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黑河，一条河
写水墨云天

■秋石

林漫步林漫步
诗诗

天似穹庐，一条河悬腕，写亘古的高
原

敕勒川上，河水决绝
一头跪拜阴山，一头遥望黄河

抬头望山，从大青山奔来的都是飞鸟
低头看水，大黑河一脸慈祥，内心有

白云栖落

大黑河——
一河水迤逦，奏起马头琴的旋律
一河水，长袖善舞
长风过境，呼和浩特，舞动千年的草

原丝路

大黑河——
一河水研墨，题写：郊野公园
一河水抒情，是高原雄风，有波澜之

美

一河两岸，草木都有慈悲之心
每一滴叶绿素，皆含本真的香味

日光登临，油松、云杉、龙爪柳、银杏、
垂榆……

让每一束光谱隆重加冕
月光转世，榆叶梅、连翘、石竹、蜀

葵……
每一丛灌木，都有唯美的月色加持

偌大的草甸和沼泽，在润色和构思
每一个角落，皆暗藏玄机
菖蒲、水葱、荷花、千屈菜……
都是心心相印的朋友
天鹅、绿头鸭、白鹭、灰鹤和红嘴鸥
在自己的故乡，颐养天年，静煮时光

曲桥和木栈道上，脚步轻盈
一阵阵香风，叩响心中的门环
慢时光中，大自然的心律，声如天籁
闪烁的快门，在翻阅一部原生态的美

学辞典

千岛湖，北疆的一颗祖母绿
绿岛蓝天 潋滟波光

都说，普罗旺斯不再遥远
呼和浩特近在咫尺
马鞭草的紫色云团，拂动内心的涟漪
花前月下
捂不住的火焰，骨头窜出火苗
——心有灵犀的人，送你一片浪漫花

海

风马逐野，梵草映月，并非溢美之词
草长莺飞
动与静，在演绎一曲绝美的萨克斯
大黑河，一场邂逅——
花田之约、露营之约、光影之约、赏味

之约
乃至昭君之约
大黑河，一条河，写幸福的序言，写水

墨云天

初雪飘落初雪飘落
■丁梅华

悬挂枝头的色泽
在不期而遇的风中消逝
淡淡的情愫尚未舒展
立冬的节气已悄然来临
毫无顾忌地登上时光的舞台

曾经如火如荼的故事
如茶叶被投进滚烫的开水
在相思的季节里袅袅升腾

蟋蟀的歌声渐行渐远
挽留不住大雁南飞的身影
片片落叶飘然而下
我竟想不出慰藉远方的话语
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有些急切
稻谷还未完全晾干
麦子却已播种完毕

我拾起秋风汇聚的目光
浪漫细雨中夹杂着未出口的表白
回首间初雪飘落
染白了望向故乡的视线
寻找回家的路
却在难以抑制的思念之弦上迷失
而捧在手心的你的名字
和雪花一同融化

文化百花园中的艳丽花朵——呼和浩特晋剧
■高培萱

晋剧，地方戏曲，原名山西梆
子，兴起于山西省汾阳、孝义、祁
县、太谷、太原，流行于山西中部
以及内蒙古、河北、陕西的部分
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山西梆子
开创了辉煌时期。1956—1958年
左右，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县市以
上剧团，相继建立健全起来。优
秀演员集中在省城太原演出，因
为山西省的简称为“晋”，所以把
山西梆子正式定名为“晋剧”。

2006 年 5 月 20 日，晋剧经国
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民俗“道光皇帝登龙廷，山西
梆子又时兴”，说明晋剧在清道
光年间已经盛行。

清代，绥远地区归山西省管
辖，大量山西人走西口来到归化
城，相应地把晋剧文化也带了进
来。那时归化城就有了专业的晋
剧戏班，由此，拉开了归化城晋
剧发展的序幕。

清代，归化城就有了官戏和
社戏的演出活动。官戏是指戏班
子在指定的日子里给归化城副都
统衙门、将军衙署、归绥道台衙
门等官府衙门上门唱戏；社戏是
指由晋商各行业的行社主办，在
节日庙会和各行各业祖师爷的诞
辰日，去各行业供奉祖师爷祭祖
酬神献戏。这种酬神献戏也叫

