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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韭菜庄

我的家乡坐落在
长城脚下
每座山都有盘山小路
每条路就像人生的道场
弯弯曲曲，峰回路转

这里的牛羊膘肥体壮
百草赋予它们丰富的
营养价值
山泉赋予它们鲜美的
味觉
咬一口都是健康美味

这里的人们
有着山一样的胸怀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从来不会斤斤计较
这里的人们
有着石头一样的诚实
你借我四两，我还你半斤
总是认为吃亏是福
这里的人们
有着春天般的热情
过路的人们，只要你进门
来者就是座上的客
这里的人们
无论走到哪里
哪里就多了一位
说话开门见山
办事脚踏实地的人

这里是山清水秀的地方
营养丰富的五谷杂粮
养育了那么多的俊男靓女
相濡以沫的山水
赋予他们厚德载物的品格
这里是人杰地灵的地方
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们
既有家庭责任
又有家国情怀
不管在哪里
他们都会用吃苦耐劳的精神
撑起一片天地

父亲总是一边抽烟
一边讲着关于韭菜庄的故事
如冬暖夏凉的窑洞
如营养健康的莜面、荞面、豆面
还有精道的黍米
父亲简直是如数家珍
仿佛要把山上的事物
一件也不留地搬下来

在家乡这幅美丽的画卷面前
我就像一个囊中羞涩的过客
掏不出价值不菲的墨水
只有几行肤浅的文字

我和家乡
就像两个背靠着背的牧羊人
互相传递着彼此的温暖
你的眼里，写满了我的江山
韭菜庄，永远是我
魂牵梦绕的地方

远去的窑洞

故乡的窑洞
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
荒草丛生的老屋顶
仿佛就是驮满故事的口袋
一直就没有扎上口
一个劲地往下掉

我寻着故事的节点
一步步走来
年久失修的门窗
孤寂寥落的院子
簇拥着往事
一直往外涌

历经沧桑的烟囱
就像母亲望着出嫁的女儿
孤零零地站着
让人心生悲怜
当年的鸡鸣狗跳
草垛迷藏童趣
曾经的田埂黍米
郁郁葱葱鬋鬋

朝阳下那山，那田，那口老井
暮色里那湛黄，那红润，那缕炊烟
还有那悲喜，那欢笑，那满屋的亲情
我，用了几箩筐，总也装不完
我一边编筐，一边漂泊，一边回望
我和故乡
仿佛就是背靠着背的喇叭花

热烈的词
有点拥挤地卡在喉咙
慢慢落在心尖
夕阳摇晃着暮色
越来越近
我举起半杯风雨
慢慢饮下

诗诗
林漫步林漫步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现牛羊。
这首北朝乐府民歌所歌咏的地形地

貌和地上情形，在如今的阴山之阳，与雅
玛图森林公园相毗邻的敕勒川草原上能
亲身感受到。

独具北疆特色的城中草原敕勒川，位
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部大青山脚下的新城
区保和少镇，有公交车直达，来去非常方
便。在呼和浩特旅游，就近游览距离市区
只有半小时车程的城中草原敕勒川，真是
不错的选择。

敕勒川草原是呼和浩特的重要生态
屏障，是集草原保护、草原修复、草原文化
以及融合休闲旅游、生态研学、会展活动
等于一体的自然生态草原旅游观光区。
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远道而来的外地
游客，早晨就着砖茶水，吃一笼热气腾腾
的羊肉烧麦，不慌不忙，轻轻松松到大青
山脚下的敕勒川草原转一圈儿，沐浴明
丽的阳光，吹蓝天白云下带有花草香味
的自由的风，心里别提有多舒坦了。为
方便游客，敕勒川草原核心区还修建了
专门的徒步道、骑行道，并配有双人、四
人共享自行车，可根据喜好租车畅游。

敕勒川草原上有牛有马，有羊有骆
驼，有苏鲁锭，有勒勒车，有大大小小的
蒙古包；其中的呼和塔拉会议中心，是目
前全国最大的蒙古包群落。观光区内的

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
心，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大庆主
会场，第 31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
暨第 26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闭幕式
均在这里举办。

在草原上骑马是很多人的梦想。在
天苍苍、野茫茫的敕勒川草原上骑马，在
敕勒川、阴山下的萨仁湖边骑骆驼，越发
能让人思绪飞扬。历史上的呼和浩特，
是远古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草原
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城市，是绥新驼道、绥
新公路的起点，是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
是一座北连大漠、南接京师、西达新疆的
货真价实的买卖城。如今的呼和浩特，
是草原都市，是历史文化名城，是北疆亮
丽风景线。

