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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1月 19日，土
耳其军校，6个国家（地区）的 123

名学员在此开训动员。从东道国开
始，参训国学员依次升国旗、唱国歌
……唯一的中国学员夏菁将单独唱
响国歌。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国歌
旋律耳畔响起，从未有过的神圣感
让夏菁热血沸腾，引吭高歌，一气呵
成，让现场所有人肃然起敬。

然而，此时的夏菁深知，从即日
起，自己将独自代表中国军队，接
受为期 8个月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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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和累，是标配

    夏菁曾是我军特战部队军官，在特战专业

集训中多次夺魁，后来回到母校陆军特战学院，

成为年轻教员。2018年，他幸运地被选送土耳

其国民军山地突击学校参加高级突击队员培

训。学校地处小亚细亚半岛西南部，终年白雪皑

皑，零下 20多摄氏度的极寒，对长期生活在温

暖地带的夏菁来说，无疑是个考验。
入学第二天，校方不给休整时间，就安排学

员高强度训练，课目是攀登雪山、滑雪速降⋯⋯
穿上滑雪衣、套上滑雪板、背着重装包，整个人

被包裹起来，腿脚失去灵动，身体变得僵硬，行
动犹如木偶，可眼前是坡度近 70度、海拔近

3500米的陡峭雪山，不禁让人望而却步。开始
时，夏菁还能勉强跟上，渐渐地就落在后面，没

走几百米，已是大汗淋漓，睫毛上的冰凌和护目

镜上的雾气影响视线，夏菁想停下来擦拭。可当
他刚摘下手套准备清理，手就冻得不听使唤。

行进队伍如同一条白蟒，在茫茫雪山中蠕
动。参训外军队员大多来自土耳其邻国，对这般

天气习以为常，可对夏菁来说，既有身体的不
适，也有心理的压力，更有极限的挑战。其他队
员中途可以稍加歇息，可他必须全程

坚持，不敢有丝毫停滞，否则被汗水

湿透的内衣瞬间就会凝结成冰。

就这样，当他咬牙坚持着和队友

们顺利抵达雪山顶峰时，大家纷
纷向他竖起大拇指，并激动地和

他展开国旗合影留念。
语言不通、交流障碍，是夏

菁面临的第一个困境。他原以为前
期土耳其语强化训练能凑合，哪知道，

一进课堂，就觉得像听天书。课堂上，夏

菁把教员上课的 PPT悄悄用手机拍下来，将关
键高频词汇记下来；下课后，他抓紧查阅字典，

使用翻译软件，第一时间将授课内容翻译出来。
训练场上，他只能根据教员肢体语言和表情神

态，猜测训练内容和动作要领。间隙中，他缠着教
员反复询问和求证猜测的内容，拉着队员一招一

式验证理解的对错和纠正存在的偏差。闲暇时，

他与土耳其队员拉关系、套近乎，找话题、练口
语。课余时间，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看土语视

