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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冬迎春送吉祥，
游子归家心似箭。
浓情腊八粥飘香，
乾坤祥和同欢宴。

心中满怀金阳光，
万事如意皆周全。
事业成功体健康，
胜景永驻在人间。

山河锦绣福绵长，
八宝枣粥醇香甜。
勤劳智慧著华章，
推杯换盏共祝愿。

不负韶华信念强，
节日快乐彩灯艳。
拼搏奋进耕耘创，
不忘初心逐梦圆。

雪花飘飘的宁静夜晚
我们相约在梦的彼岸
纯洁的雪 绽放温暖
冬天送来迟到的浪漫

雪花编织成银色地毯
远方闪烁着霓虹灿烂
遥远的距离 正在缩短
青春绘成精彩的画面

轻轻走近心灵的呼唤
爱神指引我和你遇见
生命里印下纯真的笑脸
甜蜜的回忆滋润心田

快快拍下永恒的纪念
幸福时刻让真爱陪伴
不再有寂寞远离那孤单
从此后两颗心紧密相连

小时候，每当秋天谷子成熟之际，我们几个小伙伴就会
一起偷偷溜进田里，专门摘颜色金黄、颗粒饱满的谷穗，然
后将其悄悄带回家，藏于凉房椽檩之间，以备冬日捕鸟之
用。而我们的捕鸟夹，三半早早就给做好了——他做的捕
鸟夹又漂亮又好用，大家都非常喜欢。

这年刚放寒假，一场大雪如期而至，我们一群小孩便兴
奋起来：“捕鸟去喽——捕鸟去喽——”大家不顾天寒地冻，
雪没脚踝，各自回家拿上捕鸟夹，带上谷穗，急急来到位于

学校东南角的场面（碾场打谷的地方），翻墙而入。我们首
先在一排排大大小小的草垛旁，选好一块较为开阔、平坦
的空地，然后用柴草扫开一片雪地，再脚踹手抠挖好几个
小土坑，把捕鸟夹小心翼翼地放进去，调整好角度，用细土
轻轻地将捕鸟夹掩埋好，只留谷穗在外（要想得到活鸟，还
需放一根“救命棍儿”在捕鸟夹上）。一切就绪，我们就会
远远地躲到草垛下面，屏气凝神，静观其变。当看到鸟儿
四散逃去，我们会立刻起身跑去察看。这时，总会有所收

获：或是麻雀，或是画眉，或是百灵，运气好时，还会捕到沙
鸡……

一天下来，鞋子湿透了，衣服划破了，而我们却乐在其
中。当然，晚上回到家，是免不了要被大人责骂一顿的。
此刻，我们便只好识相地帮大人抱抱柴火、拉拉风箱，装出
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来。

直到现在，雪天捕鸟的情景，仍然让我记忆犹新，难以
忘怀。

社火是呼和浩特地区群众自发组织的一种民间
娱乐形式，集中了舞蹈、音乐、戏曲等多种艺术元素，
通常在农历春节和正月十五元宵节期间进行表演，意
在庆祝佳节、祈求吉祥。

“车船”亦称“旱船”，在呼和浩特社火中，它并非
指实际的水上交通工具，而是一种象征性的道具或表
演形式。它通常被用来模拟古代的车马、船只等交通
工具，以展示古代人们的生活场景和交通方式。呼和
浩特地区人们俗称“车船”表演为“跑旱船”。

跑旱船表演在托克托县、清水河县、和林格尔县、
武川县和呼和浩特郊区都很普及，其表现内容多为歌
颂劳动、爱情或生活。旧时，旱船就地取材，多用轻木
或秫秸秆扎成，再蒙布在旱船下端画水波纹。表演
时，一位表演者挎小船于腰间，如坐船状；一位表演者
手持船桨。二人边歌边舞，如船行于水面之上。

