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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北枕大青山，南濒黄河
水，是祖国北疆的一方宝地，一颗璀
璨的草原明珠。

流经呼和浩特的黄河支流大黑
河和小黑河，被誉为呼和浩特的母亲
河，这两条丰沛的河水滋养了一代又
一代呼和浩特人。现在的大、小黑河
河面宽阔、河水清澈，波光粼粼，鱼翔
浅底，水鸟翱翔……两河宛如两条洁
白的哈达，飘然佩戴在美丽青城的脖
颈上。河两岸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宛
如仙境的公园、游园和花海绿荫——
这就是青城十六景中的第十四景“玉
带花海”。

大黑河是黄河上游左岸的一级
支流，发源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境内
的十八台镇，干流由东北向西南流经
卓资县、呼和浩特的赛罕区、玉泉区、
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最终于托克托
县城西北部汇入黄河。大黑河在历史
上有多个名称。《汉书·地理志》中称其
为“荒干水”，北魏《水经注》中称“芒干
水”，隋唐时称“金河”，民国后称“大
黑河”。大黑河流域地势平坦，土质肥
沃，具有发展农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

大黑河不仅是一条自然河流，更
是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
体。它见证了呼和浩特地区的历史
变迁，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
例如，大黑河畔的古城遗址、古驿站
等。

小黑河是大黑河的主要分支之
一，发源于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安字号
乡瑞生金村，流经新城区、赛罕区、玉
泉区等地，最终从土默特左旗小浑津
村西汇入大黑河。小黑河在历史上
也有多个名称的记载，如南北朝时期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其为“芒干
水”（与大黑河古称相同，但在此处指
小黑河），隋唐之际又称“武泉水”，辽
代以后逐渐称为“黑水”或“黑河”。
清代才明确区分为大黑河和小黑河。

大黑河和小黑河是呼和浩特的
重要水系和城市南部的生态屏障，
它们不仅为城市带来了丰富的水资
源，还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
推进和环保意识的提高，通过实施
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和水质改善措
施，大、小黑河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有
效恢复和提升。

大、小黑河河岸上有许多公园和
景观带供市民和游客休闲娱乐。主
要的公园有：大黑河郊野公园、大黑
河军事文化乐园、南湖公园、小黑河
滨水综合公园、玉带岛公园等。

这些沿岸的公园和景观带各具
特色，无论是花海景观，抑或是陈列
退役战斗机、坦克等的军事文化乐
园，都能让游客找到属于自己的观览
与休闲方式。

以大黑河郊野公园为主而构成
的美景“玉带花海”有河有花有绿，远
望河水清澈湛蓝，近看各色花卉随风
摇曳，脚下是青青绿草。尤其是春夏

时节，种植了近百种花卉的花海迎
来了它的鼎盛期，大、小黑河沿岸被
妆扮得五彩斑斓，各色花卉竞相绽
放——红的如火、黄的似金、白的如
玉、紫的像霞；蜜蜂、蝴蝶在花丛中
穿梭起舞，为一眼望不到头、绵延不
绝的花海增添了生机与活力。玫瑰
花、丁香花、芍药花、月季花、百日
草、金鸡菊、格桑花、马鞭草等数不
清的花卉和植物构成了花的海洋、
绿的原野……更有日夜流淌的滔滔
河水，岸边的亭台水榭和遮天蔽日
的绿荫小道，为景点增加了更多的妩
媚和色彩。在这里 ，游客们可以穿
花海而赏，踏青草而嬉，坐绿荫而憩，
尽情享受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与宁
静。

玉带花海以其独特的花海景观
和河流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
赏，是大家亲近自然、休憩放松的乐
园。在这里，游客们可以拿起手机或
相机，留下一个个美丽的瞬间；也可以
闭上眼睛，深呼吸清新的空气，让心灵
得到彻底放松。此外，景区中有休闲
区和服务设施，为游客提供便捷的游
览体验和贴心服务。玉带花海还通过
种植不同季节盛开的花卉，实现了四
季都有花开，这使得游客无论在哪个
季节前来观赏，都能欣赏到美景。

如果您也向往这样的美景，不妨
亲自前往一探究竟吧！

正是：玉带花海如哈达，佩在青
城脖颈上，大小黑河水漫漫，两岸花
海醉万家。

白驹过隙间，夏往秋继。当人们还被暑热团团包
围、日日折磨，想方设法避暑纳凉时，二十四节气的第十
三个节气——立秋，在“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中缓
缓拉开帷幕。

