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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国

一种祈愿

苏尼特草原
连绵起伏，雄鹰
没有俯视苍穹
清风吹动干燥的皮肤
花白云朵随风畅游

筋斗一跃
驾浓云沉降
枯黄小草顷刻
饱吸甘露绿遍眼目

这是一种祈愿呵
星星点点的牛羊，用干涩的牙齿
揪扯
沙粒下已渐枯萎的植物

车过苏尼特

一闪即逝的风景
望不到尽头
油画上涂满浑黄
似有无言的梦语

草场，盛满太阳的热情
云朵，却驾驭不住雨露
任滚烫的风
吸起土壤下的炽热

七下八上的季节
夕阳下的牛羊
拖着瘪塌的肚皮
蹒跚，彷徨

过云雨

噼噼啪啪
豆大雨点砸在头上
冰凉舒爽
未及躲避，天空
亮出一道裂痕，气流凝固了

厚重的卷帘
铺在天空，云影绰约
像个懒汉
脚一蹬，帘子踹开个边
伸了下胳膊，碰翻了杯底水
只洒在草地
巴掌大的一角

它要是撞翻一个浴缸
哪怕是一盆子水
该是多好
近乎焦灼的苏尼特草原呵
会有遍地手臂
拥抱你
还有那沉睡的花仙子
指不定感动的
嫁给你

白音锡勒草原

绿色围拥着白音锡勒
马兰花、黄花唯留鲜绿
羊群摇甩肥硕的尾巴
垂头聚首
偶尔哞哞的黄牛
回头舔舐一下肩胛，漫步葱

郁遍野

草香弥漫

围栏沿着绿色延伸天际
越野车穿过茫茫绿原
冲进院子
呼勒尔图跳下车
一团赤红映射出太阳的耀眼

手扒肉奶食果条盛满桌
胸中迸涌激荡的豪情
舒朗的语气像自家草场上
撒欢的牛羊

奶茶溢出甜香的味道时
乌兰图娅唱起动情的歌

套马

呼隆隆，一大片云朵
从天泻落
那是洪水般的骏马
自山顶涌下
一抹红晕，闪动在
疾动的云彩边

套马杆在红衣汉子腋下
微擎，不给奔流多余企图
执念，一个方向
跃过公路，踏过草地
哗啦啦，蹄溅尘飞

巴雅尔猛勒马头
追寻扬起的尘土，倏忽间
马背上火光一闪，红色流星

跃上山顶
踽踽望向四野
觅那贪食忘归的马儿

夕阳染红草原
成群的喜鹊乘着夕照滑来
眨眼间排在电线上
像黑笔写出长长的等号
安静地凝视
山顶的牧人

草场，盛满太阳的热情
（组诗）

□安宁

在夏日的呼伦贝尔草原上，常常会有一场急雨冲
刷大地。

太阳还高悬在天上，大片大片的云朵也在肆意
游走，大雨却突然而至。在天空的一个角落，厚重的
乌云下面，形成一个奇特的雨柱，仿佛天空被谁无意
中戳了一个大洞，汪洋大海瞬间倾泻而下，重重地砸
在草原上。牛羊马匹顺遂地接纳着瞬息万变的草
原，不去逃避，也无处躲藏，在空旷的大地上，低头承
受着这一场夏日的突袭。俯首是它们在大地上永恒
的姿态。

好在，草原上的风雨总是稍纵即逝。不过半个时
辰，一切倏然停止。雨后的草原，仿若从大地母亲的
子宫里刚刚诞生的婴儿，散发着迷人的芳香。每一寸
土地，每一株野草，每一条河流，每一处纹理，每一丝
褶皱，都闪烁着恒久的生命之光。所有的喧哗忽然消
失，只剩这片温柔起伏的草原，用无与伦比的美，将途
经此地的人们，瞬间击中。

想起黎明时分看到的太阳，在晨露悄然沐浴整个
草原的一刻，在短短的几分钟里，从大地母体中剥离，
用尽全身的气力，从地平线上一跃而出。我站在湿漉
漉的草地上，眼眶有些潮湿。“大地的子宫”，我第一次
体会到这个词语蕴含的深情。某一天，当我即将离开
这个世界，我一定不会难过。因为，我只是重新回到
了大地的子宫里。我将在这里安眠，化为泥土，孕育
花草，生生不息。

