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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有以草原丝绸之路文化公园
为中心的一个集旅游、艺术和文化于一体
的美丽景点，这个景点就是青城十六景中
的第八景“丝路匠心”。

呼和浩特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
的历史文化，对历史上草原丝绸之路的形
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呼和浩特应该是草
原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交通枢
纽，而草原丝绸之路文化公园也正是基于
这样的城市文化定位而规划建设的。

呼和浩特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多
年来深入挖掘城市文化，积极塑造城市精
神，重点建设了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形成
了以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美术馆以及呼
和浩特雕塑艺术馆为龙头，以草原丝绸之
路文化公园为主干的5.6公里的文化轴带。

草原丝绸之路文化公园北从新华大街
开始，向南一直延伸到南二环，东西窄、南

北宽。向北走过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便
可抵达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科技馆，向东
便是内蒙古美术馆和内蒙古国际会展中
心。草原丝绸之路文化公园周边不仅有鳞
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车辆，摩肩
接踵的人流和满目苍翠、鲜花盛开的青城
美丽颜值，更有以北疆文化艺术为脉的承
载功能。

在“丝路匠心”游览，可以去内蒙古博
物院看主题展览，听文物诉说历史烟云；
可以去内蒙古美术馆看美术家绘笔丹青，
进入书、画、诗的美学世界；可以去呼和浩
特雕塑艺术馆以雕塑为媒，与世界文化对
话……这条文化轴带，是青城十六景中的
新地标、新景点。

草原丝绸之路文化公园身处闹市，但
不仅没有闹市的喧嚣，反而有一种静谧的
感觉——公园内绿树成荫、芳草茵茵、小径
蜿蜒、花开次第、玉带缠绕、曲径通幽、文脉
馨香。有人形象地赞誉说，这个公园是呼
和浩特的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
游带。游客在游览美景的同时能深深地感
受呼和浩特的文化底蕴。

草原丝绸之路文化公园整体布局以历

史轴线展开，区段内的马镫、勒勒车轮、铜
镜、五铢钱、丝路驼帮、票号、茗茶清苑等艺
术化雕塑小品生动展现了呼和浩特不同历
史时期的经济文化和自然风貌。

掩映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公园的一方
碧草之上，一片苍翠林间的呼和浩特雕塑
艺术馆，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祖
国北疆文化与世界艺术交融的圣地。

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分为ABCD四个
区域，各个区域如同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卷，
都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馆内展陈了特邀
国内外经典雕塑作品58件、专项征集入围
作品 100多件。这些作品从多种角度，以
不同的表现手法和材质方式，塑造了形态
各异的艺术形象，展现出国际文化交流、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以及多民族融合的多
彩雕塑文化，彰显出新时代艺术与文化交
融的无穷魅力。

馆内雕塑风格众多，无论是复刻经典
的“断臂维纳斯”“思想者”，还是精美的“敖
包相会”等雕塑作品，都能给游客留下深刻
的印象。在这里，您可以近距离观赏到来
自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流派的雕
塑作品，感受雕塑艺术的魅力，使您仿佛与

世界级的艺术界大师邂逅、交流。同时，这
里也是一个融合了城市文化和时代发展的
地方，您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呼
和浩特的独特韵味。

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与内蒙古博物
院、内蒙古美术馆以及草原丝绸之路文化
公园等景点相互呼应，文旅资源串珠成链，
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文化旅游线路。来这里
观光旅游就犹如进到了精美艺术的殿堂，
游客既可以感受到令人震撼的艺术魅力，
又可以感受到国际艺术与城市文明交织出
的青城别具一格的韵味。

“丝路匠心”为游客提供了一个欣赏文
化、艺术和风景的平台，还是一个极佳的拍
照打卡点。无论是赏心悦目的艺术作品，
还是碧草绿水的鲜艳色彩，或是白砖木墙
的简约风格，都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拍照
背景，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丝路匠心”将文明之美、艺术之美、文
化之美、风景之美带入了群众的生活之中，
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都不要错
过这一精彩的文化景点哟！

正是：丝路匠心呈璀璨，川流不息霓虹
闪，文化轴带国际范，织出青城艺术苑。

丝路匠心丝路匠心
■高培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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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劭凯 摄