立秋，表示孟秋开始，禾谷开始成熟，收获的季节到
了。所谓的春华秋实也。《历书》曰：“斗指西南维为立
秋，阴意出地始杀万物，按秋训示，谷熟也。”《说文解
字》云：“秋，禾谷熟也。”《管子》说：“秋者阴气始下，故万
物收”。

立秋意味着降水、湿度等处于一年中的转折点，趋
于减少或下降。从立秋开始，阳气渐收，万物内敛。立
秋与立春、立夏、立冬并称“四立”，也是古时“四时八节”
之一。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仅次于小暑大暑的第三热节
气。在节气排列顺序上，秋季第二个节气“处暑”才出
暑。即“三暑”中间夹一个“立秋”，立秋之后才是处暑
（末暑）。“三伏天”串起了小暑、大暑、立秋、处暑四个节
气。可见，立秋节气有着承上启下之作用。

风禾尽起，盈车嘉穗。从丝丝凉风开始，季节便丰
腴着沉甸甸的故事，也奏响季节轮回的旋律。蓄谋已久
的秋风晕染着金色的田野，万物争先恐后地拔节、成熟、
添彩，处处流淌着诗情画意。甘甜的金风，诱人的瓜果，
醇香的五谷，将季节描摹成斑斓的宫殿，工笔为壮阔的
海洋。金色的葵盘，孕育着密实的希望；亭亭的玉黍，怀
揣着颀长的喜悦。鲜红的辣椒，张扬着靓丽的色彩；翠
绿的青椒，闪烁着鲜嫩的光晕。橙黄的葫芦，发育着粗
实的身孕；殷红的蕃茄，炫耀着太阳的光芒。树上悬挂
的苹果梨露出羞涩的神情，地上堆积的大西瓜布满墨绿
的条纹……河套地区的人们忙着麦后复种燕麦草、白
菜、蔓菁等，期待着土地再次奉献热忱。

“烦暑郁未退，凉飙潜已起。”初秋时节，虽然还是烈
日当空，暑气逼人，但昼夜温差开始拉大，一早一晚悄然
生发的清凉会让人神清气爽。正如林语堂先生在《秋的
况味》中所言：“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暄
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懔烈萧瑟
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
灰，只是一股熏熟的温香罢了”。

伫立于初秋的田野，五彩的斑斓濡渥着干涩的双
眼，纷纭的意象填充空洞的脑海，岁月的年轮划过又一
个人生的驿站。“一眨眼就是一天，一回头就是一年，一
转身就是一辈子”。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遥望西天，

“最动人是秋林映着落日。那酡红如醉，衬托着天边加
深的暮色。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随着暮色浸染，那是
一种十分艳丽的凄楚之美，让你想流几行感怀之泪，却
又被那逐渐淡去的醉红所慑住，而情愿把奔放的情感凝
结。”罗曼罗兰对暮色秋景寄予了“莫道桑榆晚，为霞尚
满天”的情感，笔触细腻，开雾睹天。

生而热忱，终也欢治。万物和睦相处，又独自生
长。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它们与世无争，在阳光、雨
露、空气的滋润下，都能坚守自己的生长本能和规律，一
如既往地将果实孕育得有棱有形、有色有味，无怨无悔
地将一生捐给人类。白首不渝，矢志不移，无欲无求，一
生如此。它们活出了自己的品格，活出了自己最想要的
模样。于人而言，启迪多多。

清阳曜灵，和风容与。走进秋天，犹如走进记忆的
广场。妩媚的月亮播洒着浓浓的乡愁，古老的传说赓续
着岁月的序章，生命的果实养育着匆忙的时光。“鱼鳞似
的白云渐渐地消散了，天幕的蓝色也淡了一点。只有银
盘似的明月仍旧安稳地继续着它的航程。”（巴金《秋》）
此时，我的目光穿过小区的幢幢高楼，投向那皎洁清凉
美丽的圆月，脑海中浮现出乡下匆忙的岁月和月光的踪
迹。秋日的乡间，月亮格外好看，水灵灵、胖嘟嘟、香喷
喷的，情趣别样。在农家院落，它曾洗濯我的疲惫和郁
闷，指引着我遥远的向往，然后，陪我一起上床，匍匐在
大花被上，伴我进入幽幽的梦乡。那里寄放着“小时不
识月，呼作白玉盘”的质朴，贮存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
是何年”的懵懂，迷离着“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的清
幽，更发酵着“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情思。

