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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秋色
（组诗）

■贾志义

先抹深红后画黄，描成五彩细端详。
层林之上补行雁，且把夕阳作印章。

暮秋吟

南归雁阵排云上，清唳声声谁动容？
叶落草枯黄满目，西风呼啸欲迎冬。

寒露晨景

露凝天渐冷，枫叶满山红。
雁叫长空上，秋霜一望中。

老牛湾，再次欣赏你的美
■秦翻花

夏日的清晨，我和同学们一起踏上
了前往老牛湾的行程。一路上树木郁
郁葱葱、风景如诗如画，仿佛是大自然
的调色板。车窗外，黄土高原连绵起伏
的山峦匆匆掠过。随着车行渐缓，黄河
的雄浑壮美逐渐映入眼帘。她似乎在
诉说着几千年的历史沉淀和岁月的沧
桑与辉煌。

老牛湾风景优美，以其一湾清澈的
湖水和葱郁的树林以及奇特的山峰而
闻名。它蕴藏着独特的风土人情，有着
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来这里可以捕
捉黄河入晋第一湾的别样风情。循着
水源寻找一段段动人的历史故事，感慨
一处处壮美的自然画卷。老牛湾是长
城与黄河握手的地方，黄土高原沧桑的
地貌特征在这里脱颖而出，河谷壁立万
仞，河道碧波万顷，同时也有大河奔流
的壮丽景观，被评选为中国最美地理十
大峡谷之一。它是大自然神奇之力造
就的浩浩荡荡的九曲连环，它如诗如
画，把一切美好尽收眼底。

老牛湾三面环水，一面连山，呈牛
头形状。由于地形条件的独特性，长城
在这里沿陡峭突兀的山峦延伸，与黄河
并行向南，似两条巨龙携手飞舞。古时
候，长城沿线上的军事要塞——老牛湾
堡就坐落在这里。因其独特的地貌特
征为游人特别是摄影爱好者及文学创
作者们所青睐！这里的石头建筑也是
十分壮观，它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石
窑石屋，比肩而建，石墙石院，随形而
就；石碾石磨、石杵石臼，随处可见；石
人石马、石仓石柜，触手可及。几十户
人家居住在这里，过着宁静美好的田园
生活。

老牛湾景区包含老牛湾和太极湾、
杨家川小峡谷景观区，面积 22.67 平方
公里。景区内有高大的烽火台“老牛湾
墩”，有明代山西镇的前哨老牛湾堡，
有坐落在一整块天然石板上的“石头民

俗博物馆”老牛湾古村，还有昔日黄金
水道货运集散地老牛湾古码头、四公主
德政碑、老字号荣泰祥等经典景观。游
走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景区可以全程领
略山水之美景，感受地方特色以及民俗
文化魅力。

老牛湾景区的通道由粗糙的条石
铺成，曲折崎岖。景区内的房屋为石砌
窑洞，大部分改造成了旅馆饭店。建筑
整洁，一派现代气息，一条石级蜿蜒而
下，与河岸相接，走到黄河边就可以看
到绝壁之下九曲连环的弯弯河水，以及
奇特的造型和秀美的山峦。

放眼黄河第一湾“乾坤湾”，就可以
欣赏到巨大的 S形图案。它天造地设，
十分独特。凡目睹者，都无不为这大自
然的奇观所震撼：黄河由北奔涌而来，
虽遇高山险阻，却没有暴跳如雷，惊涛
拍岸，而是欲进先退，智慧转身，迂回
向北，从容向南，在这里舞出一个华丽
的大回旋，湍急的河流划分出内蒙古与
山西，回旋的河湾则形成了因如老牛俯
卧而得名的老牛湾。

当你沿着长城漫步，仿佛穿越了时
空，回到了数千年前。长城在这里蜿蜒
曲折，与黄河相依相伴，形成了一幅壮
丽的画卷。我们驻足在烽火台前，想象
着古代士兵在此守卫家园的艰辛情
景。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
故事，让人不禁为之动容。我和同学们
一边欣赏着这里的绝美景色，一边聊着
改革开放后山城小镇所发生的巨大变
化，度过了愉快的周末时光。

当你乘船漂流时，放眼望去黄河两
岸峭壁耸立，高山叠翠，峻岭成峰，气
势磅礴，景色壮观。群山环绕，枝叶茂
盛。峡谷之间，悬崖峭壁，九曲十折，
形态不一，各具特色，群峰竞秀。它们
之间水倒映着山，山环绕着水，形成了
仙境一般的奇景。这里的山，水，景，
物，如诗如画，黄河之水蜿蜒随行，仿