“赛社”。
晋剧传统剧目有 400 多种，

按 行 当 分 戏 ，须 生 有《渭 水 河》
《斩子》《临潼山》《三劈关》；青衣

有《假金牌》《白蛇传》《骂殿》；大
花脸有《明公断》《九江口》《海神
庙》《战宛城》；三小戏有《双罗
衫》《游西湖》《拾玉镯》《凤台关》
等。

晋剧音乐唱腔有乱弹、花腔、
曲子三大类。乱弹有七种基本板
式：平板、夹板、二性、流水、介
板、滚白、倒板。花腔有五花腔、
三花腔、倒板腔、二指腔等。曲
子泛指昆曲、罗罗腔、娃娃腔。

晋剧的表现技巧多姿多态，
难度也较大，如翎子功、帽翅功、
椅子功、鞭子功、梢子功、耍茶碗、
耍头巾、甩辫子等都很有特色。

民国后，呼和浩特晋剧进入
兴盛时期，演出活动有庙会戏、
集 市 戏 、商 行 戏 、开 市 戏 、求 神
戏、还愿戏、祭祀戏、婚丧寿庆戏
及官戏等。大村庄每年也要唱戏
一台；大型集镇每年唱戏多达 10
台左右。

1939年，盖天红、说书红应晋
商邀请来到归化城同和园献艺，
旧城大南街诸晋商在同和园搭彩
桥、挂横幅热烈欢迎盖天红、说
书红等名角，轰动了整个青城，
从而掀起了盖天红和说书红热。
沿街有商号购买了留声机，一整
天都在播放他们的戏曲唱片，以
吸引人们欣赏和购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观园戏
班、民众园戏班两个戏班相继建
立了由晋剧艺人管理的新绥剧
社、醒民剧社。1954 年，新绥剧
社改名为新蒙实验晋剧团，醒民

剧社改名为永新实验晋剧团，体
制均为民营公助。1956 年，两团
纳入地方国营体制，改名为呼和
浩特市晋剧一、二团。首任团长
一团为康翠玲，二团为金玉玺。
1959 年，两团合办团属戏校，这
就是现今呼和浩特市艺术学校的
前身。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呼和浩
特晋剧独具风格，其特点是旋律
婉转、流畅，曲调柔美、圆润、亲
切，道白清晰，既有晋中地区浓
郁的乡土气息也有内蒙古大草原
的独特风格。

在继承传统剧目的基础上，
呼和浩特晋剧还创造性地推出了

《嘎达梅林》《江姐》《王昭君》《春
香传》《女会计》等现代戏。

呼 和 浩 特 晋 剧 在 长 期 发 展
中，培养出一大批本土籍晋剧著
名演员，如方月英、任翠芬、苏玉
兰、亢金锐、二庆旦、杏儿生、李
桂林、宋玉芬、金兰红、水上漂、
红 牡 丹 、郭 凤 英 、杨 盛 鹏 、冀 素
梅、金玉玺、康翠玲等。

尤 其 是 梨 园 世 家 出 身 的 著
名晋剧演员康翠玲，深受呼和浩
特群众的喜爱，被誉为“塞外梅
兰芳”。她的代表剧有《打金枝》

《春 香 传》《蝴 蝶 杯》《坐 楼 杀
惜》，现代戏有《江姐》《嘎达梅
林》等。

呼和浩特晋剧是呼和浩特文
化百花园中的一枝艳丽的花朵，
继承发展呼和浩特晋剧事业是一
项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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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那一片密林
■吴欣

边边
走边写走边写

曾经无数次深入东摩天岭，曾经
努力去探求那个迷一样的答案，但却
始终不得要领。此次，在沙棘果即将
熟透、万物萧瑟的季节，我与友人再次
进入东摩天岭，领略大山的雄浑壮阔、
无限风光。

车过南天门，往右一拐，我们便一
路朝着白花窑村进发。水泥路两侧，
到处都是松树，多数落叶松已经褪尽
了绿色，而少数油松仍然油油地绿着，
为大山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在白花窑
村，我们见到了一个张姓老农，他告诉
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县里组织专
业队，开进摩天岭深处，开始了植树造
林的历程。他们带着干粮，扛着铁锹，
背着树苗，迎着朝阳，行进在东摩天岭
遍布荆棘的羊肠小道。翻越山坡，跨
过沟谷，他们把青春辅展在荒凉的山
坡，把汗水泼洒在贫瘠的土地，把希望
种植在寂寞的泥土。山坡上的土质太
硬了，铁锹根本挖不动，只能用镐刨，
而土下不时掺杂着石头，有时一镐下
去，火星四溅，只能看到一个白点，而