初秋时节，昼夜温差变大，白天酷热，夜凉如水，但
暑热还藏在千家万户，秋老虎还将伺机发威。节气上的
立秋，只预示秋天将要开始，暑热式微，而气温真正走
低，尚需时日，万不可期望过高。

大火西流又立秋，凉风轻拂内房幽；草木白露微微
降，几个寒蝉鸣树头。古人将立秋时节的十五天分为三
候。

一候凉风至。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此时，金
风习习，若轻纱拂面；树叶飘零，可一叶知秋。风中裹挟
丝丝凉意，节气迭代，蝉联往复。

二候白露生。大雨之后降清凉，茫茫雾气露未凝。
因雨后的清晨，大地上薄雾蒙蒙，庄稼的叶片上凝结了
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故曰白露生。“一场秋雨一场寒”，添
衣加衾正当时。

三候寒蝉鸣。寒蝉居高声细微，茂树深处有余音。
夏蝉隐去，秋蝉登场，在微风吹动的树枝若断若续地鸣
叫。寒蝉之于秋天，犹如布谷鸟之于夏天。这是关于暑
气消退的报道，炎热即将过去，凉爽即将来临。

江山如画，碧落坤灵。立秋节气准点到达，年轮驶
向又一个站台。躁动和狂热缓缓减速，稳重和成熟则翩
然上车。此时此刻，人们沐浴金色的秋阳，背负沉甸甸
的收获，抖落黏黏的暑气，准备迎接“天凉好个秋”！

清晨，大雾弥漫，远山近水都处于朦
胧之中，就连村边那些高大的树木、碧绿
的庄稼也忽隐忽现，仿佛在梦中一般。平
日里叽叽喳喳唱个不停的鸟儿们，似乎也
被大雾蒙住了喉咙，此刻竟然集体失声。
迷雾，逐之无踪，索之无物，闻之无声，在
故乡这阵不期而遇的大雾面前，我竟然开
始怀疑这里的真实景物了。

对于北方来说，雨后是极易生雾的。从
昨天开始，小雨淅淅沥沥，几乎下了一天一
夜，我想像着，田里高大的玉米、高粱，还有
焦渴的马铃薯、胡麻、豆类，在这喜雨中是怎
样张开嘴，尽情吮吸那天降甘霖，饱饮之后
期待着天空放晴，然后在阳光沐浴下忘情生
长，完成开花结实、收获丰硕的生命周期。
然而，老天好像并不放心这片多情的土地，
即使雨已经停了，却又派来了雾，让这番湿
漉漉的光景持续几个时辰，好让北国所有的
植物体味雨露的珍贵、生长的幸福。

多年未有过如此真切地亲近迷雾的
机缘，趁着这大好时光，我走出屋子，暂时
躲开尘世间的一切烦恼，缓步踱到村外，
一览故乡浓雾中的万物景致。

故乡的路是黄土路，由于雨水的浸

泡，黄土路早已是泥泞不堪，有些泥便不
请自来沾到了鞋底，随着我的前行而发出
吱吱的声响，这在沉寂的浓雾中显得十分
突兀，我生怕这样的响动，将挂在路两边
野草草尖上的露珠惊掉，又怕这样的响动
惊飞了这来无踪去无影的迷雾。

路两边是玉米地，那一人多高的身
形，那宽大的叶片，那已经吐穗的棒子，都
挂满了露珠，浑身上下水汪汪碧绿青翠，
透着生机与活力。走过玉米地，是土豆
田，此时此刻，土豆正盛开着白色的、紫色
的花，植株上也都挂满了露珠，一棵棵神
采奕奕、活力四射，大家都在期待那一个
预想中的金色季节。

走过庄稼地，便来到了曾经日日经过
的河边。河岸弯弯曲曲，迷雾将渐行渐窄
的河道遮掩在了远方。经过雨水的汇集，
河水明显比平时大了许多、急了许多、浑
浊了许多，晨光之中，河面如一条白色的
飞练，从远方涓涓而来，又从脚下飘忽而
去。河边地势较为开阔，那远远近近、高
高低低的景物，包括连绵的群山、成片的
庄稼、高大的树木，都在迷雾中渐渐显出
自己的模样，深深浅浅、浓浓淡淡、隐隐绰