佛置身于一个童话般的世界，让人心旷
神怡。阵阵微风轻拂，留给游人丝丝凉
意，让人感觉特别惬意和舒爽。几只游
船在河面上穿行，船上的游客像久违的
朋友互相打着招呼，游船你追我赶，同
学们打开嗓门大声呼喊：“老牛湾我们
来了！老牛湾你最美！下次我们还会
来的！”清脆悠扬婉转的尖叫声和欢呼
声回荡在黄河大峡谷之间，激动的心情
久久不能平静。“船在水中游，人在画
中走”的感觉油然而生。壮美的黄河像
一位慈祥的母亲，她用自己的乳汁滋润
大地，养育着华夏儿女。

走 进 农 家 饭 庄 ，女 主 人 笑 脸 相
迎，热情大方，整个窑洞清洁凉爽，仔
细看看桌上早已备好一大桌饭菜，迎
接宾朋的到来。其中最惹眼的是一
盘黄河大鲤鱼，旁边还点缀了大蒜，
葱花，香菜，再浇上一勺鲜鱼汤，那可
真是绝配！不用尝看着就馋人。 鱼
肉丝滑爽口，鲜美无比，我们吃着香
喷喷的黄河大鲤鱼，喝着解暑止渴的
酸米汤，品着农家风味的饭菜，听着
女主人讲述黄河边的故事，感受着农
家人生活的无限乐趣。他们在这片
土地上繁衍生息，传承着千年历史、
演绎着原汁原味的现代化黄土风情
文化……

夕阳西下，太阳的余耀照亮了道道
山脊。我们挥挥手，恋恋不舍地告别了
老牛湾。

这次老牛湾之行，让我深刻感受到
了大自然的壮美与历史的厚重。这里
的一山一水、一砖一瓦都诉说着千年的
历史故事。现如今，一个青山常在、绿
水长流、空气常新的魅力老牛湾呈现在
世人面前。老牛湾已经成为一个休闲、
度假、养生、欣赏和体验大自然鬼斧神
工的最佳地点。欢迎大家来老牛湾黄
河大峡谷游览观光，体验它的清凉，欣
赏它的绝美，见证它的辉煌。

杭盖杭盖草原草原
（歌词）

■北琪

晶莹的绿色涌向天边

鸟鸣声声萦绕山峦

乌兰河水映着朝霞

夕阳余晖洒满河湾

淳朴的牧民策马扬鞭

牧歌声声回响耳畔

轻柔的风儿多么醉人

山丹芬芳绽开笑脸

千里锦绣杭盖草原

狼图腾的故事永远流传

茫茫草原是我深深的眷恋

相依相伴直到永远

落
叶
随
想

■
闫
奉
梅

塞北的深秋，到处都笼罩着
潇潇凉意，夕阳余晖下，走出小区
大门，眼前便是小黑河，看到河水
里挺立的枯荷残叶，一眼望下去，
心中顿时涌现出盛夏开满一河的
大朵荷花，和眼前的景象交替变
换，无论曾经多么茂盛挺立最后
都逃不脱生命终结的样子。河堤
上，阳光穿过密密的树叶，碎碎地
洒在满地的落叶上，布满金色点
点。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几场大
风过后，树冠上的叶子都会被扫落，它们和人一样，经受
着生命的轮回，或许它也想永远依偎生长在树枝上，永
远不想离开它的母体大树。

11 月初的青城，早晚已经让人体会到了足够的寒意，
对于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内蒙人已经习以为常，四季分明
是内蒙古高原的特点。我想，这个季节也有说走就走的少
数南方旅游者，他们是不是对塞北脆生生的冷，早有准
备。对于深秋的落叶，他们和我们的想法肯定大体一致，
那就是生命的匆忙和苦短。大多数人认为，落叶一定都是
黄色，其实，不然 ，有一半黄 ，一半绿……

地处高原的内蒙古人，在这个季节到了南方，是看
不到落叶的景象的，由于南北气温差异大，树木也会

“入乡随俗”。
路边有不知名的树，树上一些碎小的叶子并没有黄，

而是由翠绿变成了灰绿，犹如蒙了一层灰尘，叶子打起了
卷，估计不久，就会随着一场大风，哗哗落下，它们和那些
落地的叶片，完成了自己生命的进程。它们也曾给世人
奉献出一片绿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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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灼火种铸丹心
■ 张欣瑞

来到北京西单繁华的商业区，正是阴雨
绵绵时。步入小石虎胡同，一座古朴静谧的
四合院映入眼帘。它是如此安详，深深隐于
闹市。

在四合院门前的牌子上，镌刻着“北大红
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
蒙藏学校旧址”，彰显出它的与众不同。

