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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六岁那年，跟随父母去浙江青田外公家过年。
青田地处浙东南，那里尽是山区，铁路、陆路均不方便，反倒是搭乘客船走海路顺畅一些。
先从南京坐火车到上海，然后坐客轮去温州，温州离青田只有50公里路程。
    乘火车印象不深，只感到走走停停，很慢、也拥挤。
乘坐轮船就觉得舒适、宽敞，因为有过道和甲板、有可睡觉的铺位，还有餐厅，孩子的活动空间大，
没事时扒着栏杆边望远方，大海就在这时留下了记忆。
    孩子眼中的大海很懵懂，只觉得很宽阔，望不见尽头，平展展的，像块蓝色的大布铺陈着，偶尔看
见几只海鸟和翻卷的浪花，让我和姐姐发出一阵惊喜。
    眼睛能望到极处，就觉得舒服，于是对大海的印象挺好。
    等再看到大海时已是一名战士——测绘兵，因为工作的关系，时常接触大海，渐渐也就喜欢上了看
海。
    再往后到北京，成为新闻纪录电影编导，后又到电视台，常年深入部队，与大海打交道的机会更多
，便格外钟情于大海。
在每年工作安排中，我总会找个去海边的选题，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也在海边徜徉不止、流连忘返
。
    常常地，在海边一坐能坐上一两小时，甚至半天。
    没有任何事，就是观海。
看大海的浩瀚无垠，看海天的悠长深远，看浪涛起伏奔涌最后一起挤到海滩上，看翻卷着的浪花消失
后又一簇浪花迭起，好像生命永不停息⋯⋯    还看太阳升起和沉落，看海四季不同的变化，以及与大
海相关的景和物、人和事。
自以为对大海的认识要超乎常人，对大海的情感要深刻许多，殊不知参加护航回来后这些感受全变了
。
因为我现在知道了海与海是不同的，也意识到每个人眼中看到的海是不同的。
    不同之处就在于，过去我用眼睛看大海，如今则用心看大海。
    用心看大海是什么感觉?道理很简单，你去北戴河，眼睛看上去确实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有浪花也有
波涛。
可真正用心来看大海，才知道这海根本看不出去，那就是在咱们的一个海湾里，说大了是个海，说小
了如一个湖。
它的对面是山东，两侧分别是河北与辽东，眼睛看似望不见尽头，可心里被堵得严严实实。
再往外延伸，你同样看不出去，到了黄海有朝鲜半岛挡在眼前，往南走有日本列岛横亘着，进人东海
后东边有琉球群岛，南面台湾海峡更是一道天然屏障；到了南海，从菲律宾、沙捞越、文莱、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这一圈绕过来，你以为海域辽阔，却根本透视不出去。
    这才知道，我国的海域实在是被人家紧紧包裹住的。
我们的海洋观念从老祖宗开始就大概是不完全的，或者根本没有。
只有漂洋过海，用上几个月时间，从这个大洋驶向另一个及多个大洋，才知道海洋之大远远超出自己
的想象，才知道目光里有着看不出去的海和洋，才知道海水由浅人深变成深蓝色所具有的梦幻般的感
觉，也才知道，当今的海洋对于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来说又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可惜，我们的海洋观很难建立。
这肯定源于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老祖宗可能进化得不错，早早地就向茹毛饮血的时代告别，用稻谷麦粒来延续和繁衍生命。
所以从根上讲，华夏民族的子民多是守着田园过日子的本分农民。
    这种日子的确滋润，从龙椅上的皇帝，到庶民百姓，大家都知道土地能养人，犯不着跑到更远的地
方去拓展。
至于对海的概念，不要说普通百姓，就连九五至尊的皇上，也没几个真正想过大海对一个民族的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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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皇帝还算眼光独到。
    一位是秦始皇，他多次到东部沿海远眺，看不出去，又不敢轻易下海，最后找了个叫徐福的人带
着500童男童女去大海深处探秘。
那拨人一去不归，至今留有谜团，让史学家们费劲地考证东瀛那个民族的先人到底是不是跟咱们同宗
。
    再一位是永乐大帝，那时从西域及海上已有不少异国使臣或商贾来大明走动，出于礼节，也出于好
奇，永乐让自己的一个属下郑和开始跨海航行，这一走走得蛮远，到了非洲。
几百艘大船载着浩荡皇恩，几下西洋，散尽不少金银珠宝，倒也没听说向皇上复命时奉献过什么海岛
和礁石。
    还有就是民间传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过海选择的地点不错，今天山东蓬莱，可要从地图上细看
，才发觉几位大仙到了海的那边也就是大连，原来还在咱自己的版图中。
    也难怪，那时的科学没今天发达，看到海的人也不多，就连各朝各代的皇帝也没几个见过海的。
