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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春雷

第一个造出瓦的人，一定是从鱼
身上得到的灵感吧。要不，怎么会叫
鱼鳞瓦呢。一片瓦压着另一片瓦，一
排排扣在屋脊上，真的如雨鳞一样。
一场大雨到来时，大颗的雨点落在瓦
上，溅起水花，远远望去，整个屋脊就
像一条灰色的鱼，在畅游。

如果站在某个高处，俯瞰下来，
大地如海，大片的老屋，大片的瓦，
激起一道道浪花，一波一波，涌向海
的深处。

老家的祖屋，使用的就是鱼鳞
瓦。下雨时，我常坐在屋檐下，看对
面屋顶，看一片瓦是怎样在雨中有
了生命力的。阳光下的瓦，是沉寂
的，毫无生气，但雨一来，瓦便生动
了起来，被赋予了激情与活力。

瓦是为雨而存在的。如果把瓦
比 作 琴 键 的 话 ，那 么 雨 点 就 是 琴
师。雨落灰瓦，铿锵有声。雨点小
时，如蚕吃桑叶，窸窸窣窣。雨点大

时，金戈铁马，千军万马踏过。夜
深，卧在床上听，便更有韵味了。所
有蛰伏的往事，都可能在这雨和瓦
的合奏声中，一一复活。

老屋不高，有时孩子会攀爬上去，
坐在鱼鳞瓦上，为的是能看得更远。
父母看到了，就会拿起木棒一阵骂：三
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孩子便乖乖
地，低眉垂眼下来。鸟在瓦上，要轻松
多了，散步，谈情说爱，都行。这是它
们的广场。猫也会上去踱步，但有时
会将檐边的一只老瓦踩落下去，当啷
一声响，若是在深夜，房里的灯便会亮
了，有人拖拉着鞋子出来。

檐下有雏雀，孩子便偷偷扛了梯
子，爬上去，揭开一片瓦，掏出雏雀
来。但他重新覆盖瓦时，总不能回归
原位。下雨时，滴水，父亲便纳闷地
嘟囔着，爬梯子上来，将那片瓦放正。

有些老屋拆了，一地瓦砾，但总
有完整的。有孩子拿一片瓦，和小
伙伴一起，去河边，将瓦洗净了，扣
在垒起的石头上，然后钓鱼，钓上鱼
来 ，放 在 瓦 上 ，瓦 下 点 着 柴 火 ，煎

鱼 。 兜 里 有 从 家 里 偷 拿 的 一 小 撮
盐，撒上。鱼吃起来，香喷喷。这些
孩子长大了，想起瓦来，也就想起鱼
的味道来。

一个孩子脱落了乳牙，母亲会
站在院子里，将这牙扔到瓦上，让瓦
代为保管。瓦保管的，不仅是这颗
牙，它还替瓦下的孩子，保管他或她
成长的往事。等到孩子长大了，离
开了，有一天回到这里，仰望屋瓦
时，瓦就会成为放映机，为他或她，
一一展现那些旧时光。

如今，故乡的鱼鳞瓦没有了，建
起 的 都 是 气 派 的 楼 房 。 这 让 我 怅
然，好像关于记录自己成长的碟片
上，被抹掉了重要的一段。但在异
地旅行时，还是会看到鱼鳞瓦的，每
每看到，顿感亲切，往事排山倒海而
来。这时我才明白，这世上所有的
老瓦，都是我的故知。

