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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着陆，大地落满诗意

樱花开的时候
南山的鹤便苏醒过来
薄雾长出翅膀
一些枯木，也酝酿发芽的心事

月光铺满石阶
樱花簌簌，抒情

山盟海誓，有时
也是爱情的陷阱
一树粉红收起相思

樱花着陆，大地落满诗意
只留半朵在风中飘摇
落也不是，不落也不是

风的动作变得缓慢
一只鹤掠过樱花雨，飞向蔚蓝
留下一段旁白

一座城在一首诗里重生

一座城从来不解读一首诗的含义
就像一张白纸，怎么也不忍心说出
黑字的秘密

古老的乐曲，从空中飘过
这座城，就有了
丹凤展翅的欲望

当一座城从一首诗里走出
它会自带光芒

千锤百炼的美，有了新的寓意
每一个词语都藏有春天
每一种修辞，都带着香樟树的味道
每一处风景，都住在故乡人的眼睛里

一个叹词，牵引一座城的诗意
一次碧波荡漾
一次群山起舞
再一次，就把一朵朵菊花
搬到了秋风里

万物美好

一串一串雨滴，就像
天空伸向大地的手
不停地给大地铺地毯
铺一块蓝色，就是一片海
铺一块绿色，就是一片草原

水手和牧民是地毯上的繁花
都有芳香的属性
只是偶尔遭遇了沙尘，或者
被风吹得无法保持方正

所以，我一直坚信
自然有爱，人间美好

与一棵草重逢

不是所有的久别
都能以重逢
结尾

我的念念不忘
与一棵草的期盼，叠加

这棵草，藏起骨骼和肌肤的疼痛
再次以挺拔的姿态
迎接我

草原辽阔

我必须小心翼翼
迈出每一步

夜雨

连夜暴雨，涨满秋池
让归期遥遥无期，也让一座山
从唐朝穿越至今
直击每个人的心房

山间的雾，一再诉说离愁
西窗下的烛花长满思念
夜夜等待

一颗星辰，努力闪着
最后一点光
在黎明来临之前

一场重逢，就此上演

航程

一棵树牵手另一棵树，擎起天空
一株草，拉着另一株草
抱紧大地

迷路的雄鹰，已重新规划航程
风掠过它的翅膀
正铺展万水千山

空气纯净，野草芬芳
一只野兔说出狂奔后的心跳

村庄落入蝉鸣与蛙声
我所有的记忆都在桃园里奔走

万物美好
（组诗）

诗星
空

乡下的凉，清风悠悠，水烟渺渺，至
少积攒三百年幽幽光阴的堆积。

我住的这地方，从前是乡村，在城之
郊。虽然新辟了路，盖起了住宅小区。
夜晚，我在周边散步，依然能感受到三百
年的凉意。

说它有三百年的凉，是说这地方，三
百年前，乃至更久远的光阴深处，一直都
处于植物、庄稼笼罩和覆盖的清凉之中，
即使是开通了路，但走的人、过往的车辆
依然稀少，附近有林圃、菜地，分明潜伏
着一种驱之不散的凉意。

三百年的凉意，有多凉？就是相比较
附近不远处的路段，显得有一种特别的凉
意。这种凉，至少积聚了三百年。如果没
人打扰，它依然会一直茵茵凉下去。

这些由树木、庄稼、空气和水汽所裹
挟的凉意，是一直积聚的、天生的，先前
就有的凉。

住在附近的老金说他从前自城里返
家，回到出城九里路程的乡下，一段归
程，一层凉。有年夏天，城里炎热，夜归，
出了西门，感觉比城里凉快了许多，再走
一段路，又觉得比西门凉爽了不少，最后
回到被庄禾与一圈杨树所簇拥的家中，
习习凉风，悠悠吹着，身上的汗，不知不
觉就干了。

那些凉意驱之不散，至少集聚了三
百年。也难怪，在先前，甚至更久年份从
未开发的乡村处女地，无人打扰，连梦都
是清静和清凉的，现在有人走近，哪怕是
夏天的夜晚，仍会感觉到这三百年积攒
的凉意。

