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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的通知》，公布了第三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名录。其中，河北7处入选。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陈庄歼灭战旧址、遵化市长城抗战烈士陵园、冀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

学陈列馆、冀南烈士陵园、冀中烈士陵园……这一处处记载着辉煌胜利和革命先烈英雄事迹的名字令人敬仰。“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

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即日起，本刊陆续推出“寻访抗战遗迹 传承爱国精神”系列报道，邀请我省作家深入7处入选名录的抗战纪念设施和遗

址，旨在宣传河北人民在抗战时期作出的重大贡献，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目前，文化几乎扩张渗
透到了所有行业、产业，产业
的文化也已成为提升品牌附
加值的必由之路，文化与其
他行业、产业间的跨界融合
成为新常态。互联网通信技
术、数字多媒体技术、大数据
云计算技术和移动智能终端
技术等叠加融合与全面普
及，既从产出规模、产出效
能、传播速率等诸多方面让
文化发展建设实现了巨大跨
越，也通过为民众实施“媒体
化赋权”和“媒介化赋能”，做
大了文化建设参与主体和创
业主体的数量级，为文化的
创新超越提供了无限可能。

（10月20日《解放日报》）
大文化时代，“文化+”

的融合创新无处不在，数字
化手段更是日新月异。正如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
院院长范周所言，面对文化
和科技的十字路口，既要“崇
文”，也要“用技”，“文化+科
技”融合创新正在成为新发
展格局下我国实现弯道超车
的新引擎。网络空间红火异
常，算得上当下最具受众关
注度的文化信源和公众舆论
场。小视频、直播等方式更
是呈现出花样繁多的新生
态，而这些既拓展了多元化
国民性，构建了跨圈层流量
场，又解构了旧有领域边界，
重新构建了网络文化的新兴
版图。网络日益日常化，日
常也愈加网络化。然而，在

“网文网语”中，红红火火的
下半句往往是恍恍惚惚。所
以，文化在当今时代享受到
了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
是真，但它尚需时刻警醒遵
循自身特定的发展规律。网
络化、数字化、虚拟化等说白
了是把“双刃剑”，一不小心
便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干
扰大众认知。因此，网络空
间并非法外之地，可用需用
也当善用。只有网络空间月
朗风清，才有利于实施文化
产业数字化战略，真正促成
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和
文化消费模式的迅速发展。

同时，文化范畴越发宽
广，在各行各业中处处闪光，
文化与其他行业、产业间的
跨界融合成为新常态，既有

“文化+”也有“+文化”。比
如未来文旅融合的深度和力
度会更大，已建的不少公共
文化设施具有成为旅游点的
潜质，旅游消费也需要更多
文化功能，这便是新型文化
空间在城市兴起的原因。核
心城市群的文化消费升级也
已经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的重要引擎，通过 IP 延伸开
发，联动文化消费与其他消
费；加强对老字号的创新开
发，让老字号注入新活力，让
新消费适用老载体等，都成
为一些核心城市的成功经验
和日后仍将着力发展的方
向。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就要建设一批富有文化
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
假区，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
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
街区，发展红色旅游和乡村
旅游。只有以讲好中国故事
为着力点，创新推进国际传
播，才能加强对外文化交流
和多层次文明对话。

众所周知，文化和文化
产业的地位早就今非昔比，
举足轻重。然而，若想动力
无限、后劲十足，就既要坚守
底线，又要融合创新，既做到

“用技”，也不能忘记要有底、
有界，更需要脚踏实地从一
个个产品、项目、细节加以完
善，提高质量，精益求精，从
而赢得消费者和市场的认
可，实现良性发展。

一

从安新县大张庄村民委员会
出来，沿一个缓坡向上，左拐右拐走
了大概百十多米，就是通往白洋淀
文华苑的野码头——淀中有水，村
民有船，价格不贵，方便快捷。寻雁
翎队旧址，朋友说走这条路径最佳，
我就选了。独自走在陌生街道上，想
着如雷贯耳却又首次拜谒的白洋
淀雁翎队纪念馆，心驰神往。

