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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沙主权碑下的故事（3） 

吴瑞虎 

南沙最没用的东西：钱。守礁人说：“如果用金钱购买，我拒绝出
征。”南沙是一片没有铜臭污染的净土。 

社会生活中有句酷似真理的“名言”：“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
万万不能的。”然而在南沙，这句“名言”却失去了它的普遍性。 
与我们一起上南沙慰问的军嫂、南沙守礁部队副政委陈安民的妻子张
香莲伏在船舷的栏杆上，望着天尽头那时隐时现的孤礁，对记者讲了
这么一件事：１９９８年３月，海军学雷锋标兵、全国优秀边陲儿女
铜质奖章获得者陈安民奉命调到南沙守礁部队任职。三个月后，即赴
南沙守礁。走时，张香莲知道这次出差时间长，就到银行去取款，让
他多带点钱，以备急用。到了银行，却发现准备上礁的官兵，只有存
钱的，没有取钱的。官兵们告诉她：“钱在南沙是最没用的东西。一
分也不要带。”可张香莲还是将信将疑，悄悄用信封给丈夫装了６６
元钱，一是祝愿此次守礁“六六大顺”，平平安安；二是有备无患。 
７个月后，陈安民换防下礁，把６６元钱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妻子，只
是信封上多了个红戳“南沙工作纪念”。 
“那儿，真的都不需要花钱﹖”张香莲问丈夫。 
“不是不需要，而是没处花。那里没有商场，没有饭店，没有一切消
费场所。”丈夫答道。 
张香莲把这６６元钱单独开了个帐户存进了银行，把信封放进邮册，
作为永久的纪念。以后丈夫每次上礁，她还是用信封装６６元钱让他
带上。陈安民两年守了三次礁，始终带着６６元花不出去的钱。这是
妻子深深的祝福。 
钱成了南沙最没用的东西，南沙自然成了没有“金钱至上”污染的净
土。 
南沙东门礁礁长姚雪华，曾是海军陆战队两栖侦察大队的技术骨干，
后又经石家庄陆军学院深造。拳击、散打、气功无一不能，陆战轻武
器无一不精，既能飞檐走壁，又能踏浪踩波；既能孤胆作战，又能组
织指挥。曾为外宾表演过头顶开砖、飞走峭壁、武器多用等绝技。许
多老板都打起了他的主意：想以厚禄高薪聘他去当保骠。然而姚雪华
都不为所动，却选择了守南沙的艰苦奋斗。有人劝他：“上南沙，吃
不尽千辛万苦，下商海，享不尽荣华富贵。你为什么放在眼前的钱不
赚，去自讨苦吃呢﹖”姚雪华却不以为然地说：“钱，人人都能赚，
但守南沙却不是人人都能去的。”１９９６年２月，姚雪华在训练时
不幸身负重伤，抢救了７天７夜，才冲破了死亡线，但肝脏被切掉了
三分之二。然而半年后，他依然是水中蛟龙，陆上猛虎，依然能飞檐
走壁。几个老板又闻讯而来，让他趁机解甲从商，可他还是不改初
衷，依然向往南沙。 
１９９６年底，他终于如愿以偿。短短４年间，他已５上南沙，在礁
上战斗了整整１８个多月。记者慕名找到他，他说：“其实，我不是
不需要钱。家在农村，父母年老体弱，前些年家里欠的债务，至今还
没还清。但我觉得这些比起守卫南沙来，就微不足道了。因为，南沙
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如果这份遗产在我们手中丢失了，多少
钱也赎不回来 ” 
“如果只讲钱，一天给我一万，我也不来。”上等兵林灵军一边摆弄
着自己制作的舰艇模型，一边说。他来自“十人九商”的浙江省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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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家里不仅有五金商店，而且有加工厂，年利润２００多万元以
上。去年底，他父母因人手不够，让他退伍经商。当时，正逢上礁换
防，他就给父母回了一封信说：“在人的一生中，经商赚钱是没有时
间段的。但守礁保卫南沙是有时间段的。如果退伍回家，以后想来也
来不了了。所以我决定守礁去，钱不算什么。” 
南沙守礁部队政委周华说，到南沙的官兵，不但把钱看淡了，而且把
钱看扁了。   

   

［发表意见|图片库|现代评论|大点兵|海事热点|资料室|军事读物]

[编辑部|在线服务|专业版|网络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