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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曲曲弯弯的沟壑，赏着风光如
画的景致，我随朋友一路驱车，前往一个
名叫三眼井的小村庄。据说，这个村子
虽然隐藏在大山深处，但却有山有水，很
有灵性，这激起了我要一探究竟的强烈
欲望。

最初知道三眼井村，应该有些年头
了，由于我比较关注考古，而三眼井因为
有一处古遗址被记录在书中，于是，这个
名字便在我的脑海里落了户。根据记
载，距三眼井村往东不到两公里的地方，
曾经发现过战国至汉代的村落遗址，人
们采集到一些石器和陶器等遗物，考古
工作者定名为“三眼井头道峁遗址”。而
这次前去的三眼井，应该是清代“走西
口”来的贫苦农民落脚于此，尔后逐渐形
成的村落。

愈近三眼井，路两旁的树木愈密，
在初夏山里的这个季节，那绿色显得格
外耀眼，虽略显稚嫩，但不失活力，更像
身着新装的少女，光鲜夺目，令人怜爱
不已。而道路两旁稍微平整的耕地，已
经种上了玉米，那玉米的嫩芽顽强地顶
出地面，接受太阳的洗礼。

走出狭窄的沟谷，地形豁然开阔，先
前的两行树木也突然间向两边散去，而
把中间的开阔地带留给一处几十亩大的
鱼塘，也给了蓝天白云一汪清洗池。站
在谷底，放眼四周，只见这处宝葫芦形状
的河谷里，一条季节性河流由东而西流
过，鱼塘修在河沟靠南，而河沟则绕过鱼
塘，形成巧妙的河、塘分离构造，若遇洪
水，则浊流顺河下泄，若是清水，可以顺
势引入鱼塘。河谷北岸，是养殖场场部，
里面存放着一些农牧业机械，建有供人
居住的房屋。再往北较高的地方，是一
处养羊场。再往上游北岸开阔地带，都
种上了覆膜玉米，一带带明亮的薄膜在
初夏的阳光下闪闪发亮。

在养殖大门外，我们见到了这里的
主人老李，他告诉我们，由于地处深山，
生产生活条件所限，村里的居民大多已
迁往它处，他是留在这里的少数居民之
一，主要是因为自己出生在这里，并且一
直生活了68年之久，实在不舍得这里的
山山水水，所以才留在三眼井，建鱼塘吸
引垂钓者，种了几十亩下湿地发展养羊

业，利用鱼塘养了一群鸭子和鹅，每年收
入近十万元，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不
但用不着孩子们帮助，并且还有富余资
助孩子们创业呢。对于这个村的每一棵
树木，每一道沟壑，每一座废弃的窑洞，
老李都如数家珍、了如指掌。当年，他曾
当过村委会主任，带领群众发展农田水
利、植树造林改善生态、引进优良品种发
展养殖业，如今，虽然卸下了担子，但他
生活得十分充实，用实际行动实现了当
年追求富足生活的梦想，这不禁令我们
肃然起敬。

关于三眼井这个村的村名，当地有
人讲，清代“走西口”定居于此的主要有
李、宿、崔三大姓人家，由于临近水源充
足的沟谷，于是这三大家族各自凿井一
眼，久而久之，“三眼井”便成了村名。还
有一种说法，是说初到这里定居的人们
在河沟边凿了一眼井，水量相当充沛，但
一场洪水，将井完全淤塞。没办法，村里
的人们经过商量，只好往北边稍高一点
的地方，再凿一眼井，水量依然丰富，岂
料又一场洪水，再次毁掉了这眼井。于
是，全村的青壮劳力齐心协力，一边加固
河岸，一边又在北岸更高处新凿了一眼
井，从此，村里的井再也没有受到山洪的
威胁。由于先后凿了三眼吃水井，人们
茶余饭后总拿反复开凿三眼井的说事，

日久天长，三眼井便成了这里的村名。
除去真假之辩，我倒宁愿相信后面这个
曲折而充满人情味的故事。如今，那眼
老井依然在养殖场大门东侧存在着，而
且水量不减当年，水质自然是清冽甘甜
的山泉水。

