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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三月唱首歌我为三月唱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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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成玉吕成玉

三月，春山如笑，蛰虫昭苏；三月，春风骀
荡，春雨飘洒。沐浴着明媚的阳光，拥抱着和煦
的春风，一年中最温馨、最令人憧憬的三月向我
们款款走来。

三月，到处流淌着春的旋律，到处荡漾春的
音符，到处勃发春的诗意。刚从严冬中走出来
的人们，心情怡然，精神昂扬，由衷地为三月歌
唱。

我为三月唱首歌。歌唱紫燕归来的翩翩起
舞，歌唱阡横纵陌的农机轰鸣；期盼杏雨梨云的
满眼缤纷，期盼柳绿花红的欣欣向荣。颂扬大地
安和，讴歌岁月峥嵘；祝福人生美好，赞美江山似
锦。聆听三月的歌，你会笑逐颜开，心潮澎湃。

我为三月唱首歌，唱一首奉献之歌。一个
伟大的战士，用短暂的人生诠释着辩证的永恒：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
中！”雷锋的名字永远和春天融合，驻扎在人们
心中，春风化雨，滋润中华民族信仰挺立，傲骨
铮铮。

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
雷锋同志题词六十周年。如梭的岁月，像一把
磨刀石，砥砺雷锋精神熠熠生辉；像一轮明月，
引领中华儿女勇毅前行；像一位能工巧匠，构建
精神大厦丰碑高耸。“学雷锋，做好事”，是三月
里最温情最有感召力的语言。雷锋精神，鼓舞

着一代又一代人“公而忘私，言行一致，艰苦朴
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雷锋为榜样，一
个个凡人英雄舍生命赴征程，用热血铸忠魂，践
行不忘初心的光荣使命。信念如光，集火成
炬。从岁月深处走来，一首《学习雷锋好榜样》
的时代赞歌激荡着人们的心灵，校正着人们的
言行，涵养着人们的操守。在平凡工作生活中，
爱岗敬业、团结友爱、乐于助人的雷锋精神融入
日常，广为弘扬；化作经常，赓续传承；引领人们
崇尚真善美，摒弃假丑恶，促进社会和谐文明。
一批批学雷锋树新风的单位如雨后春笋，破土
争荣。雷锋精神是绵绵春雨，滋润三月风更暖，
草更绿、花更红。

我为三月唱首歌，唱一首女性之歌。如果
将女性比作迎春花，三月的春风中最靓丽的是
女性的笑脸；如果将女性比作牡丹花，三月的花
丛中它绽放得最鲜艳。美丽的精灵、勤劳的化
身、智慧的代言，这是对女性最崇高的礼赞。真
挚的爱情，伟大的母爱，可贵的亲情，皆由女性
缔造和维系。女性既为人妻，也为人母，更为人
女，她们凭其独特的身份，用自信、善良、贤惠、
知书达礼、善解人意的高尚品质撑起了家庭，顶
起了半边天。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胆略和魅力，
赢得了社会的尊重。看，她们进入飞船游弋太
空，她们驾驶银燕翱翔蓝天；国旗护卫队有她们

矫健的身影，飞驰的列车上有她们亲切的笑
容。她们披甲逆行，用医者仁心保护亿万黎庶
的生命；她们深入田畴，为端牢中国人的饭碗建
立新功……

女人是三月最娇艳的花，最妩媚的景。三
月的歌，传颂着女性的温柔，吟唱着女性的美丽
和坚贞。伴随着悠扬的旋律和优美的舞姿，三
月的女性更加芬芳迷人。

我为三月唱首歌，唱一首绿色之歌。温暖
的春阳，会带领人们走进一个大地披绿、草长莺
飞的世界。铸牢“两山”理念，描绘绿水青山，守
护优美环境，打造旅游景观，应成为每个公民的
自觉行动，成为三月里的鲜明主题。3月12日
是植树节。一年一度的植树造林活动拉开帷
幕。你看，在荒山野岭中，不论是白发苍苍的老
人，还是鲜艳的红领巾，他们刨开山顶的云霓，
种下株株绿茵，让寂寞的山岭长出啁啾鸟鸣。
你看，风沙肆虐的沙漠，造林人以锲而不舍的精
神，植树播草，防风固沙，让茫茫大漠穿上新
装。肆虐的风沙得到驯服，污浊的空气得以过
滤，一方方守护健康和生命的绿色屏障在锦绣
大地衍生。