瓦浪如海

□高峻

我在农村度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
在我记忆的深处，村子的周围是庄

稼、水草、野花，再往远看是牛、羊、马和清
清的渠水。天是蓝蓝的天，地是绿绿的
地。在天和地之间是白白的云和憨厚的
人。每到学校放暑假的时候，也是村子里
最活跃的时候。白天，人们都走出家门，
年长的老人们在田园的边缘拔水草，准备
夜里喂牲畜，中年人在庄稼地里除草，管
理田间，孩子们在远一点的草滩上放牧牛
羊。到了傍晚，各种声音都响起来了，孩
子们追赶着牛羊入圈，牛犊和羊羔见到了
妈妈，嗷嗷呼唤，老人们拿着长烟袋吧嗒
吧嗒坐在门口吸旱烟，女人们吆喝着猪和
鸡，男人们挑水的挑水、打扫院子的打扫
院子。然而最能撩拨人们心弦的还是那
从四方传来的一声声清脆的布谷鸟的叫
声。它们栖在翠绿的草地里，温馨地生活
着，没有一点忧愁和烦恼，每天都在快乐
地放声歌唱。有时候一片乌云压下来，空
气突然变得沉闷起来，此时，燕子却十分
活跃，它们翩翩地盘旋在人们的头顶，甚
至贴近人们的脸庞，仿佛要和人们接吻，
正当人们仰起脸来的时候，却又倏地飞走
了，让人好是失望。每每遇到这样的情
景，在我的心里总是荡漾着一种祥和、自
在、无忧无虑，而又产生一缕缕遐想和激
情。

我们居住的村北边有一条小路，这条
路是由村里通向外边的唯一通道，路的两
边是笔直的两行杨树，树的外边就是庄稼
地了，我家就住在路边。父亲是本乡中学

的一位语文教师，有早晚散步的习惯。晚
上，备完教案的父亲出去散步，有时叫着
我和他一起走一走。夜很清，也很静，空
气特别凉爽，天上的星星互相映照着，就
像村里的乡亲们互相关爱着一样，谁也离
不开谁。不时，周遭有蛐蛐的叫声，有蛙
声的回响，也有布谷的和应。它们生活在
这样空旷、寂静、自由的天地里。在这样
的环境里散步，真能感受到“蝉噪林愈静，
鸟鸣山更幽”的诗情画意了。

可是沿着这条小路，父亲却把我们全
家带进了陌生的县城。

告别了朝也相处，晚也相处的乡亲
们，告别了没有围墙可以自由眺望四野的
村庄，告别了清婉的声声入耳的布谷声，
心里感到空荡荡的。人是离不开大自然
的。人的生命犹如晨辉中的蝴蝶，只有在
树木、百草等万籁之中才能美丽而轻飘，
柔和而生动。

好在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近年来，
我居住的城市不仅修建广场、公园、拓展
街道，还要求居民区也要有一定的绿地。
于是，把多余的、不合理的房屋推倒了，一
片片绿色和花卉跃入眼帘。

我居住的社区里也建起了一片绿草
地。夏天的傍晚，有很多人坐在草地边消
暑、谈笑，而更加可喜的是，这里头居然有
布谷和蛐蛐落脚了。现在，除了汽车的鸣
笛和鼎沸的人声外，也能听到久违了的布
谷和蛐蛐的叫声了。

布谷鸟的鸣叫声

私语茶舍

□陶长坤

我站在二十三层高楼的阳台上，
伸开双臂，无声地欢呼道：“春天到
啦！”

春天到啦！春天就像个娇媚、靓
丽而又娴静的少女，辞别冬天母亲，
踏着时令的足迹，微笑着，袅袅娜娜、
翩翩姗姗地来了。来到了塞北边陲，
来到了阴山脚下，来到了敕勒川上，
来到了呼和浩特——一座青色的城
——又名青城。

青城就像个朝气、俊朗、英姿飒
爽的塞上少年，紧紧地拥抱起春天。
他们融通和合，孕养化育，催生了春
天的青城，青城的春天。

春到人间万物鲜。
春天的苍穹是澄净、湛蓝、空灵

的，衬着若有若无的丝丝白云。云霄
深处，似有一个时光老人，向人间洒
着明媚的春光。

春天的阳光是绚丽、灿烂、和煦
的。她融化了冰雪，消弭了严寒，苏
醒了万物。无论是晨曦，还是夕照，
都鼓动着春的旋律和活力。

春天的风是和畅、温馨、清爽的，
沁着花香，拂在脸上，如同亲人的
吻。春风吹绽了桃花、杏花、丁香花，
吹醉了芸芸众生的心。古人云：等闲
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春天的雨是洇润、细密、缠绵的，
像蚕儿吐出的柔丝，像燕子呢喃的情
语，像蜂儿滴沥下的蜜汁，霏霏复霏
霏。雨丝沾衣而不湿，润物且无声，
如同缥缈的梦——春妮的梦。