午后从海拉尔市区返回草原的路上，看到起伏的
山脊上，与云朵相连的最高处，一头奶牛现出诗人般
的忧伤，它背对着我，深情地眺望着远方。远
方有什么呢？它或许想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那里的山坡，尝尝那里的水草，听听那里的虫
鸣。可是最终，它什么也没有做，只以永恒的
俯视大地的姿态站立着。那犹如神祗的身
影，向着泥土，深深地扎下根去。于是一头

牛，与成千上万头牛，相连在这片丰美的大地上，并成
为大地的一个部分，生机勃勃又永生不息的部分。

秋天尚未抵达，但呼伦贝尔草原已经将行人打包，
丢上朝着深秋疾驰的列车。人坐在窗户旁边，看着飞
快后退的树木，在冷嗖嗖的风里瑟瑟发抖，忍不住也裹
紧衣服。好像，列车即将抵达的，是大雪封门的深冬。
伊敏河的上空，正有成群的水鸟，自由地翱翔。隔着车
窗，我听不到激越的歌声，却被它们直冲云霄或俯击水
面时的凌厉身姿深深地打动。

每日浩浩荡荡吹过的大风，从未改变过一株草弯向
大地的深情的姿态，或者一只鹰击破长空的壮志豪情。
旅者如果抵达这片呼伦贝尔草原，一定会被它的美丽、
苍茫、辽阔深深地吸引，会想化作骏马驰骋的道路旁一
朵悄然绽放的野花，一只在草叶上栖息静默的飞虫，一
头蹲在高高的草垛上荒废漫长午后的山羊。

黄昏时分，大地湿漉漉的，露水沾满每一株植物；晚
霞温柔地洒下来，每一片草茎上便顶着一个晶莹剔透的
王国。鸟儿归巢，牛羊回家，只有骏马，仍在尽情地享受
这稍纵即逝的美好片刻，沐浴在流光溢彩的金色河流
中，低头享用着自然的恩赐。我在草地上站立片刻，凉
意沿着脚踝蜿蜒而上，那一瞬间，我仿佛重新成为一个
胎儿，躺在母亲的子宫里，被温柔地包裹。

当夜色降临草原，路灯次第亮起。这是现代文明
对草原的进驻，从前，这个明珠一样的草原小镇没有
一盏路灯，夜晚便只有墨汁一样浓郁的黑，大地仿佛
陷入永恒的沉睡。

就在这照亮草原的灯光中，我与童年时的萤火虫不
期而遇。它们穿过二三十年的漫长光阴，突然来到我面
前。我从未想到它们如此热爱光明，它们已经携带了灯
盏，却依然向着更明亮的地方飞去。

我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抬头看了许久，直到露
水浸湿了鞋子，才唤女儿阿尔姗娜回去睡觉。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喜欢灯光？”阿尔姗
娜问我。

“因为它们一生向往光明。”我温柔地回
她。

丰美大地
□漠耕

乌拉山镇的清晨，总是沉
浸在欢悦喧闹的鸟声中。鸟声
清幽繁复，自街衢、柳林、屋顶、
线缆上穿窗入户，送来舒心惬
意的清韵。乌梁素海的鸟儿已
把城区上空与城中绿地拓展为
自己的活动范围，鸟声明显比
前几年驳杂且动听。鸟影往复
飞掠，演绎出生机勃勃地忙碌
状态。忙着繁育后代的鸟儿，
拼力释放着野性的原力，恋爱、
结巢、育儿、觅食，在本能的生
息中，追逐着爱的光芒。晨练
的人们，润沐在这悦耳的鸟声
中，开启了一天的生活序章。

沿退水渠河岸迤逦向北，
河柳的柔条撩动水面縠纹，抚
弄出鱼鳞般的波光。家雀们自
在优雅地串起柳林间的音线，
恰自吟喉出，韵谐绿歌来。柳
丝垂绦，逗引河岸蜂蝶蜉蝣嘤
嘤乱飞，贴水戏縠。抬眼望，乌
梁素海湖水辽阔澄蓝，海天一
色，明净如洗，星布着广袤碧绿
的苇甸。湖面横波隐鱼，野凫
藏苇，晶莹的湖光与疾飞的海
鸥随风翻飞，摇曳成趣。白鹳、
朱鹮、白鹭等“国宝级”大鸟，挺
着胸脯伫立在苇汀之间，舒展
双翅，梳理着“大氅”，傲气十足
地睨视水里的鱼虾吐出的气
泡，聆听苇丛的叽咕鸟语，气度
从容悠闲。