握镐把的虎口则震得生疼。就这样，
凭着顽强的毅力，队员们一点一点地
抠，一点一点地刨，硬是挖出一个个树
坑，为后续种植树苗打下了基础。

有的工地距离林场场部太远了，
没办法，专业队便整装搬家，迁到临时
找到的破窑烂屋，简单收拾收拾，打通
烟囱盘好炕，用布帘挡一下门窗，下到
山沟里找一眼山泉取水，生火做饭，一
处临时营地便呈现在队员们面前。初
春的夜晚，摩天岭山区依然寒气逼人，
睡在透风的窑洞里，队员们仍然感到
寒意彻骨。但是，起床哨声一响，队员
们照样生龙活虎，补足能量之后，立即
赶赴工地。

有时，工地太偏僻了，队员们不
得不选择更加艰难的山路。就这样，
衣服被荆棘挂烂了，鞋子被岩石磨破
了，手指也被镐把磨出了血泡。中
午，他们只能躲在山石下，在风中就
着山泉吃点干粮，然后接着再干。就
这样，几天下来，人人胳膊或腿上挂
了彩，个个破衣烂衫，像是从山里钻

出来的猿人。但是，曾经沉寂的大山
被他们唤醒了，曾经冷落的荒山被他
们捧热了。

白花窑村西北坡梁之上，我们发
现了几道好似人工修筑的石墙，看上
去有些年头了。于是，我们向老农讨
教这几道石墙的来历。老农说，那几
道石墙是由造林专业队修筑的梯田部
分，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保证树木成
活而修筑的。闻言，我对这些奉献青
春与汗水的“大山画家”有了初步了
解。在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批建设
者，他们弓着腰，背着巨石，一步一挪，
步步艰难，将他们的意志与精神筑进
这一道道石墙，然后又将一道道绿色
涂抹在荒凉冷落的山坡，这情景，足以
让我们感慨与震撼。

在白花窑村东部，几座山包一座
连着一座，这就是南天门林场知名的
华北落叶松母树林，这里生产的优良
种子为当地生态环境建设、国土修复
工程立下了不朽功勋。而在 1982 年
之前，这里却是一片片乱石遍布、植被

稀疏的荒坡，为了营造这大面积的森
林，队员们刨了太阳刨月亮，种下春天
种秋天，硬是把希望托付于摩天岭的
明天。就这样，队员们付出了青春与
力量，用双手与镐锹打动了大山的铁
石心肠，用心血与汗水培育出生命的
色彩。

赵山顶下的威远窑，也是一个小
山村，数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
有的是零零星星的白桦、山榆、虎榛子
等。然而，经过多年奋斗，造林专业队
员们的足迹踏遍了每一座山、每一条
沟，将汗水与感情洒给了他们深爱的
土地，从而植起一棵棵松树，染绿一片
片荒原。而今，威远窑周边到处充满
了绿色，游凖、狍子、野鸡等飞禽走兽
重新回到了它们的家园。

十多个春夏秋冬，十多年风霜雨
雪，东摩天岭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专业队总共治理荒山荒坡
107座，完成水土保持治理面积16.2万
亩，植被覆盖率由治理前的 15%提高
到50%以上。

在大山深处，我所寻找的答案确
乎就生长在那一片片松林里，就峥嵘
在东摩天岭的万千生命里。那是情，
那是爱，那是对大山的敬畏与尊崇，唯
其如此，东摩天岭才会幻化为树木遍
野、生机盎然的模样。我为自己破解
了谜一样的答案而格外高兴。而此
刻，东摩天岭正以冷静的态度，接受着
我的揣摩和审视。在风中，我和满是
松林的大山都笑了。

塞塞
外文苑外文苑

总想着与大自然再近一点，于是找个阳光明媚的
日子，邀三五好友，沿黄河线路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行
走，邂逅那隐匿于河东与河西两岸的无尽奥秘与感动。

