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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横亘于祖国的北疆，如一道蓬勃
律动的青色血脉；她是女娲补天抛下的
一串彩石，她的形象缤纷多彩……

她是千古的琴弦，她弹奏了无尽
的历史乐章——这里五十万年前旧石
器时代的“大窑文化”，战国秦汉时期
的古云中郡，北魏时期的盛乐古城，辽
金时期的丰州古城，明万历年间的“库
库和屯”，以及后来的归化城和绥远
城，都化作美丽的音符和旋律回响着
草原宏大的历史交响乐章……

她拥有无数的传奇和故事，这些
传奇和故事在王昭君的琵琶琴音里淙
淙流淌着，在《敕勒歌》的穹庐下蜿蜒
飘逸着，在成吉思汗的铁骑中隆隆奔
腾着，在红色之子乌兰夫和大青山抗
日根据地的历史纪念碑上镌刻着，在
新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诞生的喜庆
中欢腾着……

她，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
府——呼和浩特！

蓝天白云、草原森林、鲜花绿
水、高楼大厦是呼和浩特的迷人
彩衣；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全国双拥模
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

森林城市、中国乳都、中国奶业育种之
都、世界乳业科技之都等是呼和浩特
的金色勋章；绿色食品产业、生态环保
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清洁能源输
出基地、电子商务、绿色算力等是呼和
浩特的现代化经济的闪亮招牌。

她 是 一 座 不 断 提 升 首 府“ 首 位
度”，不断推动区域发展的现代化中心
城市，她以其和谐宜居、崇德向善、城
市文明、经济发达、绿水青山，而成为
自治区环境更美、文明程度更高、人民
生活更美好的草原大都市，成为自治
区更有活力、更为美丽、更加发达的首
善之区。

呼和浩特的市花是丁香花。丁香
花喜欢阳光，耐寒耐旱，花朵美丽雅
致，花香馥郁独特，当丁香花春季开花
时，香气便溢满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盛产油松。油松是高大

乔木，树干挺拔苍劲，高可达 20-30
米。油松不畏风雪严寒，四季常青，将
呼和浩特妆扮得郁郁葱葱。

呼和浩特博物馆的楼顶上塑有凌

空奔驰的白骏马，象征着青城的吉祥与
腾飞，象征着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
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

美哉！呼和浩特。

这些年，中山路是呼和浩特的商业
中心，就如同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海
的南京路一样闻名遐迩。

漫步在中山路，您看到的是鳞次栉
比的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车辆，摩肩
接踵的人流和色彩缤纷的各种广告招
牌……民族商场、海亮广场等商厦大楼
密密匝匝地耸峙在一起，气势恢弘的营
业规模和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让每一
个到过此地的人都深深地感到现代商
业的繁华气息。

然而，您知道这条商业街以前的情
况吗？

很久以前，中山路是呼和浩特旧城
（归化城）连接呼和浩特新城（绥远城）

的一条大路，当时叫“大东马路”，马路的
两旁是田野和荒地，不下雨时尘土飞扬，
下雨时满街泥泞。后来冯玉祥将军的西
北军来到这里，在大东马路的两侧种了许
多大树，才使这条马路有了一些生气。当
时这条马路两侧基本没有建筑，傅作义将
军主政绥远后，在这条路上修建了“中山
纪念堂”，以纪念革命先驱者孙中山，从
此，这条大道就开始叫中山路了。

解放初期，呼和浩特还是座仅有12
万人口的边陲小城。那时的中山路虽
然有了一些建筑，但都很低矮，最高的
就是中山东路的“电信二层楼”了。当
时还没有柏油马路，中山路后来由以前
的沙石路改为了水泥混凝土路。那时，

在这条连接新、旧城的大道上，跑的是
马车、牛车、人力车和少量的自行车（自
行车当时是奢侈品）。只有两辆老式公
共汽车往返于新、旧两城之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呼和浩特开始
大规模地修建中山路。工会大楼、商业
厅大楼、联营商店、新华书店大楼、邮电
大楼、公安局大楼等一大批层高有三四
层的楼房拔地而起，中山路很快就成为
呼和浩特引以为自豪的标志和城市的中
心。多年前，有一部电影新闻纪录片，名
字叫《呼和浩特在前进》，影片中主要的
镜头就是中山路。该片作为新闻放在电
影故事片之前放映，当镜头上出现中山
路熟悉的街景时，我和同学们都激动得

