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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祖国辽阔广大，东西南北，山脉

连连，江湖处处，你即使健步如飞，跃行似
光，也很难走遍大大小小的山川湖泊。我
出生在杭州，杭州的西湖，嘉兴的南湖，湖
州的太湖、绍兴的东湖、建德的千岛湖等
等，当然是去过的。至于黄山脚下的太平
湖、南京鸡鸣寺旁的玄武湖、北京颐和园
的昆明湖，以及云南的翠湖，贵州的红枫
湖，还有湖南的洞庭湖、江西的鄱阳湖、青
海的青海湖、内蒙古的达赉湖等等，也都
先后去了。各是各的地域，各有各的风
貌。备受大众赞誉的，不外乎西湖的秀
美、南湖的壮丽、太湖的渺茫、千岛湖的不
凡，玄武湖的妩媚，大明湖的书香，昆明湖
的浩大……湖，纵然天各一方，但水上游
风，水中映景，水下生草，它们各具风姿、
各有特色、各成生态。不过，湖水层层鳞
浪、湖面闪闪放光、湖底幽幽莫测的情景，
总给人一种柔美、温顺、静谧的感觉。

二〇二一年夏秋之交，应新疆文友的
邀约，我来到位于新疆伊犁州富蕴县的喀
纳斯湖。

不来不开窍，来了才知晓。
那是怎样的一个湖呢？
这个湖，远远地藏于阿尔泰山山脉的

深处。
阿尔泰山，近看高大巍峨，冲天直立，

担心碧空会被它刺破、白云会被它挑碎；
远看起伏层叠，绵延无尽，恐怕永远走不
到山尾、永久见不着平原。可是，当汽车
在大山里东拐西弯、左转右绕时，面前竟
出现了一个宽宽长长的湖。湖的另一边
还呈现着一个青青翠翠的牧场。数不清
的羊群在牧场上游动、向前，就像天上的
云朵在空中轻轻地飘浮、移行，阵列之大，
气势之威，说是波奔浪涌、排山倒海，都不
算夸张和夸大。原来，这里是哈流滩。是
喀纳斯湖的大门。走过这道门，就从干旱

走进了湿润，从荒漠走进了草原，从浅山
走进了深山。难得一见的是，偌大的羊群
会在天气转凉之前，从夏季积雪消融、水
草肥美的深山草场走向山下，以避免天气
突然转寒的霜冻和牧草的枯萎。朋友跟
我说，这就是游牧，是牧人与羊群的顺应
天然和自然，称为转场。可见，喀纳斯湖，
并不是专为人们游览而生成，它首先是为
了自古至今生存、生活在此的哈萨克牧人
和图瓦人。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是说不
明道不尽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神奇
而神秘。

这个湖，层层地围在大大小小的森林
之中。

走进喀纳斯湖的大门，沿途就有树
了。在一个山口遇到第一棵树，是一棵西
伯利亚落叶松。细细地看，一个树根长出
了两株巨大的树干。有意思的是，左边的
树干，高壮挺直、气度轩昂，右边的树干，
却柔韧高挑、婆娑多姿。微风中，两棵树
相互依偎、缠缠绵绵，树叶轻响，正好像一
对情侣伫立在路口迎接贵客呢。当地人
说，它们在这里至少已站立了三百年。正
值夏末，两树葱绿，但由于早晚已有凉意，
右边那棵似乎娇嫩一点，已在浓绿中泛出
微微金黄，更显一种外表的艳丽。更为有
趣的是，近年间，在这两棵树的右下方，竟
长出了一棵小小落叶松，矮矮的树身，嫩
嫩的树叶，在风中摇曳着树枝向大树致
意。

沿着湖边一路走，树就多起来。愈是
往里，树木愈多，树木的品种也愈加丰
富。给人的感觉，不只是湖边坡地上有着
广袤的森林植被，而是幽深的一大片一大
片森林密密地、紧紧地包围了喀纳斯湖；
这些树木四季耸立，叶不落枝不折，树干
不倒树身不歪，真正的坚忍不拔、坚定不
移，使森林成为湖的天然屏障。原来，这