在沟谷顶部，生长着一丛丛木瓜
树。这种灌木我小时在邻村见过，每到
初秋，树上会结出拳头大的木瓜，剥开外
面的皮，里面有蚕豆大的籽粒，可以生
吃，还可以炒着吃。记得有一回，我们一
群小伙伴去邻村，趁村里人中午歇息的
空儿，每人折了一枝，学着孙悟空扛着蟠
桃枝的样子，得意洋洋地回了村，结果遭
到大人的责骂，说我们不懂事，不该损坏
邻村乡亲们的财物。没想到，几十年后，
在三眼井这个宛若世外桃源的地方，我
再次遇到了木瓜村，而且还是盛花期的
木瓜树。那白色的花朵，一串串从绿叶
里钻出来，接受阳光的沐浴，把那娇艳身
姿和馥郁芳香奉献给人们，也奉献给三
眼井这片土地。

偏僻的三眼井，把未经修饰的自然
隐匿在山里，把一抹迷人的秀色涂在山
川的额头，吸引着有志者前来创业发展，
同时也吸引着热爱自然的人前来享受这
片美色。没错，最美的地方，往往就存在
于偏僻之处，那里山美、水美，人更美。

家乡的黄土地和莜面养育了我，也伴随着我的成长，说起莜
面，总有讲不完的故事。

小时候，家里缺吃少穿，母亲生下我时营养不良、奶水不足，
几个月大的我就开始喝莜面糊糊，莜面，她就是我的奶娘。幼年
时家里兄弟姐妹多，都是长身体的时候，童年留给我的记忆最深
刻的就是一个“饿”字。吃不饱的我们每当放学归来就饿得掏心
刮肚，夏日的黄昏，做完作业，看着还老高的太阳，期盼着田里劳
作的父母能早早回来。笼里有中午吃剩下的顿顿，但是，我们谁
都不敢动，因为那是一家人的晚饭，晚上多是熬一锅稀粥，把剩下
的几个顿顿热了，谁要是把中午剩下的顿顿吃了，严厉的母亲回
来总要责骂。

弟弟是最小的孩子，那时只有六、七岁，个子矮小、面黄肌瘦，
只有他受到父母一份特殊的偏爱，吃了也不会被责备，兄妹几个
便寄希望于弟弟，大家热切的目光望着他说“老弟，咱们吃个冷顿
顿吧！”这时，单纯又憨厚的弟弟总会豪爽地答应我们，玩了一天
满手的灰土也不洗，快速去笼里抓两个冷顿顿，在案板上用刀切
一下，然后取个粗瓷大碗从菜瓮里舀一勺盐汤，再挟一筷子烂腌
菜，切一根小葱，滴几滴胡麻油，笨拙地把顿顿拌好。全程都是弟
弟一个人操作，看着矮小的弟弟努力地拿着那把跟他不相称的菜
刀踮起脚尖切顿顿、切葱，没有一个人帮忙，大家生怕其中哪个人
会叛变了告诉母亲，从而受到责罚。弟弟拌好顿顿后吃两口，故
意做出特别香的滑稽动作，这时候我们会一拥而上巴结讨好弟
弟：“给哥吃一口！”“给姐吃一口！”全然忘记了自己平时对弟弟那
双脏手的嫌弃。

上初中的时候，住校的同学们都拿干粮，有的同学拿馒头、有
的同学拿饼子，我每每都拿的是莜面块垒和莜面炒面。

1984 年，我考入乌盟农牧学校，那时候农村户口开粮食关
系有两个选择，需要补缴当年 9 到 12 月份这 4 个月的粮食，要
么缴一百多斤粮票，要么就去粮站粜粮，家里没有粮票，我和姐
姐搭了村里的拖拉机拉了两麻袋莜麦去粮站粜了粮，给我开了
粮食关系。

在农村生活了十几年，一日三餐，顿顿莜面，我们甚至有点嫌
弃了莜面。后来外出上学工作，离开了每日莜面的生活，也过上
了吃馒头、大米的日子，自然是庆幸了一番。如今，随着物质生活
水平的提高，不知不觉间，莜面这粗粮来了个华丽大转身，又变成
了稀罕讲究的饭食，因我是从小吃莜面长大的，大家约定俗成以
为我特别会做莜面，每每朋友们来家里吃饭，便会提出吃莜面，多
年来，我做莜面的手艺也在朋友们的不断鼓励下日臻提高。