大型旱船表演由三路组成船队：一为大船，二为
三只小船，三为九只小船。大船比一般单人旱船大二
至三倍，船内有两人乘坐，均扮抱婴女子，船随艄公所
挥划桨而飘摆，舞蹈动作幅度大，如船高低起伏，再现
乘风破浪。三只小船，是由三人扮女子各乘一舟，在
艄公引导下，互相穿插飞舞，时而尾随鱼贯而行，时而
三船齐头并进，时而三船相顾而舞，舞至高潮，船身飞
快行驶，犹如在宽阔的河面上，场景十分优美。九只
船的表演与三只船相仿，整个船队色泽艳丽，彩锦缤
纷，一字长蛇，或缓缓而进，或快速而过，舞起来娴熟

自如，井然有序，美若游龙。
呼和浩特地区流行的跑旱船始为三船，后来在人

物造型和表演程式上逐渐发展为多船群体表演，才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套数和风格。跑旱船大部分的主题
都集中于表现同舟共济，克服困难，拼搏前进——先
顺水，后逆水，突然遇到风浪、漩涡、回水湾、触沙滩等
各种险情，船客们和艄公紧密合作，奋力拼搏，终于平
安到达彼岸。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呼和浩特社
火跑旱船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现代社火跑旱船在
表演形式、道具制作、音乐伴奏等方面都进行了改进
和创新，使得整个表演更加生动、有趣且富有时代感。

跑旱船作为呼和浩特地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民俗内涵。它不仅展
示了古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通工具，还反映了当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呼和浩特地区的跑旱船在传承过程中，由老一辈
艺术家们将技艺和精髓传授给年轻的一代又一代，以
确保这一传统艺术形式能够得以延续和发展。

如今，呼和浩特社火跑旱船已经成为当地文化
旅游的一大亮点。每逢春节、元宵节期间，都会有大
量的游客和市民前来观赏和体验这一传统艺术形
式。他们不仅可以欣赏到精彩的表演和精美的道具
制作，还可以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和传统文化的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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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从何处悄然至，拂水惊梅唤新岁。
每逢岁首，北疆大地的光景大致相仿，草
是枯的，风是冷的。然而，在这新年伊始，
心会不由自主地萌生出无限的期盼与欢
喜。欢喜源自草原已经有了小小的秘密，
那小小的秘密属于每一条河，就在大地自
己的血液里，慢慢回暖。

又一年春水初醒，草原梦回。苍天厚
土间，曾经恢宏的河流静静地躺在冰雪的
怀抱中，往昔河面上漂浮着的蓝天白云，
以及所有清新的绿都沉淀在了河底。一
直在积蓄着力量，等待着春天的到来，也
渴望着一场从冰封到奔腾的蜕变。

蜕变并非一蹴而就，它源自大地的内
核，悄然无声地蔓延。温暖的气息一点点
涌动，坚冰深处，已经长出了柔软的触手，
它们在冰层的缝隙间悄然延伸，如同探索
者，不急不躁，寻找着一条条通往自由与
光明的路径。水下的生灵，鱼儿是最先领
略到春水暖意的使者，它们在冰层下的暗
流中欢跃，只等着听到春的密令，“咔嚓”
一声，所有被冰雪封印的水域，会在同一
时刻挣脱冬日的枷锁，大获全胜似的一路
奔腾向前。

寒冬将尽，春水又生。大自然对内蒙
古大地的馈赠，千万年流淌。处在北端的
额尔古纳河，如皑皑白雪下即将苏醒的巨
龙，悄然间，冰层细碎的裂纹如同片片银
光闪闪的龙鳞，在晨光的照耀下熠熠生
辉。不甘落后的海拉尔河，轻轻扭动修长
的身体，舞者一般舒展筋骨，整个河床发
出轻微的“嗞嗞”声，如同无数只破茧而出
的蚕蛹在撕咬着茧壳，听得人如草尖触及
脚心一般的酥痒。大黑河亦在无声胜有
声中默默发力，壮硕的身躯在渐暖的气息
中显露出来，不再是冬日里那般凝固，变
得柔和灵动，变得含温带热，湿漉漉的气
息，分外撩人心弦。