绿遍草原白满川
■郭海燕

颜色，于一个地方来说就是它的标签。
草绿、苔绿、茶绿、墨绿……绿色为主，

不失层次渐变；银白、亮白、钛白、雪白……
一处留白，承纳万物共生。

这便是呼和诺尔，一个绿白交织的静
谧之地，一个水天一色的诗意桃源。

“呼和”在蒙古语中意为“青色”，“诺
尔”为“湖泊”之意，“呼和”与“诺尔”的结
合，成就了大自然的造化神奇。绿是草原
的绿，蓬勃茂盛，白亦是草原的白，汪洋浩
瀚。于是，绿白相映，草湖一色，天地孕生，
美不胜收。

探访呼和诺尔，不必在意季节的变迁，
每个季节都有其独特的韵味和风情。可要
真正读懂呼和诺尔，唯有与水亲密接触方
能实现。无论你是选择在湖边悠闲踱步，
任由风轻抚你的脸颊，还是乘船荡漾在湖
上，与湖水拥抱亲吻，呼和诺尔的水总是展
现出一种静谧而又温婉的美。它静如一块
晶莹的宝石，悄然映照出天空的深邃与云
朵的纯净；它又像一块上等的羊绒，触感温
暖而细腻。这种独特的体验，不禁让人陶
醉于这片湖泊的宁静与美好之中。

风姿绰约，美艳照人。漫步在湖边，水
面波光粼粼，犹如一块细腻的翡翠镶嵌在
大地之上，浓浓淡淡，深深浅浅，恰似白居
易《江南好》中的“春来江水绿如蓝”。一束
阳光照在湖面，如一道道五线谱，荡漾着绿
色的旋律，氤氲宛如在画中。那湖水是淡
绿色的，绿得清澈无比，绿得润肺清心，彻
底模糊了水与天的界限。仿佛被绿纱层层
过滤一般，明亮纯洁，纤尘不染，清澈得几
乎可以看见湖底的每一寸细节，让人心生
敬畏又倍感宁静。湖岸的石头上布满了五
彩斑斓的苔藓，宛如一颗颗精心雕琢的宝
石，每一块都独一无二，纹路细致入微。湖
面下的水草摇曳生姿，宛如舞动的绿色丝
带，又似古画中飘逸的水袖，忽而扭动腰
肢，忽而舒展开来，仿佛是大自然的舞者在
湖水中尽情舒展，演绎着一段段生命的舞
蹈。一旁的芦苇丛笔直地矗立着，像是一
群忠诚的卫士，倾尽一生守护着这片纯净
的湖泊。一阵微风拂过，几株芦苇便顺势

倾斜身姿，轻轻摇曳之间，像是在与湖水窃
窃低语，好不浓情蜜意。

一方湖水养一方鲜。静谧深深的绿在
脚下流淌、弥漫，其中闪烁着如钻石般璀璨
的点点光斑，这些光芒又化作了无数的白
鱼银虾。在清澈的呼和诺尔湖里，不时有
鱼儿跃出湖面，又“啪”一声钻入水中。这
些白鱼的温床便是绿色的呼和诺尔湖，只
有湖水的绿，才能养育这些鱼虾的“白”，这
鲜，这美。

此刻，你已经分不清是湖水滋养了这
些生命，还是这些生命为湖水增添了一分
绿。但你会知道，你与这片湖泊，与这里的
一切生命，已经融为一体，紧紧相拥。

这使我想到了另一种景致：呼和诺尔
草原上的羊群。那大片的羊群，洁白如雪，
宛如天空中的云朵，鼓胀到肥美而晶莹。
夏天的阳光正好，熬过寒冷冬季，又走过温
暖春天的它们，早已迫不及待地涌向碧草
连天的原野，在蒙古包旁，在清澈的溪流
边，在辽阔的绿地上，自由地奔跑，将它们
肥美身体内满蓄的欢快与活力，尽数倾洒
这片绿油油的土地上。

欢乐的何止是羊群，何止是湖水，何止
是大地，每次来到呼和诺尔，我也会像被施
了魔法般不由自主地欢喜。走走停停，漫
步在这片羊群点缀的草原上，任由微风吹
拂我的发丝，拂过我的脸颊，尽情享受这独
特的水天一色的草原风情。羊群虽然是白
色，但这白却与草原的绿相互映衬，分外和
谐。究竟是羊群为这片草原增添了色彩，
还是草原的绿色调和了它们？我甚至怀
疑，在美学的色彩学里，是不是绿和白本就
是一对天造地设的组合，它们才是大自然
鬼斧神工的完美搭配。