每一个走近这里的人，都会禁不住从内
心涌起一阵庄严和激动。每一个走进这里的
人，都会不由得从心头升腾一种神圣和敬仰。

一
怀着一颗崇敬之心，我拜谒蒙藏学校，重

温它的书声琅琅，感怀它的风雨飘摇，惊叹它
的星火燎原。

蒙藏学校建于明朝永乐年间，迄今已有
600余年历史，可谓阅尽沧桑变幻。在这座一
万余平方米的四合院里，一砖一瓦皆故事，一
房一宅见历史。走进其中，那尘封已久的传
奇故事便扑面而来，仿佛让人穿越了时空隧
道。

听讲解得知，明朝初期，这里是常州会
馆，供江南学子赶考使用，因此成为南、北方
文化交流之地。清雍正二年，朝廷为培养王
公贝勒宗室子弟，在此设立右翼宗学。据说，
曹雪芹曾在右翼宗学任职。民国时，这里是
松柏图书馆。

历史跨进 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蒙藏院
以“开发蒙藏青海人民学识、增进蒙藏青海人
民文化”为宗旨，成立蒙藏学校。它作为近代
全国第一所少数民族专门学校，登上了历史
舞台。

1918年，一位名叫荣耀先的蒙古族青年，
为了探求真理，告别家乡土默川平原，来到蒙
藏学校读书。渐渐地，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
下，以荣耀先为代表的各族爱国进步学生开
始觉醒。

1919年，荣耀先与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一
道，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五四运动中来，成为爱
国革命运动的先锋力量。

荣耀先开始与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创始
人走近，慢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3年，荣
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
位蒙古族党员。

1923年暑假，荣耀先受蒙藏学校委派，回
到家乡招生。乌兰夫、李裕智、多松年等30余
名追求民族振兴的热血青年，登上了从归绥
开往北平的隆隆列车。此时的他们，心中充
满了激情与期待。

二
缓缓走在院中，一棵高大的枣树吸引了

我的目光。看了铭牌，才知道它高达 8米，树
围 2.8米，树龄接近 400年。它至今仍苍劲挺
拔，被称为“西单枣树王”，原来是一棵有故事
的树。

当年，蒙古族学生们的到来，引起了李大
钊及其领导的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关注。李大
钊派邓中夏、赵世炎等人到蒙藏学校开展工
作。学生们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如饥
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树立起无产阶
级世界观。

就是在这棵树下，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经
常对学生们进行革命启蒙教育，传播马克思

主义。大家热烈交谈，激情讨论，心底闪烁着
无限光明。

此刻，大枣树郁郁葱葱，枝繁叶茂。微风
吹来，摇曳生香。我仿佛看见，那一群身穿长
衫的少年，睁着求知似渴的双眸，认真倾听着
李大钊的娓娓讲述。

在枣树旁的展室里，陈列着一张老照片，
定格的瞬间是 1984年的一天，乌兰夫同志回
到母校时的场景。他触摸着枣树，深情地说：

“共产主义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就是从这所
学校开始的。”

遥想当年，多松年、李裕智、乌兰夫等陆
续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内蒙古最早一批共
产党员，蒙藏学校因此被誉为“内蒙古革命的
摇篮”。

1925年，中共蒙藏学校支部成立，这是中
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
的党支部。内蒙古革命的火种在这里熊熊燃
烧起来，任凭风吹雨打，生生不息。

在“蒙藏学校旧址专题展”展室里，许多
国家一级文物静静地摆放在展柜里。李大
钊的授课讲义《庶民的胜利》，乌兰夫、多松
年、李裕智等同志的文具盒、怀表、毛毯和西
装……我端详良久，仿佛回到那段激情燃烧
的峥嵘岁月。

三
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蒙藏学校成为

培养少数民族革命干部的重要基地，为党领
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重要
贡献。

驻足凝视一件件承载着历史烟云的文

物，翻卷的大潮荡涤着我的心胸。此刻，一份
蒙藏学校学生名册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看到
一些闪光的名字：云泽（乌兰夫）、康根成、吉
雅泰、李裕智……难怪李大钊称赞蒙藏学校
学生是“新生力量，革命的财富”。

为了保护和培养这批青年学生，为党孕
育优秀的民族干部，1925年以后，在中共北方
党组织的安排下，青年学生陆续离开了学校，
投身到革命大潮中。乌兰夫、多松年等人赴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贾力更等人赴广州农
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荣耀先等人到黄埔陆军
军官学校学习，李裕智、吉雅泰等人回到内蒙
古，领导革命斗争。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艰苦卓绝
的革命斗争中，从蒙藏学校走出去的共产党
人，逐渐成长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不畏
艰险、不惧牺牲，披荆斩棘，奋勇前行。

