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琼花缓缓次第开，落英款款覆尘埃。
山川似变新娘子，身罩婚纱别样白。

北疆雪季

寒风刺骨透心凉，白絮纷飞覆大荒。
野兔刨坑寻草啃，苍鹰展翅觅食忙。
炊烟一缕升天际，脚印三行上岗梁。
树木身披银铠甲，犹存活力气轩昂。

咏雪莲

扎根石壁破岩中，美艳仙姿各不同。
笑傲高原风与雪，清香四溢众推崇。

大雪

玉絮纷飞遍野白，山川一夜变瑶台。
仙风不再温柔状，着意澄清万里埃。

小寒

天寒雪渐多，地冻变冰坡。
外岀难行走，摔跤没奈何。

大寒

呵气成霜彻骨寒，北风呼啸万枝残。
谁言冷酷无诗意，心有春光自乐观。

东进寒流刺破天，日光隐匿雾缠绵。
河停喧浪结仙境，树挺空枝颤陌间。
女子裹巾不见发，男儿捂帽仅呈颜。
今朝衣宿皆无虑，冬至阳生过大年。

踏雪所见

吱吱脚步一身轻，放眼群楼雾笼城。
日倦山朦光晕弱，林疏叶尽苑池空。
河床迤逦银铺地，黉舍巍峨玉裹松。
钦赞校门黄马甲，舞锹挥錾破寒冰。

飞雪偶得

天降梨花落万家，晶莹耀眼众人夸。
窗前伫立忙寻找，难辨童年那朵花。

山村雪景

新雪轻敷旧雪痕，暮云泛起罩山村。
不闻鸟雀空枝叫，只见牛羊满圈门。

大雪节大雪节气素描气素描
（组诗）
■吕成玉

雪韵雪韵
（组诗）
■贾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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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爹和他的小卖部
■殷耀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供销社绝
对是农村最红火热闹的地方，那时我
想着长大后如果能在供销社站栏柜卖
东西，该有多神气呀！但还没等我长
大，也就是我十二岁那年包产到户，雨
后春笋般冒出的小卖部逐渐“抢走”了
供销社的生意。

我的大爹绝对是我们村里第一个
开小卖部的生意人，他的名字叫殷锁
财。说起大爹我得多说两句，俗话说得
好：“一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真还是
这样，我父亲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受苦
人，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式。但我大爹从
来就不屑于在庄稼地里刨挖，累死累活
连个肚子都混不饱，才不值得的呢！两
脚不沾泥的大爹很早就挑着担子走村串
户卖小百货，虽然是小本经营，但绝对要
比种地强多了。大爹绝对是个做买卖的
奇才，他能想到把糖精兑到水里，制成一
根又一根晶莹剔透的冰棍来卖钱，一包
糖精能兑出很多根冰棍，当然能赚不少
钱哩！

只可惜我们团结村太偏僻，大爹无

法施展自己的商业才华，要不他绝对能
把买卖做大。也得怨他生不逢时，包产
到户之前除了南方来卖老鼠药的和修锅
补碗的，村里哪里还有买卖人，谁要是不
下地劳动，那就是游手好闲之徒，如果一
个人倒买倒卖，那叫“投机倒把”。

书归正传，这些都是历史了。包产
到户掀开了新的天地，贫穷不是社会主
义，贫穷真的能限制人的眼界和想象，改
革开放像春风一样吹醒了冰冻的河流，
但一时还吹不醒偏僻的村庄，跟不上潮
流的村里人意识还是麻木的：个人还能
像开个小供销社一样做生意？“投机倒
把”做买卖是一种本事？村里没人相信
个人能做买卖，但我的大爹绝对相信，很
快就办好了营业执照，开张也不用什么
仪式剪彩，村里人都知道老殷的小卖部
开张了，小的日用百货都能从那里买。

