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城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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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游呼和浩特，车子停在大
召寺广场前，玻璃幕墙的写字楼
在身后投下蓝灰色阴影，而眼前
这条蜿蜒的青石板路，却像一卷
被时光细细熨烫过的古绢，将四
百年的烟尘都收进了砖缝的褶皱
里。

街口“德顺源”烧麦铺的笼屉
在晨光中泛着蜜蜡般的光泽，掌
柜留山羊胡的老者用乡音招呼客
人。笼屉揭开的刹那，羊肉与大
葱的香气如云雾升腾，混着松木
蒸笼的木香，忽然与十年前某个
相似的清晨重叠——那时我蹲在
铺子角落，看老师傅的指尖如穿
梭的燕，将柳叶般的薄皮裹上馅
心，二十四道褶子在掌心绽放成
牡丹。此刻再坐下，瓷盘里的烧
麦依旧顶着玉色的花髻，咬破薄
皮的瞬间，滚烫的汤汁如晨露坠
落在舌尖，忽然懂得有些味道早
已成为记忆的锚点，就像这老街
的晨光，总裹着烧麦香与砖茶的
烟岚。

当晨光漫过街楼的飞檐，老
额吉的奶食摊前已浮起白雾。她
头戴靛蓝头巾，吆喝声如晨雾般
柔润：“楚拉米——乌日穆——”，
木盒里的奶豆腐块码得齐整，表
面凝着昨夜的霜花，像一方方冻
住的月光。我蹲身挑拣时，她忽
然用带着奶渍味的汉语说：“姑
娘，那年你买奶嚼口时，头巾上还
别着朵干花呢。”我愕然抬头，看

见她眼角的纹路里盛着十年前的笑意。那时我讨价还价，她最终
多塞给我两块奶皮，说“草原的甜要分给赶路的人”。此刻接过奶
豆腐，指尖触到她掌心的老茧，忽然明白老街的温度从不在牌坊
与戏台，而在这些能记住你十年前衣饰的人。

隔壁铜器铺的炉火正红，匠人马福海赤着上身，古铜色的脊
背在火光中如同一尊流动的铜像。锤子起落间，黄铜片上渐渐浮
现出勒勒车的轮纹，叮当声与炉火的噼啪声织成绵密的网。墙上
挂着的铜器如星子错落：奶茶壶泛着古玉般的光泽，给晋商商号
的水烟袋缠着银丝，有穿汉服的姑娘进来询价，他眯眼打量着姑
娘发间的银簪：“这是宝昌隆的老活计吧？”随即取来錾子，在炉底
轻轻敲出鄂尔多斯字样的名儿，叮叮当当的声响里，传统与当下
正达成奇妙的和解。

转角的皮货铺飘来桦木与皮革的混合香气，蒙古族师傅巴图
正在鞣制马皮。木槽里的牛皮浸在酸奶与桦树皮煮的汁液里，旁
边摆着七八个被岁月磨圆的桦木楦头，最旧的那个刻着模糊的云
纹，据说是他爷爷制靴时用的。“机器缝的线是直的，”他用骨刀刮
着皮料，“手工缝的线会跟着马的呼吸起伏。”阳光穿过花窗，在皮
革上投下菱形光斑，他忽然指着墙角的玻璃罐：“看，那是大青山
的酸模，鞣出来的皮色跟黄羊脊背一个样。”这时他儿子端着奶茶
进来，小伙子卫衣袖口沾着皮革屑，手里扬着设计稿：“爸，这批机
车夹克咱在护肘绣苏鲁锭纹如何？”老楦头与设计稿在阳光下并
置，像一场静默的对话，榫卯般严丝合缝。

暮色漫上老街时，各家铺子的灯笼次第亮起。红灯笼的光晕
在青石板上洇开，将白日里的苔痕斑驳染成暖赭色，砖缝里的瓦
松在灯光下泛着青玉般的光泽，忽然想起古诗里“瓦松如绿玉，长
在古檐边”的句子，原来老街的每寸光阴都藏在这样的细枝末节
里。

