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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片土地上

□董一鸣

没有什么比
生你养你的地方，更值得歌唱

当辽阔打开了视野
当梦想奔跑于征途
在这片土地上
我看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照耀着青山绿水的家园

有归流河水
穿过那幢古朴的红色小楼
1947，来自延安的红色电波
穿越时空，如蔚蓝的苍穹
跳动，成为北疆生生不息的脉搏

有洮儿河水浩浩汤汤在茫茫兴安岭
科尔沁丰美的草原，在本草纲目里
养育着百草百鸟万亩金色麦浪
还有，那来自遥远的奔赴未来的希望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本土的
又是四面八方的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多彩的
恰如百花争艳
在兴安岭与山盟
与水盟，与兴安盟

在新年到来之际
向祖国盟誓
成就时代的荣光

乌兰毛都的新生

□刀客

我是一匹马的时候，孤单
牵引着雁阵。乌兰河
与杭盖说它的曲折
每一根苜蓿草，尖顶
长调。我有不可驯服的
背影，与落日的垂暮对峙

索伦河谷必须忍住
十万零一次的痉挛

闪电从呼麦的前奏里
抽出穗芽，撕破的喜悦
被鸿雁一声一声
喊出来。风的方向
掠夺冰雪的傲骨

我是一群马的时候
薄雾的祭祀和破晓一起阵痛
宿醉的黄昏，已被黎明洗礼
塔娜、其其格
毕力格……这些被太阳
叫响的名字，将牧歌
从乌兰毛都心坎上
连根拔起。他们用追逐
为敖门台河命名，为蜂群
暗示油菜花的芳菲
也为忍辱负重的星辰
加冕

今晚，我用摧枯拉朽的笳角
相遇的每一株
萨日朗花，都将浴火重生

人迹罕至的山谷

□樵夫

草木葱茏，一些
生命覆盖住另一些生命
从不脱去自然的本色
鸟鸣不会被打扰
山风祥和像一个老人
那条从人间流过的河流
深入山谷，不再需要自己的名字
连水声都坦然、平静，不饰喧哗
飞翔的鹰，在高处
安顿好自己的英姿
它缓慢地盘旋
提升着山谷的高度
那些野草和树木是哲学的
坚硬的石头也很哲学
它们接受风雨
接受每一道闪电的靠近
把生存变成无声的茂盛
从不抱怨上苍的安排
在山谷，一切都相安无恙
好像从没被人张望过一样
不曾有怨恨，不曾有不公
不曾有无助的哭泣和叹息
甚至连那个怀念山谷的人

用尽所有的词汇和方程式
都无法说出万物丛生的秘密

绰尔河

□阿·赛音朝克图（苏布道 译）

你那清澈的水
是我胸膛里的火焰
在彼此燃烧中
我们的灵肉相互贴紧

随着幽幽的流水
我们和季节一同迁徙
你用绵绵细沙洒满坚硬的岁月
为我的行走铺设最柔软的时光

旷野变幻，你怀抱里的爱
却温暖如初
就像巴特尔放牧归来
蒙古包里的炊烟袅袅升起

你奔跑于莽野之上
如一根旋律铿锵的琴弦
在风雪之间
在白鹳与骏马之间
汹涌着澎湃着

你高举着真理的曙光
用无私的热爱
滋养绰源、火燎沟
柴河、文得根、嫩江
你冲破数百公里的千险万阻
给一万多平方公里的万物
带来了生生不息的希望

策马奔驰的扎赉特儿女
就这么日夜守护着
你那川流不息的历史
你就是那
滋养每一枚星辰的甘泉
每日每夜，在故乡的旷野里
浇灌着幸福与传奇

白色的草原

□徐艳君

草原是草的，也是雪的

风是始作俑者
它会适时地送来春天的消息
也会送来一封素笺
雪是一声温暖的问候
抚慰或抚摸那些累坏了的草
它们供养牛羊、长调
和母亲的呼唤
它们需要养精蓄锐，需要
好好地睡上一觉