大爹的小卖部简单，没有门脸和招
牌，门店就是他那一栋里外开间的茅庵
房。里外开间的房屋外间的炕上正好储
存货物，里屋是顺山炕，正炕临窗而建，
日上三竿以后屋里特别温暖，炕上就摆

放着日常卖的各种货物，算是营业场
所。白天买东西的人就进家坐一会儿，
半夜有人来买东西就敲敲窗户，为了买
卖方便大爹就在窗户边开了一扇小活
窗，买东西的人在屋外就可以购物。有
几次冬天我在大爹家过夜，正准备睡觉
时，外边好几次有人来喊：“锁财哥，给我
拿上一盒烟。”“锁财哥，睡下了？给我再
打上二两酒”……窗口里伸进一个玻璃
瓶，大爹麻利地披上衣服，用酒舀子打
酒。

除了烟酒，村里的小卖部能卖点
啥？那个年代村子里孩子们多，水果
糖是必备的货物，一毛钱能买七块。
有几次大爹高兴要给我两块，但我知
道他这是要卖钱的，就知趣地跑开
了。有一种止痛的药叫索密痛也叫去
痛片，乡村里的庄稼人们干活身上疼
痛离不开，小卖部里也卖。我记得大
爹还卖过红糖和白糖、酱油和醋、水烟
和烟叶子、黑枣柿饼子……他那炕上
的货物当年对我的诱惑太大了，总觉
得他有卖不完的好东西。村里人的手

头紧，有时也拿着一筐箩鸡蛋或一升
小麦到小卖部里换东西。

大爹的小卖部隔些时日就得到县
城里进货。开始的时候表哥钱换还
小，我父亲就帮着和大爹一起进货，到
县城里要去糖业烟酒公司，还要去医
药公司，不同的货有不同的渠道，后来
钱换哥长大了，也能骑上自行车到县
城进货了。有一次父亲和钱换哥去县
城里给大爹的小卖部备货，我那时正
在县城读高中，看到我后把装好了货
的自行车让我骑，我也要显摆自己长
大有力气了，结果车子上货物太重，我
还是没抓稳车把摔倒了，车上的一瓶
绿豆大曲摔裂了。酒顺着裂缝流出来
了，钱换哥在一旁拍腿埋怨，我们三个
人赶紧把剩下的多半瓶酒分着喝了，
那个酒呀，是我喝过最香的酒！

后来村里的小卖部逐渐多了起来，
大爹的小卖部再不是独家买卖了。大爹
的小卖部开了一年多，好多村里人一看
能干，也开吧！大爹家房后的张三三老
汉先开了小卖部，这家小卖部紧挨供销

社，地形非常有利。接着老供销社的东
南角菅树青和白万海又开了小卖部，他
们盖起了门面打出了招牌。那个时候是
团结村最红火的时候，改革开放后催生
了枸杞产业，团结村好多人家通过种植
枸杞富裕起来。村里常住人口约两千人
多一点，大暑时节大批收购枸杞和打工
摘枸杞的人就像潮水一样涌到了村里，
村里足有五六千人。这些小卖部可生意
兴隆了，人们把供销社门前这条街叫作

“团结村的王府井”，旺季今天你家杀猪
他家杀羊，当天就能把肉卖完，连杂碎都
剩不下。一看能挣钱，又有几家小卖部
在街上开张生意。

小卖部多了就有竞争，但大爹的小
卖部还不温不火地开着。大爹有自己招
徕生意的办法，熟识的乡亲们来买东西
或者抹个零头，或者带孩子来多拿一两
个糖蛋蛋，或者称重时秤杆高一点，但他
很少赊欠给别人东西，他知道有些人是
一出子买卖，拍马不回头有赊没还。大
爹不愧是精于买卖之道，我父亲就不行
了。我上高中的时候，为了贴补我上学，