夜市的茶摊前坐满了人。穿蒙古袍的姑娘执银壶斟茶，壶嘴
划出的弧线如长调般悠扬，砖茶的红汤在铜碗里旋转出琥珀色的
漩涡；邻桌的汉服少年正用手机扫描碗底的二维码，屏幕上立刻
跳出这碗茶的茶马古道溯源图，从普洱山到归化城的路线在光影
里闪烁。我要了碗加盐的奶茶，看奶沫在碗中聚成雪白的毡房，
忽然想起十年前初尝时觉得咸味古怪，如今却能喝出草原深处的
苍茫。

离开前最后一次走进那家古玩店，王大爷从樟木箱底取出个
布包：“姑娘，看看这是啥？”展开来竟是十年前我未舍得买的那枚
清代铜扣，双鱼纹被岁月摩挲得如水面般平滑，扣眼里还缠着半
根褪色的红丝线。“看你当年盯着它不肯走，”老人将铜扣放进我
掌心，“老街的物件得遇着对的人，才算真正活过来。”握着这枚带
体温的铜扣走出店门，灯笼的光将我的影子拉成细长的线，忽然
明白老街从不是供人观赏的标本，而是一口活的井，只要你愿意
俯身，就能从时光的褶皱里舀起属于自己的那捧记忆。

回程的车上，广播里正播放新编的草原歌曲，电子合成器的
旋律里分明藏着马头琴的呜咽。透过车窗回望，塞上老街的灯笼
已连成一条光河，在现代化都市的背景下，像谁用光阴串起的一
串珍珠，每颗都映着明清的月，也闪着今日的星。掌心的铜扣还
留着温度，双鱼纹的凹陷处仿佛刻着四百年的人来人往——这老
街啊，原是一条流动的河，既倒映着古驿道的孤烟，也承载着今时
的波纹，只要你愿意驻足倾听，就能在青砖的缝隙里，听见时光汩
汩流淌的声音。

王劭凯 摄

听着塞北的风琴
我仿佛听到了巨人的声音
在耳畔回荡
像马头琴深邃悠扬
像勒勒车的足迹有力铿锵
像草原赞歌传遍浩瀚神州
大地徜徉，五洲同唱
像苍鹰展翅勇敢无畏坚强
浪漫的情怀
包容大爱
无畏的勇气
滋养着精神力量

风吹过的地方
就会有思想的碰撞
就会发现一股暖流
涌入四面八方
汇聚成永恒的力量
横亘南北东西
这就是包容的情怀
这就是大爱的力量

塞北凄美的传说里
到处弥漫着浓浓的爱意
和饱含深情的生命的模样

诚信坚定信念不移
和蔼同行合作共享
一条路上笑脸相迎
始终铭记前进发展的方向

风行浪漫，情怀依旧
走到哪里，哪里就有
歌的海洋，华语流芳
承载着梦想与希望
将富国强民的政策传扬

看到了思想的光芒
在异域风情中滋养
看到了中华民族的
无尚精神力量
载着时代的梦想
扬帆远航

大爱远行
●吴世清

诗林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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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走边写

一座城的岁月，被埋在黄土层下辉煌；
一座城的历史，被器物的包浆书法。土城子
古城，曾经被古代丢弃，却在新时代青春激
扬。

城垣，并没有被沙尘掩埋，也没有被战
火焚毁，却被宝贝河轻轻划开道伤疤。那是
小疤痕，是河与城的亲密接触，还没有伤到
筋骨。

瓮城、马面，企图把弓弩火炮抵挡；官署
衙门，曾经辉煌气派高高在上；曾经的文官
武将，傲气十足头颅高昂。两千余年的岁月
风尘，土城子古城的所有，都走进了历史的
书页。