看见马，看见蒙古包，看见勒勒车，似
乎就看见了草原的全部。

草原上的勒勒车，是游牧文化的典型
标志之一，也是牧民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
交通运输工具。倒场搬运蒙古包，迁徙拉
水拉柴拉生活用品，男子娶亲送聘礼，女
子出嫁载嫁妆，参加远远近近、大大小小
的那达慕大会，都离不了勒勒车。如今，
勒勒车的身影，仍出现在敕勒川草原和其
它草原旅游区，这既是一种情结，也是一种
文化符号。

“草原上的车变了很多，阿妈还是喜欢
那辆勒勒车，勒勒车转着日月，把阿妈的日
子洒向长长的车辙。”一首《勒勒车转着日
月》，唱出了蒙古族内心的那份怀念和眷
恋。2006年，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被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游牧文明发展史中，马不仅代表
着激情与速度，也代表着坚韧、追求与梦

想。把马和骑乘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无疑是一副副经久耐用又不失华丽的马
鞍。一路走来，从生产、生活到征战、讨
伐，再到新时代的旅游，草原上的一切都
与马息息相关。一匹良马，一副好鞍，便
可一马当先、马到成功。2008年，包括马
鞍在内的马具制作技艺，入选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马是大草原的灵魂，马是人类最忠实
的朋友，马是一往无前的精神象征。坐落
在敕勒川草原上的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
文化体育运动中心上演的全景式马舞剧

《千古马颂》，就是以蒙古马精神为立意的
实景演出剧目。该剧由“天降神驹”“人马
情缘”“马背家园”“马背传奇”“千古马颂”
五章 5个故事构成。演出汇集蒙古马、汗

血宝马、德保矮马等百余匹名马，综合运
用马术、马背杂技、舞马表演、蒙古族歌舞
等艺术元素，融合现代高科技声光电及全
息影像技术，通过对大草原上人马情缘的
生动演绎，充分展现出马背家园的祥和与
百骏出征的蔚为壮观。

离敕勒川草原不远的新城区黄花窝
铺村，还有一处极富层次感和律动感的敕
勒川高山草原，相比之下，因为多了连绵
起伏，多了云雾缭绕，景象更为壮观。

有草的地方就有花。山丹，苜蓿，地
榆……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再加上树
的点缀，越发让人身心愉悦，仿佛置身世
外桃源。

雾蒙蒙、雨蒙蒙的敕勒川草原更美，
美到让人不想说，只想看。

夏至，故名思义，就是炎热的夏天来
临。“璿枢无停运，四序相错行。”夏至是二十
四节气中第十个节气。这一天，阳光几乎直
射北回归线上空，北半球正午太阳最高；是
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从这一
天起，进入火轮高悬，烁玉流金的炎热季节。

望着树间闪烁的阳光，闻着街衢弥漫的
花香，夏至从容不迫地走到人们面前。阳光
明媚的六月，是河套地区最美的季节，也是
万物生长的最佳季节。此时，田间作物管理
到了最为紧要的时期。

宋王安石《初夏即事》云：“晴日暖风生麦
气，绿阴幽草胜花时。”放眼大地，各种农作物
生机勃勃。小麦，无疑是夏收作物中亮丽的
一道风景。一块块密密匝匝、郁郁葱葱的麦
田，株株直立，穗穗饱满，在夏风的吹拂下，涌
起层层波浪。农人和科技工作者正忙于田间
管理，防病害，防干热风，防倒伏，期待丰收的
笑靥再次绽放平畴沃野，让绿色优质面粉通
过直播、电商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高骈《山亭夏日》）盛夏时节，千花竞秀，万木
争荣，到处是绿色的海洋。开门见绿，条条长
廊触手可及；行路闻香，座座园囿花团锦簇。
公园里，灌木参差，鲜花绽放。树木蓊蓊郁
郁，冠如绿伞，为人们遮阳驱暑。湖水清澈，
层层涟漪衔岸柳；小舟游弋，阵阵欢声入云
霄。亭阁上，二胡声声悠扬；丛林中，情侣双