三月，让我们扛起铁锹，种下希望，用勤劳
和汗水浇灌，用慈爱和仁心滋养，让山更青、水
更绿、花更红。

三月是一首歌，是草木新绿、生机勃勃的生
命之歌；是爱国爱民、舍己为人的奉献之歌；是
聪慧勤劳、自信优雅的女性之歌，也是春意盎
然、鸟语花香的绿色之歌。

三月是一首歌，让我们用心用情，奏出和谐
优美的音符，伴随爱的旋律，让高亢的歌声在习
习春风、杲杲暖阳中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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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和浩特，立春只是节气里的概念，相对
寒冷的气候使这里的春天姗姗来迟。

塞北的春天虽然姗姗来迟，但离去得一点也
不比南方慢。呼和浩特的春天短得让人难以觉
察，刚刚看到花朵在枝头绽放，炎夏转眼就会到
来，人们匆匆忙忙换上半袖衫来迎接夏天。青城
的市民们惊诧：春天呢，怎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好像一位风雨兼程的远行客一样。

立春
立春节气往往与春节相随，“春打五九尽”

或“春打六九头”。在呼和浩特，春节前后往往
是全年最冷的时候，春天在严寒里是立不住
的，常常能邂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的
美景。

但是春天在人们心里发了芽，寓意吉祥的立
春让人感到吉祥喜庆。在辞旧迎新的春节里，看
到和听到最多的字眼是“福”和“春”，在千家万户
春联的门庭边，在憧憬美好的心里，人们先把早
已把春天搬回了家，热热闹闹充满活力的“春”在
喜气洋洋的天地间，在生机勃勃的村落里，在其
乐融融的屋子里。

立春，是物候节气一个新的轮回起点，是二
十四节气的始发站。人们相信从这一天开始“东
风吹鼓柳梢雪，一夜挽回天下春。从此阳春应有
脚，百花富贵草精神”；从这一天开始“律回岁晚
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便觉眼前生意满，东
风吹水绿参差”。珍藏在心里的春天，更加让人
感到生意盎然。

在土默川的农村人们管立春叫“打春”，春
天是打出来的。这个“打”字，是抖擞的意思，
是大干的意思，充满了力量，透着精气神；这个

“打”字，唤醒人们体内蓄积的力量，人们要打
起十二分的精神，迎接美丽的春天。春天的姹
紫嫣红是靠百花打扮出来的，生活的幸福美满
是靠劳动打造出来的。

雨水
“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哟，海棠花儿不会自

己开……”，在呼和浩特这片传唱着《敖包相会》
的土地上，人们深知雨水的精贵，有了雨水的滋
润，才会有茫茫的绿草地和绿油油的庄稼田，才
会有五谷丰登和六畜兴旺。

在呼和浩特，雨水节气还不会有沾桃湿杏的
春雨，气温还是起起伏伏，即使天要降水也还是
雪多雨少。千万别根据节气的描述和物候来北
方按图索骥，二十四节气里的风雨霜雪和花鸟草
木等物候变化，是顺应黄河下游一带的气候变化
而出现的，呼和浩特的雨水是飘着的雪花，比雨
水的脚步更轻柔。

今年的元宵节和雨水节气呼和浩特下了两
场畅快淋漓的雪。冰清玉洁的大雪会开启姹紫
嫣红的春天，会开启生龙活虎的明天，在这个冰
雪中锻炼出来的春天里，人们可以放手用劳动来
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在这个春雪飞舞雨水滋润
的年头里，生活和劳动都会焕发出勃勃生机。

惊蛰
惊蛰是春满人间的晨笛，新雷是万物苏醒的

号角。它们带来了和煦的东风，驱散了料峭的余
寒；它们唤醒了蛰睡的生灵，送来了膏泽的春
雨。“春雷开众蛰，暖律发千华”，在隐隐春雷声后，
一个姹紫嫣红鸢飞鱼跃的春天迫不及待地向我
们走来。

“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一
声新雷过后好雨知时节，即使是在呼和浩特周
围，万物在和煦的春风中也会春心萌动，木欣
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在土默川平原上，
惊蛰时节还不到“家家户户种田忙”的时候，但
在解冻的田野上，“昨夜新雷催好雨，蔬畦麦垅
最先青”的景致不会遥远了。“春雷开众蛰，暖
律发千华”，惊蛰打开了春天的大门，阳光像个
淘气的半大小男孩一样缠着你，让你感受他的

活力和热情，让你全身暖洋洋的。
冬天残留的严寒是绑在春天身上的绳索，惊

蛰解开了这道绳索为春天松绑，让春天自由地舒
展腰身。在呼和浩特周围的郊野和村边，一簇又
一簇的杨柳已堆起了朦胧的绿意，各种鸟儿欢快
地穿梭起来，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在解冻
未久的黄河里，一块又一块冰凌打着旋儿在河里
顺流而下，每一块冰凌都有一颗渴望春天的心，
欢快地奔流着，逐渐化作了温暖的春水。