片片森林都是生于西伯利亚冻土地的泰
加林在这一区域的充分体现。泰加林是
俄罗斯语，泛指寒温带的北方森林。喀纳
斯正是这个庞大的森林系统在中国的一
个边缘。这里生长的正是西伯利亚云杉、
红松、冷杉、落叶松等针叶林。其中前三
种在我国仅分布于阿尔泰山，是国家重点
保护的濒危物种。此外，这里还生长着疣
枝桦、欧洲山杨等小叶阔叶林稀有树种，
呈现着亚洲唯一的针叶林和阔叶林混交
之美。显然，喀纳斯湖的美与众不同，除
了山水之美，还有森林之美。也正因为片
片森林散落分布，湖水依傍森林，森林导
引湖水，喀纳斯湖就忽而弯曲窄长，似天
仙将束腰的绸带丢在山间，忽而滚圆平
滑，如地神把晨照的明镜置于谷中。人在
坐船游湖时，常不知是船浮水上，还是穿
行树丛中？是划在溪涧中，还是环行深谭
里？人，坐在船舷上，不知水长水圆；坐进
树荫里，不觉叶绿叶黄；人与水、与树，浑
然一体，豁然、爽然、释然、欣然。可以想
象，随着季节的变化，当不同树种的树叶，
由翠绿变成鹅黄、褐黄，变为血红、紫红；
不同树类的树干，由泛青变成暗黄、土黄，
变为灰白、苍白；那是怎样的一个魔幻变
异的缤纷世界！

这个湖，静静地依赖着天然石人的长
年守护。

在喀纳斯湖畔森林的前方坡地上，可
以看到几十尊各有面容、各具姿态的天然
石人，一动不动地、默默地、静静地站立在
能够望得到湖面的位置上。刚一见到，让
人以为是景区的一种装饰、点缀，以为是
展览古老的喀纳斯原始艺术，以为是哈萨
克人、图瓦人信仰的寄托。其实，那只是
我自己的猜测，每天早晚湖面上水雾弥漫
时，或是中午日头照下来水汽蒸腾时，或
是夜晚月亮辉耀星光熠闪时，或是光线很

暗、周围黢黑、伸手不见五指时，抑或是滂
沱大雨、水帘挡住视线时，那一尊尊石像，
就都活了起来、生动了起来一样。它们个
个敦敦实实，阵势浩大、庄重威严地震慑
着丛林里的豺狼虎豹，保障前来考察湖
情、观赏湖景的人们的安全；它们人人直
直挺挺，气度不凡地展现着历史的沧桑、
现实的变迁。石人们已经在这里站立了
上千上百年，风霜雨雪、电闪雷鸣，也已经
把它们最初的清晰、细腻的轮廓冲刷、击
打得变了模样。人们说，这些千年不歪、
百年不倒的湖畔石人，任凭草绿草枯、花
开花谢，随其风狂风急、云涌云飘，始终静
默无语，只是冷眼旁观。那才是真正的历
史见证者。

这个湖，悠悠地映照着人心对美的希
冀，映射出人性的善良。

在喀纳斯湖上举头仰望，看到的是
寥廓、深邃的天空，飘浮、移动的云朵。
天，深不可测；云，飘不知远。这时，如
果只是极目远望，望到的就只是浓雾弥
漫的山野、阴沉昏暗的河谷。但只要上
岸上坡，攀登到云之顶上、天之高处，就
能看到喀纳斯湖上空云浪滔滔，天水茫
茫。

有意思的是，在喀纳斯湖区，无论是
站在湖畔的牧场，还是登上湖旁的山顶，
抑或坐在游湖的船上，只要是在雨后，随
处都能看到天空中飞架南北的彩虹。一
天傍晚，我和朋友正要返回，刚刚坐进车
里，一抬头，一道旖丽的彩虹就横跨在眼
前的山水之间，两岸的群山、对岸的雪山
和清静的湖面，正好映衬着彩虹的全景。
美不胜收，妙不可言。

时光匆匆，已是二〇二三年。我又长
了两岁，我什么时候再去呢？

喀纳斯湖，如此美妙、美丽，美得无可
形容，美到无与伦比！

1973 年 10 月，内蒙古著名考古学
家汪宇平先生在呼和浩特东郊保合少
乡大窑村南山坡上，发现了两处距今
约 70 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制造
场。

大窑村南山坡是横亘在内蒙古西
部的阴山山脉大青山南面的支脉，山
上盛产的燧石质密而坚硬，破碎后会
产生锋利的贝壳状断口，非常适合打
制石器。

引起轰动是自然的。我国旧石器
时代考古专家裴文中、贾兰坡及北京
大学考古系教授吕遵谔都曾亲临大窑
村考察，并指导发掘研究工作。

经多次发掘，大窑村先后出土了数
以千计的石器成品和半成品；用于剥
兽皮、刮兽肉及砍伐的龟背形刮削器
是大窑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典型石
器，考古学上因此将其定名为“大窑文
化”。这些简单粗糙的生产工具证明，
呼和浩特是远古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
一。