    没见过海，何谈建立海洋观。
    让人奇怪的是，古人尚且建立不起海洋概念，那么到今天仍然还是那么的不容易。
因为现代生活把时空概念完全缩短，在短短几个小时或十数小时中便能实现从地球此端到彼端的跨越
，又何必耗时费力地去海水里漂荡。
    所以在大多今人的眼中，海洋要么只是一道景观，要么是地球某个区域概念，不像在陆地上划分得
那么鲜明，那么神圣不可侵犯。
而大海厚重深邃的魅力恰恰需要时间、空间和距离才能认识。
    中国近代史上，大概有这么两拨子人对大海的记忆要深刻得多。
    一批是被后人称作幼童的娃娃，他们小小年纪就跨海越洋，挤在用煤炭燃烧做动力的船舱里，一走
数月，经受了不少磨难，在幼小心灵里播撒下顽强奋争的种子，这批人里有詹天佑、刘步蟾、萨镇冰
⋯⋯    再一批是怀揣报国之志的热血儿女赴海外勤工俭学，那段同样被大海历练的艰难岁月，让其理
想的憧憬又多了许多思考和审视，这批人里有蔡和森、李富春、周恩来、邓小平⋯⋯    毛泽东没有去
，我相信他老人家年轻时若跨海去勤工俭学，会使他用另一种眼光和韬略来决定后来的许多战略决策
。
我的理解中，毛泽东也喜欢海，但远不如对土地的感情来得更深。
    那么，一个国家的海洋观究竟是什么呢?一个公民的海洋意识又该有多少昵?再进一步说，建立不起
海洋观的国家，要想让海军发展起来，也就很难。
    我参加护航，当然没那么多深邃复杂的念头。
    最初动议很简单，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出现了海盗，中国海军派编队前去护航，各路记者纷纷前往
，我也力争成为其中的一员。
如遇上海盗，可为国家效力；即便无功而返，也能增加一些阅历。
本以为年过半百的人，上级不肯轻易放行。
好在领导理解我的想法，让我如愿以偿。
    谁知这一走，从2010年11月2日至2011年5月9日，在海上工作和生活了189天，跨越两个大洋，靠过七
个国家，感受了从未感受过的人和事，品味了未曾体会过的风雨波涛，拍摄制作了多部还能观赏的电
视片，也让自己写下一堆拉拉杂杂不成文章的采访手记。
    10集电视片《护航实录》已播出，许多人看后认为是护航片中较为成功且内容丰富的一部作品；采
访手记是想留给自己欣赏回味的，但好友建议让更多的人品读或许更有意义，于是也就随俗。
删去一些废话，附上几篇与之相关的文章，这部书稿便算凑齐。
耐读不耐读，只能看各人的兴趣。
其中不乏自己的所谓观点，纯属管窥只见，也别当真。
总之，这只是自己经历的护航，自己眼中看到的亚丁湾、索马里海域，那里真有海之蓝、天之蓝、梦
之蓝的感觉。
    (书中照片拍摄者主要为：范军威、方立华、莫晓亮、李建文、李高健、何宜才、白宏伟、王立飞、
聂树华、吴宗阳、向祖兵、张亦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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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兵行海上:中国海军编队护航实录》讲述2010年11月2日，由中国海军“舟山”号、“徐州”号两艘
新型导弹护卫舰和“千岛湖”号大型综合补给舰组成的第七批护航编队由舟山母港出发，远赴索马里
亚丁湾海域护航，历时189天，作者分别用摄像机和文字记录了海军官兵不畏艰辛、直面生死的气概豪
情；乐观积极的远洋舰船生活；生动细腻的感情境界、西印度洋的瑰丽景色，以及西亚和北非国家的
异域风情文化。
此次护航，中国海军编队创下多个首次——首次成功接护被海盗击伤的船员；首次成功解救被海盗劫
持的商船及船员；首次用武力直接打击猖狂的海盗；首次派舰船赴利比亚海域为我撤离的难民护航⋯
⋯这些都在文中做了详尽叙述，使未来读者对海军护航的背景情况、任务内容、事件经历等，均能获
得一次全面客观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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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亦兵，知名军事媒体人，长期从事军事电影、电视纪录片创作，先后担任央视《军事百科》、《军
营文化》、《走军营》、《文体视窗》栏目制片人。
执导创作有《炮击金门》、《台湾往事》、《激情飞越》、《战地行》等大型系列纪录片。
其影视作品及所在栏目先后获得政府华表奖、全国优秀电视军事节目一、二、三等奖、优秀栏目奖、
解放军新闻奖。
近年来著有《海誓》、《泣血牧歌》、《死灰复燃》、《无名哑兵》、《人民领袖毛泽东》等影视剧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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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天蓝海蓝梦之蓝（自序） 一、大洋深处——亚丁湾不再遥远 二、危情突现——出没诡异的海盗 三、
护航使命——往返AB点之间 四、转战各舰——不同舰上人和事 五、周而复始——意志信念的坚守 六
、访问三国——记忆深刻的非洲 七、归途如虹——天蓝海蓝梦之蓝 八、凯旋之日——回家的感觉真