又喊又叫。那时我刚上中学，迄今已经
有50多年了，看的是什么电影早已忘记，
但对那短短的几分钟的纪录片内容至今
仍记忆犹新。

改革开放以来，呼和浩特的城市
建设日新月异地发展着，中山路在变
化，以前的工会大楼、工人文化宫、新
华书店大楼、国营二食堂、邮电大楼都
已逐渐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
现代化的、各具特色的新式建筑。这
些大楼造型新颖、高雅，在太阳的照射
下熠熠闪光、美丽壮观。尤其到了晚
上，华灯初上，霓虹灯梦幻般地闪烁，
楼体装饰灯耸入云天，仿佛和天上的
星辰连在了一起……

水上的字
喜欢文学的，大抵会喜欢水，无论是

如长江般滔滔不绝，还是偏远山涧的涓
涓溪流，在文学爱好者的心底，都会有别
样的诗情画意。

冰霜雨雪，无不与水有关，诗词歌
赋，写不尽水的百态。水可以浩浩荡荡、
荡气回肠，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
九天，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
回，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海
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如此种种，仿
佛水可以肆意涤荡你的人生。

水也可以千娇百媚、仪态万千，天街
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好雨知时
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沾衣欲湿杏花

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水之柔，柔到你
骨软筋酥。

水也可以涵盖诸多情感与哲理，问
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山
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行到水
穷处，坐看云起时，问渠那得清如许，为
有源头活水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
暖鸭先知……小小水滴里折射的人世百
态道都道不尽。

小桥流水人家的画面，醉人。更醉
人的是固态的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
万树梨花开，见字如面，能想见那种纷纷
扬扬、飘飘洒洒的感觉。孤舟蓑笠翁，独
钓寒江雪，禅意深邃画风棱角分明。窗
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一副秀
才不出门胸怀天下事的做派，颇有些范
儿。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绝对精美

的短视频，要是配上一首古筝古琴奏的
古曲，美不死你才怪。

水在字里，字在水上，水上的字，就
像一位婷婷婉婉的美女，不动声色中，只
嘴角一抹淡淡的，若有若无的微笑，就让
人喜爱。

雪在阴山以南，铺满温暖
七村还是老样子，邻居和颜悦色，嘘

寒问暖。
积雪很白，不是那种普通的白，是纯

得不能再纯的白。
七村在阴山以南，阳光普照的地方。
小小的村庄，我的故乡。
雪的白，在屋后铺了厚厚一层，表面

已经冻结。
看样子暂时化不开了，邻居二姑说，

整个冬天，这些雪就这个样子了。

我想起小时候，一场雪压着一场雪，
紧接着又是一场。

一场一场的雪连起来，雪就像千层
糕，一层压着一层，越积越厚。

一直到春暖花开的时候，雪，就是少
年的我，唯一的风景。

但却一点都不冷，北方的少年，自然
有北方的风骨。

冷这种东西，见多不怪，习以为常，
不值一提。

但从未曾想过，雪还能带来暖的感
觉，奇怪。

是在异乡经年不去的乡愁，被雪一
洗而清了吗？

不管他了，只管尽情享用妈妈炖的
大骨头。大块大块的肉，绵甜的土豆，津
津有味的卤水豆腐。汤汁虽然没那么鲜
美，有点咸，但就好这口。大块的肉当然
要大快朵颐，浓浓的汤汁蘸馒头泡米饭，
都会嘴角流油。

心里当然暖暖的，眼角，有一丝微微
的莫名的抽搐。

晚上，父母在炕上看电视剧，家长里
短的那种。地方台播的电视剧，总是最
接地气的。

父母边看边发表自己的看法，口头
弹幕，上不了屏幕，却在我的耳边回旋。

长途跋涉回到老家，也许就为了这
一刻，承欢膝下的美，溢满胸腔。

这一刻，我仿佛明白了，雪白的雪，
为何能带来暖的感受。

雪在阴山以南，铺满温暖。
七村，充满生机。我看着老爹老娘充

满笑容的脸，也笑出了声，眼角不再抽搐。
在夜的深处静静地面对着屏幕，悄

悄打下这些字。
希望把美好分享给大家，要让大家

知道，不是所有的雪都是冷的。
比如这阴山以南，一层一层摞起来

的，是温暖。
是严寒里悄然无声的一股暖流，无

形地潜入人的内心深处。
有一种东西叫作爱，不需要说，不需

要喊，只需要默默地做，默默地感受。
（据《内蒙古日报》）

一条河，流向是奔南北，还是走
东西？夜晚的虫鸣，是可以大致勾
勒出河流的走向和流势。

成千上万、数不清的小虫子，在
一条大河两岸草丛土缝间激越欢
鸣，虫鸣的声音越浩大，微闭上眼
睛，河流的走向在你心中越发明晰。

即便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在夜晚贸然进入，对周围环境莫辨
东西，但此时只要你倾耳谛听，河流
的走向还是能够判断和辨别的。