我来到了包头大街，它毗邻我家
居住的小区。曾几何时，这儿还是村
落、田畴、阡陌；枯草、老树、昏鸦，典
型而又落后的农郊。如今却已是青
城的繁华所在，旖旎的都市风貌。一
条宽阔、坦荡、轩昂的通衢大道贯穿
东西，大道上涌动着绵延不绝的车
流，奏鸣着汽笛交响曲。路的两侧，
是成排成行的树篱和青松、白杨、绿
柳；再后便是林立的高楼，一个个居
民小区依次排开，争胜斗奇。小区的
居民多为当年的农户，他们可说是破
茧成蝶，华丽转身，由农民而市民，由
贫穷而富裕。包头大街俨然已成了
精缩的长安街。

我来到了与包头大街相隔咫尺、
并列平行的小黑河畔。想当年，这儿
也曾是“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
石乱走”的荒河野沟，如今却已是碧
水粼粼，春波漾漾。河道拓宽了，修
成了牢固的水泥堤，延展迤逦，齐整
俨然。紧傍河边的，是护栏和甬路，
顺河身而蜿蜒，随水流而曲折。略上
是树垣。树垣是绿的，河水也是绿
的，绿树映绿水，绿光熠熠，绿色莹
莹，绿意融融，绿气盎然，绿作一体，
绿成一片，苍翠欲滴，绿波潋滟，好一
个“绿”字了得！朱自清曾写过仙岩
梅雨潭的绿（《绿》），宗璞曾写过杭州
西湖的绿（《西湖漫笔》），他们描绘的
都是南国的绿；我着墨渲染的则是小

黑河的绿，青城的绿，塞上的绿，北国
的绿，不似江南绿，胜似江南绿。河
上飞架着座座雄伟而各具形态的现
代化大桥，像条条纽带连接起两岸。
桥桥相隔不远，彼此呼应，守望相助，
宛如姊妹桥、妯娌桥，不亚于英国伦
敦泰晤士河上的桥梁景观。高岸上
是公园式的露天游廊，姹紫嫣红开
遍。绿荫下，廊道上，徜徉着休闲观
光的人，老少咸集，优哉游哉，似乎都
醉在春风、春色、春光、春晖、春心里。

我来到了大召寺广场，这儿是最
接地气、人气、古气的地方。广场中
央矗立着高大的呈坐姿的阿拉坦汗
塑像；据说，他是呼和浩特的缔造者、
奠基人，和夫人三娘子共建了这塞北
古城——库库和屯，又称三娘子城。
广场上游人熙熙，欢声笑语，做着各
种的娱乐活动，也做着各种小的生
意。有吹糖人的，有爆米花的，有卖
香火的，有耍把戏的、照相的、放风筝
的⋯⋯真个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
广场的北侧，便是巍峨雄伟而又金碧
辉煌的大召寺，又名无量寺。山门洞
开，香客不断，香火旺盛，香烟缭绕，
香气氤氲。广场的西端，有两条悠长
的古街，一条是古玩街（塞上老街），
一条是美食街（通顺大巷）。古玩街
上草原特产、民族工艺、珍玩奇石、珠
宝饰品，琳琅满目；美食街上烧麦炸
糕、羊杂爆肚、肉饼锅贴、肉干鸭肠、
煎焖子、炸灌肠、螺蛳粉、刮凉粉、酸
辣粉⋯⋯香甜酸辣，百味杂陈。这儿
的店铺古色古香，或古房新颜，或新
房旧貌，沉积着厚重的市井文化、历
史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的底蕴，
也濡染着现代的馨香和气息。

