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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波的较量
情趣·健康桥

开开
| 阿依古丽 文 |

茶
亦
醉
人

插
画

戎
锋

20世纪90年代初，一场大规
模的武装冲突在波斯湾打响，史
称“海湾战争”。这场战争首次将
大量高科技装备投入实战，给世
界各国敲响了现代化战争的警
钟。

海湾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
在我国华东地区某地演练场，一
场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红蓝军电子
对抗演习正在上演。这里没有战
车的轰鸣，没有硝烟的弥漫，只有
无数束电磁波在空中交织，织就
了一张无形的网。蓝方与红方，
在这张网上展开了无硝烟的较
量。

金桂飘香，秋意渐浓。太湖
之滨的“皮旅”军营，仿佛被染上
了一层金色的浪漫。夕阳西下
时，我与战友袁接到命令，要求我
俩在当日24点之前赶赴杭州某部
报到，参与全军电子对抗演习的
电视纪录片拍摄任务。

军令如山，我俩立即收拾行
李和摄影器材，但前往杭州的交
通工具成了问题。因临时紧急通
知，司令部管理科一时派车有困
难，火车又不像现在有高铁可直
达，况且携带那么多摄影器材很是
不便。参谋长当即决定，让我俩打
的去杭州。经与出租车司机讨价
还价，以700元包车价成交，这价
格在那个年代已经很奢侈了。

沿途的风景在夜色中逐渐模
糊，但我和战友袁心中的目标却
愈发清晰。一路上我俩讨论着此
次任务的展开与落脚点，反复推
演受领任务后的文字内容和拍摄
方向。时间在车轮滚动中缓缓流
逝，4个多小时后，我俩终于在23
点30分提前抵达驻杭州某部军营
报到。第二天演习导演组让我俩
参与各小组的讨论，熟悉掌握国内
外最先进的雷达系统装备和参演
部队的基本情况。数日后，我俩随
演习部队前往广德山区集结。

云山雾绕，层林尽染，这里红
叶与蓝天交相辉映，格外耀眼。

演习场上，全军通讯部队已
严阵以待，各式电子装备整齐排
列，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激烈
较量。我和战友袁各自忙碌着，
我负责摄影器材的调试准备，他
负责文案策划、与演习导调组的
沟通协调。“这次演习不仅仅是为
了检验我军电子战部队的实力，
而是要借鉴海湾战争的经验，提
高我军打赢未来战争的作战能
力。”战友袁一边翻阅着演习资
料，一边低声地与我说道。此时，
我心中对电子战既充满期待，又
有许多敬畏。

演习在晨曦中拉开了帷幕，
阳光透过薄雾，仿佛给漫山红叶
披上了一层金色霞光。我肩担摄
像机，用镜头捕捉着每一个细
节。从指挥员的指令发出，到迷
彩帐篷作战室的监控视屏；从士
兵操作手专注的神情，到雷达显
示屏上闪烁的数据，再到战场上
的每一个变化。每一帧画面，都
成为珍贵的记录，至今依旧定格
在我的记忆里。战友袁则用笔记
录着每一个瞬间，他的文字流畅
而生动，仿佛让人身临其境，目眩
神迷。

演习过程中，电子对抗的激
烈程度不断升级。红军电子战部
队凭借高超的技术和战术，成功
破解了敌方的通信密码，干扰了
其指挥系统。而蓝军也不甘示
弱，他们利用先进的电子防御系
统，抵挡红军的攻击。两军相持，
战况焦灼。在蓝军阵地拍摄时，
我却意外地被蓝军“俘虏”了，由
于我的特别通行证臂章不知何时
掉了，警惕性非常高的蓝军哨兵
视我为“疑犯”。我在解释身份无
果后，他们要求我在蓝军所拍的
资料必须立即消磁，以免泄露蓝
军的秘密。此时，我只能要求蓝
军向演习总指挥部确定我的身
份。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内心忐
忑不安，如果这不是演习，而是真
实的战争，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终于，总指传来了指令，确定了我
的身份。重获“自由”的我，又重
新履行起战地记者的使命。