春秋战国的遗存，何止一柄耳铸公剑和
一块块残砖断瓦；西汉定襄郡治成乐，在《汉
书》里绽放光芒；代魏国都盛乐，在《魏书》里
演绎北魏盛乐时代的壮举。

我走在古城旧有的街道，头上的蓝天白
云，是那般美艳新鲜，而脚下的黄土，却是揉
碎了的历史故事。那些房址、灰坑、水井、窑
址、建筑台基，解说着曾经忙忙碌碌的生活，
古人扫院、挑水、做饭、酿酒、贸易的身影，
仿佛就穿行在古城的角角落落。

为了抗击匈奴，卫青屯兵定襄。旌旗招
展，战马嘶鸣，横刀立马的卫青目光坚定，凝
视北方。此刻，我似乎就站在卫青座骑一
侧，用穿越时光的相机，拍下那激动人心的
一刻。紧接着，汉军北上，击败匈奴，稳固北
疆。

拓跋珪，当他于牛川纠集旧部登上代王

位，又于盛乐建立北魏，人们应该明白，古城
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东征西讨，威服四
方，息众课农，班赐群臣。当一切准备停当，
拓跋珪毅然迁都平城，给后代留下一声声惊
叹。

唐代，张惟清任职土城子古城。时中受
降城受到水毁，他上奏修葺。他体恤民情，
镇守一方，美名传扬。

而今，斯人已逝，仅剩一座古城仍然站
在那里，还有埋在地下的无尽奥秘。但是，
先辈们的种种举动没有消失，而是化身为一
件件金属器、陶瓷器、石器、木器，化身为瓦
当、铜镜、铁剑、唐三彩、铜佛像、墓志铭，向
人们传递着曾经的过往。

我的脚步踏过古城，与古人的行动产生
了强烈的共振；我的心思划过古城，与古人
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的笔触涂过古城，古
城便跃然纸上成为一部巨著。

盛乐博物馆，轻轻撬开了时光隧道，将
绝世珍藏一一陈列。那些陶瓷、剑簇、砖瓦，
将沉淀了两千年的历史娓娓道来。游客那
一张张面庞，透着惊喜与满足，坦然与历史
对话，与古人交流。

还有正在建设的考古遗址公园，轻轻启
动翻开历史的书页，把我们带回波澜壮阔的
古代，与祖辈一同衣食住行、喜怒哀乐，与祖
先一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与祖先一同金
戈铁马、喋血沙场。

古城子古城，是掘之不尽的宝藏，是书
写不完的历史画卷。

被珍藏的古城
●吴欣

塞外文苑

水磨山村
●姜子家

青山环抱，有一村宁静似梦；青砖
黛瓦，存一地古朴如诗。步道悠悠，每
一步都踏着诗意；小溪弯弯，每一眼都
遇见风景。这里，如同一幅淡雅的山水
画，静静诉说着古老的岁月与流淌的时
光。

水磨村，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
合少镇西部、大学城东北部，是由原来
分散在大青山里的小井、塔坝、什字、大
东沟、黄花、德胜和水磨七个行政村组
成的，因村委会驻地位于水磨村，所以
称之为水磨行政村。这里三面环山，平
均海拔 1800米，山高岭峻、植被茂盛，
森林覆盖率 57.3%，是国家级生态村，
也是自治区农文旅融合示范村和美丽
休闲村。村里 167栋全框架独体二层
小楼，白墙灰瓦、错落有致，建筑风格
上既沿袭了北方民居的传统，又融入了
江南徽式民宅风情。

水磨村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
蕴。这里曾是古代边关将士戍边战斗
的地方，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和
历史遗迹。站在古老的长城遗址烽火
台上，遥望远方，不禁让人回想起那段
金戈铁马、烽火连天的岁月。这些历史
的痕迹，不仅见证了大青山的沧桑变
迁，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稳定的美好
生活。

据史料记载，在清朝同治年间，山
西神池县小泉村的贾姓家族中，有四户
人家皆来西口外谋生，其中一户来到此
地落脚，其他三户分别落户于塔坝、甲
兰板和讨思浩，他们利用山间溪水为动
力，建起一座加工米面的水磨作坊，逐
渐形成村落后，便以水磨命名。水磨村
的村民，其始祖大都是早年逃荒，从山
西“走西口”来到这里，种地谋生的农
民。