“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新雷
于何时听，当然是惊蛰节气了。

春分
“春分正欲均天下”，节气里的春分妙在一个

“分”字。这一天白天和黑夜平分了一天的时间，
这个春分节气平分了春季，从立春到立夏为春
季，春分正当春季三个月之中。

即使到了春分节气，呼和浩特附近的农村还

是“二月垂杨未挂丝”的景象，边塞之地春色总是
姗姗来迟，真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分时节有
的年景下雪，飞舞的雪花是韩愈《春雪》里“白雪
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这句诗的最精到
的注释。

在北方每年到了春分和清明时节种树是一件
大事。参加工作后，春分前后到呼和浩特北边大
青山种了好多次树。每年都有大规模的种树活
动。在寒冷的北方养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人都费
劲，但偏偏倔强的北方人要通过种树把春风引来。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在我的家乡托克托
有一种说法，人要干积德的事情最好去“修桥补
路和种树”。是啊，“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
长风烟”，种树是一种非常庄重而神圣的事业，

《管子·权修》云“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
莫如树人。”春分时节，让我们种下一棵树苗，长
出一片绿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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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心不忘来时路，
新修党章百回读；
真理甘甜沁心脾，
信仰光芒照征途；
同圆华夏复兴梦，
共绘神州福祉图；
尊崇践行作表率，
人民信赖主心骨。

二
一卷丹书捧在手，
汩汩暖流涌心头；
字字珠玑催奋进，
篇篇锦绣壮雄谋；
痴心无悔负重行，
矢志不渝跟党走；
头雁引领群雁飞，
铁肩担当竞风流。

三
案头必备红宝书，
学之愈深情愈笃；
风雨斗争淬品格，
火热实践壮筋骨；
许党愿做常青树，
报国甘为老黄牛；
誓词铿锵铭于心，
伟大精神永不朽！

昭君墓是怎样形成的
昭君和呼韩邪单于结婚时，年龄大约二十

岁左右，估计是在新莽年间去世。据敦煌发现
的唐代《王昭君变文》记载，昭君去世后，埋葬仪
式按匈奴习俗进行，非常隆重。“棺椁穹窿，更别
方圆”。“酝五百瓮酒，杀十万口羊，退犊燖驰，饮
食盈川，人伦若海。单于亲降，部落皆来，倾国成
仪，乃葬昭军（君）。”汉孝哀皇帝也派大使前往单
于处吊唁。隆重的葬仪，反映了人民对昭君的
怀念和对昭君和亲的肯定态度。

坐落在呼和浩特南郊的昭君墓（现为昭君
博物院），传说是昭君去世后，远近的农牧民纷
纷赶来送葬，他们用衣襟包上土，一包一包的垒
起了昭君墓。文献记载中亦称昭君墓为“青
冢”。民间传说，每到深秋时节，四野草木枯黄
的时候，唯有昭君墓嫩黄黛绿，草青如茵。由于
墓体周围景色宜人，加上晨曦晚霞的映照，墓景
时有变化，传说昭君墓一日三变，“晨如锋，午如
钟，酉如枞”。就是说，昭君墓早晨犹如一座山
峰，中午犹如一座鼎钟，黄昏时犹如一棵鸡枞
（伞菌科圆锥形菌纲植物）。有人认为呼和浩特
的昭君墓只是昭君的衣冠冢，昭君究竟葬在哪
里还不清楚。

民间还有许多传说，一说昭君是天上的仙
女下凡，路过这里休息时，倒出鞋里的土变成了
昭君墓。还有说昭君完成玉皇大帝交给的使命
后，回到了天宫，回到天宫的当天夜里，天上闪过

一道红光，接着是一声巨响，第二天早晨，人们发
现，平地里突然长出了一座土山，山顶上飘浮着
五彩祥云……这座土山就是现在的昭君墓。

这些传说，说明了各族人民怀念昭君的心
情。正因为如此，除青冢外，大青山南麓还有十
几个昭君墓。正如我国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所
说：“王昭君埋葬在哪里，这件事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昭君墓。显然，这些
昭君墓的出现，反映了内蒙古各族人民对王昭
君这个人物有好感，他们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
自己的家乡。”

昭君墓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在呼和浩特南郊九公里处，有一座蜚声中

外的昭君墓，这就是西汉时出塞和亲的王昭君
墓。现在，王昭君墓已经更名为“昭君博物院”。

昭君墓矗立在平畴沃野之中，远远望去，
在翠绿丛林的掩映下，形成“黛色朦胧，若泼浓
墨”的壮丽景观。传说到了秋天，周围叶黄草
枯，唯独昭君墓上绿草茵茵，所以人们又称昭君
墓为“青冢”。唐朝大诗人李白“死留青冢使人
嗟”，杜甫“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白居易“茫茫边雪里，一掬沙培篓，传是昭君墓，
埋闭蛾眉久”等诗句都说明在古代昭君墓就已
经美名远扬。