山峦叠嶂，云层低垂，空气中
到处弥漫着电子设备的微热气
息。

我和战友袁穿梭在这片无形
的沙场上，记录着红蓝双方这场
电子波的较量，感受着未来战争
的模样。

满山的红叶，如同战友的情
谊，热烈而深沉。战场上，我俩结
识了战友陈，他是天下第一军的
作训参谋，在参加演习的同时，还
负责协调我俩对红蓝两军的采访
拍摄任务。他每天不但要仔细协
调工作，还非常关注我俩的生活
细节。周末他常常会偷偷地为我
俩改善伙食，那时候的改善伙食，
无非就是加一碟荤菜，但这份友
谊至今依然回味无穷。

这场演习，虽无火药的硝烟，
却充满了紧张与智慧，同样让人
心潮澎湃。秋阳透过窗户，洒在
剪辑台上，我和战友袁全身心地
投入到专题纪录片的后期剪辑制
作阶段。当我还在整理所拍素材
时，战友袁已经把解说词的初稿
完成了。以《电波的较量》作为此
纪录片的片名，以探索现代战争
条件下电子战为主线，力求全方
位、全角度将演习的全过程真实
地呈现出来。纪录片的每一个镜
头的选择，每一句解说词的斟酌，
都要求我们精益求精、尽善尽美。

在剪辑台上，时间仿佛凝固
了。我俩一遍遍地观看素材，一
遍遍地修改解说词，力求将这场
演习的精髓和亮点展现得淋漓尽
致。数日后，当这部《电波的较量》
纪录片呈现在首长们面前时，他们
的目光中充满了惊讶和赞叹。观
片时，每一位官兵仿佛又置身于那
场演习中，感受到了参演将士们的
智慧和勇气，他们仿佛也听到了那
些电磁波跳动的声音，感受到了这
场无形电波的较量。

对于我们来说，《电波的较
量》不仅仅是一部纪录片，更是一
段难忘的经历和回忆。在这段经
历中，我们不仅见证了现代战争
中电子战的重要性，而且也收获
了人生中不可复制的成长和友
谊。这些经历和回忆将永远镌刻
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宝贵的知
识财富和力量源泉。

开开是我养的宠物猫，隶属英国
蓝猫家族。如今，开开已经5岁了，虽
然体重14斤，接近肥胖，但青春年少
的开开跑跳起来依然灵活自如。

开开平日喜欢婆婆妈妈絮絮叨
叨，像一位小管家。每当我煲汤时，看
到压力锅冒出蒸汽，开开就会急吼吼
地跑来叫我，是只喜欢替我操心的婆
婆猫，常常让我很感动。记得有一天
早晨，开开跑过来一声接一声地叫我，
我知道一定又发生什么事了，一看，原
来是我煮的粥溢出来，我关了火，开开
才显出安心的样子，不紧不慢地摇着
粗大的尾巴走了。每次开开做了好
事，我给它的奖励就是陪它躲猫猫。
我躲，它来找；或它躲，我来找。每当
开开找到我，我还没来得及夸奖，它都
会像撑竿跳高运动员一样，跳到墙上，
再借助后腿的力量将自己弹出很远，
一个急转身，飞奔到房间的另一头，我
去找它，还没抬脚，开开已经躲在床下
了。躲在床下的开开千呼万唤也不出
来，我们的游戏都是以开开胜利而告
终。先生说躲猫猫本来就是猫咪的长
项，我们怎么能比得过开开？说的也
是，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碰巧，一早在微博上又遇到两位
爱猫人士，一位钢琴家，一位书法家，
说起猫咪都来了兴致。那位钢琴家
说：“我曾养过一只会弹钢琴的猫，它
从钢琴上踩过的旋律很有哲学意味
……”那位书法家也兴致盎然说起他
家已故猫咪的趣事，他说：“那只猫咪
看他写字时笔放到砚台里，猫咪也学
他的样子把一只爪子放进砚台，他写
字时，猫咪也在宣纸上走来走去，搞得
纸上、桌子上、地板上都是猫咪的墨
迹。”