我来到了回民大街（通道南路），
呈现的是浓郁的伊斯兰风情。各种
建筑镂图雕花、纯净明朗，都是典型
的阿拉伯风格；以橙黄色为主调，杂
以赤、蓝、紫诸色，五彩缤纷。川流不
息的人群中，时见头戴小白帽或彩巾
的穆斯林男女同胞。周边是回民的
聚居区，也是民族团结的熔炉和象
征，一片吉祥和美的气象。

与回民大街成曲尺形的，是中山
路。中山路是青城的商贸中心，聚集
着金旺角市场、艾博伊和宫食府、国
贸大厦、香巴拉酒店、天元商厦、汇星
国际影城、民族商场、王府井商场、维
多利商厦，海亮广场、丰泰金翡丽广
场、诚信数码大厦、新世纪广场⋯⋯
等等大型酒店商场。人烟辏集，商贸
昌盛，夸诩点说，堪比北京的王府井
和上海的南京路。

与中山路对接的是新华大街。
这也是一条新建的通衢大道，坦坦荡
荡，车水马龙，直达小黑河、市政府。
我来到了新华大街，一览风物，只见
新建的高楼大厦比肩耸峙，峰联壁
立，绵延数里，更觉气势恢宏壮伟。
市府是呼市的心脏，新华大街则是青
城仍在茁壮成长中的第一大动脉。

我来到了二环路的高架桥上。
高架桥凌空而起，犹似一条卧龙，浴
着春光，银辉闪烁，展翅欲翔；又似一

匹草原骏马，奋蹄扬鬃，绕城驰骋。
我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初来呼市时，
城市规模还很小，连条像样的马路也
没有；可如今，不仅有了包头大街、新
华大街、成吉思汗大街⋯⋯有了一
环、二环，乃至三环；而且在建的地铁
一号线、二号线也即将通车。上面有
纵横交织、密如蛛网的柏油马路，下
面有贯通全城的地铁。青城，啊，青
城，已成了高度现代化、立体化的塞
上新城。

我来到了二环路旁的内蒙古自
然博物馆。它位于青城的中心，高大
宏伟，造型新颖，是一座地标性建筑，
可与博物院、体育馆三足鼎立，遥相
呼应，比肩媲美，相映生辉。我走进
了博物馆，顿感空濛、庄严、浩淼的氛
围。在这儿，可以穿越时空，穿越历
史，穿越宇宙，上下百亿年，纵横兆万
里，无不历历在目，叹为观止。天地
玄黄，宇宙洪荒；天地氤氲，万物化
醇。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
纵时空无限，宇宙无限，人类也在不
断地认识自然，从必然的王国走向自
由的王国。自然博物馆展现的是宇
宙之光、历史之光、科技之光，是镶在
青城腰间的一颗璀璨的红宝石。

凭空俯瞰，又可见将军衙署、清
真大寺、清公主府、延寿寺、三贤庙、
大盛魁老宅、辽代白塔、五塔佛寺、昭
君青冢等诸多古迹名胜，千年遗存，
散落在城里城外，也无不洋溢着春天
的气息，焕发着春天的风采。

我走遍了条条大街，还处处可见
街旁路边建有青城驿站、卫生间、休
息站、乃至吸烟室等公共设施，星罗
棋布。一座座玲珑精致，多姿多态，
既方便了广大群众，又为城市增添了
一道亮丽的风景。这大约在全国也
是独一无二、罕见其匹的胜事创举。

⋯⋯⋯⋯
我来到了大青山上，站立在高坡

间，环顾周边群山。过去的荒山秃岭
不见了，再不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
里黄河绕黑山”的萧杀景象；到处青
葱葱绿油油蓊郁郁的，草木一碧，层
峦尽染。纵目向前望去，泱泱青城尽
收眼底。一幢幢高楼如雨后春笋拔
地而起，林林总总，熙熙攘攘，簇拥成
一个磅礴而又锦绣的塞外美城。天空
风和日丽，大雁排成人字阵嘎嘎叫着
向北飞去，和平鸽儿集成群自由地翱
翔。春光像无形的空气渗透到青城的
角角落落，沁入每个人的肺腑。我不
由得心血来潮，口占一诗。诗道：