古人类制造石器，其实是一种有目
的的创造活动。第一把石斧的诞生，
便在人与动物之间自觉划上一道分界
线。学者们因此断定，人类历史就是
从制造石器开始，让上肢从爬行的功
能中解放出来，为后来直立人的出现
创造了条件。

“大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肿
骨鹿化石、鸵鸟蛋化石和人类用火遗
迹充分说明，“大窑人”虽晚于云南“元
谋人”和陕西“蓝田人”，但与举世闻名
的周口店“北京人”却处在同一时期。

“大窑旧石器时代遗址”是迄今为
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
古代石器制造场。四道沟典型的地层
剖面包括有五个原始社会时期，即旧
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和新石器时
代早期和晚期，这在国内也极为罕见，
被称作“无字天书”。

气候和动植物学家们认为，70万年前的呼和浩特大青
山一带，森林密布、灌丛茂盛、水资源充沛，动物种类繁多，
非常适合古人类居住、采集和渔猎。所以，“大窑文化”是以
呼和浩特为中心，沿着阴山地带向外围发展，在周围大青山
主脉和支脉的山坡上就发现了多个石器制造厂遗址，最北延
伸至四子王旗北部。

原始社会时期，古人类以集体捕猎野兽、从河湖中捕捞
鱼、蚌和采集植物的果实与茎叶维持生活，并顺应自然，在一
定范围内进行迁徙。后来有了火，加工过的食物不仅有利于
身体和大脑的发育，也有利于他们顺利度过寒冷的冬天。火
也让那些想要伤害他们的野兽不敢轻易靠近。

对呼和浩特历史、特别是“大窑文化”感兴趣的，可以去
内蒙古博物院，那里有专门的展厅。

雨后初霁，碧空如洗。
夏天的夜,像一首浪漫的散文诗，深邃而轻盈，律

动而有韵。伴随着晚风里的花草馨香，吹进我记忆中
的深巷。

趁着夜色朦胧，清风送爽。闲适下来的我踽踽独
行，漫步在绿意盎然的陌野上。

进入丝绸之路大道的小草公园内，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五颜六色的灯光，光线并不耀眼，很是柔和。不远不近
处，用各色灯光打造的梅花鹿、兔子、松鼠、小狗等各种可
爱的小动物们，缤纷的色彩点缀着这个恬静的夜空。

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前行，周边出现了起伏不平的
坡地，地面上长满了没过小腿的绿草，坡地中央还有人
工制作的鸟窝。路两边开满了各色花卉，高低分明、错
落有致，在连日来充足雨水的浇灌下，花朵开得格外鲜
艳。走在曲径通幽的阡陌上，草丛里的蛐蛐在鸣叫。

此时，我感受到那份淡淡的行踪，那是对生活的浅
浅念想，也是对自然的敬意与欣赏。风柔柔地拂过脸
庞，伴随空气中弥漫着花的芬芳和草的清香，让人神清
气爽，惬意无比！

被薄雾笼罩的小草公园，空气清新，郁郁葱葱。漫
长的步道非常干净，由于雨刚过，地面还存有少量积
水，需要绕开走或者轻轻跳过。信步向前，不知不觉中
来到了公园的中心地带，这里有几处小小的水塘，夜色
下显得很明净。不远处矗立着两个“大蝴蝶”，形成拱
门，这是游人经过时都要拍照打卡的地方。曲折蜿蜒
的多条小路铺着石子或青石板，通向草丛深处。在明

灭灯火的映衬下，可以辨别百花的颜色，以黄色的居
多，也有蓝、粉、红、白、紫等颜色的。这些花朵随着季
节的更迭，花开花谢，春去夏来，最终停留在记忆里，到
了风驻足的地方。

盛夏，于一隅静谧间觅一片清凉。不慌不忙，任日
月变化着模样。入微处，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感
知于万物，市井长巷，心近自然，留内心一份清幽与曼
妙时光。

天上云舒云卷，缥缈地变换着各种形
态。夜空在微弱的灯光下，显得格外
深蓝，偶尔，还能看到几点星
光。今天游园的人并不多，与
我擦肩而过的几个男女，远远
就可听到他们窃窃私语，他们
是在说着甜蜜的情话，身影渐
渐 远 去 ，很 快 地 消 失 在 夜 色
里。我站立片刻，抬头仰望长
空，感受到那份宽广无垠的浩
渺，心中涌起的是对未知的敬
畏，也是对生活的珍视与感激。