蒸一笼莜面，那袅袅升起的热气，满屋都飘着莜麦的清香，那
就是故乡的味道。

突然惊叹时光飞逝如电，怎么转眼就
到了年过半百的年龄。仔细想一想，自己
的心还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变老，无情的
岁月虽然增添了我的年龄，但我心中还装
着童稚时各种嬉戏游玩的快乐，脑海里还
闪现着青春奋斗的梦想。为什么呢？心
中有爱相随，不知老之将至。

童蒙时欢乐的情景仿佛发生在昨天，
温馨而幸福的感觉时时涌上心头。因为
有了父母亲的爱，尽管在贫穷的岁月里也
拥有无比幸福的童年。忘不了童年时在
打谷场上的麦垛秸上翻来滚去和小伙伴
们嬉戏，傍晚母亲在房顶呼喊贪玩的我回
家吃饭，慈爱的声音穿越苍茫暮色温暖了
西边天际的晚霞；忘不了半夜醒来以后，
惺忪的睡眼看到母亲还在灯光下缝补衣
衫，如豆的油灯映射出了满屋温暖的光
晕；忘不了母亲在灶台边忙碌着，锅里散
发出诱人的肉香味，母亲夹一块肉到碗里
让守在锅边的我提前解馋，阳光穿过窗棂
斜照到了锅台上，飘动的灰尘也幻化成了
朦胧的杨花。父母自上而下的爱洒满了
我长大的道路，把曲折的道路砌成彩虹，
把坚硬的荆棘铺作鲜花。

在父慈母爱的呵护和环绕中成长，丝
毫没有觉察时光飞奔向前，美好的童年不
知不觉就过去了。童年的时候盼着日子
过得快一点好快点长大，接踵而来的少年
时代盼着飞得更远只嫌日子过得太慢，丝
毫没有觉察父母亲看着我就像快要出巢
的鸟儿时恋恋不舍的心情。在血气方刚
的少年时代父母之爱也弥漫在我周围：忘
不了在读高中时，父亲隔一段时间就给我
送来了整袋的馍片；忘不了我在高考考场
里奋力拼搏，父亲在似火的骄阳下焦急地
等待；忘不了我去天津上大学，不识字的
父亲千里迢迢去送我入校……在我自认
为长大成人壮志凌云的岁月里，父母的爱
还像粽叶包裹粽子一样，密密匝匝地包裹
着我。

“会当击水三千里”的青春岁月不经
意间就溜走了，参加工作成家立业后才懂
得了童年已远青春将逝。童年懵懂无知
和少年轻狂任性都已过去后，这个时候才
感觉到“年少抛人容易去”，但觉得“老”字
离自己还很遥远，这个字是用来形容父辈
甚至是更年长的前辈。看一看，父母亲已
经是霜发染鬓，的确开始进入老年了。想
一想，因为他们的爱一路伴随，有了我童
年的欢乐和少年的成长，能挣钱养家后该

好好孝敬他们了。长年繁重的田间劳作
透支了父母的健康，陪着他们求医问药的
时候多了起来，开始奔波于各种医院和诊
所，这是一种爱对爱的反哺，在求医问药
的繁忙中日子也在消磨着我的青春，但无
怨无悔充满幸福，幸福是爱的责任能够实
现后的释然。

岁月会把吃过的苦酿成蜜，陪伴母亲
看病的忙乱时光成了亲人们难以忘怀的
团聚时光。刚过而立之年时我忙于应酬
和工作，母亲看到我时会说：“整天风风火
火的，就不能陪我说一说话。”当我三十出
头的时候，女儿像小天使般来到我们的世
界里，上有老下有小当然忙碌，母亲病得
最重的时候，我经常陪她往医院跑，挂号、
找医生、陪床……忙乱至极时觉得苦不堪
言，觉得时光就像静止一样过得太慢。但
当母亲走了以后，我才觉得给她寻医问药
的时候其实是最幸福的时候，因为心中有
爱所以心中常怀歉疚：假如我早点带她去
北京的好医院、大医院去瞧瞧病，或许能
治好她的病；为什么我刚参加工作不把她
马上从村里接过来，却让她累出了病。为
此，我常常痴心想望时光能够倒流，好更
多地补偿母亲的爱。