竹之凉。有竹子的地方很多，公园、
单位、小区里。然而，真正体验竹之凉，
还是我们从前睡过的竹床。

夏夜明月光，一床竹之凉。竹子的
凉，沁人肌肤，如老者温情地抚摸。人在
少年时，那些如萤火虫般忽明忽暗的梦
想，是由一张竹床承托的。竹床是一件
老旧的家具，每一根竹篾浸润得变红发
亮，是大汗淋漓，留在竹床上的包浆。那
个睡在竹床上的人可曾想到，它们曾经
是一群站风中、风姿绰约的竹子。

长大变粗了，篾匠师傅将它们置于
火上在烤，水分渐渐蒸发，一把锃亮的篾
刀，将它们一一破开、削平，就准备好了
做竹床的竹篾。

一群竹子在清风中摇曳，它们也许
曾想到过做一支行船时的竹篙，或者，做
一架登高的云梯，不曾想到被做成了一
张供人憩息的床。

宋代诗人蔡持正暑天躺在竹床上翻
书消夏，“纸屏瓦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
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酣然一觉后，听渔笛数声，莞然独笑。

夏天的夜晚，长江下游的天气闷热
难耐。置于一张竹床室外，人于露天而
眠。到了下半夜，一弯上弦月爬上中天，
风摇树梢，草尖生露，天地之间，渐渐有
了凉意。

我睡过的那张油亮的竹床，表面用
井水擦拭后，散发丝丝沁凉。有时候把
竹床搬到小河里去洗，那些清凉的水，从
竹篾的缝隙，汩汩而过。

竹床上凉意，是渐渐熨帖肌肤的，竹
篾通透，人躺在上面呼呼大睡。这样的
人生睡姿，有一种竹之凹凸、粗犷的风
格。一根竹子被劈开、展平，吐露天地之
间多少幽意。

荷之凉。我经常散步的郊野公园，
有一大片荷塘。每天围着荷塘转悠，清
风荷香，一阵阵远播近送，亭亭绿荷，见
之，让人心生静气。

清代李渔《闲情偶寄》中说：“荷花之
异馥，避暑而暑为之退，纳凉而凉逐之
生。”有荷花的地方，就有凉，荷面筯络清
晰，菰雨生凉。

那些因水而生的凉气，在亭亭荷叶
间积聚。一小片荷花，有一小片清凉；一
大片荷花，有一大片暗涌的清凉。这样
的凉，在暑天是难得的，令人神清气爽的
植物清凉，于根部丝丝缕缕地析出，虽然
看不见，但你真切感受到它的存在。

粥茶凉。伏天，乡人喜食糁儿粥。
糁儿粥，即大麦粥，午后煮后，将锅置水
盆中，待自然凉透，手捧一碗，佐一碟小
菜，咕噜有声地喝。凉透的糁儿粥，有麦
之清香，加之不薄不稠，苦夏口燥，喝上
一碗，既解饥又解渴，自生清凉。做糁儿
粥的方法很简单：剩饭用水煮沸，把事先
准备好的大麦粉清水搅拌成薄稀糊，倒
入锅中，一边倒，一边用勺子搅，搅匀后，
文火煮一会儿，一锅色泽呈棕褐色的糁
儿粥很快做成。

除了糁儿粥，饮大麦茶也很清凉。
大麦茶，顾名思义，就是用炒熟的大麦泡
茶。一小把大麦，放入杯中，沸水冲泡，
麦粒翻浮，饱吸水分后，沉于杯底，稍稍
静置，麦粒泛一层茶浆，轻轻摇晃，茶香
与茶泽，四散开来。旧年，乡下亲戚常送
来一小袋，后来去超市和粮店去买。超
市里的，包装精致，是用在小瓶装。粮店
里的粗犷一些，装在蛇皮编织袋里，可以
散称，价格低廉。每年伏天，我喜欢买一
些大麦粥回来泡饮。大麦茶经泡，泡上
三四遍后，麦香味道还在。大麦茶宜凉
喝，凉透的大麦茶喝起来清清凉凉的，大
白天，从毒日头下回到屋内，喝上一碗，
心神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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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审旗嘎鲁图镇，你若问吃饭
的地方，人们一定会说“畜牧局巷子某
某饭店”。因为这条巷子大家已经熟
悉不过。在这里共有三条有名的巷
子，当地人看来就像北京的南锣鼓巷、
东交民巷一样闻名。这三条巷子形状
就像杂技里的三人叠起踩肩样式，从
二马路到五马路，头脚相接，依次跨过
三马路、四马路。虽然依房而通的三
条巷子不在直南直北一条线，但也一
股轻风可直溜地从头吹到尾。在巷子
的叫法上是按照附近比较熟识的地方
或单位命名，当地人分别称这三条巷
依次为“一市场巷子”“社保局巷子”

