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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静波

我常有这样的感觉：一个人，无论
雅俗，若能在自己的生活里结识一个

（或几个）诗人，而这诗人又视你为友，
愿意和你来往交流是一件值得珍惜的
惬意的雅事。因为，我所认识的诗人
朋友大都是能诗意我的生活，从而让
我的生活充满情趣和快乐的人，譬如
这个拿了一叠诗稿要出诗集，并要我
为之写序的诗人——王发宾。

我认识王发宾应该不是偶然之
事，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是长时间在
作协做协会工作，又编辑着本地仅有
的文学刊物，那么，和一直挚爱诗歌并
创作风头正劲的诗人王发宾相识显然
就成了大概率的事情，或者说，我们的
相识是注定了的。认识了，且熟络了，
我便称他为发宾，因为这样去了姓氏
的称呼是透着些亲近的。

其实，说到底我和王发宾的相识
是缘于诗，交往也是缘于诗的——他
的诗，他的那些长长短短发表了或者
没有发表的诗作。我回忆，我和发宾
交往这么多年，往来长谈或短话已不
计其数，似乎唯一的话题就是诗歌。
他每次和我相见，是很少谈论别的什
么的，总是会拿出一沓已经打印好的
诗稿或是拿出那部蓄了他许多诗歌的
手机让我看，他会讲创作这些诗的灵
感是怎么来的，他又为什么选择了这
样的诗句来表达，从这些交谈中，我会
强烈地感受到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兴
奋，体会到他创作的冲动以及索词得
句的那种喜悦。当然，他有时也会有
写作受阻，自觉词不达意的沮丧和懊
恼⋯⋯那时候，他便真性情毕露，率真
地去激动，去痛苦，这便让我觉得他是
肯为诗歌去做一切的。

我是读过发宾许多诗的——那些
发表了的或是还没发表的，凭我多年
在文坛厮守的心得和做编辑工作的经
验，我早已觉得发宾是一个可以写出
来、在诗歌创作上取得成功的人。他
的许多诗厚重而接地气，散发着浓郁的
泥土气息，会让人想到犁铧翻开的田垄
或是棚圈里卧地反刍的老牛；他的诗又
那么蕴含着力量和意志，让人联想到战
旗飘扬的火热军营以及那呼喊着队列
口令的出操和行军；同样，他的诗又那
么辽远和宽阔，让人想到草原下安详的
羊群和炊烟升起的蒙古包，当然也想到
年迈了的额吉熬的那一碗热气腾腾的
奶茶⋯⋯

我说这些并不是妄说，我读过他
已出版的诗集《战士的心在燃烧》，更
在我们刊物上编发过许多他的诗作，
所以，我敢说，我懂发宾，也懂他的
诗。发宾很有些独特，他不像许多诗
人那样外向，那样善言辞；在社交场合
甚至显得有些呆板；但我知道，他总在
思索，将许多东西放在思想的饼铛上，
反复地翻烤，直至成熟。他的创作从
不跟风，只写自己认为值得去写的东
西，并努力地使用自己喜欢并熟悉的
语言表达方式。从这点上看，发宾的

诗歌创作是已然有了自己的追求并形
成了自己的风格的，这是件好事，因
为，这意味着他的诗歌创作的某种成
熟。

发宾写《蓝色的库库和屯》应该是
有较长时间准备的，在完成这部诗稿
之前，他就写过一些关于“青城”也即

“库库和屯”的诗作，那些诗作反响很
好，有人说，这或许成为他写作诗集

《蓝色的库库和屯》的诱因和动力。但
依我对发宾的了解，作为一个诗人，写
作一本诗集去讴歌和纪念这一方生养
他的热土是一件注定了的很值得去做
的事情；只要写诗，他是一定会去做
的。

大家都知道，“库库和屯”—“呼和
浩特”（蒙古语谓“青城”）是一座被历
史铭记的，写入厚重典籍的塞外历史
文化名城，它的独有的地域和民族风
情以及在过往历史中发生于此那些令
人无法忘却且充满想象的旧事，不仅
只是过眼云烟般使纸页发黄，而是时
至今日仍以一首诗、一本书、一支曲、
一出戏⋯⋯撩拨着人们的心弦。应该
说，这座不仅被文字记录又被人们口
耳相传的塞外名城是许多人成就了
它。同时，它也成就了许多人，譬如诗
人王发宾。