此刻，每一条河的两岸，都听到了春
天渐行渐近的脚步声。半睡半醒的草木，
隐约感觉到温热之气将要萌发，它们已然
蓄势待发，每一根枝条都附着上了绿色魔
法，只待春风的密语响起，便会争先恐后，
占领整棵树、整座山、整片地。想象着不
久之后，潺潺流淌的生命之水抚摸着堤岸
的一切，原本枯黄的干草，一定会渐渐涂
上一层淡淡的绿。即将消融的雪轻轻地
覆在它们的上面，像是披着一件迷离的雾
纱，朦朦胧胧，忽隐忽现，所有的黄与绿皆
变得柔和缥缈起来，宛如置身于烟雾缭
绕、变幻莫测的画卷之中。在这绿意初萌
的枝头间，几只活泼的太平鸟穿梭其间，
叽叽喳喳地欢唱着，它们的歌声与水流的
潺潺声、微风的轻吟声、远处牛羊的低叫
声交织在一起，共同演奏属于草原的迎春

交响乐。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元阳之

际，寒意犹存，挡不住坚守在北疆的生灵悄
然萌芽。所谓“万物有灵”，熬过了最寒冷
的日子，祈望春天的梦一直都在，又一个天
地间绚烂生命的轮回拉开序幕。莫尔格勒
河、无定河、乌拉盖河、锡林郭勒河……无
数条涓涓细流，从凝固的静态中苏醒，带着
春的讯息，一路唤起每一个渴望生长的灵
魂。当严冬的尾声渐渐远去，春水的新生
缓缓降临，大地开始温润，地面开始酥软，
万物开始舒展。一切的一切，都由内到外
释放出生机，迎接着草原一个全新的到来。

又一年春水润物，温情绵长。“蓝色故
乡”的美称里藏着无尽的辽阔与纯净，这里
的河流高硒低硫、可饮可浴，不禁让人遐想，
这莫非是天上神女因春回大地而落下的喜
悦泪水？正是这份源自大自然的恩赐，让春
水渐融后的土地愈加生机盎然。

在内蒙古大地上，河流犹如巨龙蜿蜒，
纵横交错，奔腾不息；湖泊宛如明珠散落，星
罗棋布，熠熠生辉。它们如同大地的血脉与
精髓，赋予北疆无尽的灵气与神韵。一条条
看似不同的水脉，却都以一种不屈不挠、浩
荡东流的相同姿态，穿越了千年的岁月，滋
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草原各族人民。

依水而居，傍水而生。打开内蒙古的
生态画轴，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离不开清澈纵横的条条水脉。丰富的
水资源灌溉了呼伦贝尔大草原，使得森林
牧草郁郁葱葱，摇荡着“天苍苍，野茫茫”
的气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了河套平原的
沃土，让一片片金黄的麦田在阳光下波光
粼粼，“天下黄河，唯富一套”的美名响彻
四方；丰富的水资源浸润鄂尔多斯高原的
深处，滋养了耐旱的灌木与蒿草，让荒漠
化边缘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

文明起源于深邃的脉络，文化深植于
广袤的厚土。北疆大地上的河流，不仅仅
是地理上的界限，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
桥梁，是各族人民共同依托的生命之源，
也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见证。那醇香
肆意的烧麦，嚼劲十足的牛肉干，香脆可
口的对夹，热气腾腾的羊肉火锅，每一口
都饱含着丰沛的河水和多彩的文化，就像
春水涓涓，绵延不断。

大青山巍峨矗立，黄河水自大地深处
奔腾而来，在内蒙古大地上汇聚成一条条
壮阔的河流，滔滔不绝，经历九转十八弯，
越过一座座城市、乡镇、苏木和嘎查，进入
一次次更壮大的循环。千百年来，内蒙古
各族人民正如这春水一般，在北疆大地上
生发、成长、茁壮，从一条条河流出发，一步
步迈向广阔无垠的天地。各族人民在悠悠
岁月中，相互依偎，共生共荣，孕育出独特的

北疆文化，赋予广袤草原无尽的灵魂与深邃
的内涵，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内蒙古风采。

又一年春水流淌，共赴新征程。冰雪
消融，暖流潺潺，绝不仅仅是自然现象，更蕴
含着丰富的生活智慧和生命哲思。人生，亦
如河水，挺过了寒冷的冬天，自信地站在迎
接未来的路上，深信每一个磨砺中累积的坚
韧，终将化作推动成长的磅礴力量，一路欢
歌，一路澎湃，向着更遥远的彼岸进发。