好 附录一：大叔心语 附录二：记忆亚丁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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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也各自忙开，能否发稿先不论，反正要把热血沸腾的场面记录下来。
当晚10时全体人员就寝。
这是一项严格规定，因第二天即今天是出发的日子。
 现在我站在战舰甲板上，几个小时后，我们向舟山港告别。
 上午9时部队集结完成，各项准备就绪，有部分家属亦来送行，抓拍不少感人镜头。
9时30分，东海舰队岑政委宣布：“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欢送仪式
开始。
”军乐队奏国歌毕，舰队杜景臣司令员讲话。
军乐队再奏军歌后，编队指挥员、舰队张华臣副司令员报告：“司令员同志，×××护航编队准备完
毕，请示起航！
编队指挥员、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张华臣。
”杜司令员指示：“起航！
” 9时45分，“舟山”舰解开最后一根缆绳，鸣笛一长声，随之战舰离岸，飞行甲板降海军旗，接着
“徐州”舰、“千岛湖”舰先后离港，缓缓破浪前行。
 下午，新华社范军威采访编队指挥员张华臣，我也架机随拍。
张副司令员接受采访很爽快，不用稿子，几分钟搞定，讲到护航常态化而不能一般化，讲到此次护航
一些新特点，包括成建制女兵班上舰，这是以前没有的。
 晚饭后舰上组织收看《新闻联播》，水兵们满心欢喜聚在餐厅，个个眼睛瞪圆，直等到快结束，才在
简讯里看到只有五六个画面的短消息，引起一阵欷欺。
海军护航行动虽已进入常态化，但毕竟代表国家在国际大舞台上展露自己的军事实力和大国风范，这
与各大网站连篇转载新华社老范发回的报道实在是大相径庭。
还好，接着央视七套《军事报道》稍稍丰富了报道内容，没让大家失望。
 看完新闻后开会，舰队宣传处范志平处长向我们宣布编队临时党委决定，由海军机关参加护航人员和
记者共同组成临时党支部，我任书记，海司董晓强参谋和组织部张振江干事任支委。
这是我党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让我们又找到了组织。
 护航第1天就这么过去。
很忙，也累，早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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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让国人认识海军、领略护航、感受海洋、拓展眼界的一部好作品，值得一读。
    ——李建军护航编队政委    189个风雨同舟的日子，我们用忠诚铭刻着护航之迹，您用摄像机记录下
我们的执着，用笔书录着我们深蓝的足印。
    ——曾亮“徐州”舰政委    亚丁湾的日出日落，见证了护航官兵的无限忠诚；远海大洋的惊涛骇浪
，见证了军事记者的使命担当。
《兵行海上》，一本好看的书。
    ——方立华海军某部新闻主任    书中记录了中国海军第七批护航编队官兵的工作生活，是中国海军
走向深蓝的一个缩影写照，真实而质朴，字里行间浸透出一位新闻老兵在护航中的真情实感，使难忘
的护航经历重现眼前。
    ——范军威随舰采访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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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兵行海上:中国海军编队护航实录》感受中国海军护航全过程；解密神奇诡异的亚丁湾之海；领略深
海大洋的古今玄机；前瞻大国海军末来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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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让国人认识海军、领略护航、感受海洋、拓展眼界的一部好作品，值得一读。
 ——李建军护航编队政委 189个风雨同舟的日子，我们用忠诚铭刻着护航之迹，您用摄像机记录下我
们的执着，用笔书录着我们深蓝的足印。
 ——曾亮“徐州”舰政委 亚丁湾的日出日落，见证了护航官兵的无限忠诚；远海大洋的惊涛骇浪，
见证了军事记者的使命担当。
 《兵行海上》，一本好看的书。
 ——方立华海军某部新闻主任 书中记录了中国海军第七批护航编队官兵的工作生活，是中国海军走
向深蓝的一个缩影写照，真实而质朴，字里行间浸透出一位新闻老兵在护航中的真情实感，使难忘的
护航经历重现眼前。
 ——范军威随舰采访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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