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圆满完成的嫦娥三号任务中有一个令人激
动的画面：在布满砾石的灰黑色月面上，“玉兔
号”月球车胸前的五星红旗光彩万丈、鲜艳夺目，
这是第一面登上月球的五星红旗，凝聚着中国人的
自豪和骄傲。

当画面成功回传至祖国大地时，掌声响起在每
一个中国人的心中。这一图像来之不易，看起来短
暂的一分钟拍摄，背后凝聚着多项高新航天技术，是
嫦娥三号任务圆满成功的标志，意味着中国成为了
世界上第三个掌握月球软着陆和月面巡视探测技术
的国家。

10 年前，中国航天员杨利伟在神舟五号的飞行
中也展示了一面五星红旗，中国因此跻身世界载人
航天俱乐部。10 年来，以载人航天工程和探月工程
为代表的中国航天，不断突破尖端技术，勇于实现创
新跨越，一次次在浩瀚星空中开辟出属于中国人的
新纪元。

中国航天让神话成为现实。我国古代传说中，
嫦娥怀抱玉兔奔月。我国经过 10 年艰苦攻关研制
成功的首个月球车也因此被命名为“玉兔号”，承载
着人们对于奔月的美好期待。

月球车，是一种能够在月球表面自动移动，完成
探测、采样、运载等任务高度集成的航天器。我们的

“玉兔”肩负着很多使命，要承载探测仪器在月球表
面进行多点就位探测，要
在月球表面安全行驶并顺
利接近探测目标，要能自
主实现危险应急和局部避
障，要能适应月面环境安

全度过月球黑夜等等。这些看起来在地球上能简单
实现的动作，在月球上却变得很艰难，仅仅是适应月
球寒冷的环境不死机就曾让人们为“玉兔”捏了好几
把汗。

为了实现这些使命，小小的“玉兔”全身是宝，专
家这样形容它：肩插“太阳翼”，脚踩“风火轮”，身披

“黄金甲”，腹中“秘器”多，并最终在月球上表现出色，
圆满完成了多项科学探测任务，至今仍在超期服役。

根据美国宇航局网站上记录的“阿波罗 11 号”
通讯档案，早在 1969 年 7 月 20 日，准备登月的宇航
员就被叮嘱：“有人要你们（在月球）注意一个带着大
兔子的可爱姑娘。在一个古老的传说中，一个叫嫦
娥的中国美女已经在那里住了 4000 年⋯⋯你们也
可以找找她的伙伴——一只中国大兔子。这只兔子
很容易找，因为它总是站在月桂树下。”时隔 44 年，

“玉兔”终于出现在月球上，让全球太空科学爱好者
们也兴奋不已。

嫦娥三号只是中国探月工程中的一步，按照计
划，中国有望在 2020 年前实现月球无人采样返回。
我们相信，在中国航天人的不懈努力和中国航天技
术的不断突破下，五星红旗终将随着中国人一起在
月球上飘扬，中国将更为世界所瞩目。

2014
韩国仁川亚
运 会 ，我 担
任中国代表
团开幕式旗
手。当我手
持国旗走在

队伍中央时，我的心中充满感激与骄傲，此时此刻，我既
国家，国家既我。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名工程师，
母亲是一位人民老师。10 岁那年，广州体育技校到我
就读的小学挑选击剑苗子，标准之一是“挑选左撇子选
手”，因我擅长用左手，被教练选中。

刚开始父母听说我要去练体育，都不太乐意，他们
担心竞技体育太残酷，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要
是练不出来，我将来怎么办？可我自己很坚持，最终父
母没有拗过我，还是同意我去练击剑，同时撂下一句话：
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就一定要拿世界冠军，为国争光。

2006 年葡萄牙埃斯平钮世界杯,是我人生第一次
在世界大赛上夺冠。虽然看台上中国观众不多，但当我
力克意大利选手取得胜利时,我的教练、队员以及在场
的中国人都沸腾了，他们为我欢呼雀跃，那场景每每想
来心里都暖洋洋的。那是我第一次站在世界大赛的领
奖台上观看升旗，我的眼圈红了，我没有辜负父母的期
望和祖国的重托，我做到了！

2002年，我入选国家队。随着赛事的增加，我多次
在世界大赛中登顶。我喜欢站在领奖台上看着国旗冉冉
升起，那种自豪感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

小时候在天安门看过升旗，感觉很神圣，很有一种
仪式感。这是我对国旗的最初印象。长大后，特别是
进入国家队，我对国旗的理解又进一步加深。在国家
队训练大厅中央，常年悬挂着一面国旗，它时刻提醒着
我们身上肩负的使命——参加比赛不单纯是为自己而
战，也是为国旗而战。说实话，不是亲身经历，升国旗
这件事，或许会觉得和自己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作
为一名运动员，当你站上领奖台看着国旗因你而升起
时的一刹那，你会觉得原本你并不特别在意的国旗，其
实一直在你心中，只是你没有留意罢了。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夺冠时的场景，我至今历历在
目。当国旗升起的那一刻，我知道我成功了，我圆了中
国男子花剑几代人的奥运梦。为了这一梦想，在奥运
的赛场上，我拼尽了全力。当观众席上灯光暗下，周围
的喧嚣也仿佛消失，自己面前只有剑道和对手。当时
我对自己说，雷声你要冷静，一定要冷静，一剑剑去拼，
不到最后决不放弃。