绰，让人禁不住想要拥抱这水墨山水了。
行走在故乡的泥土地上，嗅着雨后泛

起的泥草混合气味，面颊拂过湿湿的微
风，突然觉得，远处那忽隐忽现的山峦、近
处那些庄稼树木，似乎都在游动，仿佛神
话中的仙境，大有“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
欲转千帆舞”的境界。可不是，不知从何
时开始，那迷雾开始随风飘动，有的一带
而过，有的抱团飘过，也有的渐行渐远，还
有的卷来舒去，大可与黄山云海、庐山迷
雾相媲美。游荡在故乡山水晨雾中的我，
成了这祯仙境中最真实的那一个，进而惊
叹于雾锁群山、朦胧飘渺的绝美胜景了。

其实，朦胧的美，的确是别具一格的
美，真实而又悠远，诚挚而又懵懂，宛转而
又飘逸，所以就有朦胧诗、朦胧爱情等唯
美追求。但朦胧又实难经得起波澜的考
验，一阵风刮过，一切都恢复原形，一切都
归于真实。就像眼前的晨雾一般，无论多
么浓重，多么变幻，当风儿吹起，当太阳钻
出浓雾普照大地，再厚重的云雾也终将散
去。当然，于我而言，无论香雾几多重，无
欲心境自从容。是的，我爱晨雾，但我更
爱恬静自然、田园牧歌的真实的故乡。

我经常沿着呼——包一线奔走。
一边是看不够的大青山，一边是看不
够的土默川。山是那么巍峨，巍峨得
峰峦叠嶂，不用一点铺垫。川是那么
平坦，平坦得像地毯一般。望得久了，
便感叹大自然太神奇，总觉得自然界
的一山一水都不是随意安排的，里面
一定隐含着某种捉摸不透的深意。

我喜欢爬山，偶尔会光顾一下大
青山，散散步、遛遛弯，呼吸一下新鲜
空气。大青山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山阴背上茂密的天然白桦林，是大青
山最主要的森林资源；其次有青杨、山
柳、山榆、柞、野梨、山杏、胡荆子、山樱
桃等灌木丛，以及人工栽植的油松、落
叶松、樟子松、桃、李、苹果和葡萄等。
密林深处栖息着几十种珍禽异兽。广
阔的山野，牧草丰美，有十几个天然大
牧场。此外，大青山还蕴藏着丰富的
矿产资源，为发展工业提供了有利条
件。

春天，漫山遍野的杏花绽放，整片
山坡粉嫩娇柔，人在花中走，如在画中
游。各种昆虫蠢蠢欲动，大地焕发出
勃勃生机，草绿柳黄。花谢后长出的
青杏，酸涩爽口，那青涩的滋味想想都
满颊生酸。夏天，山上绿树层层蔽日
遮天，山下清泉道道曲曲蜿蜒。云雾
缭绕，山腰落雨山顶晴；山歌回荡，此
起彼伏群山应。秋天，暑气初消，月正
圆，朵朵野花皎洁，树木换上了新装，
有深黄、浅黄、深绿……在山下远远望
去，五彩斑斓，看起来厚而不腻，却又
是一番新景象，一番成熟的景象。冬
天，当白雪覆盖了山野，当大地被洁白
遮盖，大青山也披上厚厚的冬装，那傲
雪凌霜的青山松柏挺拔刚劲，给人以
力量、鼓舞与信念。

大青山不仅有优美的自然风光，
还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遗
产。这里有著名的阴山岩画，1973
年，就在大青山和蛮汉山连接处发现
了原始人石器制造场，1979年被命名
为“大窑文化”。战国时期七雄之一的
赵武灵王曾经在大青山修筑了长城，
至今还留下了不少的烽火台。大青山
中还有魏行宫、元甸城，有无数的碑文
字画。丰富的文化遗产，给青城灿烂
的文化增添了瑰宝。

大青山是有生命的，有故事的，有
记忆的。那些不会说话的遗址、遗迹、
遗物，每一处每一件都在述说着这座
山的悠长故事。当我们静下心神，约
三五好友攀爬大青山，一定会被祖国
北疆这道令人惊艳的亮丽风景线所深
深吸引，还会领略到巍巍大青山独特
浓厚的文化魅力。

我想画岁月，画一幅时光那头的画。
不，一幅画画不尽小村庄上空的流云和炊
烟，还有田埂上的青草稞及旁边的虫鸣和
风声。我最想画的，是岁月那头父亲不息
的耕作和没完没了的言教声。