两千多年来，王昭君一直是一位家喻户
晓、妇孺皆知的人物。上自帝王将相、达官显
贵、骚人墨客，下至市井百姓都为她的事迹而牵

动内心的情愫。所以关于王昭君的美丽传说
很多，这些传说体现了人们美好的心愿。同样，
历代以王昭君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和诗歌也很
多，据统计，反映王昭君的诗歌有七百多首，与
之有关的小说、民间故事有近四十种，写过昭君
事迹的著名的作者有五百多人，古代有李白、杜
甫、白居易、李商隐、蔡邕、王安石、耶律楚材等，
近现代的有郭沫若、曹禺、田汉、翦伯赞、费孝
通、老舍等。

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现实需要
出发，给予王昭君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周恩来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盛赞昭君是“为发展中华
民族大家庭团结有贡献的人物”。陈毅、谢觉哉
等老革命，都曾挥毫泼墨，写下了歌咏昭君的诗
作。擅长古体诗的谢觉哉老人有一首《看昭君
坟碑词有感》，诗曰：

“昭君自请去和亲，
俺答皈依志轶伦。
万里长城杨柳绿，
织成蒙汉一家春”。
1963年10月董必武来到呼和浩特视察工

作，他在参观昭君墓时，在墓前的历代碑刻周围
董老沉思良久，回到宾馆后，便写下了脍炙人口
的不朽诗句《谒昭君暮》。诗曰：

“昭君自有千秋在，
胡汉和亲识见高；

词客各抒胸臆懑，
舞文弄墨总徒劳”。
董老的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是

在咏王昭君的浩如烟海的诗作中最好的诗篇。
董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给予王昭君客观的
评价，并对王昭君为民族团结做出的贡献给予
高度赞扬。同时董老对历代有些文人墨客在一
些文学作品中把王昭君歪曲成“悲切”的形象给
予了批判。

如今，董老的这首诗被镌刻成巍峨的诗碑，
耸立于昭君墓前。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的六首

《游昭君墓》中的一首——“汉武雄图载史篇，长
城万里遍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
年。”也道出了民族团结的真谛。是啊，汉武帝雄
才大略，武功盖世，但若与昭君相比，一曲琵琶弹
奏出各族人民和好之音，这功绩恐怕汉武帝也自
叹不如吧！

翦伯赞在《内蒙访古》一文中说得好：“在大
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废弃的，那
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古人民
心中，王昭君已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
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是啊，在呼和浩特各族人民
心目中，昭君是真、善、美的化身，是民族团结的
象征。现在，呼和浩特每年都要举办昭君文化
节，目的就是要传播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弘扬
民族团结精神，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的民
族关系。

诗诗
林漫步林漫步

学习新党章感怀学习新党章感怀
■■戴武光

总是湿淋淋的，耷拉着大耳朵
迟疑地站在梦的出口
好像要堵住，就要涌出的动物
但只有雾，像剥离不开的疲倦

事物陷得很深，那杂沓凌乱的蹄子
已在泥土里生根，被迫辨认为植物

静穆中，曾接受了阳光的抚爱和教育
但内心，不能抹去暴雨的鞭伤

仿佛是禁忌，花朵正要说出
闪电在亮中，生锈了
秘密，卡进了喉咙里

岁月在成熟，而日头已经落下
我捧着自己的一天
像捧着一枚就要坠落的果实

埋在万山之中吧！埋在茫茫野草之中吧
让泥土吸收它融化的汁液
但我想在眺望中，试着用眼睛含住它

教会水沿着渠道散步，最后找到
一片蔬菜的家，必须有铁锹
不断修改它的方向
避免误入另道

水将自己送给菜地的时候
同时送来了欢乐和精神
让一粒葵花籽的希望
一下支开锅盖大的斗篷
奇迹总是写在花朵的脸盘上

一棵大白菜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它的表现就是将深刻的绿一再抱紧
水在给予的疲惫中体会到了满足
坐在秋天的中心，接受阔叶杨的掌声
和谷穗溢满感激的黄金泪水

刀刃剑锋上淬火的水
嘶嘶叫的水
岩穴幽谷里的水、月亮碎裂的水
星河里的水
夕阳融化在草尖上的水

被一根琴弦，缓缓拉出巢穴

那是我心头摇晃的谷穗
在风中凝结的籽实
诺言一样压弯了庄稼的茎秆
劳动伸出一双手，接住了它的跌落

上善若水上善若水··
水坐在粮食水坐在粮食的宫殿里的宫殿里

（组诗）
■■温古

植物在雨季中

元山瞭望落日

水坐在粮食的宫殿里

目中秋色

千古佳话千古佳话———昭君—昭君
●高培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