家里也开了个小卖部，父亲是村里有名
的老好人，人家来赊东西碍于情面不拒
绝，结果今天有人赊一条烟，明天又有
人赊一瓶酒，没到两年小卖部就被赊得
塌火了。我上班后接他进城，看着厚厚
一沓账本：×××青城烟一条；××二锅头
二瓶……父亲说：“扔到炉灶里烧了吧，
算我请乡亲们了。”

唉，做甚得做甚的人了！父亲就不
是个做买卖的人，他还曾自豪地对我说：

“三天能学个买卖人，一辈子学不会个庄
户人”，给他三年也学不会大爹那套做买
卖的本领。大爹的小卖部好像开了至少
有十年以上吧，他攒钱拆掉了那两间旧
房，翻盖了几间有砖柱子和砖沿台的土
坯房，看来他做的小买卖也没攒下几个
钱。钱换哥娶过媳妇之后，大爹才不开
小卖部的。他就是个做买卖的命，不开
小卖部没几年就去世了。

好几次我做梦回到家乡，梦到了我
家的旧房，还有大爹那两间做过小卖部
的茅庵房，从来梦不见新翻盖的房，人就
是这么奇怪。

灯灯
下漫笔下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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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动天上的层云，吹动天地间的白雪，吹起行人的
白发，吹结睫毛上的白霜。

云层在流动迁徙中将阴影投入青山，于是大青山的山
坳里藏起了云的泪滴与秘密。白雪在风的助力下粘住叶
片已经稀疏的垂柳，狭长的柳叶打着旋，合着雪花睡在大
青山的褶皱里，枯黄的叶与晶莹的雪点染出淡金与碎银。
在金与银之间，斑驳的露出属于山峦的墨绿与褐黄。

在呼和浩特参加青马工程培训的课程已近尾声，培训
地点设在距离市区尚有一段距离的内蒙古自治区团校，在
这座依山而建、伴云而居的学校里，极目四顾唯有山，侧耳
静听唯有风，我也短暂地体验了五天登山问学、枕风而眠
的生活。

把敕勒川的诗歌吟咏几番，阴山山脉慷慨地让我们在
大青山的怀抱中领略山中隐士的浪漫。雪在很多个不经
意的时刻到访，往往是课上一半，不经意间看向窗外，已经
雪花漫天；下课后望向操场，阳光下的雪已经遁入空气，来
往匆匆。白天的雪，只来得及给大青山蒙上一层轻纱，夜
晚的碎雪则如银屑，让山色空濛，令青山白头。校园里的
灯光照耀着雪花，波光莹莹似情人双目含情，山峰冷峻，裹
着厚重的大衣踏着阶梯拾级而上，心有乘风的雅逸，只是
少了些许清冷。不自觉地收拢住衣襟，怕雪随风入怀，被
身体的温度融化，消失。没有人能留住一朵雪花，就如同
没有人能留得住一场冬天。

上一次在这样安静的校园里学习，是十三年前。
十三年前的秋天，我携带着行李从呼伦贝尔出发，跨

越大半个内蒙古来到呼和浩特，也是在大青山脚下，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
门口拉着漂亮的条幅，欢迎着我们这一届的新生入学。这对我来说是新鲜的，因
为那意味着从未有过的大学生活即将展开。但对大青山而言，是山脚下的候鸟
带来了初秋的喧嚣。七月离巢的雏鹰是怎样拥抱新的生活尚未知晓，九月的山
下已经是另外一场热闹。

当我怀念校园生活的时候，才警觉那些如昨天一样的日子已经如同流水般
逝去，如同飞鸟飞过天空杳无痕迹，那些年岁中的故事，是飞鸟抖落在空中的羽
毛，轻盈得像一片雪花。在冬去春来的三年里，雪花悄悄眠在枝头，被春风唤醒，
消融的六瓣莹白变成桃李丁香，然后日光炽盛，青山郁郁。山下行人往来，山谷
藏着青色的童话。

