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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华：赞美草原的诗人
我们与火华有着四十

多年的友谊，每当耳边响起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那优

美的旋律，我们就情不自禁

地回忆起与他交往的岁月。

他比我们年长，是1942年生

人，他的出生地怀柔宝山镇

郑栅子村，是一个贫穷的小

山村，他出生不久便经历了

一次死而复生的生命历程，

这个传奇故事他曾经给我

们讲过多次。

那是火华刚满一周岁

的时候，他得了重病，昏死

了过去。按照当地的习俗，

穷人家的孩子死了就扔到

山上，任由狼和野狗叼走。

母亲含泪给孩子做了一件

小袄穿上，随后把他送到山

上一座破庙里。母亲把孩子

放到神坛上不忍离去，想着

自己苦命的孩子，失声痛

哭，哭了好长时间，突然听

见有个响动，母亲一下子扑

了上去，用手指试试他的鼻

息，发现有了微弱的呼吸，

母亲急忙活动着孩子的胳

膊腿，揉着孩子的身子。只

听“哇”的一声，孩子哭出声

来，母亲惊喜道：“我的孩子

还活着！”这段起死回生的

传奇，也许预示了火华今后

能够大有作为。

火华虽然活了过来，母

亲不久却去世了，到了上学

的年龄，父亲省吃俭用，想

方设法供他先后读了小学

和中学。火华珍惜来之不易

的学习机会，学习很刻苦，

1963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

了河北大学中文系。在大学

期间他担任了学习班长，并

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散

文和评论文章，其中有些文

章还得到团中央的称赞。

1968年火华大学毕业，

在接受了两年多的部队再

教育后，分配到内蒙古生产

建设兵团报社当记者。在兵

团的日子里，他写下了许多

优秀的通讯报道和报告文

学，积累着他的生活素材，

提高着他的写作技巧。1972

年，火华在报纸上发表了长

诗《青春颂》，用艺术的语言

歌颂了兵团两个救火牺牲

的英雄，在全军引起轰动，

从此火华走上了诗歌创作

的道路。

1975年夏天，火华到锡

林郭勒盟开会，才真正接触

到草原。近半个世纪后，火

华谈起第一次到草原的感

受时依然那样激动：“草原

上到处是鲜花，同一种花都

集中在一起，这一片如皑皑

白雪，那一片像蓝色的海

洋，紫色的花朵仿佛是天边

的云霞，任何笔墨都难以描

摹草原的神韵。”内蒙古大

草原的美丽风光触动了火华

的灵感，诗情在他内心涌动

着，寻找着表达的出口。于是

在会议结束后，火华提出留

下来体验牧区生活。那段时

间他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

动，相处得十分融洽。

从草原回来后，火华开

始苦心创作，可当无限情感

落实到笔尖上时，却无论如

何也无法真切地描摹出内

心对草原的热爱，写出让人

满意的诗句。直到第二年，

兵团解散，火华调入内蒙古

军区文工团任创作组组长。

因要参加全军文艺汇演，需

要新歌，那段在草原生活的

记忆在火华心中一下被唤

醒了：在辽阔的草原上，在

牧民亲人般的热情中，火华

突然感觉到了蒙古包中有

着家的温暖，于是第一句诗

就自然流淌出来：“美丽的

草原我的家”，接着一句接

一句，歌词奔涌而出：“美丽

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

