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首红色经典歌

曲叫《天安门前留个影》。歌词大意是“万里

山河万里红，千百个英雄相会在北京。来到

敬爱的毛主席身边啊，天安门前留个影，多么

自豪多么光荣!……”

我呢!一直十分渴望能像歌词唱的那样，

也在天安门前留个影。

1986 年秋的一天，机会终于来了。部队

派我到武警总部出差，我一听到这消息，欣喜

若狂。当即跑到火车站，排着长长的队，好不

容易才买了张赴京的硬座票，当晚就乘上了

北上的列车。一上车，我坐在那，心中默默地

唱起《天安门前留个影》……一想到这，我的

睡意一点点都没有了。

列车，在夜幕下奔驰着……虽说从合肥

到北京，车程上千公里，只需十几个小时。

但我坐在那硬梆梆的座位上，却深感“度时

如年”。

这，也许是激动与兴奋交织在一起的缘

故。列车走一路，停一路，每到一站，我总会既

情不自禁，又焦急不安地从座位上起来，走到

站台上，不时地猛吸几口香烟，不时地看着手

表，不时地看着车站上的信号员手中挥舞的小

旗……也许是心早已飞向了天安门，只要列车

一停靠车站，我的心情就会显得有些急躁。盼

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列车徐徐地驶进

了北京站。车一停稳，车门一开，我就第一个

冲了下来，大步流星走出了车站，挤上一辆开

往天安门的公交车。车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站

一停下，我就急匆匆地来到天安门广场，一边

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梦里向往的天安门，一边从

挎包里取出一台120海鸥牌照相机，十分娴熟

地装上胶卷，寻找着最佳角度。我要把《天安

门前留个影》歌词中唱到的天安门城楼高挂的

红灯、金水桥等景色，一个不少地全拍进我的

镜头里，我左找、右找，终于在广场中央的位置

找到了自己心中最理想的拍照角度。据说这

一位置所处老北京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南至

永定门，北到鼓楼，全长 7.8 公里，前门、天安

门、端门、午门、太和殿、乾清宫等古建筑都坐

落在这条中轴线上。我站在中轴线上，顿时喜

悦溢于满面，我急忙调好光圈、速度，对好焦

距。从取景框中既可看到伟人画像、金水桥、

华表，又能拍到天安门城楼全景。值此情景，

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我迅速整理好军

容，想请路过的行人帮忙按一下快门，一连几

位行人都说不会照相。就在这时，一名中年师

傅见了，主动走过来，热情地说：“武警同志，你

要是信得过我，我来帮你拍

吧!”我连连点头，连声致

谢，我呈45度角，侧身站

在天安门前西侧，脸朝

东方升起的太阳，面

带着微笑……“咔

嚓！咔嚓！”快门

连续响了几声，

那位中年师傅

一边走上前，把

相机递到我手

中；一边用一种开

玩笑的口吻对我说：“我

的照相技术不一定好！

给你多拍了几张，没把

你 的 表 情 给 浪 费 了

吧？！”我一听，也笑了。

笑的是那么开心，那么

灿烂，那么幸福。

随着这几声“咔嚓！咔嚓！”的响声，我

终于可以实现年少时的夙愿。一种从未有过

的满足感、自豪感、成就感一下涌上心头，我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静静地用眼、用情、用心

去欣赏天安门城楼的气势与宏伟，仿佛1949

年 10 月 1 日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那激动人

心的情形就在眼前……

这是我第一次进京在天安门前留影的

情形。这一情形，是激动而刻骨铭心的。后

来没想到由于工作和学习的关系，我又有很

多次到过天安门。每一次来到天安门前，我

都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次情景；每一次路

过天安门时，我都会收住脚步，静心欣赏一下

天安门内外景象。每一次欣赏，都有着不同

的感觉。在我碎片似的记忆中，感受至深的

至少有这样三次：

一次是我在京上大学时，学校位于远郊

的肖家河，从学校到天安门，约有 30 多公

里。为了能亲身感受到升国旗仪式那庄严时

刻，国庆那天凌晨2点多，我们几个同学就相

约起床，带上干粮、水壶，天还没亮就骑着自

行车，早早地赶到天安门广场，等候着升旗这

一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还有一次是在1991年10月18日，武警

安徽省总队文工团受安徽省委、省政府委托

在空军礼堂举办“答谢驻京部队文艺晚会”。

为了做好晚会新闻宣传，我和两名战友一同

驱车前往，当车从长安街自东向西行驶至劳

动人民文化宫前的斑马线时，正好遇上红灯，

车停下。可当绿灯一亮，车却熄火了，怎么打

不着。就在我们急得满头大汗时，一位交警

出现在车前，只见他对着驾驶员行一个礼后，

用一种十分严厉的口吻冲着我们说“对不

起！天安门前不准停车！你们怎么……”，当

他得知我们车坏了，态度来了个 180 度的大

转弯，十分和气而又彬彬有礼地说：“你们再

下来两位同志，我们一起把车推到边上去。”

接着，交警和我们使出浑身力气，一起将车推

出大约有10多米远，车发动机突然又转起来

了。我们致谢这位热心的交警后，沿着长安

街，徐徐地通过了天安门前。

更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是在 1992 年初

春，有天家乡一位朋友一家三口到京旅游，

我自然就充当一回“地导”，领着他们一起去

游览故宫。刚穿过天安门，准备去排队购买

游览票时，巧遇一位在武警北京总队工作的

老战友。战友相见分外亲切，闲聊中，他从

我口中流露出我对天安门的浓厚情结和对

升国旗的向往，就说等你把客人送进故宫

后，我领着你去参观一下享有盛誉的“国旗

班”。“那感情好！”我赶忙安排好朋友一家，

就紧随着老战友走进了“国旗班”。这个

“班”是武警北京总队第六支队十一中队，又

名为“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由 36 名旗手、

护旗兵组成，同时还有 62 名军乐队员，主要

负责每天升降国旗。他们每天以金水桥为

起点，迈着铿锵有力、步幅一致的 138 步，到

达国旗杆下，并用 2 分零 7 秒的精确时间，将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一方队每天只要一