一握笔才知道，我这书写文字的手是
拿不动画笔的。只是，言不尽则写，写不
尽则画吧，尽管我没上过作画这门课。我
的第一幅画作诞生了，画的是一排排简易
交错的屋舍、牛栏和土堆，空隙处杂生着
一丛丛小草和野花。公鸡飞上了柴垛，牛
车默立在矮墙根，小孩子在村子里来回
跑。抹不掉的记忆里，早就应该绘这样一
幅画。不知从啥时起，这幅画就深埋在了
我的思想里。一弯腰，一转身，都是它的
影子。它给我勇气和自信，让我在生命中
去搏击风浪，不停歇地往前走。它还给我
亲情和快乐，给我无尽的动力和追求。因
为这幅画，深藏着我遥远的根脉和故土。
那每一片瓦、每一个辘轳、每一棵树，都是
浓稠岁月里跳出来的一枝花。擦一下眼
睛静静瞧，这幅岁月的画，抖动着父老乡
亲的脊背和身影。每一个升起太阳的早
晨和日落，他们都在那个遥远的小村落里
一天紧过一天地度年月。一步步往前走
的日子里，父老乡亲从田间劳作归来，阳
光下，瓦片上，柴垛上，梢头上，薄薄的炊

烟像如绵的云，腾空而起，冲向天际。一
片片晚秋的落叶，像一只只起舞的黄蝶。
又过了一些日子，屋顶上又挂满了清亮的
绿叶。从这幅画里走进去，我看到寒冬的
晨光里，母亲皲裂的手在淘米；看到昏黄
的油灯下，母亲在腌冬菜；还看到春荒里
的母亲，望着天空摘树叶。母亲立在屋檐
下曾对我说：“儿啊，直起腰来往前走。”这
第一幅画，我画得歪歪斜斜，又像田埂一
样弯弯曲曲，但我执意还要画。

我的第二幅画作画成了，画面上，烈
日高悬，田地里长满了青苗。父亲从河沟
里挑来一担担水浇过去，像是浇在了心尖
上。头顶上蜻蜓在热浪里翻舞，田埂上滚
落一串串热泪和汗珠。旁边的枝头上，小
鸟扯着嗓门在歌唱。这幅画，线条一点也
不流畅，但我喜爱它。瞧上一眼，就会一
头扎进岁月中，总也不想走出来。那块簇
生青苗的庄稼地，父亲的青年、中年和老
年，都把心思留在了那里。父亲猛吸一口
气，把榔头举过头顶，用力砸下去，硬实的
泥块就碎了一地。父亲还把结实的腰板
弯下去，瞪大眼睛把疯长的草稞剔出去，
然后挑来水。等到青苗一昂头，父亲才会
长喘一口气。那年逢天灾，父亲种下去的
一棵棵青苗没长成就死掉了，土地荒芜
了，父亲三天三夜想哭都没哭出声来。这

幅岁月的画，好沉重啊，掂在手里都会脱
手，一走进去，就能看到没完没了的好多
事。那年父亲锄地，年幼的我跟在后面一
小步一小步往前走。父亲一回头，双手摸
着我的小腮帮，高着嗓门说：“孩子，将来
好好学本事，让土地也能飞起来。”这句话
父亲今天说，明天还说，后天还是这样教
育我。地头上，父亲的话最中听。

我又画了一幅画，虽然不规整，但我
觉得好美。这幅画，是时光那头小村庄西
边的一条河。河道窄斜，却把整个碧空抱
在怀里。白云钻进水里，几只水鸟在上空
盘旋飞翔，划了一个大圆圈。河面上油绿
的水草像柳叶，清澈的河水里，有小船打
桨划过，每打一桨都会捧起一把闪烁的日
光。最可人的，鹅鸭来这里戏水，一群孩
童在清凉的水里嬉闹。当摇曳季节的风
吹来的时候，绿波你追我，我追你，好舒
心。我很喜爱她，爱她的每一个眼神和河
堤上每一片小草尖，我打小就看到了她的
美丽和质朴。家乡的河啊，我画得近乎粗
狂，却很认真。我会一直保存下来，让她
在迎面走过来的每一个日子和时光里扎
下根来。

我想画岁月，画不尽的岁月里，一幅
又一幅画捧在了我的眼前，让我一遍又一
遍看到了时光那头的凝重和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