乌拉山下，万物葳蕤漫发，
气息含蓄深情，暄软的土地催
发着蓬勃的生长之力。田野拔
背似的向上生长，泥土与嘉禾
弥散着香气。布谷鸟有节奏地
啼叫着，声声若鼓。应着季节
的召唤，土地以本能的宽厚与
深沉，哺育着万物的生机与繁
荣，将自然之华与造物之奇，谱
写于土地温情之上，涵养于生
命荣华的图景之中。

驱车沿着黄河侧畔的公路
向临河进发，满眼平畴连绵不
绝，阴山铁青的臂展围拢着绿
野的丰饶。一路上，荒野和田
畴交错杂陈，绿树与云影参差
覆盖。小麦、玉米、葵花、蜜瓜、
枸杞、番茄……一方方七色锦
缎，连缀成多彩画卷。黄河明
波如练，苍溟处，鸥鹭顾影，鱼
虾隐波，鸿雁恋侣，赤鸭唤雏。
在这方原野和河流的滋养下，
大地焕发出奇异的灵光和无尽
的浩荡之气。

站立三盛公水利枢纽的拦
河闸坝上，远眺黄河南来之水，
瞩望高天云影苍茫之象，似乎
当年那种豪迈气势，与黄河同
时奔来眼底。

回眸北望，河套平原葱茏
郁秀，畦田碧野晶莹剔透。百
草滋荣而丰蕤繁茂，庶野含华
而溢彩流金。黄河水温润而又
深情地穿越河渠沟叉，输布到
八百里河套的每一寸膏腴之
地。三盛公水利枢纽，臂展三
百零九米，岿然屹立黄河六十
多载，战流凌，避洪峰，调水量，
灌农田，锁住了黄河桀骜不羁
的奔腾气势，凝聚了各族人民
共筑中国梦的精神内驱力。

九曲黄河天上来，远望母
亲河，顷刻让人激情澎湃。如
丝绸，如锦带，如飞天，如苍龙，
携带远古文明气息，激荡诗仙
生命意象，刻印黄河文化熠熠
沧桑，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演进
脉络和深厚底蕴。

泥土铸成坚韧的品格，河
水浇灌多情的魂魄。总干精
神，已经融入了河套人民的精
神血脉，成为河套文化不朽的
精神底色和地域标高。

乌兰布和沙漠意为红色公
牛，狂野和粗莽造成了它曾经
的贫瘠与荒漠。乌兰布和沙漠
于数千年前也是“千里沃野，阡
陌纵横”“人民炽盛，牛马布
野”的膏腴之地。后因气候原
因和黄河变迁植被受损，逐渐
沙化。宋代王延德著文记载：

“沙深三尺，马不能骑，行人皆
乘骆驼”，写出了乌兰布和沙漠
风沙肆虐的历史样貌。

而今满眼的嘉禾绿植铺展
在沙地之中，大片艺术化的“有
机草田园巨幅油画”释放着现
代农业的创意，在现代化的种
植管理技术的经营下，沙漠蓦
然生出无限温情，焕发出蓬勃
的生机。梭梭林覆盖瀚海，甘
草丛铺满沙野，滴灌输布着晶
莹水滴，肉苁蓉、黑枸杞、沙冬
青、黑沙蒿、白刺等植物散落
沙地，各自兀立，昭示着沙漠生
态不断恢复的气象。磴口北部
垦区大片的葡萄林，在沙海中
展现出绿意葱茏的景象。穿沙
公路网状交错，美丽的纳林湖
安卧其间。澄净的湖水浸养着
棋盘式的青绿芦苇荡，欢腾的
鸟语渲染了湖水的灵秀，回荡
着“天蓝蓝，草绿绿”的诗意情
怀。生态恢复让乌兰布和沙漠
独占天时地利，百湖之乡，声名
远播。湖水与沙漠交织的广袤
地域，田畴叠碧，沙海流金，暖
日生烟，牧歌飘荡，风光旖旎。

乌加河无疑是后套平原上
最富生机的动脉。这条大河曾
经是黄河故道，史称北河。上

世纪七十年代经过改造治理，
乌加河成为河套盐碱地排水的
总排干沟。如今的乌加河，担
负起灌溉、排涝和向乌梁素海
补水的重任。这是一条生态河
和民生河，也是一条文化河，承
载了河套人民丰硕的创业记忆
和奋斗历程，也凝聚了河套文
化的精神内涵。