我是个对呼和浩特历史文化有着
极浓厚兴趣的人，读过许多文人墨客

（其中不乏名家）所写的关于它的诗
文，我甚至还编辑过一本名为《青城诗
文百家》的厚厚的图书，但完全以诗歌
这一文学体裁完成对一座城市数百年
历史文化的缩写描摹，完成字字句句都
浸润着情感和心血的歌吟，这则是我所
知道的第一次，而发宾也就因此成为第
一人。我还记得，两年前，发宾和我谈
及创作这本诗集的构想时的情景，他说
得很平静。但我听了却有些兴奋和激
动，作为一个几十年的老编辑，我意识
到这构想的价值和完成它后将产生的
能让人耳目一新的阅读效应。我立马
告诉他，这构想很好，千万别轻忽了这
创意，一定要坚持做下来。他像战士出
征时宣誓一样地允诺了。他没有食言，
如今他把一本用A4纸打印出来的诗稿
摆放在我的面前，半晌无语，墨香轻轻
散开，沁人心脾⋯⋯

发宾的诗集《蓝色的库库和屯》共
收录了长短不一的诗歌二百多首，从
内容上说，或者从编辑顺序上说，基本
上是由古至今顺延编写成的。这其实
是有好处的，这样的编排宛如将一株
大树枝干做了一个横切之面，其年轮
便清晰可见。说白了，他也正是力图
用这样容易被人理解接受的方式完整
地展示“库库和屯”的诞生和成长，展
示那些蕴含在每一首小诗中的城市沧
桑往事和历史变迁⋯⋯

阅读发宾的诗稿，我惊讶地发现
印象中的北方汉子内心深处那么敏感
那么细腻的柔软情愫。在他的诗集里
不只是把重要历史时期，重大历史事
件，简单直白，史料式地阐释，而是将
它们分解成人们热爱的事物，那些事
物是有温度的甚至是可以呼吸的，这

样我们就透过整部诗集看到城市的骨
骼、血脉、肌肉，丰满而具有生命的张
力。

不用怀疑，发宾太热爱这座曾叫
“库库和屯”的城市了，他在这里出生，
长大，并在这里娶妻生子，他在这里读
书，当兵，工作，也在这里写诗。我曾
在读他的诗后，多次感叹：他的诗有浓
郁的土默川气息。如果把他的诗作为
一次文学大餐来品味，那么我们从他
的诗里就可以品出爬山调的本土的芬
芳韵味，也品得出蒙古民族民歌直抵
心扉的穿透力，我不想在这里举例，因
为我认为这样会破坏了读者阅读而有
所获的快乐，就像我们提前告诉一个
兴致盎然的足球迷比赛结果一样，这
不是一件讨喜的事情，何况对作品之
评价是见仁见智之事。发宾对自己这
本诗集是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如同每
一个热爱自己孩子的母亲一般，发宾
对诗歌的挚爱和追求都化作坚持不懈
的默默劳作，每一个词，每一句诗，每
一个意境，他都反复地斟酌推敲，直
到找到最满意的表达。我知道，他在
编辑这部诗集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
增删和修改内容，以保证读者阅读印
象的顺畅和完整。我知道，这部诗集
中的许多诗的题目，他都是一改再改
的；有时，每改一次他都打电话征询
我的意见，乃至让我都觉得他如此毫
不吝惜地投入情感和精力是会生出
创作的疲惫和焦躁的；但他没有，他
是那么精力旺盛地投入他诗稿的修
订中，毫不松懈，直到敲定最后一个
句点。

发宾是个很有想法的人，这尤其体
现在本人对这部诗集装帧设计的个人
要求和建议上，考虑诗集的内容和他对
草原古城家乡的热爱，他对设计者提出
蓝天、白云、草原及古城等设计元素，这
都很得设计者认可。在整个封面及内
文版式设计，他甚至连页码处那小小
的装饰图案都考虑到了，这让我们看
到了他诗集中那“页码标注处”与众不
同的“马头琴”和“套马杆”，不知为什
么，我先前并未在意这类细小之处。
但听他讲完之后，我 头脑中的想象力
和感知力就被他调动起来——那两个
小图案会让我觉得这诗集所代表的就
像一个原生态的歌者对故乡的歌唱，
每一页都是，满满的乡情和乡愁⋯⋯

我当然不能准确地说出这本书出
版发行之后会发生些什么，但我有一
种预感，我预感到这本书会得到这座
蓝色城市的珍爱——这是一个孩子献
给母亲的亲吻，母亲会因之而激动，她
会伸出双臂拥抱她自己的孩子——这
个叫王发宾的诗人，并把这本诗集珍
藏在城市的文学宝库中。