学生时代探索周边的求知欲是一生中最旺盛的时期，等到最开始的新鲜和
兴奋褪去，校园周边的摊贩和商业区都走过了几遍，甚至挤公交车到市区都变得
熟练到厌倦，在宿舍里呆不住的我们，目光终于转向了大青山。大青山不会责怪
我们的打扰，也不会嫌弃我们来得太晚，它沉默地看着我们，对它而言，骑着自行
车的我们，和山间的松鼠、林间的麋鹿一样，除了喧闹的笑声，我们什么都没带
来。在日落之前，树影尚未开始融入夜色，尽兴而归，载歌而还。然后一个夜晚
落幕，意满心欢。

时间的绣线把那一天的大青山绣在了心底，针脚粗糙，色彩却极尽光亮鲜
妍，才能在很多年后翻出来仍觉得鲜亮得耀眼。不是没有遗憾，它是山间涌起的
雾气，似梦的青岚。不是没有思念，它是梦境的碎片，模糊的眉眼。

重逢大青山，发现青山不老，老去的是青山上的树木花草。那些曾经抓握
住泥土的植物根茎努力地吸吮营养，化作年年新绿，染得山色葱茏水色清泠。
唯有冬雪，让青山白头。而冬雪也藏着绵延不绝的希望，种子在雪被中沉睡，走
兽在山林中酣眠，禽鸟用坚硬的喙啄食枝头风干的果子，摇曳成一幅天地间的
工笔花鸟。

重逢大青山，感慨青年不老。此次培训的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团校内，还有另
一所学府，内蒙古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校园里不时响起的下课铃，结伴而行
走过青春面孔，都在提醒着我，年轻的孩子们带着蓬勃的朝气，正在这座大青山
下的校园内创造着属于他们的故事。路过宿舍楼，我和一同参加培训的朋友在
一张海报前站立许久，是他们的活动宣传海报。他们拥有的，不只是某一个周五
夜晚的舞台，而是更广阔的未来，更大的舞台在等待着他们上场。

重逢大青山，原来青春不老。立于青山上，上与浮云齐。当云朵给人伸手可
触的错觉时，会滋生俯仰天地、沧海一瞬、众生一粟的情感。俯瞰大青山下的呼
和浩特，这片古老的土地见证了昭君出塞的传奇，猎猎西风吹动历史的衣角，那
个姿容绝色的姑娘，是否能够想到，这片她曾经策马长歌的土地上，如今高楼林
立，高铁日行千里，就算是山川敛息的寒冷冬日，室内仍灯火通明，焕发着生机与
活力，在祖国正北方，勾勒着正青春的画卷。

黄庭坚在《寄黄几复》中这般写“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感慨十
年漂泊久，鸿雁传书难。我在大青山下，觉往日惊鸿，叹青山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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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萱

在呼和浩特市区北边的大青山
山脉中,至今保存着许多比较完好
无损的摩崖岩刻，其中有不少是古
代艺人工匠雕刻艺术的优秀作品。

摩崖岩刻，又称“摩崖雕刻”,是
古代石雕艺术中的一种。摩崖岩刻
不同于一般随意凿刻的古代岩画，
它是古人们专门选择在山崖陡峭的
石壁上，经过艺人画底打样后，由工
匠精雕细刻、劈凿而成的精美石刻
艺术作品。岩刻的内容主要以神佛
造像为主,兼刻经文、佛塔等。

呼和浩特地区的摩崖岩刻主要
集中在阴山山脉中段的大青山南
麓。其中较著名的有 ：呼和浩特北
郊的红山口沟岩刻，西北郊的姑子
庙沟岩刻，喇嘛洞召银洞山的岩刻，
土左旗的白塔山岩刻。

红山口沟岩刻,位于呼和浩特
北郊毫沁营乡红山口村北的红山口
沟内约3.5公里处。这里环境雅致,
中间沟弯水曲,两侧山崖峭立。在
距沟底高约100多米的峭壁上,雕有
一高一矮的两尊佛像,高者 8 米有