母亲的离开使我感受到了岁月的无
情，但陪伴女儿长大又让我体会到了人世
的温暖。如今女儿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
娘了，她就像渐渐长大的花朵，我们的爱
为她增添了芬芳。想一想宝贝女儿成长
的过程，我和爱人为她有过各种各样的忙
乱，就像小心翼翼陪伴一朵鲜花盛开一
样，我和爱人精心地为她施肥洒水：幼儿
园时缠着我买回了半屋子的毛绒玩具，上
小学时每次出差回来都要给她买回各种
各样的小礼物，隆冬时节我们多少次披
星戴月在寒风中送她上学，高考时提心
吊胆地我们小心翼翼一直陪伴……时光
过得飞快，我还想着她童年时憨态可掬
的样子，她已经上完大学又读研，更愿意
和同学们一起玩儿或者聚会，这个成长
过程快到让我毫无准备，突然想起了上
高中读大学的自己，当年不也是跑跑逛
逛不着家嘛！

人到中年的时候儿子出生了，感谢生
命中又一次美好的相遇。儿子出生时，和
我年龄相差不多的同事和朋友有的孩子
已经到外地上大学，有的已经抱上了孙子
或外孙，他们有了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
可以在家休闲或出去旅游，可我更加忙碌

了，儿子出生刚一百天的时候，我和爱人
就带他到医院挂急诊住院；在他出生的头
三年里，我们忙工作便一直让保姆看着
他；有好多次实在没人看他，便把他送到
亲人和朋友家中。尽管忙乱得没有头绪，
但我对这种忙乱的生活感到幸福而满
足。我常常遇到孩子同学的家长，这些家
长们大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生人，在幼儿
园和小学门口去接儿子，我并没有觉得比
他们老多少。

陪儿子长大的时光有一种返老还童
的感觉，就像沐浴着早晨的阳光。儿子很
小的时候，他骑坐着我的肩膀用手够着房
顶时，笑得前仰后合；他在我背上骑竹马，
高兴地从背上笑翻在床上；他会缠着我和
他翻跟头打滚，他会揪住我的衣襟把我往
玩具店拽，他会在玩累的时候枕着我的脚
丫子睡，甚至用舌头舔我的脸来招逗我
……陪他玩的时候我也忘记了烦恼和忧
愁，可一转眼儿子就上小学了，看着他兴
冲冲背上书包上学堂，我想起了母亲当年
给我缝制的花书包，我想起了女儿当年上
小学时的情景。一转眼，儿子已经小学四
年级了，他喜欢和我挤在一起睡，半夜他
的小脚丫会伸到我的被子里来，我喜欢摸
一摸他胖胖的小脸蛋和小脚丫。

两个孩子互相争风吃醋让我觉得非
常好笑。女儿虽然比儿子大十二岁，小
的时候也要吃弟弟的醋。有一次我正看
着刚刚学走路的儿子，上初中的女儿走
过来用手蒙住我的眼睛说：“啊哟！爸
爸，你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你就偏亲他
吧。”儿子有时也会吃姐姐的醋，噘着嘴
说：“你们给姐姐买那么贵的衣服都舍
得，给我买个玩具都舍不得，哼！”一眨眼
他们两人都长大了，已经读研的女儿外
出旅游时紧紧地牵着弟弟的手，生怕他
在人多的地方走丢了。儿子也抢着帮姐
姐看行李箱，当起了能扛重活的小男子
汉。看着他们一天一天像花朵一样盛
开，像树苗一样长高，我们感到幸福无
比，往日的苦和累都沉淀为了甜和乐，陪
他们走过的每一个日子都变成了闪烁在
记忆中的璀璨星辰。

心没老过，人生就不会变老。我曾
经沐浴着父母的爱长大，我又把同样的
爱传递给孩子们，生生不息的人世间就
像一环衔接一环的链条，编织这链条的
就是代代相传的爱，爱的传递使人间烟
火绵延不绝。

正值春播黄金时节，清水河县文联组
织文艺爱好者，走进乡村采风。

十几人同车，行进走在乡村间，“快
看，那边有播种的呢。”前面一位老师指着
前方一侧高声说到。我随着指向望去，只
见两位老农正在种地。前面一位老农双
肩拉着动轱辘，一手帮驴，驴拉木耧；后面
一位老农双手扶耧摇耧播种。