地花。高压电线云中走，清

清的河水映晚霞。草库伦里

百鸟儿唱，牛羊好像珍珠

洒。啊！灿烂阳光照草原，草

原风光美如画。灿烂阳光照

草原，草原建设跨骏马。”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的第

一个版本就这样诞生了。当

时就由内蒙古军区文工团

副团长阿尼布和为它谱了

曲，参加了汇演。

1977 年青年作曲家阿

拉腾奥勒看到歌词后十分

喜欢，于是重新谱写了曲

子，送给了内蒙古歌舞团的

德德玛。说来很有戏剧性，

德德玛能够有机会出来独

唱这首歌，还要感谢一次意

外。1978年德德玛到广州演

出，当时的独唱演员由于突

然生病不能上场，导演临时

找了原来准备演二重唱的

德德玛补台救场，德德玛只

得将已经练了一段时间的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呈现

给观众。没想到这首歌竟大

受欢迎。歌曲不仅旋律优

美，歌词朗朗上口，而且音

域也很适合德德玛。于是，

经广东电台和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的播出，逐步在全国

传唱开了。

有一次，德德玛刚唱完

这首歌，就有一位华侨到后

台找到她，他说这首歌很

好，建议把这首歌的词再作

修改，使它成为一支纯粹歌

颂家乡和歌颂自然的绿色

之歌。德德玛把这个意见对

火华讲了，火华当即同意修

改，就将“高压电线云里走”

改成了“彩蝶纷飞百鸟唱”，

“清清的河水映晚霞”改成

了“一湾碧水映晚霞”，最后

两句“灿烂阳光照草原，草

原建设跨骏马”改为“牧羊

姑娘放声唱，愉快的歌声满

天涯”。修改后的歌词，不仅

准确地描绘了草原的壮美，

而且更加生动超脱，不再拘

泥于时代背景，充分展现了

草原的自然之美和人文之

美。1980年这首歌作为世界

优秀歌曲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编入亚太地区音乐教

材，从此走向世界。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取得的成功，并未让火华止

步不前，数十年来他更加努

力，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

脍炙人口的诗歌、散文作

品。

1990年，火华从内蒙古

军区转业到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担任党委书记，随后

又到内蒙古文化厅，担任领

导职务，业余时间继续进行

着诗词和书法的创作。

火华退休后，写了一首

介绍自己一生经历的诗，有

一次他给我们全文朗诵了

一遍。那诗写道：“小时候我

是打补丁的农民，忙起来像

故乡奔腾的小河。长大后我

穿一身国防绿，风雪高原上

的红星一颗。这个时候青春

与诗情迸发，在我的笔下开

出诗的花朵，不知何时我又

走进了曲谱，让美丽的草原

涌入人们的心窝。居领导岗

位偏爱上了书法，在黑白的

世界里寻找自我。退休以

后，我参加了对外文化交

流。我的名字叫火华，烧火

的火，中华的华，生命是一

首燃烧的歌。”朗诵之后，他

又对我们说：“这首诗写了

我这一辈子做的主要事情。

一个是文学，写诗和歌词，

中国把歌词放到音乐中，所

以也算音乐人；还有书法、

对外文化交流，厅局长五个

方面，我是在五条路上跑的

车，厅局长退休以后就不当

了。那么另外四条路，还得

接着往前推进，接着走，一

直走到现在。我觉得这样才

不虚度年华。”