云想衣裳花想容，塞上明珠多风
情；

琼楼处处流华彩，无限春光在青
城。

青城，一座崭新的城，高速发展
的城，放飞梦想的城。我爱青春亮丽
的呼和浩特，我爱春光满园的青城！

欲睹塞上美，请到青城来！

无限春光是你跃动的音符

□白涛

1
黄昏，急迫的马蹄声，闪电嘶鸣
圣祖成吉思汗，白色的神驹
此刻在向我慢慢靠近
午夜将临，我走出毡包
雪的月光下，一匹白马
影子投射到纵深，草野空阔
自由散漫开去——
老父醉酒时候念唱的，诺特格杭盖
他一生未能触碰到的，梦想边上
马群混声着潮尔，皮弦颤抖
草笛黄沙的流水，洒下的悠长
让我的眼神，在每一个早晨
向远处的一片深蓝，轻轻探望

2
在故乡，蒙古马，马头雄阔
腰背如弓，长鬃与马尾起伏飘荡
零下 40 度，寒流围拢上来
积雪的冻土层被马蹄砸开
只要有草根，哪怕枯草
也能吞下。与主人命里相随
一把干肉奶酪，一碗奶酒
再大的风暴也敢穿过
天下山岳，一一排列在你的胸前

草原上的每一天都是你的那达慕
你的前额、耳朵和鬃鬣
都涂上鲜乳，并蔓延至全身
人们蜂拥上前吮吸这乳香
呼喊与赞叹响起——
乌赉！乌赉！乌赉
血与乳的高贵，来自腾格里苍天
我想靠上去，沾染一点点家族
单一的纯粹，苍穹深处
白云的哈达，在我的双手间飘过

3
马群如繁星洒落草场
我的钢嘎哈拉，自己站在风中
牵马绳来回悠荡
偶尔几声嘶叫，它的眼睛
好像总有话要对我说
一匹马的眼睛对着我
一群马的眼睛对着我

鹰翅打开无穷，沉缓的长调
由马鬃拖曳，去追赶一只海青
马背上的人，目光定格于辽远
马鞍跃起的波峰上
骑手的理想高过一朵流云
他身后，马臀上的烙印
火焰跳动的族徽，每一回
我都被蒸腾伸展的气质迷醉
——是阿巴嘎肃然的黑马令人生畏
是西乌旗白马，搏克手的神话
都荣扎那，彩虹般的江嘎
在锡林郭勒每一顶毡包上飘动
克什克腾，百岔河滩砾石的刀刃
铁蹄马血水飞溅的冰碴
在我的脸上慢慢融化
马尾弦上，母语的诺古拉
轻柔宛转，一只海青的后面
鸿雁一队队归来，它们的影子
被风吹拂着，洒在草原上
长调流水展开的绵延，起伏到天边

哦！蒙古马
□冯骥才

倾一生之力写就的书，会是怎样的书？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洋洋四大卷《蒙

古部族服饰图典》，就是这样一部书。细
翻细读，再从蒙古族的历史以及未来的
角度，从民族学、人类学、文献学、图像学
以及传承依据的学术立场来思考其中的
意义，我们就会掂出这部书非同寻常的
分量。

