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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家呼和乌素，每年寒露过后，田间的
庄稼大都已收获时，村里的婶子、妗妗、姨姨
和嫂子、姐姐们就开始了热闹又快乐的拾秋
活动。

这些拾秋的婶子、妗妗、姨姨和嫂子、姐
姐们，就像这块土地的母亲，她们心疼着世世
代代耕种的土地，心疼撂在地里的粮食和蔬
菜，这些果实也像她们自己的孩子，她们要给
这些孩子们找到家、找到归宿。前几年，母亲
身体还硬朗，她也是村里最积极的拾秋者，每
天都邀约三五老伙伴出去，在秋收还未开始
的时候就开启了她的拾秋模式，最早拾回来
的是老树下的海棠果，她把海棠果清理干净，
去掉果核和果蒂再蒸熟，制作了果丹皮分送
给我们。母亲的拾秋不仅在地里，还有路上拉
庄稼的车遗漏的，母亲的老房子紧邻 208 国
道，为她拾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她拾得
五花八门，胡麻、油菜、甜菜、莜麦、谷子、黍子
等等，她把拾回来的胡麻和油菜籽拾掇干净，
去村里的油坊换几斤油回来；还用拾秋收获的
豆子生豆芽、做手工豆腐；把甜菜和胡萝卜熬
成糖稀；把捡回来的各种秋菜腌一罐五颜六色

的咸菜。每当我们回来，母亲就骄傲地用自己
这些收获做一顿地道的农家饭供儿女和孙辈
们饕餮。

今年的秋收如约而至，而颤巍巍拄杖行
走的母亲再也不能出去拾秋了，她心里肯定
很失落吧。那天我推着小轮椅陪母亲逛早
市，看到一个小摊主卖的豆子特别好，颗颗饱
满圆润，没有一丝杂质，也没有一颗上面有碾
压的痕迹。母亲将一把豆子放在掌心爱惜地
摩挲着，农村长大的我，不用问就明白这是村
人拾秋的成果，当下就买了几斤准备回去生
豆芽，贴心的摊主还打开手机，让我看她生出
来的豆芽视频，教我怎么生豆芽。我回去问
姐姐，早市的豆子好用不用给她也买几斤，六
十九岁的姐姐一脸骄傲地说：“忘了安顿你
了，再不要买豆子，我拾回来几十斤呢。”

二妗妗已经 83 岁高龄了，身体硬朗精神
也好，不过，年轻时的劳作让老人落下了腰腿
疼的老毛病，走路有点吃力，看到腿脚利索的
人们去拾秋，二妗妗也特别眼热，别人都是早
早出去，赶着收割机刚刚作业完的田地去拾
秋，二妗妗不会打早，她总是不急不慢好好吃

一顿早饭，然后带了水果、热水、干粮才去地
里，别人中午就带着收获回家吃饭了，二妗妗
则在地里吃点干粮、喝口水，继续着一个人的
拾秋。年龄大了她不贪多，捡豆子从来不像
别人那样把收割机剩下的豆苗连根拔起背回
家再拾掇，二妗妗连整个的豆荚都不要，她细
心地在地垄里捡起一粒粒圆润饱满的豆子，
她捡回来的豆子干干净净，就像我在早市小
摊儿买的一样。二妗妗说，每到过年过节团
聚，孩子们都喜欢吃她生的豆芽，她捡回来这
16碗豆子，足够她一年生豆芽了。

今年，老家村子附近种了豆子、谷子、玉
米，老人们都随着收割机的进度去捡拾，他们
都衣食无忧、儿女孝顺，但是，见不得那些粮
食长了一夏却遗失在土地里，只要能出去拾
秋，他们的心就年轻了起来，就像一个个母亲
在招呼贪玩不回家的孩子一样。

如果哪一年村子周边种了土豆，人们的
积极性更高，那些主人遗落的小土豆自不用
说，捡拾土豆的人们一般都带一张大锄头或
一把爪子，偶或刨起来几个离地垄远的大土
豆，那就是拾秋人的一个小喜悦。等旋耕机