我还预感：一定会有很多像我一
样喜欢诗歌的人，会喜欢这部诗集，这
部叫《蓝色的库库和屯》的诗集，以及
他的作者——王发宾。

用乡愁浸泡过的诗歌
□陈珍

牵牛花
牵牛花，不再玩牵牛牛的游戏了，逮着

谁就纠缠谁。
扒在人家肩上，绕在人家腿上，抱在人

家腰上⋯⋯还举出一朵朵喇叭。也不管人
家爱不爱听，就不厌其烦的，粉嘟嘟地给人
家吹奏——粉红色的回忆⋯⋯

倭瓜
青蛇一样蜿蜒。
土龙一样盘旋。
其实，就是地母抛出的一节草绳——

倭瓜蔓儿不甘心窝在窝里，肆无忌惮地爬
出来。

⋯⋯流窜到这家，又流窜到那家。一
不留神，就给人家缔造一颗，抑或几颗红的
抑或绿的小太阳。

向日葵
秋风说起风凉话：向日葵不再向阳。

那昔日的黄花受地火的烧烤，蜷曲——脱
落。

不对呵：葵盘肃面、垂首，那是在沉重
地沉思——圆盘一样圆圆地盘算着成熟与
饱满。

豌豆
风生水起。
流云飞渡。

豌豆荚有些难耐而发急了。扁长的眼
睑突然开启，瞪出一排排浑圆的眼珠，滴溜
溜转动着：

瞩望着烈日的轮子碾过。
期盼着冷月的镰刀挥过。
好去与一串串汗珠相切。

土豆
土豆的蔓儿失去了往日的风采，花凋、

叶落。
光 着 的 杆 儿 ，挺 起 宣 言 ：根 下 才 是

富足！
周 旁 的 裂 缝 儿 憨 憨 的 含 笑 ：多 子 多

福啊！
呵，土头土脑，光滑溜圆土豆，骨碌碌滚

动、滚动——正邂逅“银手镯镯、白胳膊膊”
的抒情小唱，正在邂逅个丢丢地捡拾⋯⋯

立秋
白云的白，映在碧水的碧上。
蓝天的蓝，罩在青山的青上。
风景的缝隙间，深红和浅翠眉来眼去，

挨挨挤挤，还故意地跑和追——
验算着初恋的路程。
丈量着成熟的路程。
⋯⋯这个安安静静，又热热烈烈的立

秋日。

秋天

散文诗

□张成龙

暑假，我自驾领女儿去看草原、看马。
女儿骑着枣红马一颠一颠地向草原深处走
去的背影，将我的思绪拉回到我那与马相
伴的童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几乎家家户
户喂养骡马，耕田种地是离不开它们的。
我家曾养过好几匹马，印象最深的是养过
的一匹黄色的马。

黄马买回来时才四五岁。别看年龄
小，但耕起地来特别卖劲，虽然经常累得气
喘吁吁，一双粗大的鼻孔一张一翕地不时
冒着热气，但仍然拼命拉着沉重的农具向
前走去。黄马成为父亲伺弄田地的好帮
手，也是我儿时的好伙伴。

村西南二三公里处有一片很开阔的低
洼荒地，到处是沙土。每到夏季，就会星星
点点地长出各种野草，成为天然草场，我们
就叫那里“大沙坝”。终于盼到放了暑假，
小伙伴们就相约着一起放马。黄马在“大
沙坝”欢快地吃着草，我坐在草地上贪婪地
看着《三国演义》小人书，或听年长者添油
加醋地讲述《杨家将》的故事。现在想来，
那真是一段最惬意的童年时光。

有时候，我们还要搞赛马比赛。一次
比赛中，一个小伙伴不慎从飞奔的马上摔
下来，一只眼睛里进了沙土，眼睛红得吓
人，不停地流泪，我们一下子感到前所未有
的恐惧，从那以后，就再没赛过马。

俗话讲“马无夜草不肥”。一次，我们
决定让马儿们吃一回夜草。夜幕降临了，
北斗七星升起来了，可成群的蚊子也铺天
盖地地袭来了。小伙伴们捡来一些枯干的
野草，燃起篝火熏蚊子。我们故意跑进浓
烟里，尽管被熏得咳嗽流泪，可一个个依然
满身蚊子包。迟迟不见回家，有的家长找
来了，我们才在责骂声中，一路哼着《万里
长城永不倒》牧归了。