双依偎。人们三三两两坐在湖边围堰上，拉
家长，谈生计，神态自若，清闲安适。

在广阔的农村，乡村振兴的步伐铿锵有
力。经过多年建设，一批批国家和自治区级
美丽乡村、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如雨后春笋
不断涌现，昔日的小康梦想已变为现实。田
成块、水成系、林成网、路灯明、村有景的美
丽蓝图，正匍匐于河套大地。农业机械化的
普及和应用，已将农人从往昔“面朝黄土背
朝天，头顶烈日汗洗脸”的艰苦劳作中解放
出来。他们熟练地驾驶农机平地、铺膜、种
植、收割。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振兴靠特色。近
年来，在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不断扩大
小麦种植面积，稳定玉米、葵花特色产业的
基础上，因地制宜，不断发展辣椒产业，形成
了一条富有地域特色的产业链条。广袤的
田野燃烧着火红的希冀，农人的脸膛堆满幸
福的笑容。

夏至时节，八百里平原长河迤逦，绿色
黏稠。一行行葱茏的玉米根壮叶肥，向大地
展现妖娆的翠绿；一株株纤嫩的葵花亭亭玉
立，迎朝阳摇曳蓬勃的身姿。通过辛勤耕
耘，进入七月，“喜见葵花向日倾”的美丽景
色会令人目不暇给。一望无际的葵海，会将
河套大地装点得金碧辉煌。人们徜徉其间，
闻花香，拍美照，其乐融融。

“拂拭书窗入长夏，试评沉李与浮瓜。”

（清郑孝胥）夏至时节，也是一个充满期待和
满怀憧憬的日子。黉园仲夏沐朝阳，桃李缤
纷硕果香。莘莘学子通过努力，期待一封金
榜选贤良。这是一个短暂而又漫长的等
待。相信学子们在品尝瓜果醇香之际，“折
桂蟾宫不懈怠，探赜攀顶报国强”。

夏至时节，气温不断攀升，防暑避暑已成
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宋杨万里《夏夜追
凉》云：“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
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你看，晚
上和白天一样热，只好站在院落中与明月作
伴；而茂密的竹林中传来蛙声，有些许微凉，
却没有清风。

夏至，一个丰腴万物的节气，一个令人
心潮激荡的时令。东风拂面，湖水含情，温
柔了漫漫夏日；物丰民阜、山河锦绣的主题，
在阴山南北同频共振，袅袅升腾。

原先的住处在农村，又有房
又有院，小院里还有树，我十分珍
视这一方净土。

春天，日暖花开，我在小院中
开辟了一块菜园，栽上西红柿、莲
豆、黄瓜、芫荽、葫芦、生菜等。待
菜苗长壮实后，我隔三差五地浇
水、拔草、捉虫、松土、施肥，精心
管理。

各种蔬菜对温度有着不同的
要求，为早早看到绿色，秋天我有
意留一部分白葱在地里，再给韭
菜覆一层肥料，这样，当大地刚刚
苏醒，白葱和韭菜便争着吐出了
新绿，它们要在春寒料峭的日子
里用绿色装点庭院。

夏季的小院是一方迷人的醉
乡:辣椒醉了，一脸红霞；八瓣梅
醉了，满院图画；满园绿色，馨香
浓浓，沁人心脾……多情风流的
彩蝶观光着小院的旖旎；喜鹊在
枝头传递着满院的喜气；雄鸡引
吭高歌，把一个玫瑰色的黎明交
响曲奏起……

当小院蔬菜长满园子的时
候，也是享受丰收美景的时候。
清晨向日葵齐刷刷地面向东方，
傍晚又整整齐齐转向西边；玉米
像魁梧的汉子站在那里，头上抽
着穗子，棒子吐着红丝；西红柿上
了架，隔三差五地还要重新绑一
绑，一层一层的果实，压满了枝
头；还有那缠绵绵的豆角，或缠着
向日葵，或傍着玉米，奋发向上；
妻子最喜欢的是那些茄子，给它
们施肥浇水最勤，也得到了它们
温馨的回报，叶子长得黑油油，茄
果长得紫澄澄，半人高的秧子像
小树苗一样敦敦实实。在耳濡目
染下，我也喜欢上了茄子，常常蹲
在茄子苗下发呆，尤其是清晨，看
着那茄子果实，一夜之间就长出
了一指宽的白牙牙，很有成就感。

菜园子也是我休闲的好地
方。尤其是丰收季节，果实累累，
在园子里看书读报，十分惬意！
今天吃个西红柿，明天吃个葵花
饼，后天又是煮玉米、蒸葫芦，天
天都有新鲜美食，那是多么充实、
多么幸福的日子。