翻了地又可以再捡一次。一场秋雨过后，松
软土层下的那些漏网土豆被淋出来了，拾秋
人凭着经验远远望去，黑色的土地裸露出隐
隐约约的一点浅黄，那一定是一颗土豆。

写完最后一个字，搁笔，赶紧出去，我要
趁着那一抹暖阳，拾秋去。好多年没有参与
拾秋了，拾的又岂止是遗落田地的粮食，还有
充实、还有美好、还有那份喜悦，更有流淌着
的光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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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呼和浩特新建了许多剧场和电影院，主要有乌兰恰
特、人民剧场、电影宫、工人文化宫、工农兵影剧院、红旗电影院、郊区礼
堂、标准放映厅、华建礼堂、人委礼堂等。其中最有名的是“乌兰恰特”。

乌兰恰特，蒙古语，意为“红色剧场”，建造于 1953年，是庆祝新中
国成立 5周年建设的三大重点工程项目之一。当时，内蒙古文工团等
文艺团体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但缺乏一个像样的剧场来展示他们的才
华，因此，为了满足重大会议和文艺演出的需要，人民政府决定建造乌
兰恰特。

乌兰恰特由内蒙古直属工程公司设计室工程师张海峰设计，施工
方面的负责人是工程师侯佐光。剧场整体风格古朴庄重、典雅大气，白
墙红瓦，正面三层建有 8个六角形窗口和 18根红色廊柱，有 1200多个
剧场座位，舞台深 17米、开口宽 12米、高 20米。舞台下方有低于地面
的宽大的乐池，乐池能容下大型乐队演奏。乐池正前方是指挥台，乐队
指挥站在台上既能看到舞台上的表演，又能看到乐池中的乐队。剧场
配备了先进的音响、灯光等设备，为观众提供良好的视听体验。同时，
剧场还配备有演员化妆室和休息室及接待贵宾的贵宾室和卖糖果、小
吃的小卖部等。

乌兰恰特建成后，很快就成为呼和浩特市的标志性建筑和文化交
流的重要场所。许多国内外知名的文艺团体都曾在乌兰恰特演出，为

观众带来了精彩纷呈的艺术盛宴。平时大型的戏剧、歌舞、歌剧、音乐
会和会议也都在这里举行。乌兰恰特见证了内蒙古自治区和呼和浩
特市的文化发展，并承载了无数市民的美好回忆。然而，随着城市的
发展和新华广场的扩建，乌兰恰特于 2003年被拆除，并在新华东街与
东二环路交会处西北侧重建了新的乌兰恰特保利剧院。

新建的乌兰恰特总投资 5.6亿元，建筑面积 3.06万平方米 。新剧
场规模宏大、设施先进、功能齐全，继续承载着文化交流的重任。

新的乌兰恰特比旧的乌兰恰特更加巍峨高大宏伟，是呼和浩特
乃至整个内蒙古自治区的地标性文化建筑。新建的乌兰恰特整个剧
场分为 4层，内含一个现代化的演出大厅、一个多功能厅、三个现代
化的电影厅、一个现代化的录音棚及其他辅助性建筑。主剧场可容
纳 1370 多个座位，多功能厅可容纳 460 个座位，每个电影厅可容纳
200 名以上观众。新建的乌兰恰特还拥有国际一流的现代化音响、
灯光等，舞台可以旋转、平拉，多功能厅有 T型台，可以进行六种语言
的同声传译。

新建的乌兰恰特具有接待大型演出、会议和电影放映等多种功
能，是内蒙古自治区和呼和浩特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全的现代化公共文
化场所，承载着新时期内蒙古和国内外文化交流、文艺演出的重任，是
呼和浩特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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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父亲陪我走过的读书时光
■葛利芳

灯灯
下漫笔下漫笔

时间无声，岁月有痕，难忘父亲陪我走过的
读书时光……

父亲是 50后，地道的农家子弟。记得我小
时候，父亲在几十里外的老虎山牧场赶大车，
牧场包吃包住。印象中父亲回家的次数并不
多，我五六岁时，父亲开支后便会给我买写字
用的田字格本，带橡皮的铅笔，军绿色的帆布
书包，有九九乘法表的铅笔盒……让幼小的我
爱不释手，连做梦都在想快快长大，快快上学，
那大概是我对读书最早的憧憬吧！而每每父亲
回来，就教我数数、认字，给我讲故事……然而
那几年与父亲总是这样分分聚聚。