一条河与虫鸣，关系是这样的：
两岸芳草缤纷，小虫子们躲藏其间，
那是它们快乐的逍遥天地、美妙家
园。而河流将两岸虫鸣声隔开，隔
开一段距离，这样河流的走向就清
晰了，特别是在河流拐弯的地方，虫
鸣声划一个大大的、弯弯的饱满圆
弧，虫鸣声是那样饱满，河岸亦是那
样饱满。

可以用秋天小虫子的长歌短吟
来想象、揣度一条河的宽度，因为此
岸虫鸣与彼岸虫鸣是两个测量点，
这样，岸与岸之间的距离就可以大
概估算出来了。

我现在就住在一条大河的旁
边，可谓临水而居。秋天的夜晚，常
站在阳台上，看眼皮底下的河流，虫
鸣声在有的地方稠密，有的地方稀
疏，它们只在两岸震颤空气，而河之
心，只有月影和偶尔跃起的惊鱼的
泼刺。所以说，对河流宽度的耳朵
测量，虫鸣密集处，河岸狭窄；虫鸣
稀疏、寂寥处，则水域开阔。

一条熟悉的河流可以这样，陌
生的河流同样如此。少年时，在乡
下，晨起赶路，沿着一条河流大堤
走，人淹在虫鸣声中，走到一段，忽
然虫鸣声一下子没有了，原来走到
一处断头，拐个弯，过一座小板桥，
再折上大堤，虫鸣声又续上了，接踵
而至。

对于虫鸣与河流走向、宽度之
间的关系，我曾站在家乡两条河流
旁做过近距离观察，一条是南北走
向、流向长江的河流；一条是东西走
向、流向另一座城市的河流。水岸
虫鸣声，分别勾勒出两条河流的走
势，风生水起。流向长江的那条河
流，水面开阔，水流急促，闻得虫鸣
稀，它一路往南流淌，两岸断断续续

的虫鸣，勾勒出它的延伸，波影在远
处，消失在灯影朦胧里；而通往另一
座城市的河，是古老的运盐河，两岸
绿木茂密，虫鸣声浩大，河流的跨度
并不是那么宽，一河清波碎影在虫
鸣簇拥下缓缓而去。

薄暮，在河之心，有个人撑一条
小船，去往河流深处捞水草。那个
人手执一支竹篙，犹如指挥棒，在指
挥着河流两岸嘈嘈切切的虫鸣吟
唱。

我曾在秋天跟几个人，去察看
一座古村庄后的三汊河，那块古遗
址上，河流分别向三个方向流淌。
秋天的夜晚，三汊河的月色非常美，
两岸的虫鸣，高高低低地响起，如夜
雾升腾浮起在水湄草岸，如果将虫
鸣声连缀起来，可以描摹出三条支
流温柔地流淌轨迹。

我所在的城市，老城北门外有
古镇，镇之周边，有一块块浮于水面
上的垎田。垎田之上凝绿吐翠，水
意盈盈，四面环水，长着菜蔬和瓜
果，天气新凉，垎田上虫鸣阵阵，勾
勒出垎田与河流缠绕，近乎方正的
流线……

当然，如果我们驻足在一些拥
有历史与文化的河流旁，那些虫鸣
声，一样可以领略它的流向和走势。

想起那年在绍兴，我曾骑着单
车沿河流走，水面上，一条小小的乌
篷船在弯弯的河流上漂移，那些历
史和文化的过往虫鸣，一样勾勒出
江南河流的走势。

在皖南，李白泛过舟的秋浦河
上，我于诗仙背影消失的一千多年
之后，再次泛舟这清澈溪流之上，闻
听得的是两岸山林草丛中浮起的

“淅淅”虫鸣声，把这条山间溪流勾
勒出很窄、很细，细到能听见某只纺
织娘躲在一片秋叶下窸窣弹唱。

虫鸣声越响亮，说明这条河不
宽，甚至很窄，很细，响亮的虫鸣声，
把中间水的流淌声都淹没掉了，两
岸虫鸣汇成一股，汇在一起，河流的
宽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如雨声震颤草叶的虫鸣，在河
之两岸，是可以映衬的，并勾勒出一
条河流的走势，还有那些沉淀的历
史。