走进水磨村，清凉的空气扑面而
来。连绵起伏的青山如沉默的诗人，用

起伏的线条书写着大地的诗篇。山上
那一抹抹葱茏的绿意，是大自然最深情
的笔触，洇染无穷的生机与活力。远远
望去，湛蓝的天空之下，青山连绵起伏，
轮廓在天际勾勒出雄浑的线条。那层
层叠叠的山峦，有的如利剑直插云霄，
尽显威严；有的似驼峰般圆润舒缓，散
发着沉稳的气息。

看一程山色的清疏，一山一景皆在
眸里；听一股清泉的欢唱，一声一韵皆
入耳中；闻一片碧色的芬芳，一草一叶
皆沁心房。一不小心，就会“沉沦”在这
水墨山色之中。

青山如黛。山是青的，青春也是青
的。青得那样纯粹，那样不谙世事。我
每每站在山脚下，总觉得山在看我，用
千万年不变的眼光，看我这一瞬的青
春。山脚下的溪流是大自然的乐章，清
澈的溪水潺潺流淌，似灵动的音符，奏
响着生命的旋律。绿水润泽万物、滋养
生灵，不仅孕育了这一方百姓，也孕育
了水磨村的俊秀。溪水是清的，清得能
照见我的倒影。那影子时而模糊，时而
清晰，就像我对未来的想象。我蹲下身
去掬水，水却从指缝间溜走了，像极了
那些抓不住的时光。水底的鹅卵石被
冲刷得圆润光滑，而我的棱角还那样分
明，在阳光下闪着倔强的光。

黎明时分，沿大青山健身步道拾阶
而上，山风拂过，凉爽宜人。山上的树
是青的，树下的碎石也是青的。草尖上
挂着露珠，像少年眼角未干的泪。山风
过处，草木皆低首，而我的衣襟也猎猎
作响。这风是越过蓝色的蒙古高原，从
远古吹来的，带着盘古开天时的气息，
此刻却拂过我的面颊，将我的短发吹成
一面青春的旗帜。

登山的路上，遇见几个大学生模样
的年轻人正往山上走。他们背着帐篷，
也说要去看日出。擦肩而过时，听见他

们在讨论明天的天气，笑声清脆得像山
涧的流水。我想告诉他们，青春不必追
赶日出，因为你们本身就是朝阳。但终
究没有开口，只是目送他们的背影消失
在暮色中，手电筒的光亮像几颗星星，
在漆黑的山路上轻快地跳跃。

山巅的岩石是青的，覆盖着斑驳的
苔藓。我用手抚摸那些凹凸不平的纹
路，仿佛触摸到了时间的年轮。岩石沉
默不语，却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我
们的青春也该如此，不必喧哗，自有其
坚韧的质地。

在大青山峰顶观日出，是一场震
撼心灵的视觉盛宴。当夜幕渐渐褪
去，东方的天际泛起一抹淡淡的鱼肚
白，整个世界仿佛还沉浸在沉睡之
中。渐渐地，那白色被染成了橙红色，
如同一团燃烧的火焰在天边蔓延开
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缓缓升起，
金色的阳光如万道利剑刺透云层，洒
在大青山的峰峦之上。刹那间，山川、
云海、草原都被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
辉，如梦如幻，美不胜收。站在山顶，
去追寻山巅这第一道光，沐浴在这温
暖的阳光中，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
动，那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感
恩、对青春的向往。

站在山顶，极目远眺，水磨村的美
景尽收眼底。连绵起伏的山脉似一条
沉睡的巨龙，蜿蜒伸向远方，直至与天
际相融。山下的村庄错落有致，袅袅炊
烟缓缓升起，给这宁静的青山增添了几
分烟火气息。远处的草原如绿色的织
锦，铺嵌在大地之上，其间溪流如带，波
光粼粼，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银色的
光芒。此时此刻，困倦全无，心中涌起
一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
之情：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
看，征途漫漫亦灿灿。尘世的烦恼与疲
惫在这壮阔的美景面前，顿时烟消云