作为一个保定人，我来白洋淀
已不止一次，赏过夏日荷花，品过荷
叶茶，吃过野生鱼，访过老红军，观
过嘎子像，听说过这里的各种抗日
传奇……但独独没有前往过雁翎
队纪念馆——水上游击队，多么富
有浪漫精神与传奇色彩的一支队
伍啊。有着十几年军旅生涯的我，是
早该前来瞻仰的，拖至今日成行，想
来惭愧。但一想到拜谒先烈需要正
式而隆重，倒觉得此专程之旅是必
须要等到此时此刻了。

金秋九月，我一人独行，就想
全身心回顾那段烽火岁月。

“坐船吗？”有个壮实的汉子迎
面走来，黝黑的脸庞上，目光灼灼，
笑却是淳朴的。

“坐。”我干脆地答道。
“去哪里？”
“雁翎队纪念馆。”
汉子在前面带路，走进一条小

巷。尚未看清周围景致，眼前就出
现了一条机动船——水波漾漾，船
儿悠悠，想都没想，我就坐了上去。

“很远吗？”我问。
“一根烟的功夫。”汉子说。
我点头一笑，又问师傅贵姓，

他爽快地答，“俺姓李”。李师傅的
驾船技术很是娴熟，左一个弧线右
一个飘转，很快将岸边甩在身后，
接着就有宽阔水面、浓郁水汽迎面
扑来，让人顿感心肺湿润，豪气干
云。我不禁想：过去，雁翎队的队员
们，是不是也有此刻我的感受呢？

想来他们该比我更浓烈些吧。
这是一淀家乡的水，这是一片挚爱
的水，为保卫家乡，为捍卫白洋淀
的美丽与和平，他们驾驭着一艘艘
人力船，手持简陋的武器，劈波斩
浪，雄赳赳气昂昂地冲向敌寇，打
出了“荷叶军”的响亮名号，不正是
因为爱这里的满淀碧波、如烟岸柳
吗？这里的每一片水域，这里的每
一朵浪花，这里的每一片土地，都
浸满了他们最深沉的爱。有了这种
爱，任何流血牺牲都不足为惧。

十几分钟后，我站在一组雁翎
队队员们的塑像前时，这种情感愈
加强烈：五位铮铮铁汉，或顶着草
帽，或戴了毡帽头，或头裹毛巾，手
中擎着驳壳枪，端着缴获的三八大
盖，攥着手榴弹，正朝敌人发起进
攻……那时的战斗场景，该是何等
惊心动魄？雁翎队队员们视死如归
而又巧用奇兵的战斗精神，已然飞
越时空阻隔，成为萦绕白洋淀，萦绕
华北，萦绕整个中国的民族之魂。

我早就该来。
我终于来了。
我的血液将在这里沸腾，我的

身心将在这里淬炼。

二

随着脚步在雁翎队纪念馆内
移动，我的眼前，一幅波澜壮阔的
人民战争画面徐徐展开。

那是 1939 年的秋天，白洋淀
内残荷摇曳，凉意袭人。日本侵略
军占领了仍称为新安的安新县城，
为强化统治，奴役白洋淀人民，侵
略者想出了“献铜、献铁”的诡计，
以达到收缴水区猎户武器，解除人
民武装之目的。

勇敢的白洋淀人当然不会屈
服。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来自淀
区的22位热血汉子迅速组织起来，

参加了县大队所属的三区小队，拿
起手中武器反抗侵略者。三区小队
将新入伍的猎人们组成一个班，这
些汉子多为打猎世家，对猎枪、船只
性能，以及白洋淀的地形烂熟于心，
水乡生活又赋予他们机智果敢的
战斗作风，队伍很快发展壮大起来。
那时，为防止在水面活动猎枪膛内
火药受潮，他们经常在信口插一支
雁翎，需要开火时再拔下来。因队员
们以往在淀上围雁打猎形成了习
惯，驾驭小船在淀面上行驶时，多呈

“人”字形，像是清澈水面已成蔚蓝
天空，而他们则是飞翔的雁群……

波光潋滟，排船如梭。
若是没有侵略者，这将是多么

美丽的一幅生活画面啊。
那一天，勇士们杀敌归来，远

远望去，小船排成一列，双桨划动
恰似大雁展翅，在水面上轻快翱
翔，宛如神兵天降。湖心岛上，一位
中年男子看到此番情形，难抑豪
情，脱口而出：“这就是我们的雁翎
队啊！”