雪终于把草原清空
只留下炊烟、牧歌和一声
清脆的鞭响

站在四季末端，手握
这一张刚刚铺展的素笺
迟迟不能下笔
心有万马奔腾，正在
春天归来的路上

一路春风

□朱连升

站在草原的脊梁上
我就到了离天最近的地方
拽一朵白云
把天擦得瓦蓝

一路春风，十里
浩荡的绿色柔情，席卷
牧场，成群的牛羊
化身悠闲的精灵

在绿色的怀抱里放歌
刷屏了乌兰毛都
牧羊曲飞旋到
哪里，哪里就淬火丹心

除了草原，没有什么
能让我风雨无阻，金马鞍
驮着远古的梦，不再
与我擦肩而过

放 飞 兴 安 诗 歌 梦 想放 飞 兴 安 诗 歌 梦 想

且
听

风
吟

雪
山
碧
水

李
海
波

摄

□李晓

2023年的天幕，即将在浩荡长风中
缓缓退下。在这一年时间的嘀嗒声中，
光阴把我从此岸渡到彼岸，难舍之中，我
再一次凝望镌刻在天幕上的字眼，它是
时间这个仁慈的长者，赐予我在生命长
卷中的词语。这些字眼，也是时间凝固成
的浮雕。

树木滋养。我喜欢树，树像亲人一样
伴随着我们的生命。河流是大地的血管，
树就是大地的经脉。树木，也供养着与它
有缘之人的人生。2023年，我去看望离
城120多公里的一棵古水杉树，它被称为

“水杉王”。这棵水杉通直挺拔，高耸入
云，树高35.4米，胸径2.48米，冠幅22米，
树龄 600 余年，被誉为世界水杉的“母
树”。正值盛夏，我望着这棵古树，向它虔
诚地鞠上一躬。秋天，我在齐鲁大地云
游。去曲阜孔庙的那天下午，阳光如瀑从
湛蓝天空倾泻而下，落在庞大的古树群
里，似蝶翼般的枝叶于风中曼舞，恍若宽

袍大袖的孔子师徒从云中翩然而落。孔
庙里的树，可谓一个古树的大家族。其中
一棵 2500多年的桧柏，据传是孔子亲手
栽植。在明朝张岱的《陶庵梦忆》里，有关
于这棵古树的记载。这棵古树历尽劫难，
延绵不绝。

人间告别。2023年，有人流熙熙中
的相约聚会，也有揪心的告别。草木青青
的春日，82岁的岳母告别人世，得到消息
时，我正在故土高坡上沐浴暖暖春阳，披
在身上的温暖衣裳，感觉一刹那成了单薄
冰凉的冬衣。那一年，在乡镇工作的我，
与女友刚认识，遭到了她家亲友的反对。
递给我一把打开城门钥匙的人，就是这个
当年50岁出头的女人。她这样
鼓励自己的女儿：“我看这个青
年实在，妈支持你，今后就跟他
好好过日子吧。”后来，我同她的
女儿结了婚，婚后生活，有牙齿

与舌头的缠绵，更多的是烟火生活里世俗
的浸染。面对我这个连电灯泡都不会换
的男人，她默默操持着一个家，说不上过
上了当初许诺过的幸福日子，只是家人闲
坐时感到灯火可亲，我在异乡奔走时想念
着这一窗灯火。我感谢岳母。当她的灵
车回到故乡，我们特意安排绕城一周，魂
兮归来，这是她在大地之上最后的行程。
这一年我经历的人间告别，还有一个高中
同学，他刚满53岁，一场埋伏的疾病把他
从这个世界粗暴地带走了。我去病房看
望他时，他枯瘦的手布满输液的针眼，散
乱浑浊的目光已无法聚焦。当我离开病
房时，他突然叫出声“还要来看看我啊”。

一颗牙齿的脱落，枕边的一丝
头发，都是在告别。时光浩海
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悄悄
举行着时光的告别。有的告
别，是为了重逢，有的告别，成

了人世间的永别。2023年的这些告别，
让我更深地懂得，珍惜当下拥有，每一次
离开，都要好好说上一声“再见”。

阅读写作。人生一世，其实也是漫漫
心流汇聚而成的时间之河。我这个生性
笨拙的木讷之人，更多的时间，是去河流
之上那座百年老桥独坐，是在一条河流边
聆听潺潺流水声。属于我心流的幽静之
处，还是阅读与写作。写作是对时间的抵
抗，是对记忆的抢救。人活着，其实也是
和时间的对峙，但生命终究抵抗不赢无涯
的时间，只有与时间心平气和地妥协。因
为我们的精神无论怎样高昂、激情、奋进，
我们的身体终将会老去，灵魂终将会与肉
体拉开无法愈合的永恒距离。但灵魂闪
闪发亮的部分，可以通过文学的燃烧发出
来。这灵魂功课中的书写，让我消化着孤
独，承担着责任，洞悉着世界。

