，都被我
们埋进了那条铁路线……

半个世纪过去了，“加油干呦，嘿呦嘿呦，敢
叫机器背过山呦，嘿呦嘿呦”的口号依然顺口，虽

然身体落下许多难以根除的伤痛，但我对铁道兵
的怀念却只增不减。我这一生，依然为曾当过铁
道兵，参建过国家重要工程感到光荣。

影片里，项目经理丁雅珺在暴雨中对着工友
们喊话：“隧道毁了，我们再把它挖通，桥梁断了，
我们就再把它架起来，大不了，再来一个十年！”
影院里的啜泣声，让我再也绷不住，眼泪奔涌而
出。丁雅珺和工友们的决心我感同身受。隧道
建设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危险，涌水、泥沙流……
即便这样他们还是苦苦坚持了十年，而一个人的
一生又能有几个十年？每一条隧道都承载着无
数人的心血，车辆穿过隧道只是一瞬，却凝固着
建设者为之坚守和奋战的日日夜夜。但当灾难
来临，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仍会义
无反顾地选择救人。“大不了，再来一个十年！”这
就是我们的信念。

英雄出自凡人，平凡也可伟大。我们这支队
伍自解放战争的炮火中诞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筑起了“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在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架桥铺路，助力国家快速发展；
在抢险救灾中赴汤蹈火，栉风沐雨捍卫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20 世纪 60 年代扑灭大兴安岭森
林火灾，1975 年抢修京广铁路，1976 年在唐山大
地震中受到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今年夏天，
河南大暴雨中也有铁建人奋力抢险的身影。从

“铁路修到哪里去，我们就跟到哪里去”到“哪里
有危险我们就去哪里”，岁月流转、山河巨变，铁
道兵的精神始终未变，我们一直用实际行动演
绎着“中国式救援”。

作为一名老兵，我和电影中的老洪一样，虽
已退伍但不愿褪去军人本色，也一直纠结时代是
否“不需要我了”，总爱提起往日，喜欢给后辈们
讲当年。但令我欣慰的是，儿子已是“铁二代”，
孙子也常常戴着我的勋章有模有样地表演着我
讲给他的故事……我们这个小家就是千千万万
铁道兵家庭的缩影。

铁道兵的时代已经过去，但铁道兵精神一直
在赓续绵延。今天的中国铁建依然担负着建设
国家的重任，这支被朱德总司令称为“人民铁军”
的部队仍然目无艰险、力战不退，奋战在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精神不灭，初心未改。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五公司

一个优秀的编剧尤其擅长把观众带入自己
构建的世界，在嬉笑怒骂的故事中赚足眼泪。《峰
爆》的编剧显然深谙此道：一场灾难构建出宏大
的背景，让其中渺小无力的人类发出无与伦比的
光亮。亲情与误会，私欲和大义，理性与感性不
断碰撞。在一次次冲突中把人性中的光明和伟
大渲染得淋漓尽致，却又在你以为的圆满结局上
狠狠斩下一刀，令人只能抱着一份缺憾的美好喟
叹不已。

这就是《峰爆》，一个关于“凡人”的救赎、爱
与责任的故事。

整部电影用两条主线穿插讲述，一是大灾之
下铁建人的奋力救灾，二是父子两代铁道兵的爱恨
交割。同时将人性、亲情、大爱、责任织在一处，共
同谱写了一曲献给无数“凡人”的赞歌。

当灾难突如其来，16 万民众的生命危在旦

夕。每个人都在默默祈祷，希望有一个“英雄”能
从天而降，救万民于水火。但等待着，等待着，似
乎人们心中所想的那个“英雄”并不存在。

《峰爆》编剧的厉害之处便在于此，他把“英
雄”这两个字用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冲碎，均匀
地洒向每一个生命。于是呈现在观众眼中的“英
雄”是那么与众不同。他们都是凡人，但面对灾
难无不逆流而上，用自己的生命诠释出“英雄”两
个字的别样分量。