黄马的食量比较大。为了让它吃饱，
我常常一个人找寻僻静处去放马，实在找
不到有草的地方，就索性把它拴在树上，我
到庄稼地里拔草来喂。一看到我抱着大捆
的青草回来，黄马嘴里就会发出哼哼的声

音，眼睛睁得溜圆，耳朵竖得笔直，用近乎
讨好的眼神使劲盯着我。

那时候，马车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每次去姥姥家，都是父亲赶着马车，我们和
母亲高高兴兴地坐在马车上。啪、啪⋯⋯，
父亲一边甩着响亮的马鞭儿，一边哼着《走
西口》。马车的后面，扬起一溜灰尘。灰尘
里，弥漫着我们一家人欢快的笑声。

尽管父亲精心饲养，但黄马还是经常
生病。一天夜里，父亲突然发现黄马不肯
吃草，还时不时地卧地打滚儿，肚子鼓得老
大！父亲心急如焚，让我叫上四叔，连夜去
将近七八公里的另一个村去请兽医。打了
针、灌了药，兽医嘱咐我们千万不能让马卧
下，要不停地牵着走以利消化。于是，我和
四叔、父亲轮流着在院子里遛马，几乎一晚
上没合眼。直到它渐渐有了食欲，我和父
亲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马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动物。累极了，
只要在地上打个滚儿，就立刻能恢复不少
体力。瞌睡了，眯上眼睛，几秒钟后睁开
眼，就又精神百倍了。俗话有“老马识途”，
村里一户人家从二三十公里以外的一个村
买回一匹马，一次竟然挣脱缰绳跑了回去，
它真的能记住路！马的听觉特别灵敏，每
当远处有异常响动，就会警觉地竖起耳朵
倾听。奇怪的是黄马竟能听出父亲的脚步
声。夜晚，每当父亲外出回来快要走进院
子里时，就会听见黄马欢快地打着响鼻，似
乎在向父亲打招呼。

黄马大约养了十来年，越来越体弱多
病，父亲决定卖掉。马贩子将马牵走，我家
一下子冷清了许多，父亲念叨了好长一段
时间，我也失落了好长一阵子。

后来，机械化作业逐渐取代了骡马耕
种，等我参加工作后再回到村里，骡马几乎
销声匿迹了。

生活在城市的我，常常会想起养过的
黄马和父亲赶着的马车。每每想到陪伴我
走过那愉快童年的马儿，我就有些莫名其
妙的惆怅和伤感！

那年那马

私语茶舍

□程冠军

我是蒙古马
我是足不践土的蒙古马
我是行越飞燕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是夜行万里的蒙古马
我是逐日而行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是毛色炳耀的蒙古马
我是一形十影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是乘云而奔的蒙古马
我是身有双翅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是有着亚洲铜肤色的蒙古马
我是有着中国龙身躯的蒙古马
我是有着东方醒狮基因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是霍去病的蒙古马
我是关云长的蒙古马
我是成吉思汗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是秦始皇的蒙古马
我是汉武帝的蒙古马
我是唐太宗的蒙古马
我是古丝绸之路上的蒙古马
我是踏破贺兰山缺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是立德立功立言的蒙古马
我是上下而求索的蒙古马
我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蒙古马
我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蒙古马
我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是仁义礼智信的蒙古马
我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的蒙古马
我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的蒙古马
我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蒙古马
我是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

蒙古马
我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的蒙古马
我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

两昆仑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是铁肩担道义的蒙古马
我是为中华之崛起的蒙古马
我是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

荐轩辕的蒙古马
我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

年万户侯的蒙古马
我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蒙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蒙

古马
我是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的蒙

古马
我是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

古马

我是蒙古马
我奔腾如长江黄河
我昂首如喜马拉雅
我立如泰山坚如长城纵横如唐

古拉

我是蒙古马
我生在草原长在北疆梦在大

中华
我吃野草饮甘露沐风雨染霜花
我日日夜夜奔腾不息天作被云

作衣草原永为家

我是蒙古马
我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蒙

古马
我是道不远人协和万邦的蒙

古马
我是不惹事也不怕事的蒙古马
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蒙

古马
我是召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必

胜的中国蒙古马！

蒙古马

马与人类的故事

惬怀絮语

□刘志成

八月的煤海之都，是怎样的一幅
美轮美奂的画卷，绚丽多彩得让人目
不暇接。

八月的绿色煤海，是怎样的一幅
豪放热烈的诗篇，激情飞扬得让人心
湖泛起了星光点点的涟漪。

八月的神东矿区，是怎样的一首
唱不完的陕北民歌，甜美欢悦得让人
心魂迷醉。

迷人的绿色，一直缭绕在我的心
房，抒发着醉人的芬芳。在神东矿区
的沉陷区治理林海里，我听到了神东
人“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高亢
迭荡。