小院记录着我的旅程，陶冶
净化着我的心灵，滤去我心中很
多烦闷。如今住在县城那幢楼
里，常常忆起故乡的那个小院，她
载着我不尽的情思。

小时候，每年秋天我们都要打羊草。
打羊草，是我们老家的叫法，就是打

草。打来的草晾干后，冬天喂家里的六只
羊、一头驴。

打草不能太早，须到晚秋草成熟的时
候。此时，草籽长成，飘落地上，来年牧草会
更茂密。当然，要是老天不下雨，或者雨水
少，草籽再好再多，草也长不高。

我们老家是半农半牧区，山前山后有大
片的草场。

草场上长得最茂盛的草，是一种不知名
的蒿子，高约 40厘米，质量不怎么样，夏秋时
节，牲畜都不吃，到冬季才会吃。

牲畜最爱吃一种碱草，它不高，叶子绿中
泛白，每年都会被人早早地打光。

我们打得比较多的一种草叫猪毛菜，春
季发芽时很嫩，人也能吃，每年我们都要采回
来吃。它长大后，浑身是刺，呈半圆形，大的
直径约 40厘米，小的直径也有 20厘米，牲畜
都爱吃。其他各种不知名的草，有上百种，只
要长得足够高，我们都会打。

除去草场打草外，有时我们也去田间地
头割草。地里的草主要有水稗和莠草。莠草
就是狗尾巴草，有点像谷子，穗子没有谷穗的
分量，弯不下身子，趾高气扬的，只能早早地
被割下喂牲畜。沉甸甸的谷子弯腰低头，像
一位心智成熟的老者，不会像莠草那样既无
分量还张扬。

我们家从来不敢先打草，都是看别人已
经打了两三天后才开始打。这时候草长得茂

盛的地方已经被人打完了。高而密的草，得
用大扇镰打，大扇镰是一种刀片长长的、刀杆
也长长的大镰刀。打草的人站着将大扇镰夹
在腋下，双手紧握，左右开弓，片刻就会打一
大堆草。我们家打草用不上大扇镰，都是用
小镰刀。刚刚打下的草，散发出一种特有的
清香，我常常陶醉其中。

我 6岁时便开始打草，比镰刀高不了多
少。爷爷带着我们，推着木头轮子的车去打
草。那个木头车和古代的一样，方圆百里没
有第二个，爷爷家一直使用到 1970年。我现
在经常想，那个木轮子车，要是留到现在，就
是文物了。

后来，我们家有了毛驴车，打草就成
了我和大弟弟的活儿。父亲在生产队干
活儿，没有时间打草。母亲忙于家务，有
时也会去打草。有一次，母亲带着我们找
到一处草木茂盛之地，母亲正要开始打
草，听见身后“刷刷刷”的响声，扭头一看，
一条蛇正朝我们爬来，母亲连忙扔下镰刀
跑到车上，不敢下来，一上午也没缓过神
来。前几天，我和母亲聊天，母亲说起这
件事儿还心有余悸。打草碰见蛇是常事
儿，我们老家管蛇叫长虫，谁碰上都会吓
够呛。我不但碰见过蛇，还捡过蛇蜕，就

是蛇蜕下的干燥表皮，白色，半透明，有些
还可以入药。

我和弟弟打草时不怕辛苦，经常满山
转，到处找草。因为下手晚，都被人打过
了，只好在边边角角打草。我曾多次向父
亲母亲抗议，我们为什么不能早点儿打
草。父亲母亲也不解释，反正不能先打草。
草太矮，镰刀都割不到，有时只好用锄头连根
往下耪，耪完了再用耙子搂到一起。

我和大弟弟打草从不偷懒，同样的时间，
肯定比别人打得多。但有时草太少，又被别
人打过一遍，打了半天，也没有打多少。这
时，我和大弟弟都不好意思回家，怕人看见笑
话，就在山上待着，天黑了才回家。母亲知道
后非常心疼。我和大弟弟经常看见有人打了
半天草，还没装满车厢，我们就会笑话人家，
打那么一点儿，还好意思回家。我们打得多
时，毛驴车上的草像一座小山，得用一种专门
捆绑草的工具才能捆紧。

草拉回家后，还要晾晒。打草季节，家门
口的空地上，会摊开厚厚的一大片，晾晒时要
反复翻腾，每天上下午都要翻一次，晾干后还
要垛起来。每年我们都能打一大堆草，自己
家的牲畜吃不完，还会送给没打上草的人家。

那时，我们以为要打一辈子草。没有想
到，离开家乡后，再未打过草。我们老家现在
也没有人打草了，庄稼秸秆足够牲畜吃了。
在内蒙古牧区，打草都是机械化了，打完直接
圈成大圆捆，晾干后拉回家垛起来，冬天喂
牛、马、羊、骆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