“畜牧局巷子”。其实这些巷子都是有
名字的，只是不好记便被人遗忘了。
乌审旗人爱简单的生活，不想在这些
事上费脑子，咋简单咋好，于是在街道
的称呼上从南向北顺着从“一马路”叫
到“七马路”，很少有人知道“二马路”
是“锡尼路”，“四马路”叫“林荫路”。
市场也是按着建成的先后顺序习惯地
叫“一市场”“二市场”。长此以往这
些简单易记的叫法便改不过来了，就
像老人昵称孩子为“候小”，直到孩子
当了爷爷，这“候小”名字还伴着他。
因这几条巷子位置居中且传延人脉较
广，所以这里虽然交通拥堵条件尚简，
但光顾这里的人们还是拥挤擦撞，门
进户出。三条巷子彼此相接、大相径
庭、各有特色，相同的是百姓交往充满

着浓浓的人情味和烟火气。
一市场巷子建造的年头久远，两

边房屋很小距离很近路面很窄，车辆
很难进出。如果两辆车相遇便东西
靠墙南北相隔蠕动着艰难会车，两边
来往的人们便瞅着车里低骂几声，于
是交管便将此路设置为单向行驶。
20 世纪 90 年代，这里曾是当地经济
活泛地，巷子东边的一市场建在较高
的地上，东西北三面环房，只有南面
是开着的。三面的房屋都是商业用
途，卖着五金、布料各式货品，依铁皮
房墙坐着几个钉鞋老太，熟练地抽着
麻绳还不误和身边的同伴聊着熟悉
的事。市场西侧右拐便到了一市场
巷子，记忆里这里商业空前发达：有
眼镜店、饭店、门诊、理发馆、修理店、
裁缝部……印象最深的我的第一件
毛衣就是在这里机织的，红红的鸡心
领毛衣终于让我摆脱了老家带上来
的棉袄，冬天也终于不再臃肿无形；
临近南门靠东面的理发店印
象里一直就是老两口经营，
勤勤恳恳不善多言，直到我
工作从乡下调上来后还见年

迈的老人操持着这份旧业，我想不是
生活的原因而是事业的不舍；同学张
峰跟着高四去他哥在巷子里开的饭
馆蹭吃了一顿，回来告诉我那里有好
吃的小笼包，原来世界很大吃食也有
很多。现在的巷子里依然商业氛围
很浓，不同于大商场的高档，但自有
小巷子的活络：二元店、衣帽间、美容
院、小吃摊、白事全、手机铺，门前窗
后的店主隔空对话沸腾着小巷的生
机，在商业发达实体维艰的今天，也
难看出这里有萧条的迹象。

从一市场巷子向北跨过三马路，
径直与社保局巷子相通。这里建成稍
晚，所以路面宽敞了许多，两车出入不
甚太挤。一市场巷子里的建筑是普通
的小平房，这里则是楼与平房随意夹
杂但不显凌乱，因为农业局以前设在
这里，所以农药种子店是这里的特
色。遵循着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特
点，五花八门地排列着如十字绣、美