晨光初照乌加河，河面金
光映波，流光溢彩。河水无澜，
静流无言。两岸杨柳婆娑，岸
下田畴参差错落，纵横杂排如
棋盘。其间赤橙黄绿嘉禾交
织，如彩衣，如虹霓，生气盎然，
妩媚多情。渠林路田密匝排
列 ，影 影 绰 绰 延 伸 到 阴 山 脚
下。光影浮动，风吹禾香。麦
田黄绿，穗大芒硬，颗粒饱满，
丰收在望。其下鹧鸪抒情，布
谷添韵，蝉鸣蛙鼓，续断频传，
怡人心扉。再望蜜瓜璨金，香
氛 袭 人 。 车 流 穿 梭 ，商 客 载
奔。泥土吸饱了河水的恩泽，
绿禾承载了阳光的滋养。纵目
后套平原，充盈着勃勃生机，满
溢着泥土的沁香，流淌着闪光
的诗意。

公田村是后套平原上颇具
盛名的现代花园式农庄，集田
园诗意、花园格局、文化撷萃、
历史博览为一体，享有“中国最
美休闲乡村”的美誉。公田村饱
含着后套人民穿越历史风烟、不
断奋斗创造生活的精神缩影。
漫步公田村，宽大的广场清流环
绕，池中荷花亭亭玉立，休闲健
身设施齐全。三五成群的村民，
汇集广场，悠游期间，尽享落日
余晖下的田园美景。

“公田村农耕博物馆”展示
了许多农耕工具与生活什物。
每一样都承载着后套农业不平
凡的发展历程和勤劳苦干的印
记。如，马犁、石磨、泥瓦匠工
具、柳编工具、做鞋工具等，每
一样都沾着泥土的芬芳，闪烁
着农民的劳动智慧。泥土在这
些农具、炊具、交通工具、生活
什物上散发着朴实的农家情怀
和乡村记忆。

穿过广阔碧绿的田野，来
到苏独仑农场。这是一座乌加
河下游的集体化农场，有十一
个分场。农场九万亩农田，以
种植玉米、葵花、小麦为主。走
入农场养殖能手杨永强的农家
小院，耕机挂载机具，枕戈待
发。院子里家禽麋集，肥猪踞
圈，花鲜菜绿。家中窗明几净，
家设锃亮，幸福祥和，生气蒸
蒸。一桌子自家种养的瓜菜和
肉食热腾腾地上桌，显示了主
人好客的热情和精心准备的诚
意。品尝菜品，鲜香地道的河
套风味穿透喉舌，滋润胃肠，勾
起馋虫。农家生活的安逸幸福
由此足见一斑。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
家 。 绿 树 村 边 合 ，青 山 郭 外
斜。”孟浩然的诗句清新脱俗，
今日把酒话桑麻，竟然与千年
前诗人的情趣如此契合。别过
杨永强家，踏上返程的路途，眼
前依旧是泥土的生机和绿色的
诗意。后套平原在正午的阳光
下散发的骄人的光辉，河流，山
川，原野，田畴，湖泽，道路，都
在诉说着一个沉甸甸的思想：
山岳有饶，然后百姓赡焉；河海
有润，然后民取足焉。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保护和
发展，一定会使人民生活更加
幸福兴旺。

□张锦贻

一个人的养老院。这个名称是我自己杜撰的。
想来想去，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名称了。

因为，这个养老院，只有一个院长，没有任何副职
和工作人员，体制单纯，人员简单，职责明确，办事清
明。

有意思的是，住在这个养老院的老年人也只有一
个人，没有任何陪伴，但是，这个养老院里，卧
舍、书斋、活动室、客厅、厨房、洗漱间、厕所，
设备齐全，设施完善，作为养老场所，可以说
是无可挑剔。

只是，实际工作并没有那么简单。老年
人需要优质的饮食调养，养老院需要组织适
宜的活动，日常生活需要保证必要的医疗，还
有一些家常琐碎，诸如问寒问暖、洗澡洗衣、
搀扶搀持等等，一个养老院的事务是做不完
的。院长不是孙悟空，不会分身法，不会七十
二变，又没有三头六臂、百脚千手，即使只有
一个人入住，又怎么应付得了。好在这位养
老院院长，能够开动脑筋、想出办法、采取措
施。院长发布通告，入住的老年人的子女，即
是这所养老院当然的院务工作人员、必然的
家属团成员。入住的老年人的亲朋好友，则
全部是这所养老院的志愿者，召之即来，唤之
即到。院长并向小区所聘的物业单位、所属
的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社区医疗机构发出通
报：凡是这所养老院召来的 120 救护车、
110 警车，都得快速放行和及时护航。这项
工作，是从保护、尊重老年人的利益出发，是
以人民为中心的。