猫咪一生孤傲、清高、宽容，遇事
多以容忍了之，不轻易动怒，与主人始
终保持若即若离欲说还休的关系，再
好的主人，它也不会完全依赖主人而
活着，孤独地守候着自认为满足的生
之乐趣。丰子恺老先生也曾说：“猫咪
确能化岑寂为热闹，变枯燥为生趣，转
懊恼为欢笑；能助人亲善，教人团结，
即使不捕老鼠，也有功于人生。”是啊，
在古今中外许许多多作家笔下，猫是
一种神秘莫测而又奇妙迷人的生灵，
足以勾起人们对猫的探究，引发人们
思考人猫关系持久不断的热情。

前两天，与朋友们聊天，大家也谈
起猫咪。一位朋友说：一个好作家必
须有一只猫咪，爱伦·坡有一只猫咪，
海明威有一只猫咪，马克·吐温有一只
猫咪，布罗茨基有一只猫咪，博尔赫斯

有一只猫咪，村上春树有一只猫咪
……说得也许言之有理。

时下，猫书、猫文、猫主题绘画、猫
主题插画作品大量涌现，现代文学史
上许多大作家、画家都一生爱猫、恋
猫，不舍不弃，甚至成瘾成癖。从徐悲
鸿到徐志摩，从梁实秋到夏衍，从杨绛
到季羡林，现代画家、作家、文人、学者
爱猫养猫者甚众。

陈子善先生是一位爱猫养猫人
士，家里养了三只猫，讲起养猫经，可
以说是滔滔不绝，而作为致力于现代
文学史研究的学者，说到现代文学史
上爱猫的同好，更是如数家珍，甚至为
此收集整理了文学艺术史上的此类作
品，专门编辑出版了一本专著——《猫
啊，猫》。现代文学史上爱猫者众多，
陈子善先生第一个就提起了著名学者
胡适先生。胡适先生曾经养过一只名
叫“狮子”的猫，1931年11月19日，著
名诗人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同年12
月14日，胡适先生在天津《大公报》上
发表了一首诗悼念挚友徐志摩的诗，
名字就叫《狮子》：

“狮子蜷伏在我的背后，/软绵绵
的，它总不肯走。/我正要推它下去，/
忽然想起了死去的朋友。/一只手拍
打着打呼噜的猫，/两滴眼泪湿了衣
袖。/狮子，你好好的睡吧，/你也失去
了一个朋友。”

胡适先生的这首诗最后有一个脚
注：“狮子是志摩住在我家时最喜欢的
猫。”通过写猫，表达了胡适先生对好
朋友徐志摩的怀念。

对于文人来说，养猫也常常成为
他们反躬自省的方式，从猫身上，他们
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
系。作家朱天心写书《猎人们》强调：

“本书写给不喜欢猫和不了解猫的
人。”

猫总会给深陷喧嚣、浮躁、困顿之
中的人们一些自省和远观自我存在及
与周边建立信任、思辨和禅悟的契机
……就像亲爱的开开，你怕我睡过头，
每天早晨到我床边催我早起；怕我寂
寞，你常在我腿边蹭来蹭去；怕我累坏
眼睛，你挡住电脑屏幕，一脸满不在
乎。我们也说话，凝视，承诺，有时，也
相对无语。我们坚守着各自本真的世
界，我们守护着各自的生之乐趣，面对
这个我们并不太满意的世界，我懂你
时，是不是你也懂了我？

又及：写此文时开开5岁，现在14
岁了，开开依然活着，但已入暮年。猫
生如人生，且过且欢喜，以此作为纪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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