甲、服装、装裱这些平民价格但
实用的商铺，市民按照需要总
会自然想起这里是此类物品的
旺铺集中点。闲步街道，你总

会看到店主们在不忙的时候则会挪着
板凳躲着阴凉聊着闲话，临稍末尾一
家炒货店更是在时逢八节人头攒动，
炒香四溢。

巷子尽头就是四马路，当年我上
学时这里是最北的一条街，现在是南
北正中，前有一二三，北有五六七。社
保局巷口对过就是畜牧局巷子，房屋
有别不显规整，但别小瞧巷子的不起
眼，集聚了众口可调的美食佳肴。在
这里口味覆盖疆川陕蒙鲁，食材囊括
鸡鱼牛羊猪，做法包罗蒸炖烤烩煮。
可能你的味蕾要求复杂，在这里准能
找到你中意的美食。巷道里两排迎街
房屋大多饭店，门店不显高档，食客工
农兵学。每到饭点路两边密密匝匝挤
满了饭客的代步车辆。放眼巷道，有
急匆匆赶来填饥赴约的，有酒足饭饱
慢腾腾挪步的。进去的人相约着拉门
礼让，出来的红眉杠眼搀搂相拥，说着
客气的潮话，满足着当今的幸福，正如
社会上对美好生活的定位是“有吃有
喝有朋友，没病没灾没忧愁”。

城市的发展已经是高楼林立霓虹
闪烁，像这种小巷独立存在且人气很
旺确实不多见。在这里弥漫着岁月的
气息，穿行其中宛如时光的倒流。想
想生活中还是应该留一点朴素留一点
闲淡，让人们在喧嚣的世界里找寻到
岁月留下的些许痕迹，不经意间置换
来心底的浅浅一热。

一风淘尽三条巷一风淘尽三条巷
□□王向军王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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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凉记
□王太生

大漠孤烟，驼影悠悠，长河落日。美
丽的阿拉善盟属内陆高平原地区，地势
南高北低，沙漠戈壁相间，周围丘陵相
连，群山环抱。受大陆气团控制，遇西北
气流侵袭，形成了以山脉、沙漠、戈壁为
主的自然景致。阿拉善境内蜷卧大小三
处沙漠，沙海浩瀚无垠，丘峰连绵不绝。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的
边塞异境，为骆驼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一

阿拉善高原的早期先民，过着以游
牧为主的迁徙生活。逐草而居，逐水而
聚，有草场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足
迹。蒙古族牧民认为“五畜”俱全
是草原的福缘，骆驼作为重要的
运输工具，为牧民所敬重。为了
表示对这“天赐神物”的虔诚，骆
驼被授予“五畜之王”的名号。这

“天赐神物”也并非浪得虚名，它
全身汇聚十二生肖的特质，如鼠
耳、牛脊、虎爪、兔唇、龙颈、蛇眼、
马鬃、羊胸、猴峰、鸡凤、狗踵、猪
尾，又被唤作“全兽”。这般骄傲
的优良基因，被如此呆萌的动物
所独享，可见上苍对其偏爱有
加。牧民眼中，骆驼是灵性物种，
属于草原的孩子。荒野之中，骆
驼翘首巡视、缓行漫步，安心地咀
嚼着时光，悠闲地畅游领地，审视
这世间万物。

草场是牧民的命根子，恢复草场就是
为子孙续命。游牧民族的传统牧场，分
为春秋牧场、夏牧场与冬牧场。春秋牧
场与夏牧场往返迁徙，维续“五畜”的膘
肥体壮，满足草场休养生息。冬牧场是
越冬的根据地，既能控制“五畜”数量，还
能保障“五畜”安全。

牧民转场是一件大事，绝不是一次
美妙的远行，而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
艰辛漫长的征途上潜伏着未知。如今，
这幅画卷也只能在记忆中呈现，金色的
戈壁是游牧的背景色调，远景是连绵起
伏的山脉，高傲的头羊阔步向前，温顺的
绵羊掠食咀嚼，尖角的山羊上蹿下跳。
近景温馨祥和，母羊急切的呼唤羔羊，小
羊咩咩回应，搔首弄姿冲撞抵角。马背
上的牧人抛甩响鞭，贪吃的羊群熙熙攘
攘。皮鞭再次响起，窸窸窣窣的羊群慌
不择路，涌动中扬起缕缕微尘。画卷布
局的风景，牧民吹响呼哨，牧羊犬闻令而
动，竖耳倾听保持警惕。低沉犬吠警告
落单的孤羊，长嘶呜咽勒令羊儿丢掉贪
念。老练的牧羊犬卧地喘息，囤积即刻
迸发的能量，娴熟的优化流程，待机完成
使命。