坚冰深处春水生。当二十四节气在
奏响大寒这个最强音之后，便会出现一个
戏剧性的转折，引领人们步入暖意融融的
春天。这恰似人生的轨迹，在触及最低点
后，悄然间踏上了回升的征途，好运的曙
光初现。

在新的征程里，生活开启了温暖模
式。元旦的钟声余音未了，不止河流蠢蠢
欲动，一个个节日也接踵而至，让日子更
添暖意。腊八粥的馥郁、年糕的甜蜜，以
及牛羊肉的丰盈滋味，都在预示着一个最
为隆重的节日——春节，正紧锣密鼓地向
我们靠近。不久之后，远方的游子也将踏
上归乡的征途，眼中闪烁着对亲人的思念
和对未来的期许。只要心中有期待，生活
有梦想，就一定能穿越严冬，迎来下一个
春暖花开。

在新的征程里，平凡的你我他并不平
凡。生活从不辜负每一个坚持不懈的人，
就像尘封的河流在冬日的沉寂后，终会破
冰而出，以不可阻挡之势，奔流向前。新禧
曙光初现，它折射了美好的本质：幸福从不
是偶然，而是源自不懈的奋斗与坚持。

春水萌醒，清新涌动，冲刷着每一个
角落，让那些不遂人意的过往如落叶般随
风而去，渐行渐远。我们得以站在全新的
起点，心怀憧憬与期待，热烈而勇敢地拥
抱万象更新的一切。

长桥柳岸春水漾，溪合江河万里长。
这是春水的力量，它在城市街巷中涌动，
于乡村田野间奔腾，最终汇入母亲河那壮
阔的洪流，永不停歇。这是草原的力量，
沿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足迹，穿越重重山
脉，越过广袤戈壁，掠过辽阔草原，跨越时
间鸿沟，汇聚着多元人文，以磅礴之势，浩
浩荡荡，从新起点一路向前。

前一阵子的一个星期天陪着儿子逛书店，他让我给
他买一本《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缩印本，说是随身携带
在书包里方便查阅。我愉快地答应了他，也回想起了自
己过去关于字典或其他工具书的一些往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所生活的团结村非常偏僻落
后，村里人家的屋后或围墙上，有好多用白粉刷出的标
语，我一边看着这些字，一边就用小树枝在地上描画下
来，不认识的字就向大人请教。父母亲看到我喜欢识字
非常高兴，因为家境贫穷他们没有上过学，父母亲把读
书这件事看得比什么都重，他们想把儿女们培养成识文
断字的读书人。

学龄前的我接触不到任何书籍，只有母亲的几本夹
鞋样子的书，就是我的启蒙读物和字典。这些书给我带
来了村里人不懂的故事，这里有张思德烧炭救人的故
事，有向秀丽舍身救火的故事……我缠着只念过两年书
的母亲给我讲这些故事，讲这些书上我不认识的字，母
亲看我对看书识字感兴趣，就和父亲商量想早点送我上
小学。1975年秋天开学季，只有八虚岁的我够不到上小
学的年龄，父亲和村里小学的老师们好说歹说，把我送
到了学校里。

和现在受过幼儿园和学前班教育的娃娃们相比，我
那时的识字量很少。上了小学一年级后，我也没有认识
多少字，腊月里和小伙伴去后街上一位老奶奶家玩耍，
看我戴着红领巾上学了，他们就让我念一下药瓶子上的
说明，我结结巴巴能把药瓶子上的说明书念下来，但这
个说明书是繁体字的，我简化字认识的还不多呢，哪里
认识繁体字呀？我把“气管炎”的繁体字“氣”读成了