出现在天安门前，威武雄壮，横看成行，纵看

成列，步调一致，摆臂一致，目光一致，不仅

成为天安门前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还壮

了军威与国威。离开“国旗班”后，老战友又

领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一登上天安门城

楼，我的心情顷刻间，无法用文字来表达。

我激动万千，一种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顿时显得十分强烈……

天安门前留个影
□ 日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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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幼年时期尤其爱听英雄故事，英雄王二小、刘胡兰

等形象在我幼小的心中扎下了根。也常听父亲讲述我家光

荣的革命史，我的爷爷和他两个弟弟都曾参军报国，其中最

小的弟弟在抗日战争初期的一次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

这一革命史就是我家老一辈的初心，对于年幼的我来说就是

一种特殊的红色教育，深深地影响了我并在幼小的心灵里埋

下了革命的种子。

我伯父也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参加了共

产党的抗日队伍，不幸在解放战争初期壮烈牺牲。正是由于

出生在这样的革命家庭，我们兄弟6人中有4人薪火相传，相

继参军报效祖国，完成伯父未尽的夙愿。正是在我们的影响

下，我的 3 个侄儿也相继参军。在我们家中，参军报国既是

忠贞不变的爱国情怀，也是代代相传的优良家风，更是四代

人的初心使然。

爱国家风薪火相传。我的从军之路，还得从奶奶说

起。奶奶是山东人，在当地是大户人家。爷爷是苏北的农

民，论出身和家庭条件，奶奶和爷爷是不般配的。可是，当奶

奶听说爷爷有过从军经历，于是改变了看法，很快与爷爷组

成了家庭。后来有了我伯父和父亲。

在伯父即将成年时，爷爷奶奶便急切地送长子参军参

战，因为时值中华民族处在最危难之际。伯父是一名优秀的

共产党员，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英勇顽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父亲回忆说，当爷爷奶奶得知伯父牺牲

的噩耗，都沉默了很久，奶奶最后只说了两个字“值得”。从

此，爷爷奶奶也从未说过后悔的话。

光阴荏苒，岁月匆匆。转眼间我已经到了高考季，原本

成绩不错的我，毅然放弃高考去参军，为此家庭中出现了不

同的意见，因为我们家军人已经较多了，多数家庭成员想让

我考大学。已是耄耋之年的祖母则站在了我这一边，支持我

参军，至今还记得当时奶奶说过的一番话“当初我送你大爷

（伯父）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就是为了保家卫国呀，咱们只有

保住了国家，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只有军队强大了，才不会

被外人欺负。将来我不在了，你们也要一代代把兵当下去

……”。因为在奶奶看来，只有国家强大，小家才能幸福。这

也是未读书的奶奶对整个家庭最朴素的家风教育，现在看来

那就是初心。于是，我如愿以偿地穿上军装。

我入伍至今虽然已经过去 30 年了，当初穿上军装的喜

悦之情依然历历在目。我兴高采烈地从人武部将崭新的军

装领回来，便迫不及待地从头到脚把自己“武装”起来。新军

服穿在身上，虽看上去显得有些臃肿，但照样乐得合不拢嘴，

一边哼着小曲一边兴奋地对着镜子照前照后，还对着镜子练

了练举手礼，那非标准的军礼看上去很滑稽。在房间孤芳自

赏了无数遍还不过瘾，又特意走到大街上，骄傲地享受着路

人投来的羡慕目光，可谓神气十足。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没有忘记祖辈的教导，我的三个

侄儿也都走上了从军之路。我们以拳拳赤子之心报国，既是

一种好家风的传承又是一种好初心的接力。就这样，我们一

家四代九人穿上军装，这也许是我们家族最荣耀的事情吧。

教书育人续传家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曾国藩曾语：

一个家族要长久兴旺，靠权力、靠财富都难，但良好的家风可

以。在我的家中，爷爷奶奶虽未读过书，却懂得“舍小家为大

家”“勤俭持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诸多类似的道理，他们

用那简明朴素的世界观、人生观给我家后代奠定了人生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奶奶让刚中学毕业的父亲报考师

范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在他们看来教书育人也是报国，国家

不打仗了，教育能使国家强大。父亲发奋努力，成了一名奔

波于乡间小路的教师，风里来雨里去，享受着那份桃李满天

下的喜悦与欣慰。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的嫂子以及没有参军

的二哥和五哥相继成为老师。家庭中目前已有六人的职业

是教师，有的虽已经退休了但仍关注着教育事业，有的还兢

兢业业地坚守在教师岗位上。父亲经常提醒我们要珍惜今

天的幸福生活，勤奋努力工作。他常常开心地说“我们现在

是生活在福窝里了”。

脱下军装的我，被安置在某市人社部门工作，也依旧保持

着业余写作的习惯，用笔墨记录着社会家庭的点滴变化，目前

已出版了散文集《巍然的老家》和杂文集《直面现实》，第三部

非虚构系列乡土散文三部曲也即将面世。在这部作品里采用

了大量白描的手法，以小见大，真实客观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以来的农村城市历史巨变进行了详述，也算是为

共和国70华诞献上的一份礼物。这也是我的初心使然。

我家四代人的初心
□ 袁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