白的不止有湖水，不止有羊群，更有
牛奶。

牛奶是牧人的另一种血脉，也是呼和
诺尔人的经济源泉之一。走进呼和诺尔
镇，其隶属的很多嘎查里都有奶制品作坊，
浓缩的奶制品成为民族工艺和文化传承的
名片。这其中的沃德乐传统奶制品作坊，
便以其精湛的技艺和优质的产品赢得了人

们的喜爱。从挤奶到熬制再到最后打模成
型，女主人每天都在微信群里发照片，她一
边去快递公司打包发货，一边忙碌制作奶
制品，还不忘在微信里提醒买家，不能及时
吃掉的奶制品要放进冰箱冷冻，纯天然的
奶酪奶干，没加半点防腐剂，好东西可不能
浪费。其中不乏很多南方的买家，她就自
己贴钱用空运的快递，外加多放几个冰袋，
为的就是让没来过大草原的人们提前感受
一下草原的馨香。

色如白玉，奶香芬芳入鼻，入口香甜嫩
滑。这些奶干奶豆腐是牛奶的浓缩和精
华，早已跨越千山万水，将草原的馨香和淳
朴带到人们的心中。

绿遍草原白满川。品读呼和诺尔的
美，不仅要看颜色，还要细细感受那独特的
气味：那是草原野花的芬芳四溢、冬日雪原
的甘甜冷冽、夏日牧草的绿意清新，还有浓
厚的游牧文化与现代旅游相融的气息。

回首往昔，曾经因过度放牧和气候变
化而受损的呼和诺尔，一度弥漫着沙尘与
荒芜的气息，目之所及是裸露的土地、稀疏
的植被。然而，随着持续的生态恢复与保
护项目的实施，呼和诺尔的绿色生态逐渐
回归，展现出了今日这般万物霜天竞自由
的壮丽景象。天地巨变如大梦一场，但眼
前这幅生态画卷，却真真切切地滋养着每
一个游人的身心。

大千世界，总有一些东西是要坚守
的，在呼和诺尔人心中便是如此。守护草
原，坐拥安宁，凭湖临风，小舟唱晚，活得
和绿草一样舒展，清风一样自由，湖水一
样纯净。

盈一眸青绿，捻一瓣心香。远处，绿色
的草浪顺着风从山坡上跑下来，那起伏的
气息，让人想到悠悠长调，仿佛将整个草原
的气息都融入了歌者的声音中，甚至感觉
到大地的气息，精细到血脉流淌的音频，超
脱时间的羁绊。你可以听到那青草连同花
朵一起翻滚的旋律，如琴弦轻拨，悠扬而深
长；你可以听到那风的低语，在草尖上跳
跃，带着野性的呼唤和自由的承诺；你可以
听到大自然的脉动，每一次起伏都是生命

的节奏，沉稳而有力。此刻，你会相信，这
绿色有着清洁的作用，清除内心的一切藩
篱，提示生命是绵绵不竭的，如同呼和诺尔
大地的草浪，一浪接着一浪，生生不息。

草，对于呼和诺尔，对于整个草原来
说，不仅仅是生命的载体，更是灵魂的象
征。它们是草原上的绿色使者，祖祖辈辈
生于斯、长于斯。它们无须华丽的衣裳，也
无须刻意的装饰，只需以最纯粹的绿色，铺
满大地，展现出生命最真实的一面。世间
若是没有草的映衬，整个大地将失去生机，
只剩下空洞与单调。

草，如此柔情深涵，又是那样肆意豪
放。每一块大地都被它们填满色彩甚至填
满香气，没有空缺。草的香味，清新而淡
雅，它随风飘散，钻进人们的衣服里，带来
一丝丝清凉。当人们骑马驰骋在草原上
时，马蹄下，草的汁液被轻轻挤压出来，它
们无声无息地浸润着马蹄，为旅途增添了
一抹生机与活力。草，它们是草原真正的
儿女，用柔弱的身躯，将沟壑填满，将荒芜
变为绿原。它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
命的顽强与美丽。