依稀记得一个个飘雪的冬夜，外面寒风呼
啸，父亲披着从牧场带回来的翻毛皮大棉袄，一
侧耷拉下的大袖子披在我的身上，我暖和地依
偎在父亲身旁，我们把脚都伸进厚厚的棉被里，
父亲就开始扳着我的手指头与我数数，先是从1
数到 100，然后再从 100倒着数到 1，从简单的加
减法到借数运算，不够时手脚并用，再不够时父
亲会主动把自己的手指头和脚指头一股脑地借
给我，我就这样一会儿扳着自己的手指头，一会
儿又扳着父亲的手指头，扳着数着，数着算着，
好不开心！那一夜夜的星光下我不知读书为何
物，但潜移默化中学会了很多知识和做人的道

理。辗转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惊喜地发现我
已学会了不少东西，他用手指头轻轻地刮一下
我的鼻子，笑容如春天般灿烂……现在想想那
是怎样让人动容的画面，大手抓着小手，大脚贴
着小脚，懵懂中父亲笨拙地打开了一个孩子的
读书世界。这段时光，也许就是我读书的最早
启蒙了，没有完整系统的书籍，在无电视无手机
的年代，打发寂寞无聊的闲暇时间，但我依然感
恩与有文化父亲相遇，让我比其他同龄人更早
地接触到了读书的神奇魅力，也为我后来的学
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轻松地度过了五年的小
学时光，且成绩优异。

我小学、初中都是在老家的镇子上念书，虽
不用住校，但家与学校还是有段距离，上下学
冒雨踏雪是常有的事。依然记得小学五年级的
那个冬天，我生了一场病，一到晚上就发烧流
鼻涕，要强的我坚持要写完当天的作业，写写
躺躺，父亲就静静地陪着我，一会儿拿热毛巾
敷敷我的鼻子，一会儿给我按按太阳穴，一会
儿又给我晾好了一杯糖水，就这样写写停停陪
我写完了那一天天的作业。冬日的寒风与暴雪
不会因为你的生病而停下脚步，父亲便每日背
着我上学，又背着我放学，那个冬日因天气不
好每天都有缺课的同学，但我没缺过一节课。

读书的路上，真的要感谢父亲的坚持与陪伴，
因为他始终坚信读书会改变命运。

上中学后，早起晚归已是最常态的作息了，
细心的父亲便给我配了手电筒，早晨父亲总要
打亮手电筒，送我走出巷口，晚上下了晚自习
父亲会在巷口等着我，3年中我们借手电筒的
光就这样默默地走过这段巷口最黑暗的路，每
每想来那是多幸福的时光。

初三毕业时曾一度因选择考中专还是高
中，与父母有过分歧，高中三年有学费，高考结
果不知如何，都有顾虑的。但考大学的梦想一
直在鞭策着我，那几日父亲看出我的闷闷不
乐，最终还是尊重了我的想法，听到父亲言辞
恳切地支持我考高中，我的眼眶湿润了。中考
前，父亲一如平日陪我走过，不悲不喜，不急不
躁，做他该做的事。之后我如愿考上了旗里的
高中，开始了远离家住校的读书生活。

高中学习生活是读书路上最艰难的一段。
学业上开始感觉吃力，住校的生活力不从心，
高考的压力迫近，考试成绩也是不尽如人意，
一度心情烦闷焦虑。那年中秋节假期结束离家
时，父亲还是毅然决然把包里仅剩的几百元全
都给我带走，并告诉我：只管好好读书！一向
温和的父亲语气坚定而有力，直到多年后想起

内心依然十分感动。
应届高考我落榜了，与同乡的几个好同学

一起去集宁工业区中学复读，学费是同学们给
凑的，开学一个月后才敢偷偷写信告诉父亲，没
过多久父亲便急匆匆骑车来看我，送来了学费、
生活费和一些干粮，临走时父亲看着因擅作主
张而一脸愧疚的我安慰道：“孩子，有事儿告诉
家里，不要自己扛，家里能供得起你，照顾好自
己！”父亲转身骑车走了，那一刹那我发现父亲
的背驼了，生活的重压已让他不再年轻了。之
后父亲隔三差五借往集宁送货之机，送来了肉
酱送来了包子油饼，甚至还从废品回收站买来
单位已用过的记帐簿，给我装订成一个又一个
的草稿本，父亲的手真巧，每当学习最烦躁时，
看到这些本子我便增加了一份动力……