1940 年夏，经当地党组织批
准，雁翎队成立。

雁翎队，这支充满革命浪漫主
义与英雄主义色彩的队伍，从此正
式出现在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
者的战斗序列中。彼时，荷叶正翠，
荷花正浓。

为雁翎队命名的汉子，就是时
任县委书记侯卓夫。这位 15 岁就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的优
秀儿郎，参加过著名的高蠡暴动，
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自打日寇侵
占新安县城后，侯卓夫立即组织建
立抗日队伍，指导成立锄奸团，更
为雁翎队的发展倾注了极大心血。
然而，由他命名的雁翎队仍在芦苇
荡中神出鬼没、伺机歼敌，侯卓夫
却于 1942 年的深秋，在开展对敌
斗争的过程中，被敌人包围，为掩
护战友负伤的他，用手中武器吸引
了敌人火力，最终将最后一颗子弹
留给了自己，时年28岁。

正值芳华啊！为了民族的解
放，为了脚下这片热土的安宁，为
了白洋淀这颗华北明珠，侯卓夫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他的鲜血
已经化作深沉的淀水，他的精神已
经融入这里的每一株水草，每一株
芦苇，每一株岸柳……他的魂魄，
将在中华大地上久久萦绕，激励着
他的战友们奋勇杀敌。

雁翎队的勇士们，利用白洋淀
的河湖港汊，依靠芦苇荡这一天然
屏障，用“大抬杆”、火枪、鱼叉……
与日军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艰苦卓
绝而又灵活机动的游击战。

他们在为侯卓夫复仇！他们在
为白洋淀复仇！在为脚下这片土
地、这片水域复仇！

一排排滚烫的铁砂，以铺天盖
地之势，射向了敌人。

三

大概曾为军人的缘故吧，我对
雁翎队用过的武器装备尤为关注。
在华北明珠白洋淀地图展板的右
侧，我看到了雁翎队使用的船只，
其中一艘名为“枪排”的战船上，摆

放着五支“大抬杆”和一把鸟铳。
这“大抬杆”，曾令日寇心惊胆

战，并称其为“扫帚炮”。
实话讲，用现代军人的视角

看，这种“大抬杆”的确简陋不堪，
甚至可以说让人观之感叹，用如此
简陋的武器痛击敌人可知作战的
艰难。馆内的一块说明牌上如此介
绍：大抬杆，铁制品，烤炉锻打盘枪
筒，根粗直径 5-8 厘米，枪口直径
3-5厘米，枪体全长2.5-3米。装火
药 2-4 两，填铁砂或枣核钉 1-3
斤。用粗黑香在信口点火，双杆并
用，信口相对，接连发射。杀伤距离
100-150米，扇面20-30米，击中掌
面 5-10 粒，50 米近处可穿透人体
或船板……细细看后，心内释然：
武器装备固然重要，但在战争中起
决定因素的，还是人心与勇气。雁
翎队的队员们，这些淳朴憨厚的白
洋淀汉子们，正是有了一腔誓将日
寇赶出中国的决心，才抬着“大抬
杆”，让愤怒的铁砂飞向敌人。

这些滚烫的铁砂啊，依旧在历
史的记忆中飞射着，从未停歇。这
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的历史记忆。
这记忆，饱含血与泪，又怎能忘却，
怎能停歇呢？

“大抬杆”，就是大号的鸟铳，
且结构更简单。如此简单的武器，在
雁翎队的手里，却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队员们会躲在茂密的芦苇
丛中，像过去打猎一般，静候敌人的
到来，待日伪军进入射程范围后，迅
速点火，杀敌于密集的弹雨之中。这
些“大抬杆”，口径大，装药多，打击
面广，杀伤力及震慑力都不容小觑。
聪明的雁翎队队员们还会根据不
同需要，给它配制不同的弹药，要干
掉敌船上的暴露人员时，就用“葡萄
弹”，要打击敌人坚固的船只时，就
用大威力的“穿透弹”。武器是死的，
人是活的，雁翎队组织了不同的战
斗小组，搭配不同火器，最大限度发
挥手中武器的威力，实现了消灭敌
人的最终目的。