一年又一年，呼和诺尔，绿了又黄，黄
了又白，白了又绿，但呼和诺尔人的日子却
热气腾腾、五彩斑斓：白得似珍珠雪，那是
牧民开“农家乐”的蒙古包；黄得如流光金，
那是老额吉熬制奶豆腐的炼乳油；红得如
胭脂霞，那是村民们缝制的民族祥云红嫁
衣；绿得如翡翠玉，那是草原随风摇曳的如
波绿草……这些颜色，曾让过去一度在温
饱线上徘徊的呼和诺尔人未敢奢求，如今
的他们早已踏着乡村振兴的绿色发展之
路，将日子过得清风云淡，人亦芬芳。

呼和诺尔之行即将结束，禁不住向远
处瞭望，仿佛看到了水天一色间，晚霞映在
呼和诺尔湖面，盈盈流动的湖水拥着霞光
入怀，波光粼粼中似羞红了脸一般恬谧，宛
如一条绣着火红金边的银丝带，静静地躺
在大地的怀抱里。浮光跃金，如梦似幻，就
如六月的草原，静候每一位憧憬美好的旅
人，绿水青山、天地绝美……

（据《内蒙古日报》）

■呼和诺尔湖碧波荡漾 韩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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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塘似镜映天光，
竞艳睡莲争吐芳。
倾倒骚人思绪动，
欣留诗句几行行。

灞王河莲塘随吟

林漫步林漫步
诗诗 ■■贾志义贾志义

在大青山红色文化公园
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

纪念碑前意诚虔，
重温誓语感庄严。
初心励志征程美，
壮志萦怀大道宽。
不负英雄弘大业，
敢教旧貌变新颜。
开来继往圆宏梦，
永葆青春有洞天。

楼宇亭廊古色香，
雕梁画栋隐林旁。
松涛阵阵吟山曲，
鸟语频频唱晋腔。
满目春光何靓丽，
一方幽境任端详。
流连半日心神爽，
凑句成诗喜欲狂。

亭苑怡人

和林格尔行吟
与诗友一同赏芍药花

一路同行赏物华，
南山顶上有仙葩。
一坡彩朵浓于火，
几缕轻云淡似纱。
雅韵悠悠迷望眼，
曛风款款醉流霞。
娇柔美艳牵心动，
教我如何不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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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夏雨，总是和冷空气裹在一
起，下着下着，雨就变成了冰雹；也总是
和风裹在一起，所谓风雨交加，形容家
乡的雨很是贴切。

农历六月天，就像小娃脸，说变就
变。天空中忽然划过一道闪电，把半
边天都照亮了，随后传来沉闷的雷
声。天空就像个发飙的孩子似的，稀
里哗啦哭闹个不停。那轰隆隆的雷
声，有着好像要把什么“咬下来”的怒
火；又仿佛发了狂，使尽浑身解数拼命
地往树冠上砸水柱。树枝好像做错了
事的孩子，垂下了头。

雨越下越大，天连地昏昏暗暗的。
打在窗户啪啪作响的雨水，拧成股股流
线，贴着玻璃往下淌。乡间完全笼罩在
雨雾当中。田野、庄稼、村落、房舍、道
路默默地承受着急风骤雨的洗礼。家
家屋檐雨帘垂挂，大街小巷一片汪洋。
风雨中，临街的住户多聚在大门口谈笑
风生，偶有冒雨赶路，或在地里行动迟
缓被淋得落汤鸡似的人从门前经过，相
互对视，免不了会心一笑。

夏雨豪爽粗犷，不像春雨那么柔弱
细腻；夏雨激烈果决，不似秋雨那样缠
绵拖拉。约摸个把小时，雷声远去，阴
云渐退，“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一
场雷雨使乡间焕然一新，更加清丽可
人。无处不在的尘埃被荡涤一空，路更
洁净，房更俊美，树木愈显葱绿，禾苗更
加水灵。尤为可贵的是，风雨横扫酷
热，气温下降，凉爽宜人，温馨舒适。难
怪人们喜在心头，笑挂脸上，纷纷走出
家门，聚在一起，指看天空高悬的七彩
虹桥，抒发着甘霖浸润庄稼、果树后的
喜悦……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
晴”。人世间的浮华喧嚣，得意失宠，需
要我们以平常心待之，对夏雨也莫不如
此，只有去除浮躁，多几分宁静，才能体
味出它的有趣和诗境，感受它的精妙和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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