影片传达给我们一个信念：无论是历史上还
是现在，中国人的英雄其实一直是凡人，只是芸
芸众生之一，如你如我，也会怕、会躲、会流泪、会
受伤。但他们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所以总能第
一个冲上前去，用自己的胸膛迎接来袭的一切。

编剧在故事的最后给我们展现的，不是某一
个“超级英雄”的力挽狂澜，而是无数凡人的“蚂

蚁吞象”。有拖着一条伤腿蹒跚负重的工人，有
迎着山体滑坡冲回教室的乡村教师，有含着热泪
决定爆破的项目经理，有甘愿付出生命后微笑敬
礼的老兵。

这对我们铁建人的冲击尤其之大，我不禁扪
心自问，现在可还真的有这种人？像那些老一代
的铁道兵们，那些终于没等到胜利的先烈们，那
些在凿山开路的途中牺牲的前辈们一样，在生命
的最后，微笑着向祖国敬上最后一个军礼！

在电影的最后，一盆盛开的鲜花摆放在墓碑
前，新老两代铁道兵最终还是在天人两隔中完成
了“精神”的交接，让人在遗憾中对未来充满期
待。中国人具有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在危难
时，真的会有这样一种人，把炬火高高举起，但这
绝不会是唯一的光。

作者单位：中铁十六局地铁公司

在我的衣柜里，挂着一件不甚起
眼的灰大褂，洗得有点发白，领口上连
着一顶灰色布帽。每次看到它，耳边
仿佛又想起了那熟悉的声音—哐啷
啷、哐啷啷……

1979 年 4 月的一天，我刚下班回到
连队，远远地就发现操场上数十名战
友挤成一团，不知道在干什么。作为
一名“新兵蛋子”，加之年轻人的好奇
心，我自然不会错过这种“抱团”看热
闹的机会。放下拌和水泥砂浆用的铁
锨，我猫腰钻进人群，只见大伙儿围着
一台军绿色的拌和机，三班长正指着
滚筒说：“这个家伙连接电动机后，就
不用人工拌和砂浆了，一次能出多半
方嘞。”

拌和机免去了我们用铁锨拌和砂
浆的劳累，战友们都津津乐道：“这‘洋
家伙’的威力真大！”数月后，连长又宣
布了一条好消息，团部要给我们配备
一台更先进的拌和机，我被全班推选

出 来 去 参 加 拌 和 机 操 作 手 培 训 。 随
后，班长给我拿来一件灰大褂，让我务
必穿好再去。第二天一早，我就穿好
灰大褂，照照小镜子，雄赳赳地赶向工
地参加培训。自此之后，这件灰大褂
陪伴着我在工地上经历了无数次的日
升月落，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工程的崛
起，我对它可一直宝贝得紧哩。

到了 1984 年元月，我们集体摘掉
领章帽徽，用军人的气概扛起了中国
铁建的大旗，我们的工装也从原来的

“军装绿”变成了“铁建蓝”，那件灰大
褂也就收进了柜子，再没取出。后来，
我参加了湘黔复线、株六复线、武广客
专、阜六等铁路建设，灰大褂也一直伴
随着我，去往各个项目工地，经历了不
少风风雨雨。

2017 年 5 月，接到公司人力资源部
通知，让我去新疆乌西乌北联络线项
目部。时过 35 年，第二次进疆参加铁
路建设，心情特别激动。我乘坐 Z105
次列车，中午 11时从西安上车，全程 24
个小时，只在车上睡了一个晚上，第二
天中午 11 时就到达了乌鲁木齐。速度
快得让我有些吃惊，也有些遗憾。40
年前参军时乘坐“闷罐车”，花了六天
六夜到达天山阿拉沟的感觉怕是再也
体会不到了。