河东的黄河一号旅游路与河西的黄河观光路，蜿
蜒曲折犹如两条明亮的丝带，轻柔地将黄河两岸的风
土人情与岁月故事串联起来。从清水河县启程，沿着
黄河边的公路一路前行，车窗外的景色如同一幅流动
的画卷，每一帧都饱含着黄河的独特韵味。

车过万家寨发电站库区，一幅奇美壮丽的画卷在
眼前肆意铺展开来。黄河之上，流凌水面美若冰花盛
放，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柔和的光芒，让冬日的母亲
河多了几分灵动。随着河水的急速流淌，流凌相互簇
拥着、碰撞着，那清脆的声响，恰似大自然奏响的冬日
乐章。冰凌形态万千，仿若天工雕琢。有的宛如白莲
初绽，圣洁且静美；有的恰似玉兔跃动，活泼又俏皮。
在暖阳的轻抚下，冰凌折射出斑斓晶光，仿若碎钻洒落
在河面，熠熠生辉。

一路至保德县刘家畔下游天桥水电站库区，水流
渐缓，冰凌若隐若现，河面凝起一层薄冰，平滑如镜，澄
澈透亮。而到了水库下游，黄河仿若蛟龙脱缰，汹涌奔
腾，浊浪排空。无尽的河水裹挟泥沙，奔涌呼啸，一往

无前，雄浑壮阔的气势扑面而来，令人心潮澎湃，深深为之震颤。黄河，于静谧处
尽显温婉，于奔腾时展露豪迈，刚柔并济，气象万千，着实是大自然赋予人间的奇
观。

还没来得及静下心细品这黄河母亲的冬日风情，我们的车子已拐进一个加工
黄河石的玉器厂。工厂不大，小院墙的四周摆满了天然水冲出的黄河石，原型原
色，或沧桑、或苍凉、或雄浑，或磅薄，各有千秋。大河出奇石，这些天然的黄河石
还没经过加工就已超凡脱俗，怎能不令人为之动容？于是便动了捡石的念头。

车缓缓行至神山村附近，猛然看见黄河岸边有人在寻觅黄河石，我们便停下
车跨过栏杆走向河滩。冬季黄河水清澈且浅，沿岸的黄河石不计其数，捡到的石
头我们看了又看，捂热了，却还是选择了放生，反反复复，感觉每一次的捡拾都是
一次与历史和自然的深刻对话。每一回的放生，让它们重新回归到山川河流中，
也是一种快乐。

捡石随缘，石等有缘人。捡石遇到一位回乡探亲的小伙子，他常年在外地打
拼。此时的他正全神贯注地拣选石头，那眼神中流露出的对家乡的眷恋，犹如滔
滔黄河水，深邃而绵远。他不时弯下腰，拾起一块石头仔细打量，略作思索后，轻
轻将其抛向我，仿佛在分享一份独一无二的“黄河宝藏”，对他来说，这些石头早已
超越了普通石子的范畴，而是承载着儿时回忆与浓浓乡愁的珍贵纪念。

小伙子热情地与我们聊了起来，原来他并非石头行家，只是因为朋友热衷于
收藏石头，爱屋及乌，他也想挑选几块漂亮的黄河石。他兴致勃勃地讲起朋友与
石头的故事，言语间满是对这些黄河石的喜爱与敬意。在他眼中，尽管自己并不
精通石头的门道，但这些黄河石形状千奇百怪、纹理变化多端，有的宛如活泼可爱
的小动物，有的恰似绚丽盛开的花朵，无一不是黄河母亲饱含深情的馈赠。它们
蕴含着黄河的精神与力量，是这片故土特有的、无可替代的标志，每一块都似乎在
诉说着黄河边的往昔岁月，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变迁与传承。

小伙子的真诚如同凛冽冬日的煦煦暖阳，让我真切感受到黄河儿女对家乡的
炽热眷恋。这份爱，不似烈火般炽热浓烈，却如黄河水，深沉且持久，无声无息地
流淌在每一位游子心间，成为他们生命中无法割舍的精神寄托。

进入佳县境内，黄河岸边最不缺的就是枣树，此刻的枣树，叶子已然落尽，
却别有一番独特的韵味。有的枣树上，还零星挂着几颗枣粒，恰似一颗颗璀璨
的红宝石，镶嵌在枝头，在明媚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而掉落在
树下的枣粒，则仿佛一片艳丽的红色地毯，满满地铺盖着整个地面，让人实在
不忍心轻易踏足。