2023年的天幕之上，还有一些词语
也组成我这一年的生命词典：陪伴，运动，
远行，凝视，雷声，暴雨，大雾，霞光……当
我此后经年打开这一年的时间词典，苍茫
之中，依然有着浮雕一般的深刻。

2023 ，时 间 的 浮 雕

□阿古拉泰

兴安是红色的，兴安是绿色的，兴安
是多彩的，兴安又是充满诗情画意的。

在祖国亮丽北疆壮美的版图上，兴
安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高高的
兴安岭上。它的光荣与未来都饱含着
诗情。

新中国曙色熹微，第一缕阳光最早

照亮并拥抱了这片被长夜冻裂的黑土
地。人们怀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
限挚爱与赤诚，唱响了第一首嘹亮的《赞
歌》，唱红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这是新中国诞生之初，内蒙古诗人最激
情、最豪迈、最具时代感、最为恒久的情
感抒发。诗意兴安，由此发端。

进入新时代，兴安的诗歌山脉连绵
起伏，再度崛起。

太多太多的记忆，太多太多的深情

豪迈，太多太多的向往与梦想，一起涌入
诗人的笔端，激情涌动，奔流不息。怀抱
太阳的诗人们如科尔沁大地上的牧草青
禾，吸纳阳光，深入沃土，顺风成长，散发
着迷人的芳香。

放飞兴安诗歌梦想
眺望兴安诗歌远方
壮大兴安诗歌队伍
凝聚兴安诗歌力量
明媚兴安诗歌山水

深耕兴安诗歌土壤
播撒兴安诗歌稻谷
温暖兴安诗歌之乡
绵延兴安诗歌山脉
张开兴安诗歌翅膀
是宣言，是畅想，是召唤。兴安诗歌

还需助力，需要成长。再一次出发，但却
充满力量。岁末，选发部分兴安诗人的
激情之作，寄予了对祖国新年的祝福，亦
是擦亮北疆文化品牌的炽情抒发。

□□张志国

一

坝头，是观赏乌梁
素海的最好去处。一
湾水呈月牙形，坝头建
在月亮湾的中部，从这
里眺望，东西两面眼目
最宽。尽管视线受到
阻隔，难以望到边际。

我来坝头，已经是
第三回了。第一回是
受邀去坝湾途经这里，
初 次 听 到 坝 头 的 名
号。第二回是专程探访，为写一
篇《坝头纪行》的文章。这一回
也算专程，是想一睹近年乌梁素
海生态治理所发生的变化。

乌梁素海，蒙古语意为“红
柳湖”，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
湖。该湖原为黄河故道，是1850
年黄河主河道在河套地区南移
后形成的河迹湖。坝头是乌梁
素海渔场场部所在，基础设施比
较齐全，观湖设有专用的平台，
也有简易的望湖亭可以遮蔽风
雨。清晨观湖，须头一天住在镇
上，第二天起床天色微明，鱼肚
白从东方泛起，湖水平静，水面
跟青砖铺就的平地没有两样，沉
沉尚未睡醒的样子。雄鸡报晓，
鸣唱此起彼落，早起的鸟也啾啾
有声，在湖面飞鸣。仿佛一场大
戏开场前热场的锣鼓。印象中
乌梁素海的海鸟，在一整天的每
一个时辰，都在不间断地飞舞，
海鸟天生是水上的动物，从来
被誉为湖海的看门人。栖息的
也有，但鸟的类型与善飞的一群
似乎不同。乌梁素海鸟类甚多，
一两次观湖根本无法识别它
们。栖息的鸟是湖上一大景观，
黑黑或白白的小点点缀在湖中
浅水滩上，珍珠玛瑙一般。有的
则独立木桩或船帆，入定似的一
动不动。体形硕大的稀有鸟类
通常栖身在芦苇中，更不容易正
视。最常见不停在空中盘旋的
是长嘴灰白的海燕，体型小而翅
膀阔，飞翔轻松自在，姿态变化
万千，叫声往往连续不断，悦耳
动听。

湖中的芦苇在黎明时分模
糊一片，蓊蓊郁郁，犹如黑色的
纱帐，随着天光的充盈而渐显亮
色。芦苇荡看上去占据了湖面
的大半，因而绿色是白日湖景的
主色调。时至太阳升到中天，阳
光洒满湖面，湖水才露出它的真
容，湛蓝,深不可测,在光照下熠
熠生辉。