坐在摇晃的客车内，看到的仿佛是当
年父亲扶耧的影子。“停车！”我不由自主
地脱口而出。领队也随即吩咐：“暂停一
会儿，大家自由活动。”

车还未停稳，我便第一个跳下车，急
匆匆地向地里跑去。顾不得虚土淹没了
鞋面，也未曾想到踩下去会影响种子的出
苗，只觉得一股热流涌上喉咙：“大—。”叫
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两位老农见我急匆匆的样子，以为有
要事，便停了下来。我上前敬重地问候。
说明来意后，对方会意地笑了。无形之间
我们有了亲和感。眼前熟悉的身影，久违
了的木耧、动轱辘和墒口。

他们是叔侄俩。扶耧者是叔叔，年近
七旬。拉动轱辘的是侄子，五十有余。“让
我拉两下吧。”我从侄子肩上接过动轱辘
拉绳，套在了自己肩上。“代儿驾。”毛驴走
开了。“嘎啦，嘎啦······”老农大哥走一
步摇三摇。木耧两腿的脚上穿着铸铁铧，
将熟地冲开。谷籽从溜斗出来，排着队，
走出“凤凰台”，在摇板摆动的指挥下，跳
下流籽孔，进入了土壤。

我拉着动轱辘跟在后面。动轱辘两
个石轮，内方外圆。当籽种埋进土里，动
轱辘随即将泛土碾压。既封闭了土壤，又
使水分不被蒸发，保证了出芽率。农村有
句俗话：“动轱辘不会走在耧前头。”也就
是比喻做事不能超出自然规则。

嘎啦嘎啦的摇耧声，把我摇回四十年
前父亲摇耧的场景。那年土地承包到户，
我们在一块坡地种胡麻。父亲扶耧，妹妹
帮牲口，我拉动轱辘。坡地的墒口壕倾
斜、不平整。一不注意，动轱辘就会出轨
或跳槽，出现漏碾现象。再加上天旱底茬
稠，导致出苗不全。待下锄时，满地杂草，
几乎看不见胡麻苗。俗话说得好：“谷锄
点点麻锄垄，山药锄的一扑楞。”眼下没法
下锄。父亲绕地畔转了一圈，说道：“准备

‘压青’吧。”
末伏过后，草籽还未成熟。父亲赶着

牛犋，将齐膝高的野草，用“三地步”犁深
翻地下。用父亲的话说，叫绿肥养地。绿
肥养地好处多，一来直接青储有机肥，改
变土壤结构，二来趁土热时，将害虫、病菌
埋入地下，经发酵后转变为营养肥，促使
土地肥沃，第二年种的山药大丰收。地里
既无杂草也无病菌。这叫“人养地肥，地
肥粮丰。”父亲对待耕地挺特别，每块地隔
几年就“放青”一次。

“看来，你也种过地？”扶耧大哥回头
问话，把我从回忆中唤醒，“是呀。我是农
民的儿子，咱都是庄户人。”我问道，“您种
的也不少吧？”大哥打开了话匣：“每年种
上十来八亩，给娃娃们备点绿色口粮，家
里有粮心不慌呀。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才
踏实啊。”是啊，大哥的话句句在理。

聊天中得知，农民种啥，政府给啥补
贴款，并且每年给免费发放地膜等生产资
料。买农机具，补贴力度更大。近年来，
不少外出务工人员，选择了返乡发展。

我闻着土香味，抓起一把墒口里的湿
土，攥在手里又松开，肥楞楞的土壤里，金
子般的谷籽显露出来。春种一粒谷，秋收
一大穗。生我者父母，养我者土地啊！

站在地畔的李老师，疑惑地问：“为啥
不用机械作业？”走在前面的侄子解释说：

“这儿平整的大块地也在用机械，但好多
坡地，机械不好作业。河滩有点儿平地，
也是你家一片儿他家一条，你种谷子他种
豆。就我这一点儿，不值得机器跑一趟。”
他们说用木耧也挺利索。

汽车鸣笛一声，向前驶去。我透过车
窗回头望去，二位老农站在那里，正向我
们高高地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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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传说体现了各族人
民美好的心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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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董必武又参观了昭君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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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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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观给予王昭君正确的评价，并对王昭君为民族团结做出
的伟大贡献给予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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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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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新型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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