复读高考前一个月，我病了，脑神经衰弱，
过度学习与焦虑让本已营养不良瘦弱的我不堪
一击，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看书一听课便头
疼头晕，实在坚持不下来，父亲默默地把我接
回了家，轻声地安慰我：“天无绝人之路，等来
年再考。”回家的这一个月，我饱饱地睡了几
觉，父亲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我，变着花样给我
做饭。父亲下地劳动，我便随同父亲一起到自
家地近处的小桥边边走边背功课，继续复习，
乡间小路清新的空气让我的记忆力似乎又恢复
如初，早晚复习，白天做题，就这样一日日地临
近高考，我们家里谁也不提高考，但似乎又都
一起与我准备着高考。父亲把我送回了学校，
那一年，一同复读的同学只有我考上了大专。
收到通知书的那天，父亲久久地摩挲着那张通
知书，表情复杂，也许有欣慰也有辛酸，五味杂
陈，那晚母亲多做了几个菜，父亲自斟自饮竟
然喝醉了。后来，我师范毕业光荣地当了一名
人民教师，那也是父亲期望我做的工作。之后
父亲依然鼓励我继续学业，两年后我自学考试
顺利拿下了本科学历，工作、提升学历两不误，
20多年来我一直在从事我喜欢的职业。

现如今父母亲已愈古稀之年，住上了大平
房，享受到了国家对农村老年人的优惠政策，
安享着他们的晚年。而我依然是父母的骄傲，
父母也是我一生精神的导师，难忘父亲陪我走
过的读书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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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祝福

阳光，贴近仰望高度
谁沿神州河流走向
将春风嫩绿问候与海浪
涌入母亲生命渡口

谁把幸福遐想串起
在季节轮回中翻阅
久违笛韵，氛围中拔节
找寻通往明天之路

历史传承情节，跋涉中舒展诗韵
如脚步，带着思念与感念
点燃远方传说

期待目光，默默祝福
一切在未始中结束，又在结束中

开始
沉默诗句，从耳畔滑落
谁能聆听心灵呐喊

枝头上绽放的火红日子

晚风摇曳思绪，如喜讯频传
感恩写在大地，古老歌谣
神州舞动，岁月尽头
寻到曾经默认等待

远空月亮，挂在季节枝头
路人归家园，风铃轻响
放飞纯洁理念，谱写灵魂音符

如烟岁月，搁浅奋斗往事
面对火红旗帜与日子
谁在季节之上，赋予家园深情
浪漫心情，灿烂日子
脚步，被秋风摇曳成
枝头美丽绽放

看远方的风景

鸟儿嘶鸣，穿越静夜河畔
无声感动，浸透雨后彩虹
温暖手臂，为岁月拭泪

音乐雨滴，弥漫想象空间
笔走故乡，炊烟中生生不息
见父母收获喜悦

凝视琴弦岁月，牵挂疼痛仰望
溪水潺潺，带去炽热祝福
飞翔歌谣，低谷盘旋
感受生命印痕

挚爱怀想，难达最初之岸
思念成永恒感叹，天空高远云淡
独守空间，看远方风景返青
你是生命永远骄傲

金色秋韵
■一帆

一

秋意浓，金风送清爽，
叶纷飞，铺就黄金路。
稻穗沉，硕果累累挂，
丰收季，笑语溢田庐。

二

蟋蟀鸣，秋夜静谧长，
落叶飘，轻吟岁月章。
月如水，洒下银白霜，
人欢聚，共赏秋夜香。

三

山彩林，红叶舞金黄，
水清波，倒映秋日光。
云悠悠，蓝天任翱翔，
秋意浓，画卷自难忘。

四

思绵绵，秋意绕心间，
情深深，寄语金秋天。
愿岁岁，丰收永相伴，
人安康，笑语庆丰年。

五

梦悠悠，秋夜织锦篇，
心翩翩，逐浪金秋田。
愿未来，生活更璀璨，
人欢畅，共书新诗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