面对这片曾经被风沙侵蚀，水源
匮乏、干旱少雨的土地，我惊讶于神
东儿女的智慧与创造，在强大恶劣的
生态环境面前，他们凝聚起个体单薄
的力量，用强大的意志和力量成功改
造了脚下的土地。曾经这里的大自
然像一匹残暴的野兽，浑身披着风
沙，肆意吞噬着鲜见的绿色，人们用
力和它相抗周旋，但这力绝不是蛮
力，而是充满了智慧，这智慧一定是
长久之计，而不是短志，只图一时之
利。我想，这片土地上潜伏的奔跑的
那匹暴躁的野兽一定是听到了人类
温暖的呼唤，感受到了他们浓浓的善
意。它看到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认真梳理着自己身上那些干燥的皮
毛，它感受到了神东人的坚持和专
注，终于它变得柔软起来，温顺起来，
现在它的身上长满了绿色，刚开始绿

色只有一点，但逐渐多了起来，有了
力量，最后像海一样，覆盖了荒原。

伫立在柔风飘荡的绿涛中，满眼
的绿色让人心旌摇曳。我不敢想象，
在一片不毛之地上，何以能生出这样
一片动人的绿色来。曾经的这里，黄
沙蔓延，就连孱弱的小植被也不能落
地生根，它们往往刚冒头便夭折在生
命的苍白之中。如今的这里，早就不
是曾经的模样。脚下踩的，是葳蕤的
草子，眼中充盈的，是滴翠的枝桠，头
顶上空，是蔚蓝色的苍冥，就连偶来
的柔风，也是湿漉漉的，再不会夹杂
黄沙细石。远处的海子，泛着点点银
光。它们是大漠曾经的渴望，如今星
罗棋布，点缀着绿色。我感受到一股
诗意，一股被细雨浸泡过的诗意，正
悠缓地走进我的心田。

周身，是久久萦绕的惬意。你很
难想象，在曾经的一片荒漠中，你竟
然能有这样的感触。你更不会想到，
这里是煤矿的挖掘区。在过去，我们
单纯追求经济的繁荣而忽略了环保
的重要，以致给人们的生活和生存带
来了巨大的考验。如今，环保的理念
已经深深耕织在神东人的心底，他们
把绿色的发展理念作为企业的毕生
追求，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为
我们创造了坳坳深色的绿意。

在巴图塔沙柳林基地，在包勒高
水库，这些曾是毛乌素沙地五大风口
的地方，绿色的蔓延，水色的波光潋
滟，让我们久久难忘。沿着成行的樟
子松、侧柏、山杏、沙棘行进，我的思
绪 不 禁 回 到 了 1985 年 ，神 东 人 在
103 平方公里黄沙肆虐中，他们栽下

绿色，让绿色像路一样生长，一直来到
21 世纪的今天。空气中飘溢着山杏、
沙棘果、文冠果、樱桃的芬芳，让人沉
醉。这里的植被是丰富茂盛的。绿色
不仅覆盖了我的眼帘，也种满了我的
心田。脚下走过的土地曾是沉陷区，
最开始治理的时候，只有 16种零零星
星的植被，但逐渐品种丰富了起来，如
今我们看到的是100多种植被构成的
绿意荡漾。勤劳伟大的神东人以沙子
拌饭，以汗水为雨，以智慧为戟，最终
谱写了三圈水的沙海沧桑。

来到这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
复。我能感觉到绿色在生长，我能感
觉到植物们的根系紧紧地握住土地，
像神东人坚忍的意志和对这片土地
毫无保留的热爱深深地扎根于他们
的青春和梦想深处。我感觉到人的
气息和自然的气息交织在一起，他们
并不冲突，而是构成了和煦的微风，
轻轻吹拂着万物。

碧波荡漾，微风轻拂。我的心情
是疏朗的。远处，经济的齿轮随着一
列列满载着煤炭的重载列车高速旋
转着，我看不到煤尘，看不到污染。

置身于这片土地，我仿佛听见了
柿子、黄瓜等经济作物的欢声笑语，
我仿佛看见安静的绿色植物在行进。

林海涌动，绿涛声声，在新生的
朝阳将最美的辉光洒向大地的那一
刻，我看到神东人的身影已经在绿海
中影影绰绰⋯⋯

煤海绿涛

且听风吟

塞外秋色 张德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