迁徙途中的第二幅画卷，由驮着给
养物资的马队组成。见多识广的老额
吉，带领着年轻的帮手，精算着赶超的时
间。她们沿途选址生火起灶，尽力赶制
丰盛的晚餐，犒劳辛勤忙碌的族人。这
是一天中家人唯一的聚餐。夜晚，男人、
女人、老人、小孩，围绕篝火歌唱跳舞，用

欢乐赶走疲惫，用热情吓退狼群。用坚
毅的神情，挺过煎熬的长夜。

最后一幅画卷，便是勤劳耐受的驼
队。老话说：“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
骆驼驮着牧人殷实丰厚的财产，一峰峰
骆驼像一座座移动的小山。掌管驼队的
男主人沉着冷静，守护周全的男青年威
武强健。骆驼迈开厚实的驼掌，像永不
停歇的永动机，驮载的是希望，给人以力
量。在牧民心中，骆驼是值得信任的朋
友。它们吃苦耐劳，吃带刺的杂草果腹
却极少生病，像沙漠中顽强求生的荆灌，
挺过酷热干燥，迎接风沙肆虐，忍耐雨水
稀缺，心中有光而努力存活。这顽强的

生存能力着实令人惊叹，这不屈的战斗
精神同样也让人肃然。

二

在阿拉善盟的历史长册中，驼道是
不容忽视的章节。在岁月流淌的长河
里，藏着许多奇异的传说，静候人们去聆
听，等待后人去发掘。古老的驼道，遗留
堆堆白骨。那是一峰峰摇晃驼铃的骆
驼，不知是卧在出发的路上，还是睡在想
家的途中？这弥足珍贵的记忆，只有风
儿在诉说，倾听者依旧是高山。人啊，只
是匆匆路过。执着的拉驼人，曾经留下
一路汗水。忠诚的驼队，不见一丝足
迹。驼道上那残存的悲怆与欢喜，随着
时间悄然消亡。为了生产生活、物资贸
易而踏拓的驼道，早已被搭载列车的铁
轨与川流不息的高速所取代。

阿拉善境内拥有上百年的采盐历
史,原盐的采掘与销售，造就了地方最早
期的工商业雏形，也形成了最原始的交
通运输业。驼道贸易将青盐、皮毛、甘草
等产品，运往黄河“几字弯”、甘肃武威、
宁夏营盘水及青海扁都口。粮油布匹和
烟酒糖茶等，又源源不断地运至戈壁沙
漠深处。阿拉善作为我国西北边疆地区
的重要经贸通道，在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及商旅往来、物资交流方面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虽说，阿拉善历史只有300
余年,但驼产业与驼文化的历史底蕴颇
丰。驼道贸易为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承，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听老牧人传唱：“拉骆驼苦中苦,半夜
里睡，五更里起！翻罢吃食，迎沙吞。头
顶日月，把命存。年初赶年尾，归家踏院
门，口袋空空，犬声吠。”“驼队赶路要趁
早，披星戴月路上跑,每天行程九十里，驼
儿受累，人也乏……”

驮活的骆驼，儿驼时便要经过严格
筛选，羔颈扬、腿粗壮、掌宽实，有耐力，
性情温顺，定是跑驼道的主。从此，就
会得到驼客赏识。牧人给驼羔起名，乖
巧的叫“旦蛋子”，调皮的喊“刁贼歪”。
骆驼有灵性，偏心养大的驼羔，不但身
体好、负重强，见人也亲近。走近时，它
会主动贴近寻求抚慰，即便长大了，无

论强力劳作还是短暂休息，它都不会远
离主人。

准驮驼，在夏秋两季吃的肥壮，牧人
也不骑不用。十月份，驼客通过抓驼、骟
驼、压驼、选驼等环节，筛选驮货的骆
驼。骆驼的驮力约300斤、负重约400
斤。驼队行六七个小时要稍做调整,一
小时走五公里左右。一旦骆驼累倒，拉
驼人会灌米汤或灌酸奶子，只要能站起
来，骆驼就死不了。否则，骆驼的大限将
至，即便恢复，也难随节奏。为保证驼队
行程，病驼将抛之荒野。有时缓上两天，
骆驼起身便游逛回家。