一个人当院长，一个人入住，看似冷冷清
清，工作却开展得有条有理、齐齐整整，每一
件事都做得有板有眼、红红火火。这不是嘴上
说，而是实地考察所见所得。清晨起床，洗漱
完毕，即用早餐：一小碗芸豆糯米粥，一颗鸡蛋，一小碟
酱菜。两小时后烧开水，冲马来西亚白咖啡，吃一块巧
克力糖、一块小点心。中午，用电饭煲焖米饭，再分别
蒸热红烧肉和素菜，并视需要煮一小碗西红柿汤或紫
菜汤。下午时，吃一个橘子或一些葡萄。晚饭是芝麻
酱拌面条，煮面条时同时煮一些白菜丝，或者炒一颗鸡
蛋。晚上临睡时看情况，喝几口牛奶，或者喝一小杯红
糖水，或者喝几口白开水。虽然每天的食谱并不一样，
大同小异，形成一种规律，日复一日，虽然没有人到时
摁电铃和呼喊，也没有人在墙上贴布告和通知，说是条
件反射也好，是习惯成自然也好，这样的生活节奏就成
了定局。饮食安排好了，时间分割得很明朗，入住老人
定时的读书写作、定规的散步活动也就有了保证，其他
如看报纸、看电视、看网络，悉听自便。

那么，那炖得很酥烂、很入味的红烧肉，那新鲜得
透着清香、碧绿得看着诱人的素菜，是天上掉下来
的？还是地上长出来的？当然都不是。那是入住老

人的儿子双休日做好了送过来的。至于那喝着香喷
喷、可以开胃、能够提神的白咖啡，那吃着糯软、容易
入口、便于随食的南味点心，难道是专人从京沪采
购？还是专机专送？当然都不是。那是老人儿媳在
手机上动动手指，从网上购买的。那些适合老年人食
用的红红绿绿的水果、甜甜蜜蜜的零食，又正是孙子
孙女用大人们给的零用钱去买来的。在当今当下的
现实生活中，入住老人想吃什么就能买到什么。在这
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里，人们的衣食住行真是太

方便了。老年人自然也就随之得福。
从单纯的养老角度来说，安排好日常生活、

调整好吃喝休娱是最重要的事。老人身体好
了，开心开怀，一顺百顺，向前向未来。养老院
也就工作得好，高兴高调，和顺和气。一个人带
动了整个家庭，激励着整个家族，老人快乐，儿
孙快乐；老人健康，儿孙健康。这个养老院里，
无论是儿子儿媳来了，还是孙女孙子来了，总是
充满了爽朗的笑声，总是流淌着深挚的情意，总
是洋溢着炽烈的乐趣。快乐——健康——更快
乐——更健康。那笑声，是发自内心的、由衷
的、自然的笑声；那健康，是天时、地利、人和而
生发的健康。笑声，是生命中健康乐章的序曲；
健康，是生活中欢笑歌唱的结尾；伴奏的和声是
周围民众的柔柔和和的回应。

需要注意的是，老年人的生活绝不只是吃
吃喝喝、安安逸逸就行了。他们也有自己的思
索思考、追忆追求。这所养老院的这位老者，
毕生从事文学研究和创作，她撰写、创作、主
编、出版了几十本书，她的论文、作品曾被收入
各种版本的经典书卷。如今的她，仍然文思汹
涌、灵感骤至。因此，她的读书、写作，并没有
因年龄的增长而停止。何况，她是一个不甘落
后的人，在新世纪初已经学会了用电脑写作。
儿子为她买来了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放在
书房随她使用；写完文稿也便于修改，便于发
给报刊编辑，便于保存。这几年，大家又都弄

起了微信，儿子又为她换了新型的智能手机，她也学
着与朋友们语音联系、视频通话。她自己呢，听听、
读读、写写，不脱离现实，不疏远文学界，不隔开读
者，始终与朋友们一起，扎根生活土壤，真实地、艺术
地反映这个新的时代，真切地、审美地描述即将到来
的全新的未来。养老院里虽然只有一个人，却真正
是心怀祖国、胸有全球。疫情期间，宅在家里，也不
影响她了解国内外大事，拦不住她紧跟时代、紧跟党
的步伐。