看到了“大抬杆”，我知道，雁
翎也即将登场。

在室内展柜中，一盘火药展品
旁，正静静地摆放着三根雁翎。当
然，它们不再是曾经的它们；但是，
它们仍是曾经的它们。只不过，此时
此刻，它们已经不仅仅是几支羽毛
了，它们与“大抬杆”、铁砂一样，犹
如穿越时空的一纸信笺，成为中国
抗战史的见证者，默默地向我们诉
说着那段艰苦而又辉煌的岁月。遥
想当年，这些雁翎，这些大自然的艺
术品，不仅是白洋淀儿女手中武器
的一部分，更是他们聪明勇敢的象
征。当一根羽毛与一种精神合二为
一时，它的分量就有了千钧重。

伫立在这三根雁翎面前，我仿
佛看到，星光下，雁翎队的勇士们驾
驭着小小的渔船，像一支支离弦的
箭，擦着茫茫水面，悄悄地向侵略者
靠近，打敌船，截军火，端炮楼，杀汉
奸，振国威，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华
儿女不会屈服于任何恶势力。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雁翎队的战士们，望着眼前碧

波万顷的白洋淀，给出了最响亮的
回答。

四

纪念馆内，摆放着两门日本造
94 式 75 毫米山炮，是白洋淀人民
在打击侵略者的战斗中所缴获，其
后侧展柜中，就是这些山炮使用的
榴弹弹壳。无论是炮体本身，还是
其使用过的弹药，制造工艺皆很精
良，威力更可想而知。

雁翎队成立之初，主要武器仅
是些猎枪，几条没了膛线的“汉阳
造”步枪，已是队里的宝贝，轻易不
舍得用。这些装备和武装到牙齿的
日军相比，差距显而易见。

日军很狡猾，知道雁翎队武器
低劣，知道那些枪械威力有限，为保
命，他们在船舷内侧堆满了扎紧的
干草，用这种“土装甲”来抵挡猎枪
发射过来的铁砂。在这种情形下，雁
翎队才将看似原始的“大抬杆”搬上
小船，给了敌人极大打击……

毕竟，人间自有正道。侵略者
手中的武器再精良，正义之师也会
战胜他们。邪恶势力再强大，最终
结局也逃不出灭亡。随着一次次突
袭成功，雁翎队很快成为一支令敌
人闻风丧胆的抗战奇兵。

敌人当然不甘心失败。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

军对白洋淀实施了残酷的封锁，想
把雁翎队困死在茫茫大淀中。白洋
淀周围及大清河两岸，所有村庄都
驻扎上日伪军，重点位置还安装了
探照灯，设置了封锁线，淀内百姓
不得随便出来，外面群众也不能随
意进淀，以为这样，就可以切断雁
翎队与老百姓之间的联系。

雁翎队是飞翔在人民之中的
队伍，岂会被侵略者束缚手脚。这
些和白洋淀生息与共的汉子，这些
有着乐观主义精神的勇敢者，从小
就尝遍生活的艰辛，为了抗战胜
利，为了保存实力消灭敌人，日子
再难也能以苦为乐。

敌人封锁，进不了村？那咱就
不进村，就住在茂密的芦苇丛中。
夜里寒意袭人，队员们相互打气，
交流战斗经验，讲讲笑话，憧憬一
下将鬼子赶出中国后的好日子，身
下垫着芦苇，身上盖着满天的星
星，饿了，寻来芦根、藕块充饥，身
体是受了苦，精神却是饱满的，充
盈的，自由的。夏季来了，白天日头
晒，水汽蒸，人藏在芦苇荡里，像进
了蒸笼，皮肤晒裂了，衣服快烂了，
但是食物多些了，荷花也开了……
夜里，花儿悄悄掩上了门，却留下
淡淡荷香萦绕在队员们周围，让人
心旷神怡。

彼时，每位雁翎队队员都很清
楚，白洋淀这片美丽的水域，仍处
在日军占领之下，要想让鱼儿自由
自在，要想让大雁自由飞翔，就必
须狠狠打击侵略者。

重重围困下，雁翎队遵照毛主
席打一场人民战争的指示精神，采
取灵活机动的战斗方式，先后端掉
了赵北口、大张庄等十几处敌人岗
楼，并成功伏击了王家寨外出抢粮
的伪军中队。