频、听土语歌曲、译土语教材。休息日，独自上街
用土语与当地居民交流，锻炼语言能力。

一个人只有身处逆境，才能激发出巨大潜
能。就这样，凭着这种永不畏难、迎难而上的劲

头，夏菁很快就掌握了日常交流和训练沟通的
能力。他戏谑说：终于实现了从“盲跑”到“跟

跑”、从“跟跑”到“并跑”的过渡和跨越。据专业
人士介绍，土耳其语作为小语种，即便是科班出

身的专业学员，要达到交流顺畅、沟通流畅的程
度，至少也需一两年。然而，攻克这样的难关，夏

菁仅用了三个月。

用夏菁的话说：苦和累，是特种兵生活的
标配！

    担负此次集训的土军教员全都经历战

争洗礼，参训的土军队员也大多上过战场，

“冷酷的表情、冷淡的态度、冷厉的训斥”是夏菁

对教官和队友的整体印象。

留学期间，夏菁发现，土军特战小组一般由 12

人编成，每名队员介绍自己时，都有“专家”头衔。人

人都是专家？在他看来有些不可信，但深入了解后，他

不禁为土军的“专”而信服。土军自己强调：“每个人都

是独一无二的。”像负责体能训练的士官教员，45岁还

每天坚持跑 20公里；负责居民地作战行动的教员，曾在

土东部山区执行 15年的反恐作战；负责狙击的教员担任

狙击手达 19年。长期从事某个课目的研究训练，使他们成

为名副其实的专家型人才。

此次集训，以特战山地突击为主，以实战环境为训练背

景，以全程淘汰为集训规则。全部集训设七个大项、若干小项，

每个科目若有一项不达标，即予淘汰出局；若有不能承受、难

以坚持的，可主动申请退出。凡参训学员，开训前都要签订生死

协议，无论发生任何意外，后果自担，责任自负。

一个黑夜，穿越障碍训练拉开了帷幕。几十米宽的铁丝网区

域，探照灯不时扫过，周围早已浓烟滚滚，催泪瓦斯呛得人直流

眼泪，不远处机枪不停扫射，子弹从头顶掠过，参训队员必须利用

探照灯扫过瞬间，快速匍匐通过铁丝网，稍有不慎，非死即伤。这

哪里是训练，简直就是实战。既然签了生死协议，就要将生死置之

度外。轮到夏菁登场，他稳了稳情绪，仔细勘察敌情，迅速做出研

判，果断出击，快速通过障碍区，顺利通过被判定合格。这一项，一

些曾有过战场经历的队员都未能顺利通过，最终被淘汰出局。

野外生存训练，是在没有预先指令的傍晚悄然展开。经过一天

的高强度训练，早已饥肠辘辘的队员们，被拉到空旷的山坡。接着，

教官命令队员脱光衣服、仅留短裤，并撤至 5米之外，然后对所有可

能对野战生存带来便利的物品进行搜查清缴，此前夏菁为备不时之

需装在口袋中的几块糖果也未能幸免。随之，队员们被分组带到指定
地域，才下达为期 48小时的野战生存考核指令。望着光秃秃的山坡，

队员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搭建避护所都很难隐蔽，野外生存更谈
何容易。而且教官分组跟随评判，袭扰队不时进行偷袭。既要警戒，又

要处突，还要找水源、捕猎物；既要忍饥饿、受寒冷，还要防野

兽、虫蛇侵袭；既要防教官的诱惑，又要躲敌人的陷阱。

整整两天，大家只能靠露水解渴、吃树根充饥。有些队
员因出现虚脱和低血糖症状，不得不遗憾退出。夏菁却

凭着顽强的毅力，坚持到了最后。
谈起这些经历，夏菁深有感触地说，难和险，才是

特种兵的常态。

难和险，是常态

绝不当俘虏
    集训一天天继续，队友一个个淘汰，无形

的压力让夏菁不敢懈怠。一天傍晚，他和队友
被卡车拉到一处山谷。车刚停下，突然蒙面黑

衣人冲上来，吼叫着将他们拉下车。夏菁的头
被摁在地下，雨点般的拳脚瞬间袭来。紧接着，

他被强行换上囚服、套上头罩，并戴上手铐脚
镣。随后，他被两名黑衣人拖入一座简易帐篷，

随即被扯下头罩。眼前坐着一名黑衣人，他冷

冷地问：“接下来的战俘营训练，你愿不愿继
续？”夏菁没有迟疑，当即点头同意。

其实，夏菁还没做好准备，就被再次套上面罩，
然后被强迫像狗一样挂着铁链在地上爬行，周围尽

是谩骂。不过，此时的夏菁认为，毕竟只是一项训练，无论

怎么艰难，咬咬牙也就顶过去了。可是接下去的酷刑还是让他备受煎

熬：打火机烫手、胸前刻字、赶到湖水里浸泡⋯⋯
白天是没完没了的折磨，晚上是没日没夜的审讯，高瓦数的灯泡

晃得眼冒金星，大功率的噪声震得心神不宁，一声接一声的劝降，一
阵紧一阵的训斥，让人心烦意乱、几近崩溃。几名彪形大汉露着一脸

的凶相，瞪着幽灵般目光，一遍遍逼问：“你的指挥官是谁？”夏菁报以
倔强的眼神，一声不吭，宁死不屈。

让夏菁最不堪回首的是水刑。他被仰面朝天按在地上，一块黑布

蒙在脸上，水线不断流下来，呛得眼泪直流，憋得喘不过气来。他拼命
挣扎，两脚乱踹，但双手被死死按住，一切都无济于事，直至脸色苍

白、濒临窒息，行刑手方才暂停片刻。几番折腾，多次逼问，数轮行刑，
均未奏效，教官不得不放弃审讯，判定过关。“没想到，中国军人的意

志力如此坚定！”现场教官无不为夏菁的处惊不乱、临危不惧所折服。
事后得知，在此项训练中，有 6名队员因受不了屈辱、扛不住酷刑，中

途退出，主动放弃。

回首这段惨不忍睹、生不如死的“战俘营”经历，夏菁才深深领悟

了“宁可战死疆场，也绝不当俘虏”的真谛。
我看外军

▲ 夏菁 （前

排左一）和队
员在机舱里

准备好了

■ 夏菁（中）与土军特战队员

■ 土军特战小队及其携带的武器

■ 即将登上身
后的土军A400M

运输机参加
伞降

▲ 夏菁入校前签署

的“生死状”

▲

 夏菁所在

的土耳其山
地突击作战

学校校徽

■ 夏菁完成滑雪训练后
在山顶展开五星红旗

■ 夏菁完成索

降后与身后的黑
鹰直升机“同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