这所一个人的养老院，因为一切都由一个人策
划、决定，又由一个人实施、享用，一切都顺风顺水，一
切都如意如愿，实实在在，这是养老的好去处。

其实，一个人的养老院，就是老伴先行离去后孤
身老者的养老院。一个人不在了，另一个人，悲哀之
中还得坚强，悲伤之后仍须坚定。这就需要一方自在
之地、一个宽慰之所。于是就住进这个清心、静心、暖
心的地方，住在这一个人的养老院。

一
个
人
的
养
老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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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梓翔

至清水河县老牛湾镇，放
眼四望，山峦连绵、丘陵起伏、
梯田错落、沟壑纵横，目之所及
皆为沧桑、古朴、壮美、雄浑的
黄土高原之景象。古老黄河如
同一条玉带缠绕在群山腰间，
又如一条巨龙在峡谷中时隐时
现。

当地民间流传谚语：“九
曲黄河十八弯，神牛开河单台
子，明灯一亮受惊吓，转身犁出
个老牛湾。”老牛湾，长城与黄
河握手的地方。

游老牛湾，莫过于一路让
我们洞见不一样的风景，遇见
一群有趣的人和经历一些有趣
的事。

次日清晨，天刚刚亮，我们
便踏上了崎岖山路，径直向黄
河边走去。老牛湾的早晨是迷
人的，阳光铺盖在整个村庄、古
堡和崖壁上，河水也倒映着初
升的太阳，一切都是辉煌的金
色。大约半小时之后来到河
边，一条小铁船停靠在河边。
一捧黄河水，抓一把细沙，看绵
绵的细沙在指缝间一点点地流
去，细数时光在不经意间一点
点流逝。

站在神牛山庄，
远观黄河两岸的山
西省和内蒙古自治
区，景色自然，风光
无限。一条很宽的

阶道通向高高的山顶，东方渐
渐露出一抹微光，晨曦中见陡
崖绝壁划出一道弧形，前端伸
入水中形成一个水湾，陡峭的
河岸壁立如削，崖顶上就是老
牛湾城堡，随着朝阳不断的升
高，阳光为老牛湾的山峦、河谷
披上一层红色的光，温柔了岁
月，惊艳了时光。

而后，我们乘坐快艇体验
了老牛湾景区的水上项目。在
快艇上，我们尽情饱览老牛湾
全貌。在黄河峡谷周游一遭。
船在离万家寨大坝不远处掉头
返航，在掉头处近观雄伟的万
家寨大坝和晋蒙互通的铁索
桥，叹为观止。

乘船归来顺着路走，不一
会就到了老牛湾堡。这里一切
都是原生态的，几乎没有现代
的气息，静谧的村庄依旧保留
着原始古老的风貌。四方形的
望河楼，一些空洞洞的窑洞和
耸立的烽火台，令人唏嘘，古堡
残垣今犹在，往事如烟化尘埃。

绕村漫步，景色宜
人。一座座民居院落错
落有致，古村建筑依山就
势，环绕古堡而建，村里
的房舍从山顶一直铺陈
到岸边，堡内废弃的客

店、货栈、酒肆、戏台、庙宇一
应俱全，间杂着清新碧绿的老
榆树、香气芬芳的紫丁香、随
风摇曳的粉海棠。所有建筑
就地取材，全部用当地的石
头、石片堆砌而成，民居古院
造型各异，石墙、石院、石碾、
石磨随处可见，这些特色浓郁
的民居，少部分被开辟成画
廊、农家大院，而大部分早已
荒芜，海棠、丁香、榆树、野草
成为了残垣的主人。

同行的一路人悠然自得地
徜徉在村间小路之上，时而闭
目，沉醉于这特有的天籁般的
沉寂，温暖的阳光、呢喃的石
屋、吟唱的河水……在这里，远
离喧嚣繁华的都市，你可以尽
情的呼喊，远离尘世间的一切
烦恼；这里是令人羡慕的世外
田园，你可以领略“采菊东篱，
悠然南山”的意境。

就那样静静地躺着，静静
的村子，静静的山谷，静静的
心。那一刻我的心灵是那么松
弛宁静，仿佛山外的那个世界
早已经不复存在，仿佛已融化
于天地之间。

夕阳西下远望黄河水，此
处便是黄河入晋的地方。借着
余晖，我们开始慢慢往窑洞客
栈赶。晚餐，吃的是当地一些
家常饭，和同行队友畅饮了两
杯，聊了好久，听着他们的故
事，不乏精彩。晚饭后回到了
四人合住的热炕上，瞬间拉回
了小时候那种久违的亲切感。

游老牛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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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秋色 李昊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