作为一名运动员，国旗对于我来讲，就是荣誉和使
命，就是在世界大赛上为国争光。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含泪水？因为我对国旗
爱得深沉⋯⋯

仁川亚运会是我们
作为新的奥运周期的一
次中考，我们会加倍努
力，为国旗而战！

飘 扬 在 月 球
□ 黄 鑫

在 世 界 升 起
□ 雷 声口述 郑 彬整理

护卫国旗护卫国旗

就是护卫生命就是护卫生命
□□ 王王 博博 魏建刚魏建刚

世界的目光这一刻再次聚焦，北京天安门广场。
2014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庆祝活动将

在这里举行。
清晨，国庆花卉新品种“绚秋金辉”带着一片片的

红，一片片的黄的“国旗色”，在天安门广场花坛中欣欣
向荣。与美丽的花朵交相呼应的，是一位高大帅气的武
警战士——高红甫。

又到了升起国旗的时刻，迎着共和国华诞的曙光，
武警北京总队天安门支队国旗护卫队上士升旗手高红
甫再一次站在国旗杆下，凝神屏息。伴随着熟悉的《义
勇军进行曲》，他握着国旗一角的右臂分毫不差地高扬，
划出一道坚强有力的弧线。17 平方米的国旗被撒成一
个扇形，朝着他挥臂的方向，撒向共和国。

高红甫，这个身高将近一米九的大个子，话不多，方
正的国字脸上时常绽出敦厚的笑容。一旦高红甫握紧
国旗，便立刻与之融为一体，他说：“护卫国旗，就是护卫
我的生命。”

担任升旗手以来，高红甫出色完成国庆六十周年庆
典广场升旗仪式等重大任务。2013 年 1 月 29 日习主席
视察武警北京总队，他作为国旗哨兵，通过网络视频无
比荣幸地接受了主席的亲切慰问。

高红甫说：“让国旗高高飘扬，技术精湛只是外在表
现，胸怀祖国才是内在力量。”

2002 年 12 月，高红甫参军来到北京。凭着身高臂
长的先天优势，新训结束时，他有幸被选为国旗护卫队
队员。2004 年 7 月，升旗手的“接力棒”交到了高红甫
手中。第一次升旗，高红甫就感受到了肩头责任的重
大：面对数千名群众殷切的目光，整个升旗动作容不得
丝毫差池。“在万众瞩目的时刻掉链子，就要用党和国家
的尊严来埋单，这是对一名升旗手来说绝对不允许的！”

此 后
的日子里，
光一个“展
旗 ”动 作 ，
高 红 甫 就
练 了 整 整
一 个 月 。
为 了 模 拟
国 旗 的 重

量，他拿着 3 公斤的哑铃练臂力，一练就是一整天，练得
右体麻木肿痛，右臂痛楚难忍。练习“收旗”动作时，他
手掌外侧将国旗一把把收在旗杆上，与旗杆硬碰硬发出

“嗒嗒”的响声。日复一日，手上的皮掉了一层又一层，
白手套烂了一副又一副，成片的血泡结痂脱落，痛彻心
扉。功夫不负有心人，2 个月后，接旗、转体、安旗、解
旗、展旗、立正、敬礼⋯⋯一整套升旗动作，高红甫 30 秒
内一气呵成。面对领导和战友的夸赞，他总是回答一句
话：“只要不辜负党对我的信任，不辜负这面五星红旗，
就足够了。”

2009 年 10 月 1 日上午 10 时，国庆六十周年庆典正
式开始。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全场肃立，国歌奏响
时，高红甫奋力挥臂把国旗撒向蓝天，五星红旗伴着雄
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 46 秒内冉冉升起，全世界中华
儿女的自豪感、爱国情随之澎湃升腾。

高红甫最喜欢的一句士兵的格言是：“什么是报
国？报国就是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你站在了需要你的
战位上！”

2012 年 7 月 21 日，北京遭遇了 61 年以来的最强降
雨，给下午降旗带来的很大困难。其他几名升旗手你看
看我、我看看你，都没有十足的把握。此时，已经感冒发
烧多日、正在输液的高红甫主动请缨。在降旗现场，高
红甫一直咬紧牙关，强忍病痛，用娴熟的动作将雨中重
达 20 余公斤的国旗迅速收好。在他把国旗交给擎旗手
的一刹那，游客中有人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随
后，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担任升旗手 10 年来，每天早上升旗前，高红甫都提
前 1 个半小时起床，确保用最好的状态迎接升旗仪式；
每周对广场国旗基座例行检修，他都细致查验，确保设
施完好；每年更换国旗杆自动设备，他都反复测试，确保
升降旗准确无误⋯⋯近 6000 次升降国旗任务，他实现
了万无一失。高红甫实现了他当初面对国旗立下的誓
言：“护卫国旗重于生命，干好本职工作，来回报党和人
民对我的信任。”