在艰苦的斗争中，雁翎队愈加
壮大。

五

我走进雁翎队纪念馆实物展
厅时，正有两排青年站在那组队员
塑像前，对着党旗宣誓，一个个表
情庄重，情绪激昂，誓言铿锵有力。
他们皆穿了抗战时期的老军装，以
浸染了岁月的记忆，衬托出芳华的
美好。这些新时代的青年人，正将
雁翎队精神揽入心胸，融入骨血。
偶遇他们，我更觉得不虚此行——
这是传承，血脉的传承。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我们热爱和平，但绝不
惧怕战争。当年，雁翎队能在重重
封锁下，仍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正
是革命精神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抗战形势发生变化之后，日
军为支援华北地区的山地作战，组
成了包运船队，打算将从天津、保定
掠夺来的物资，通过白洋淀经大清
河主航道，运往日军作战前线，对我
抗日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这种情
形下，冀中军区命令雁翎队立即行
动，狠狠打击、拦截过往的包运船
队，从而切断日军水上交通运输线。

雁翎队迅速派出侦察员，并根
据收集的情报，制定好了作战计
划。敌人很狡猾，选择中秋节这天
出动，他们怎能晓得，凌晨时分，雁
翎队就已埋伏在了齐腰深的芦苇
丛中。中秋时节的白洋淀，淀水凉
彻骨髓，队员们忍不住浑身直打哆
嗦，但谁都没发出一点儿声响。他
们在静待猎物现身。

为狠狠教训敌人，内心的炽热
已经抵御了身体的寒冷。时间，在
淀水的缓慢流动中，一分一秒地逝
去。终于，一支由 70余只船组成的
敌包运船队，荡荡摇摇，晕晕乎乎，
出现在雁翎队的伏击圈中。

没有丝毫犹豫，队员们手中武
器同时发出怒吼，机枪、步枪、“大抬
杆”，可劲儿朝敌船开火，手榴弹冰
雹一样落在敌船上，顿时将敌人打
得鬼哭狼嚎。那些被强征来的民夫
听到枪声，纷纷跳入水中，无人掌舵
的敌船在水中打转，相互挤撞，塞满
河道……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激烈
战斗，雁翎队生俘日军一个伍长、四
个鬼子兵和几十名伪军，缴获了大
批军用物资，取得又一次重大胜利。

时光荏苒，烽火连连。
1945年，雁翎队配合冀中部队

九分区、县大队等主力部队，对占
领冀中之敌进行全线出击。经过鏖
战，终于将敌人占据 8年之久的新
安县城攻下。县城得以解放，白洋
淀人民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

英雄的雁翎队，在抗战中诞
生，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成长，在艰
难困苦的环境中壮大，在人民的支
持与掩护下坚持战斗，不愧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抗日武
装力量。回顾历史，我们为有雁翎
队这样的优秀中华儿女而骄傲！以
血肉之躯捍卫民族尊严的雁翎队，
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
光辉的一页！

雁翎精神，将世代传承发扬光
大，成为白洋淀人民乃至全国人民
宝贵的精神财富。

此刻，站在白洋淀雁翎队纪念
馆前，我的耳边响起了那首《雁翎
队礼赞》：

雁翎队、雁翎队，
抗战史册中的一枚书笺。
雁翎队、雁翎队，
烽火岁月里的一把利剑。
端岗楼、打敌船，
设埋伏、除汉奸。
雁翎旗下的神枪手啊！
热血染得荷花红，
不屈不挠的精神天地可鉴。
白洋淀啊！雁翎队、雁翎队！白

洋淀！
向你行一个注目礼，
就让我们泪流满面……

（本版图片由尚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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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烽火寄雁翎
□尚 未

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
踪。苇塘里边拉战线，打得鬼子叫
祖宗。雁翎队，是神兵，端岗楼像拔
大葱。过去火枪打大雁，现在专打
鬼子兵。

——白洋淀民谣《雁翎队》

雁翎队雕塑雁翎队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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