……
穿越历史的烟云，轻拂岁月的尘埃，蒙藏

学校旧址经历了合并搬迁、修复保护、腾退利
用后，依然保存完好。2023年，经过修缮，蒙
藏学校旧址得以重新开放，同时成为中华民
族共同体体验馆所在地。不计其数的人怀揣
红色情怀，在这里得到精神给养。

带着无限眷恋，走出蒙藏学校。我回首凝
眸，蒙藏学校笼罩在袅袅的雨雾里，也定格在
我的心里。我看到，那火种的光芒没有随时光
流转而黯淡，反而愈加熠熠生辉。我知道，它
已幻化为一盏明亮的灯塔，一座永恒的丰碑！

（注：文中所列史实均来自蒙藏学校展厅
讲解及展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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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是晚秋也葱茏
■吴欣

周日午后，出小城，驱车向西，上卧牛山。此
时，秋阳正灿灿地洒向大地，天显得更深、更蓝，
云显得更柔、更白，而大地万物，则显得更浓、更
艳。晚秋的北方，迎来了她的五彩季。

卧牛山，形似卧牛而得名，是小城的西部屏
障。在我的记忆里，卧牛山就是一座光秃秃的
低山，山上生长着一些匍匐在地的野草，只有在
那些大大小小的沟谷中，才有诸如山榆、山杨、
河柳等植物。20 多年前，我在这个小城工作的
时 候 ，县 里 组 织 干 部 职 工 在 这 座 荒 山 植 树 造
林。在这里，我曾流过汗水，付出过辛劳，也栽
下一棵棵树木。三年之后，当我再次来到卧牛
山，先前荒凉的景象已然不见，油松、杨树、柳
树、沙棘、杏树等郁郁葱葱，已经覆盖了整座山
岗。这正是：

葱茏茂盛卧牛山，阻挡风沙建屏障；
守卫门户建功业，小城从此得安详。
而今，我再次登上卧牛山，尽管已是晚秋，但

这里的树木似乎仍在尽情吮吸着不时降临的秋
雨，因而，那树木显得格外高大、挺拔，色彩格外油
绿、鲜嫩。贫瘠的土地没有打消树木成长的理想，
肆虐的风沙没有阻挡树木繁茂的追求，卧牛山给
了孕育绿色、拓展绿色的极好机缘。尤其令人欣
喜的是，由于封山育林，卧牛山的植被得到了恢
复，野鸡、半翅、石鸡、狐狸等野生动物纷纷到此繁
衍生息，为曾经冷落的荒山增添了无限生机。

走在林间的生态路上，两侧浓绿的油松向我
招摇着。细细看去，那松枝的嫩条短的十几厘
米，长的竟有三十多厘米，我不禁感叹，今年雨
水长，又是一个树木的生长季，这真是大自然的
恩赐呀。继续前行，只见一片高大的杨树林呈
现在眼前，虽然树叶已然微黄，但那高大的身形
与繁茂的树冠难掩往日的勃勃生机，那泛着白
色光泽的树皮，为这个秋天涂抹了绚丽色彩。
再往坡面走去，眼前画风突变，一片黄色和红色
交织的杏林出现在卧牛山上，在周围浓密的绿
色背景下显得分外光鲜亮丽，令人着迷。我曾
在春光灿烂的时节来过这里，那时，杏花盛开，
香满山坡，把春都给乐翻了。在一处凹地，我找
到了当年我挖坑种下的一行杏树，那是大约 30
米长的一处工地，每两米挖一条水平沟，连接起
来，在外沿打成田埂，便将可能流失的水土拦
下，然后再从高处斜着铲下熟土回填水平沟一
半，然后，每条水平沟里种植两棵杏树，这就完
成了整个工程。看到自己精心种下的杏树茁壮
成长，我打心里有着说不出来的高兴。是的，在
山坡洒下汗水、种下绿树，让小城的人们享受到
绿水青山带来的和谐安谧，不正是我们追求了
多少年的目标嘛！

雁载霜天笔生韵，纵是晚秋也葱茏。不见残
枝败柳，没有落英缤纷，卧牛山，一座普普通通
的山，因为有了辛勤付出，因为有了万木峥嵘，
才如此令人怜爱，令人流连忘返。那重重叠叠
的杨柳松柏，那密密层层的桃李杏树，还有那些
生活在密林中的野兔狐狸、石鸡半翅，无不彰显
优越的生态环境。卧牛山连同这里的植被，就
这样在我心里尽情地茁壮着、生动着，不管春夏
秋冬，也不论风霜雨雪，永远永远。

丽丽
日抒怀日抒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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