（据《内蒙古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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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
食西瓜。”翠绿的西瓜，全身相间波
浪般的条纹；鲜红的果肉令人舌底
生津，清凉胜雪，滋味如蜜，沁入肺
腑，让人欲罢不能。难怪林语堂对
吃西瓜自创了一套独特的理论：西
瓜不能很优雅地吃，吃得大汗淋漓
才是享受。

西瓜那沁人心脾的清凉甘甜，
给我留下了难忘的童年记忆。记
得小时候，母亲在房前屋后的零散
地块里，每年都种西瓜。为了保持
温度和湿度，春季播种后盖上一层
薄膜。母亲干完责任田的活儿后，
会忙里偷闲给西瓜地浇水，根据长
势合理追肥、整枝和压蔓，来促进
西瓜生长。在母亲精心栽培下，每
年夏天我们都能吃上甜甜的西
瓜。夏日的夜晚，家人们围坐在一
起，在庭院里纳凉吃西瓜，望浩渺
天空、数眨眼星星、沐凉爽清风，有
说有笑，其乐融融。儿时美好的场
景虽然遥远，但依然清晰，回味悠
长。

“赤日炎炎似火烧，狂啖西瓜
仙欲飘。”烈日炎炎的夏天，西瓜绝
对是“消暑王者”。实现“吃瓜自
由”的国人，每年吃掉的西瓜量列
全球第一。如此受欢迎的西瓜，却
是舶来品，它原产非洲赤道附近，
继而传至西亚地区，后传入我国中
原，故称西瓜。五代十国时期胡峤
的《陷虏记》中载：“……遂入平川，
多草木，始食西瓜。”徐光启在《农
政全书》记载：“西瓜，种出西域，故
之名。”明代李东阳诗云：“汉使西
还道路赊，至今中国有灵瓜。香浮
碧水清洗透，片逐鸾刀巧更斜。”前
两句点出了西瓜的来历。

古时候没有电扇、空调，酷暑
难挨，西瓜自然成为消暑解渴的首
选食品。南宋诗人贺方回曾写下
诗句：“西瓜足解渴，割裂青瑶肤。”
把西瓜汁多性凉、可供人们消暑解
渴以及瓜皮色泽青翠的特点描写
得十分生动，他也成了历史上第一
个为西瓜写诗的人。文天祥的《西

瓜诗》云：“拔出金佩刀，斫破碧玉
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下
咽顿消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
诗句形神兼具，将切西瓜、吃西瓜
的感受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意趣
盎然。元朝诗人方夔对西瓜更是
情有独钟，他在《食西瓜》中写道：

“缕缕花衫沾碧唾，痕痕丹血捣肤
红。香浮笑语牙水生，凉入衣襟骨
生风。”全诗语言生动鲜活，栩栩如
生地描述了西瓜的甜、爽、清、香的
特点。

文人墨客啖食西瓜之时，除了
赞之以诗，还颂之以联。苏东坡一
生爱吃、善吃，也喜欢吃西瓜。他
曾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坐南朝北
吃西瓜，皮向东甩；思前想后观《左
传》，书往右翻。该联幽默轻松，颇
有情趣。据传乾隆皇帝和大学士
纪晓岚微服私访，来到一个瓜店，
品尝了西瓜后发现没带银子。于
是，乾隆送了瓜店一副对联：堂中
摆满翡翠玉；弯刀辟成月牙天。此
联一挂，引得买瓜之人络绎不绝。

汪曾祺吃西瓜颇为讲究，他在
《夏天》中写道：“西瓜以绳络悬之
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
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林清玄每次外出，最想念的就是水
果，他说：“吃小红西瓜的时候——
这西瓜的名字叫红菱——我不禁
感恩那些为品种改良而奉献心力
的人，有了这种感恩之情，感觉西
瓜的滋味更鲜美、更元气淋漓了。”

俗语云：“热天半块瓜，药剂不
用抓。”西瓜不仅能防暑解渴，更能
保健祛病，《本草纲目》中把吃西瓜
的好处描述得非常详尽：不仅“消
烦止渴，解暑热”，且“宽中下气，利
小水，治血痢，解酒毒，治口疮”。

“嫩瓤凉瓠，正红冰凝结，绀唾
霞膏斗芳洁。”在骄阳似火、蝉鸣如
织的炎炎夏日，与家人们一起在清
凉的树荫下，品清甜西瓜，读妙词
佳句，一股股透心的清凉和惬意涌
上心头，这岂不是幸福与美好之所
在？ （据《西安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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