在村庄里，古老的庙宇和古迹散发着古朴的韵味，它们见证了岁月的沧桑
变化，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新建的房屋与古老的建筑相互映照，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似乎在倾诉着过去与现在的碰撞交流。然而，由于年轻人的纷纷离
去，村里的老人数量稀少，整个村庄在宁静之中流露出几分寂寥，让人不禁感
慨时光的流逝。但即便面临这样的状况，老人们依然坚定地守护着这片土地，
传承着古老的文化与习俗。他们的坚守就如同黄河岸边的枣树，纵然历经风
雨的洗礼，却始终顽强地屹立生长着，为这片土地增添了一抹难能可贵的生机
与温暖。

这一路的黄河之旅，犹如一场盛大的视觉与听觉盛宴，更是一次深刻的心灵洗
礼与升华。我领略了黄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从上游的流凌奇观到下游的浊浪滚滚；
感受了丰富多元的人文景观，无论是碛口的古渡韵味、吴堡的秧歌民俗，还是佳县的
红色记忆、白云山与天台山的文化底蕴。这种面向土地、面向生活的姿态，让我更深
刻地体会到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的眷恋以及对传统
文化的坚守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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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有冬至吃饺子的传
统与习惯。

冬至为什么吃饺子，有多种说
法。小时候，常听老人说：“冬至不端
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看来是害
怕冻掉耳朵才冬至吃饺子的。另一
种说法叫“冬至大如年”，说明冬至是
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因此冬至又称

“冬节”。在这么重要的节日吃饺子，
寓意全家人团团圆圆、和和美美，一
起迎接即将到来的数九寒天。还有
一种说法，冬至为阴极之至，阳气始
生，所谓“冬至一阳生”，象征阳气回

升，新的循环开始，在这样一个特殊
的日子吃饺子，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与追求。

从前，每当入冬以后，我们最盼
望的就是冬至节气的早日到来。冬
至这天，家家户户都热热闹闹地忙着
包饺子、吃饺子。记得母亲一大早就
从凉房端回一盆白面，先放到炕头让
醒一醒，随后便开始用温水和面。和
面是个技术活儿，讲究“三光”——面
光、盆光、手光。母亲每次把面和好翻
过来后，都会用手响亮地拍上一下，以
示大功告成。接着，母亲把一块肥瘦
适中的猪肉切成细碎的颗粒，再把胡
萝卜擦成丝状，用开水焯一下，然后用
刀切碎。把两者放到一块后，再加葱
末和花椒面、干姜面、大料面、盐，最后
倒入适量胡麻油，便开始用一双筷子
不断地来回搅拌，此刻，饺馅的香味溢
满整个屋子。母亲有个拿手绝活儿，
就是不用嘴尝，只用鼻子嗅嗅，就能准
确判断出饺馅的咸淡来。

开始包饺子了，一般都是大姐擀
饺皮，母亲和哥哥、二姐他们包饺

子。每当这时，我们几个年幼的弟弟
妹妹便跃跃欲试，也想参与其中，母
亲无奈，只好每人给一小块面让我们
自娱自乐。与此同时，父亲已经将锅
里填满了水，炉堂里也填满了大块的
炭。等饺子包好后，锅里的水也正好
开了。母亲一边将饺子顺着锅边小
心翼翼地推下锅，一边对我们说：

“‘从南上来一群鹅，噼里啪啦跳了
河’是什么呀？”我们异口同声地大声
回答：“是饺子！”全家人便开心地大
笑起来。

母亲包的饺子，皮薄馅大，吃到
嘴里满嘴流油，口齿生香。

现在，吃饺子已经是件平常的事
了，而且饺子的花样也特别多：有牛
肉番茄馅饺子、羊肉冬瓜馅饺子、猪
肉酸菜馅饺子、虾仁玉米馅饺子……
应有尽有，人们一年四季任何时候都
可以品尝到各种口味的饺子。

如今，每逢冬至，我都会一如既
往地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吃饺
子。那一刻，母亲曾经忙碌的身影就
会浮现在我眼前……

冬至冬至饺子饺子
■张玉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