二

观湖亭的正前方是一片开
阔的水域，足有 2 公里见方，其
间不长一根杂草，周边的芦苇也
修剪得整齐。很显然，这是经过
人工整理打造的，是码头建设的
一部分。渔场场部管理码头及
水域，禁止渔民打鱼早已板上钉
钉。8点多钟，码头上开始有人
影晃动，不多时便有穿防护服的
一组人乘坐冲浪汽艇出海。宽
阔水域对面和左侧，都是畅通的
航道，开阔壮观，也是人工打造
而成。冲锋舟在水面滑翔，飞溅
起一路浪花。

上午在湖边逗留，却见两位
渔人发动了船只的马达，嗵嗵作
响，不时冒起团团烟雾。两人合
力将 10多条停泊在码头的渔船
链到一起，形成长长的一列，一
场拖船的湖上作业即将开始。
看出门道的人说这是要把船只
拖到另一个港湾，因为坝头码头
已明文规定不允许再搞打鱼作
业。随着领头船马达轰鸣，一列
船缓缓移动，偌大笨重的铁船在

水上飘移，似有四两
拨千斤之效，可见巧
用了水的浮力。借
水行水是渔人的祖
传技艺之一。但今
天的作业似乎有些
失算，当船靠近航道
之时，那船头的航向
却 怎 么 也 调 转 不
了。渔人使一根长
杆，使劲在船头插水
硬撑，最终也未能将
航向摆正。不得已
只好顺势又将一列
船倒转了一个大弯，
绕回原地重新启航。

中午时分，湖面风平浪静，
那片空阔水域又成了海鸟的世
界。这时我才细数了飞鸟的各
色翔姿，凌空飞翔的海燕自不必
说，令人想到高尔基散文诗里的
名句。鸳鸯戏水成双成对，半露
身子浮游，悠然自得，不时扎个
水猛，潜入水中一两分钟才又露
头。更有一种不知名的黑羽大
鸟，不时表演一段踩水杂技，两
脚轻快地在水上疾走，同时扑棱
扇动翅膀，仿佛神话中的“水上
漂”。捞鱼鹳捕鱼的姿势迅猛果
敢，猛然俯冲而下，尖嘴伸进湖
水啄食，连身子也半沉水中，但
瞬间又凌空高飞，翅羽不沾一滴
水珠。

时有风掠过湖面，带着凉
爽扑面而来，随风飘浮着淡淡
的海腥味。

三

相比之下，我的感觉是傍晚
时分的乌梁素海最为美妙。盛
夏天热，人们往往在这个时候来
到湖边纳凉。这时的湖面很像
一面巨大的明镜，明晃晃的，特
别耀眼。不多时，西下的太阳化
作一个丹红的圆球，夕阳的余晖
如金子一般洒向湖面，湖水与芦
苇被映照得五彩斑斓。此刻，是
即景拍照的绝好时机，西天的红
日与水中的倒影相呼应，艳丽无
比。三三两两的人影站立湖边，
逆着光照相便形成轮廓分明的剪
影，猛一看如雕塑一般。

站在望景亭上观赏乌梁素
海，隐隐约约可见北方远天的山
脉，那是色尔腾山的峰峦。湖的
月牙形似乎也更加轮廓分明，其
东北与大佘太毗邻，西南则延伸
西山咀卧羊台脚下。水域面积
293平方公里，但给人的观感却
是无边无际，体量无穷。这时不
经意间转身回望，渔场场部人居
小镇在夕阳余晖间亦生动多彩，
楚楚动人。抬眼远眺，却见雄伟
的乌拉山，峰峦间棱角分明，阴
阳抱合。这一段山脉由东向西
海拔渐渐下降，最西头的山咀已
是视线不能企及。

原来，这坝头是天然的一
块宝地，看得见水，望得见山，
叫人难忘乡愁。在返回住地的
途中，同行者一路说说笑笑。
顺便攀谈相问，来自呼和浩特
的几名游客，自说他们的父辈
曾在渔场工作生活。他们此次
来乌梁素海，是在踏寻父辈的
人生足迹。

一位名叫贾玉芹的七旬老
者，是 20世纪 60年代从河北唐
山而来，他把自己一生的聪明才
智奉献给渔场建设,退休以后坚
持锻炼身体，如今依然精神矍
铄。他告诉我一个健康长寿的
秘诀，就是天天诵读“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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