余,矮者 3 米左右,均坐于莲花座
上。佛像面目安祥, 体态丰满,显得
古朴庄重。从造形的特点看，年代
久远，应该是呼和浩特最早的摩崖
岩刻之一。

姑子庙沟岩刻,位于呼和浩特
攸攸板乡东棚子村北的姑子庙沟
内约 1.5 公里处。当地曾有姑子
庙一座。在原庙址西南的岩壁上,
雕有释迦佛、菩萨像、藏式佛塔以
及蒙、藏文字的“六字真言”等。
岩壁上的人像较小,高约 1尺。释
迦佛、菩萨像均呈坐姿。释迦佛
双手合于胸前,面目慈悲。菩萨手
中持物,表情严肃。整个雕刻手法
精炼,线条流畅。据考证为明清时
期作品。

喇嘛洞召银洞山岩刻,位于呼
和浩特土左旗毕克齐镇喇嘛洞召
(广化寺)的银洞山上。在银洞两侧
的山崖峭壁上, 大大小小的神佛造
像达百余尊之多，其中有释迦牟尼、
弥勒佛、长寿佛、药师佛、四臂观音、
白教始祖米拉日巴、战神玛哈嘎拉、

金刚手菩萨、宗喀巴三师像、妙音天
女、文殊菩萨等等。所刻造像大小
不一,大者数尺,小者尺余，神态各
异。

喇嘛洞召银洞山的岩刻,是明
清两代沿续数百年之久不断凿刻而
成的艺术佳作,也是呼和浩特地区
最精美的一处摩崖岩刻。

白塔山岩刻,位于呼和浩特土
左旗宾州亥乡东讨合气村西北约
1.5公里处的白塔山上。白塔山山
崖陡峻,整个山势形如簸箕。山崖
的岩刻顺山势分五层凿刻。雕刻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有各种佛像，菩
萨、金刚、明王等。还有用蒙、藏、梵
等文字刻成的佛教经文、咒语等。
其内容之繁、数量之多、面积之广,
都是呼和浩特地区少有的大青山摩
崖岩刻。

呼和浩特的大青山山脉中的摩
崖岩刻，既有神态各异的人物，还有
独具特色的藏式佛塔和梵文、蒙文、
藏文的经文文字,是研究古代文化
和北疆文化的极好地方。

胜日寻芳，轻车前往。出白庙
北门，逾达赖庄丘冈；横跨杭盖古
道，抵达沙梁近旁。大黑河滨，无限
风光。一路鲜花争艳，两岸绿柳成
行。聊坐当河中段，怀拥野马图，湿
地茵茵，纵情走马踏花去，留恋美景
不愿归；蜗居华城腹地，背倚哈喇
沁，支流潺潺，心旷神怡填词赋，倾
城唯此处独秀。俯首看去，河面蔚
蓝如洗，芦苇摇弋，野鸭戏水，轻风
拂过，吹皱清波，又掀微澜初起；移
步欣赏，薰衣香草飘逸，绿茵红花，
鸟语莺鸣，夕阳西照，倒影人流，尚
于堤径徜游。

沿河周边，人文景观。风情园
林独出心裁，领略草原绿韵，崇尚清
新自然，竟忘吾乃桃源人。嗟呼！
大黑河靓丽哉，余眦裂双目难以览
尽绝佳景色！大黑河壮美哉，吾穷
尽笔墨无法描绘其满目锦绣。

入境而探史，觅古迹以寻根；临
乡而问俗，闻语音足动容。大黑河
流域，长五百里，方圆万余平方公
里，农舍炊烟，滋养肥沃之田畴；古
归化平川，小型盆地，称伊克图尔根
高勒，水草茂盛，丰腴旷野之牛羊。
向东眺望，河之源头，坝顶涓泉，流
经卓资山川，由美岱山湾，汇聚丰州
滩上，一路碧波荡漾；往西远观，水
流下游，蛇行城郊，穿越托克托境，
系万千情怀，贯入黄河古口，九曲浪
涛浩荡。