“屎”，当时我就直纳闷：“怎么还有这种怪病？”后来请教
村里一位念过私塾的人，他说这个字念“气”，多少年后
想起这件事都既感好笑又惭愧，真丢人啊！

打这件事以后，我就疯狂地识字认字，我知道有一
种帮助识字的书是《新华字典》。一年级下半学期，班里
要求每一个人买一本《新华字典》，当时一本字典一元
钱，但我家太穷一时买不起，我只好暂时先和要好的同
学借着查一下。两个月后的一天，中午放学后吃饭，我
坐在炕上看到父母亲喜笑颜开地看着我，母亲瞅着红躺
柜上的黑梳头匣子向我示意，我意识到梳头匣子里肯定
有好东西，急忙打开一看：是我梦寐以求的《新华字典》，
我高兴地在炕上直蹦高，母亲笑着说：“小心蹦塌炕板
的。”我知道，为了这本一元钱的字典，父母亲又辛辛苦
苦地攒了两个月钱。

当这本来之不易的字典到手后，我视之如珍宝，看
书遇到不懂的字就去查字典找读音。在我们五申和团
结学校这几个乡村学校流传着一些“神话”：说哪一位老
师有文化，老师或同学们就会说：“×××老师把《新华字
典》倒背如流！”“×××老师把《唐诗三百首》倒背如流！”我
听了以后直羡慕，大约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也开
始翻看字典，并对照例句看字如何来组词造句，试着学
习用四角号码来检索查字。

一年级购买的这本字典一直陪伴到我六年级，这本
字典被翻得背面的线都断了，字典里边的个别纸页也破
损严重。这个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拂神州大地，
我们村也已经包产到户，村里的乡亲们通过种植枸杞子
有了一些余钱，父母亲又给我买了一本修订重排的《新
华字典》。这个时候家里已经能让我拿钱买一些“闲书”
了，我不仅买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名著，还添置了《汉
语成语小词典》和《现代汉语小词典》，这两本词典和字
典都是商务印书馆的，那本绿皮的成语小词典也被我翻
到了卷页断线的地步，使我掌握了不少成语，我还用这
本小词典玩过成语接龙的游戏。

上了高中之后，紧张的学习使我无暇看别的书籍，
但工具书总是要看的。高考作文一般是议论文居多，为
了写作文购买了《古代格言词典》等书，背诵下来有时真
还能用得上，一些议论文写作用上几句恰到好处的格
言，真给文章增色不少。到了高二年级下半学期，县里
举行全县高中语文和数学竞赛，我得了两件奖品、一本

《新法编排汉语词典》、一本《英语词典》，后来这本汉语
词典也被我翻烂了。

上大学和工作之后，我购买的字典和词典逐渐多起
来。我不仅把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唐诗鉴赏辞典》《唐宋
词鉴赏词典》购买齐全，还购买了一些分类的鉴赏词典，
比如《山水诗歌鉴赏词典》《花卉鉴赏辞典》，这些词典可
以满足我分类欣赏的需求。记得在天津古文化街的书
店里我购买了《古典诗词百科描写辞典》，这是百花文艺
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定价不到十元，这本辞典直到现
在我都要时不时翻看一下。此外我购买了《辞源》《辞
海》《汉语大词典》等更加专业的工具书。后来因为研究
历史的需要，我还添置了《中国历史地图集》《通典》等专
业书籍。

参加工作以后，因为写作和编辑工作的需要，各种
字典和辞典成了我的好帮手，我把《新华字典》《现代汉
语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放在办公桌上，有的时候
需要参读这几本工具书，一些字词到如今的用法有变
化，比如，绿阴、树阴的“阴”，我们上高中时写作“荫”；
再比如“铁骑突出刀枪鸣”这句诗的“骑”，我们上高中
时读 jì，但现在统一读 qí，而不读 jì。在《现代汉词规范
词典》里，一些易错的用法都用小手指标了出来。随着
网络时代的到来，《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都有了
手机App，安装到手机上查阅起来非常方便。现在的孩
子们有的时候查阅资料也像大人一样，过度依赖和相
信手机。我觉得手机可以查阅知识的梗概，要想准确
地理解字词的意思，还是要看正规出版社的字典和词
典。

我的那些字典和词典就像熟识的亲人一样，不离不
弃地陪伴着我，我也经常会和它们照面。“书卷多情似故
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就像明代于谦《观书》里说的
这样，陪伴我的字典和其他工具书也像老朋友一样，督
促我不断地学习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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