蒙古族的先民，从来不食驼肉，因为
骆驼是上苍的坐骑。牧民也从来不杀骆
驼，因为骆驼的眼睛会说话。

驼道上艰辛，拉驼人最爱吃上一碗
热腾腾的“骆驼揪面”。面团随意抻上一
抻，直接扔进锅里，揪面锅中翻滚，吸足
了汤的颜色，便可出锅。拉驼人讲，越是
难煮的揪面越能充饥，早上吃完整天不
觉得饿。

驼队启程称为起场，拉驼人将链上
的骆驼强弱搭配，装货的褡裢分装不同
价值的货物，用绳子捆绑成一个个驮子，
搭配给链上的每一峰骆驼。重要的驮子
搭给温顺而强壮的骆驼，贵重货物要分
散到不同的链子中，以防遭遇不测。驼
道贸易危险重重，白天土匪猖獗，夜间狼
嚎阵阵。劫匪手持钩刀偷割驮绳，拉驼
人发现大喊一声:“刀好!”有把式的同伴
便围拢过来赶走匪徒。

拉驼人舍不得骑骆驼，有时还要协
助体弱的骆驼跟紧驼队。冬天骆驼三天
饮一次水，或者隔天饮一次水。骆驼不
饮水的日子，可多赶上几里路。饮水的
当天，便会少走几里路。骆驼厚厚的驼
掌，善于行走在沙地。寒天路滑便苦了
骆驼，一旦滑倒就凶多吉少。

三

蒙古族祭驼活动分为祭儿驼、祭母
驼与祭驼群。祭儿驼属于最隆重的区
域活动,一般在寺庙举行。点燃圣火
后，主持人诵《贡吉勒塔目》，众人绕敖
包缓行感念。牧民把骆驼的鼻棍与缰

绳挂在敖包上祭祀，还要行祭酒
仪式。庙外聚集的骆驼，笼头上
挂着哈达，额头与鼻梁上要涂抹
酥油，还要在骆驼身上洒白酒、淋
鲜奶。祭母驼，在母驼产羔前的
一个月内，以祭火的形式，以水源
为中心，召集附近牧民轮流举
办。祭驼群选择在秋季，范围更
加有限，多为牧户自行举办，并邀
请亲朋好友分享丰收喜悦。

蒙古族赛驼属于西部盟市的
传统体育竞技项目，赛驼主要分为
传统速度赛和表演赛等。速度赛
分为远程赛、田径赛、接力赛和团
体赛，其中远程越野赛关注度最
高。表演赛包括削鼻棍、扎鼻棍、
搓毛绳、骟骆驼、骆驼评比等。

蒙古族传统驼具制作工艺是
一项具有系统制作理念和传统创作技巧
相结合的手工技能，渗透着阿拉善盟地
域文化的独特元素。驼具制作工艺，主
要分为绳类与鞍类。绳类包括笼头、缰
绳、驼绊，鞍类分骑鞍和驮鞍。其中笼头
又包括公驼、驼羔和骑驼三种；缰绳又包
括驯驼绳、套驼绳、骑驼绳、大绳、蹄绳、
拴绳。

骆驼离我们很近，我们对它却很
陌生。骆驼离我们很远，驼绒、驼奶、
驼肉及驼骨粉又充斥在我们身边。也
许，人们对于骆驼的欣赏，不如没有驼
峰的羊驼，如同在家犬的选择上，有的
人乐于接受“茶杯犬”，而讨厌健壮凶
猛的大型犬。也许，只有面对“无用”
才是体现有为，获得期许的落差就是
最佳的心理安慰。需要与被需要之
间，有种特殊的关系，一个是宿主，一
个是寄托。两者取其弱，迁就相伴；两
者取其强，爱心泛滥；两者取其均，时
光短暂。落差还是一种维续，只要双
方共同认可。存在的合理性来自需
求，如果需求不存在，陌生绝非来自距
离，而是源自内心的屏蔽。

养驼习俗是先民对物种融合发展
的创新手段，密切合作才能共赢。骆驼
依旧保持着它独有的生存姿态，而现代
人类野外求生的能力一直在倒退。同
样，不同物种相互依存、共情共生的能
力也在消失。许多物种已经成为传说，
也许可爱的骆驼，还能陪同人类再走上
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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