火华确实没有虚度年

华，他在以上五个方面都有

突出成绩。他不仅著有大量

的诗词集：《军垦新曲》《边防

号角》《火华诗选》《军马歌》

《珍珠河》《塞上星辰》《火华

诗词选》，而且他的书法作品

也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

2009年，火华获得内蒙古自

治区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火华退休后，还先后出

版了《火华诗歌400首》《火

华忆名人》《火华诗集》《精

彩世界》四本书。我们曾在

《北方新报》上给《火华诗

集》写了评论，题目是《意境

优美，品位高雅——〈火华

诗集〉读后》。文中写道：“我

国著名诗人贺敬之先生用八

个字评价火华的诗词：‘诗情

如火，歌我中华’。著名词作

家乔羽用‘火之光华’四个字

来赞美火华的诗词。”两位诗

词泰斗强调的是火华诗歌的

精神品位。《火华诗集》处处

表现出火华追求真善美的人

文立场，他用满腹如火的激

情歌颂祖国，歌颂中华民

族，歌颂中华传统文化。读

他的诗，读者内心能够被唤

起民族自豪感，得到精神力

量，受到激励和鼓舞。

祝火华身体健康，写出

更多更好的作品。

（内蒙古老作家、艺术

家口述史记录工程）

寂寞秋荷

文/王 纯

这片荷塘，不久前还是风光无限，热闹

非凡。接天莲叶，花开万朵，荷香清远，吸引

着人们围拢过来，对着满塘荷花拍照片、录

视频。大家在荷塘边摆各种姿势，做各种表

情，忙得不亦乐乎，都想借荷花之美为自己

增一点色彩，荷塘显得一派喧嚣。那时候的

荷塘，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是她生命中的高

光时刻。

可时光如刀，不动声色地把三千繁华一

点点切割掉了。花开一瞬，季节转换。转眼之

间，到了秋季。一场秋雨，再加上一场秋风，

整个世界的底色都变了，荷塘也呈现出明显

的衰败景象。

无穷碧叶变色，万朵荷花开尽，荷塘显

出精疲力竭的模样。荷叶不再是鲜亮的碧绿

色，而开始渐渐变黄，有的叶子已然枯败。曾

经开得辉煌灿烂的荷花也到了谢幕之时，荷

塘里只有零星的荷花在开放。我想起初夏时

分，荷塘里也是只有零星的荷花在开放，不

过那时候更多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满塘都是

希望和憧憬，与如今的荷塘格调完全不同。

幕起与幕落，当然是不同的。很多荷花谢了

之后，生出了莲蓬，而莲蓬也不再是青涩的

样子，一些已经成熟，显露出了干枯。

此时的荷塘，早已没了当初的繁华热

闹。走在荷塘边，很久都不会遇到一个人。荷

塘真的是寂寞啊，大家往往对花开正盛感兴

趣，谁会流连衰落的荷塘呢？荷塘就像一个

曾经创造辉煌的人，享受过鲜花簇拥、掌声

雷动的激动时刻，也体验过众星捧月、独享

荣耀的人生巅峰。可没有谁的人生永远都在

巅峰，如同没有谁的青春会永驻。繁华散去，

盛宴落幕，再辉煌的时刻都将成为过往，再

激昂的人生也会慢慢回落。平淡，是最终的

归宿。寂寞，也是最终的归宿。

然而我发现，即使荷塘已过鼎盛时期，

那些三三两两开着的荷花，依旧开得一丝不

苟。她的每一个花瓣都是那么舒张而润泽，

开起来依旧鲜活丰润，仿佛丝毫没受到她身

边枯枝败叶的影响，反而在那样的背景衬托

下，愈发有了动人心魄的美。不过这种美，少

有人欣赏，是寂寞的独唱，是孤单的低吟，不

再能吸引众多的目光。

不远处，秋天的野菊花正开得灿烂，明

黄色的，那么惹眼，很快就吸引了人们的目

光。视线再拉远一些，是有着凄美之风的秋

日芦苇，也受到了人们的追捧。蒹葭苍苍，芦

苇白茫茫一片，算是荷塘附近的一道风景。

这道风景是新鲜的，人们很感兴趣，围拢在

那里，就像当初围拢在荷塘一样。而如今，荷

塘被人们遗忘了。

秋色苍茫，暮晚的风里，有零星的荷花

在悄然开放，开得依旧竭尽全力。寂寞秋荷，

倾情绽放。无论有没有人欣赏，她们只管开

到最美，仿佛要留下一首关于荷塘的绝唱。

秋风飒飒，荷花迎风独自开。她们孤独地起

舞，优雅地歌唱，好像丝毫没有被冷落的不

甘和怨怼。她们在用宠辱不惊的姿态，演绎

繁华落后是平淡，演绎人生有味是清欢。其

实，谁的人生最后不是剩下一个人的平淡和

安然？

秋荷依旧是美的，美得卓尔不凡，美得

超脱自在。原来，寂寞只是表象，淡然才是其

精髓。

文/李 悦 王新民

◎文学速读

火火 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