须艳阳晴空，放眼极目，阴山不
老，河流蜿蜒西去，依土默特平原，
犹若卧龙，恩泽百姓，大象无形，滔
滔河水寄深情；待夜幕宁静，枕堰聆

听，溪流隽永，沿大青山脚底，如钟
訇鸣，教诲世人，岁月更替，哗哗浪
声言兴衰。有道是，青山挡不住，毕
竟西流去。嗟呼！往昔经年，长河
落日，汹涛奔涌归大海，昼夜不舍，
造就九千万里瑰丽江山；各族民众，
生命不息，砥砺发奋图盛强，绵延无
绝，延续五千斯年华夏文明。

夫追今抚昔，发古幽思；大黑河
斯地，风云际会。盘古开天辟地，亘
古荒原；先秦九州置郡，关山明月。
古往胡马嘶鸣，逐水草而游牧，骑手
驰风追云；后来北魏中兴，盛乐久负
威名，筑边墙于云中。辽金华严经
塔，契丹女真创造灿烂山河图；隋唐
榆林定襄，突厥匈奴演绎千古更迭
史。明代库库和屯，三娘子扬名漠
南，蒙汉融合，风调雨顺；清朝归化
绥远，康熙帝屯垦口外，大黑河畔，
灌溉农耕。民国以降，风雨沧桑，岁
月动荡，为有牺牲多壮志；新中国
立，百业兴旺，国泰民安，安居乐业
奔小康。日月星空，敕勒川越古穿
今，历经兵戈鏖战，群雄争锋；苍天
后土，大黑河润物有灵，见证融合，
走向繁荣。

若夫俯瞰大地，豪气万丈，人杰
辈出之地方，万象蓁蓁；仰望长空，
激情展望，奇迹再造兮时代，昌明欣
欣。观时势锻造栋梁，干大事造就
英才。新世纪春雷惊天，万马奋蹄，
斯地人先扬其鞭，捷足向前，规划大
黑河园区经济，打造当地特色人文
休闲景观，两相彰显，形成阵势以互
补；“十四五”蓝图宏伟，龙腾虎跃，
奔小康基础坚固，政通人和，建设大

黑河安居工程，创建文明城市绿蓝
祥和社区，安居乐业，沿河两岸焕新
颜。嗟乎！疆域安而国定，构筑民
族共同体，书写百代新华章。

政通人和，福祉当地。适应社
会新局，萌生新时期生态人文环境，
探索地域性气候变化，坚韧不拔，谨
慎抉择，重塑大黑河两岸生态空间；
惠泽民众，融会贯通。谋略贵在求
新，设计内蒙古首府城市名片，论证
生态基础性框架，历经艰辛，曲折跨
越，构造大青山前坡安全屏障。

千秋大业，共绘蓝图。大黑河
水系，天然禀赋，一级支流位居黄河
流域生态格局改善之首，顺势打造
郊野公园，还利于民，创业适逢其
时。

光耀乾坤，普照华夏，全党践
行服务宗旨，丞民莞尔；盛世太平，
街舞欢歌，政府注重民生大计，温
馨舍瓦。大黑河生态绿水黛堰，居
家坐守金山银山，造福子孙万代；
青城大环境空气清新，民众享受蓝
天绿地，延续千秋盛景。草原长调
呼麦，乐禳奏颂国泰民安，屹立东
方；永世彰恩化德，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嗟乎！吾等
幸哉居于大黑河畔，有斯所何羡慕
他方矣！文章自古天下事，日出普
照万物生。孟子云：“修身以先则
民，莫不从矣。”吾今曰：“大黑河淌
漾，川流有信，如君子也；大黑河远
久，蜿蜒有形，如贤士也；为人之
本，当如河流之常态，惟求闻达顺
乎；为政之道，安民以德，圣贤常思
与民同乐也。”

大黑河赋
■刘玉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