抵疆当天下午，我特意去了新疆工
地上的拌和楼，只见装着水泥、外加剂
的八个铁罐巍然高耸，离地 5、6 米高的
搅拌机封闭拌和，控制室内一名操作手
穿着整洁的工装，端坐在主控台前，液
晶显示器上清晰地显示着碎石、沙子、
水 泥 、添 加 剂 、水 等 原 材 料 的 数 据 图
样。不到三分钟一盘，十多分钟就装满
一罐车。操作手说，如果工地上需要，
一天可以生产上千方混凝土，如果传输
系统出现故障，导致配合比有误，就会
主动报警停机，而这一切，远在千里之
外的监管部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看到眼前现代化的拌和楼，我脑
海中瞬间浮现出 40 年前在天山脚下初
遇拌和机的情景。看着操作手整洁的
工装，也想起了我衣柜里历经岁月风
尘的灰大褂。

40 年，各类型号拌和机不断更新
换代，我们的工装也换了一批又一批，
铁道兵时期的“灰大褂”虽然已经压在
了柜子底，但“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
铁道兵精神却历久弥新。

作者单位：中铁十五局四公司

夕阳渐渐落下，绯红色的晚霞一点点消失于远
山之间，浮云若絮，一弯清亮的月亮盈盈升起，洒
下点点月光。月夜总是温柔而又多愁善感的，月本
无情，有情的是我们，月本无心，忧愁的也是我们。

余 光 中 先 生 说 过 ：“ 世 上 本 没 有 故 乡 的 ，只 因
为有了他乡。”身在他乡时才觉得月是故乡明，在
这月夜下，故乡的美、故乡的轮廓也渐渐浮现在我
眼前。

在我的记忆中，故乡是那条不太平整的村口小
路，是田间地头上那笔直的白杨，是在树下乘凉的老
黄狗，是奶奶的唠叨，是爷爷的蒲扇，是与小伙伴在
乡间树林的疯跑，是夜晚在家门前端着饭碗听乡邻
们讲的故事……

眼前的月只是一轮明月，故乡的月却是一盏心
灯。总会想起小时候躺在奶奶怀里听到的故事：月
亮上住着嫦娥仙子，有着一只叫玉兔的小兔子，那

桂树下还有一个叫吴刚的一直在那砍树。每每听
到这些，我总是扯着奶奶的胳膊让她把我送到月亮
上，奶奶则笑眯眯地拍着我的背说：“奶奶已经跟嫦
娥说了，等我的乖孙儿睡着了就派玉兔来接我的乖
孙儿上月亮上玩。”

想起我刚参加工作来到中铁二十一局贵南高
铁项目部时，给奶奶打的那个电话，电话那边奶奶
唠叨着：“好好干，好好干。铁路好啊，修完铁路去
哪儿都方便，有时间回来看看奶奶就行，村里的路
也修了，现在都可以直接到家门口了。”是啊，我们
现在修建的高铁又何尝不是远在他乡的游子所期
盼的故乡的归途。

看着地上皎洁如水的月光，我想趁着这夜色，悄
悄地，在这眼前淡淡的一片白月光里，画上几笔色
彩，添上几句心语，把我的祝福与思念寄往这轮月亮
的另一端。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一局路桥公司

微凉的秋被雨水冲刷
轻柔的月在窗前慢洒
翻开时光的书页
时钟滴滴答答
是过去的日子
催着我向未来进发

无声的岁月
默然在脚下
眼见熟悉的落叶
是何处的春芽
踏上岗位的我
终于在工地把根扎

历尽种种磨炼
无惧风雨拷打
因那滚烫的热血

只为了青春挥洒

不知不觉
新芽自泥土萌发
新一代铁道兵的使命
深深地在心中刻画

未来是星辰大海
险阻会一路平踏
拼搏向前，不负韶华
把山间凿出一条通途
让大桥在海上凌驾
将无穷斗志点燃
在时光的书页上
写出属于自己的神话

作者单位：中铁建设物资公司

精神不灭精神不灭 初心未改初心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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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共长天一色 尚金起 摄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五局一公司

观《峰爆》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