散，只觉心灵被这青山的雄浑与静谧所
涤荡，变得澄澈而空灵。

坐在山顶看日落，同样令人陶醉。
夕阳西下，天边的晚霞如同一幅绚丽多
彩的画卷，红、橙、黄、紫等色彩交织在
一起，构成了一幅美轮美奂的景象。太
阳的余晖洒在山脊上，给山峰勾勒出一
道道金色的轮廓，使其显得更加雄伟壮
观。此时的大青山，仿佛一位暮年的智
者，在夕阳的余晖中静静地沉思，回顾
着岁月的沧桑与变迁。随着太阳渐渐
沉入地平线，夜幕悄然降临，繁星点点
的夜空如同一块巨大的深蓝绸缎，上面
镶嵌着无数颗璀璨的宝石。站在山顶
仰望星空，一种浩瀚无垠的感觉油然而
生，仿佛自己置身于宇宙的怀抱之中，
与星辰为伴，与天地同眠。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邀上三
五好友，聚于青山茶舍之中，躺在摇椅
之上，将喧嚣拒于院门之外，把茶香揉
碎在空气里，把故事藏进沸腾茶汤里。
围炉煮茶，轻煮时光，慢品过往，风来听
风，雨落观雨，便能收获一份云水悠悠
的好心情。青瓷盏中，茶汤翻滚着山岚
云雾，草木香裹着微风入喉。轻抿一
口，清甜漫过唇齿，回甘萦绕舌尖。竹
影摇曳间，看云卷云舒，偷得半日清欢，
且将时光冲泡进一盏盏茶香里。无需
华丽的辞藻，这炉边的絮语，就是最治
愈的良药。

青山不老，青春易逝。但只要我们
曾经与青山相对，青春便有了山的重
量、山的永恒。当我们恋恋不舍转身离
去，水磨村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视野之
中，但它的气息却已深深融入我的灵
魂。那山风的轻抚、那山巅的风光、那
香茗的妙韵、那花草的芬芳，都将成为
我们生命中永恒的记忆，激励着我们在
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前行，去追寻更多的
美好与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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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诚信故事两则
郭伋不失信于孩子

郭伋在担任并州牧时，曾经到
下属处巡视，到达西河郡美稷县（故
城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之北），有数
百名儿童，各自骑竹马，在道旁依次
拜迎。郭伋问：“孩儿们为何远道而
来”。

儿童们回答说：“听说使君到
来，我们很高兴，所以前来欢迎。”郭
伋向他们表示感谢。事情办完后，
各儿童又将他送出城，并问：“使君

何时回来”。
郭伋告诉别驾从事史，算好日

子告诉他们。巡视后返回，比预计
日期提前了一天，郭伋不想失信于
儿童们，于是在野外亭中留宿，等到
了约定日期才进城。

查道守信
宋朝人查道，一天早上和仆人

挑着礼物去看望远方的亲戚。到了
中午，两个人都饿了，可路上没有饭
铺，怎样办呢？仆人推荐从送人的

礼物中拿一些来吃。
查道说：“那怎样能呢？这些礼

物既然要送人，便是人家的东西
了。我们要讲信用，怎样能偷吃
呢？”结果两人只好饿着肚子继续赶
路。

走 着 走 着 ，路 旁 出 现 一 个 枣
园。枣树上挂满了熟透的枣子，十
分招人喜爱。查道和仆人本来已经
饿得发慌，更觉得饥饿难耐，便停了
下来。查道叫仆人去树上采些枣子

来吃。
两人吃完枣，查道拿出一串钱，

挂在采过枣子的树上。仆人奇怪地
问：“这是什么意思？”查道说：“吃了
人家的枣子，就应给钱。”仆人说：

“枣园的主人不在，别人也没看见。
何必这样认真呢？”查道严肃地说：

“讲诚实是人应有的道德，虽然枣主
人不在，也没有别人看见，但我们既
然吃了人家的枣子，就应给钱。”

（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