我 认 识 郭 雨 桥 先 生 是 在 全 国 民 间
文化抢救发轫之时，那时他已经在北部
蒙 古 族 原 生 的 草 原 大 地 上 做 文 化 调 查
了。没有人遣使他做这件事，一切源自
他的“蒙古情结”，以及对草原文明一往
情深的热爱。几十年里，他孤独一人，
无人为伴，在茫茫草原上风餐露宿，踽
踽独行，游走于蒙古族各部族古老的苏
木 嘎 査 。 他 背 上 的 小 包 只 有 几 件 换 穿
的衣裳、生活必需品、纸笔、照相胶卷与
小药瓶。我结识他时，他正在把“草原
民居”列为专项。步履所及，包括东北、
新疆、青海及内蒙古的全部。他调查的
内容绝不止于建筑，而是广泛涉及这些
地方部族的历史、习俗、文化，以及生活
的方方面面。每每与他相遇相见，他都
会 从 背 包 里 掏 出 许 多 笔 记 和 图 片 。 他
对 自 己 新 近 的 田 野 发 现 兴 奋 难 耐 。 他
对蒙古族如数家珍般的熟稔令我惊讶。

近年来，雨桥年岁大了，长年辛苦奔
波所致的腿疾使他再难远行。反过来，他
有了时间，可以将他一生中调查与收集而
来的材料进行系统的研究与科学的整理，
于是一部部相关草原民族、具有重要的文
化与学术价值的著作相继问世，《蒙古部
族服饰图典》便是其一。

这部图典绝不是一般的现成的资料

汇编；书中全部图文皆来自他本人数十年
间跨涉十余万里，由草原上一个个部落调
查、采集、拍摄来的。每一个信息都有根
有据，每一个获得皆亲力亲为，再经过精
细的梳理与严格的考证，终于使我们拥有
了这个伟大的草原民族一部生活服饰翔
实的图典。

郭雨桥的调查，是将人类学与民俗学
融合一起全面的文化调查。因此，这里的
服饰绝非一种表面的图像展示。而是将蒙
古族各部族的所有服饰——从历史由来到
文化生成，从靴帽头饰到纹样内涵，从衣袍
款式到穿戴规范，从人生礼仪到部族特色，
全面而立体地组合起来。因而，系统性、周
详性、确凿性、珍贵性等，不仅为本书所特
征，也使其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在近几十年，生活巨变，社会转型，民
族民间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受到空前
和猛烈冲击。特别是生活文化，往往消泯
于不知不觉之间；历史财富往往消匿于
无。为此说，记录历史和传承文明是当代
人文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它往往依赖
于一些有眼光的有识之士的先知先觉，并
心甘情愿作出奉献。

郭雨桥先生便是这样优秀的一位。
几十年里，他为抢救蒙古族灿烂的文化创
造，默默地付出自己的一生。他的功绩将
留在民族民间的文化史上，也留在这部沉
甸甸的书中。

这是用一生的辛苦，日积月累，完成
的一部书。在充满功利的市场环境里，有
多少人甘心做出这样的付出？

在 此 书 付 梓 出 版 之 际 ，我 以 此 文 ，
表达对他由衷的敬意，并做序焉。

用一生扛起的大书
——郭雨桥《蒙古部族服饰图典》序

且听风吟

筑巢 李陶 摄

我和我的祖国

惬怀絮语

□刘利

曾经
是一冠百年
倒下化成了山脉
曾经
是荣耀花甲余载
留下悠悠岁月的痕迹
高高的兴安岭上
只为鸟儿安然地栖息
只为繁盛林海松涛和人家
只为绿泽原生态的北方
一颗颗丹心守望
根
将恒久地
卧腐黑土地
直到又一抹新绿
再蓬勃
幽远的岭脉
复归千年古木与川河

根

塞外诗境

“我和我的祖国”开栏语
祖国，多么温暖的字眼。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七十年披荆斩棘，七十年砥砺奋进，我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日起，《北国风光》“我和我的祖国”专栏正式开栏，我们将选发一批有思想、有温度、有情感、有故事的文学作品，
讲述在祖国的怀抱里，内蒙古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边疆安宁、生活幸福的动人故事；
展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光辉照耀下，内蒙古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
展新征程上，活力迸发、奋力奔跑的新姿态。

让我们和这些从心田汩汩流淌而出的文字一起，看岁月沧桑，忆神州巨变，祝福祖国母亲更加美丽，更加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