“圆满完成升旗任务，
在党和人民需要时挺身而
出、勇挑重担！”这是高红甫
这名普通士兵对党和人民
的最高承诺。

国旗是飘扬的，但她在人们心中又很重。而对
于常年在极端环境下坚守的科考队员来说，国旗的
分量又特别重。有几个瞬间，永远定格在我心里。

记得那是 1995 年，我在中科院地理所工作，作
为首次中国北极科考队队长，我和队员们一同向北
极点进发。这一路，艰辛又艰险。大家冒着严寒，爬
冰卧雪，闯过危险的“剪切带”，逃过跌落冰隙的生死
劫，经过十几天的跋涉，终于抵达了北极点。说真
的，当我们展开五星红旗合影时，大家显得很平静，
并没有蹦啊跳啊欢呼雀跃——一路征途人疲马乏，
大伙儿实在太累了。

然而，当行进中偶遇外国科考队时，我们却来了
精神。那时，中国国力还不强，科学触角所及范围有
限，因此，国际同行碰上我们时还以为是日本科考
队，直到他们看到了五星红旗。你能从对方既惊讶
又钦佩的表情中读懂中国国旗的意义，在对方由衷
的赞叹声中，我们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是啊，曾经陌
生又遥远的北极，我们来了！中国人自己组织的科
考队，在这里留下了第一行足迹。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所带的那面国旗曾飘扬在
天安门广场上，科考队出征前，国旗班将它授予了我
们。从北京到北极，我们一路背着这面国旗，每踏一
步，都真切地感受着它的分量。

那次科考，我们采集了大量样品和数据，填补了
我国北极科学研究的空白，次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
北极科学委员会，在国际事务中一步步争取着与大
国地位相称的发言权。在世界的舞台上看到国旗升
起，你能感受国力的强大，体会无比的荣光。

还有一回印象很深刻。1991 年到 1992 年间，
我参加了第八次南极科学考察，在极地越冬。正值
极夜，我们一队人从澳大利亚戴维斯站返回中山
站。要说在陆地上，这百来公里路根本不在话下，而
在南极，狂风呼号险象环生，我们抹着黑走了好几
天。快抵达时，不经意抬头。瞧！远处，留守中山站

的队员们在国旗下燃起了
篝火等着我们归来。望着
被篝火照亮的国旗，那一
刻，心头一暖，那是一种归

属感，强烈的归属感。
说到中山站，还有一桩趣事儿。南极风大，国旗

没挂多久就会破损。悬挂五星红旗，是庄严的宣示，
科考站必须每天挂国旗。可站里备的并不多，这可
怎么办？老薛是国家气象局的老科学家，还是他有
办法，他把几面破损的国旗凑一块儿，缝缝补补又成
了一面完好的国旗，还别说，老薛的针线活儿还真
细！碰上国外科考队来拜访，我们会隆重地举行升
旗仪式，换上崭新的国旗，等客人走了，我们又会换
上旧的，真的是舍不得用新的啊。那会儿，什么都得
精打细算，“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
子，大家都过惯了。挂上缝补过的国旗，在雪色映衬
下，它永远是那么鲜亮！

从这个侧面也不难看出，当时的科研条件还很
艰苦。当探索大自然的浪漫褪去，科研人员面临的
是无比的艰辛和无边的寂寞。靠什么撑下来？那会
儿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能给单位和国家丢脸。
人是需要信念的。每每看到科考队队服上绣着的国
旗，我们都深深感到祖国的殷切期盼和充分信任。
直到今天，我还珍藏着当时的帽子、护脸、手套等，洗
得干干净净，还时常拿出来重温记忆，看到上面的国
旗总是心潮澎湃——我们践行了承诺。

从 23 岁到 33 岁，我有六年时间是在南北两极
度过的，把美好岁月留在了冰天雪地，点燃的是一颗
赤诚之心。1997 年开始做杂志，探索行走的脚步没
有停歇。我希望通过《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让更多
国人去感知祖国山川河流的壮美，去触摸 960 万平
方公里数字背后的意义，去热爱脚下这片生我养我
的土地——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

北极、南极

雪色中的五星红旗

□ 李栓科口述 潘笑天整理

北极北极、、南极南极

雪色中的五星红旗雪色中的五星红旗

□□ 李栓科李栓科口述口述 潘笑天潘笑天整理整理

国旗国旗我爱你国旗国旗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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