不知不觉中走了很远，举
目望去，公园东侧有霓虹小灯
串起的温馨提示字样：例如“哪
有天生如此，只是天天坚持”

“绿色是地球的底色”“我知道
你会来，所以我在这等你”等语
言标识，这些小彩灯围成的词
句挂在大树上，好“新鲜”啊！
满满的正能量，既感觉到了温
馨又增添了乐趣，这个发明创
意很好，真心为设计这些话语
的人点赞！小园很有特色，非
常别致，除了能观光游园散步
以外，还设有篮球场和自由活
动的区域。

有些困意了，返回吧！
此刻，夜色更显幽静。阑珊处，有三两行人在走，

即将降落的飞机从夜空上方划过，打破了宁静。
我常常在想，在这个尘世的喧嚣里，寻一处宁静与

悠然，无需远行，也不必刻意，仿佛季节所有的风情都
藏在了其中，在这里就可以觅到慰藉。当生活的琐碎
疲累了心眸，于偶尔的驻足中，听风看雨，拾花染芬芳。

即便我们走过的路上，有很多未及细说的感叹，却
挡不住此时此刻，心中的期许与向往，那是林木
层叠间，染画的岁月，清风拂过耳畔，微凉的时

光。山河远阔，人间烟火，在夏花的芬芳中，
摇曳着幽香，在细雨的滴答里，沉寂了纷

繁。芳草盈阶，落花沾衣，生活一定诗意
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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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雁
萍

盛夏，夜行小草公园
■宋然

刘清羽 摄影

薄荷，味辛性凉，栖居院角，
低语心事。薄荷苍绿，可平息心
底波澜，去除燥热；缕缕淡香，绵
长久远。《浮生六记》中的芸娘是
薄荷绿，神态中有着天然植物的
清香、雅韵。芸娘本身就是一株
娇小清逸的薄荷，眉梢眼角的温
柔爱意，萦绕于沈复心头。

老家院角，春风吹拂，薄荷
挨挨挤挤，推推搡搡，内敛娇羞，
身着绿纱，碧绿清透。摘一片叶
子入嘴，满口清凉。紫色的碎花
不起眼，素净无华。

薄荷优雅娴静地长在墙角
地头，绿叶互生，边缘锯齿井然
地排着，淡紫的小花开在暮色
里，香气薄凉如水。凉风轻轻掠
过，鸟儿喳喳碎语，薄荷不为所
动，按着自己的秩序生长着，从
容坦然。

薄荷清香，如帐幔后怀抱琵
琶的女子，风韵流泻。薄荷香
透，如江边沙滩，踩一脚就出
水。我喜欢用食指和拇指并拢，
掐下薄荷嫩叶，指间残留薄雅清
香，闻着舒心，感到天地清旷，岁
月静美。

乡间巧妇面目清丽，衣着素
净，能用薄荷制作出各种美味：
薄荷茶、薄荷粥、薄荷饼、薄荷
糕、薄荷糖……

采几片薄荷叶，洗净冲茶，
茶香氤氲，有一股空山鸟语、牧
童吹笛的旷远幽香。手摇蒲扇，
斜躺藤椅，看叶片沉浮，随意荡
漾，慢品细啜，浮躁消遁。喝一
口薄荷粥，最是暖心熨贴。慢慢
感觉心静了，喧嚣尘事远了，清
浅流年，这清香的薄荷茶、薄荷
粥便是简单的幸福。

煮薄荷粥时，先把新嫩薄荷
叶放入水中，用文火慢熬，直到
薄荷叶汁液煎尽后方用勺子捞
出残渣，放入淘洗干净的绿豆和
粳米继续烧煮。等到粥即将煮

好时再加入适量的冰糖，最后用
猛火再次烧沸即可。熬粥时，锅
内绿豆翻腾起舞，粒粒绵软，汤
色鲜翠，清香弥散。

煮粥要先大火煮开，后小火
慢煮。好粥放水，适量为上，煮
粥过程中羼水，水米分离，粥就
淡而无味。煮好后揭开锅盖，豆
香、米香夹杂着薄荷的清香扑面
而来，把人淹没。薄荷粥甜而不
腻，粥汤染上沁人心脾的绿，如
浅滩新芽，令人食欲大增。乡野
生活，缱绻温馨，雅致而有禅意。

徜徉小城街角，常见青桐树
下有一女子叫卖薄荷糖，声音清
如山泉，双眸深如清塘。篮里的
薄荷糖晶莹剔透，条纹清晰，包
裹透明糖纸，如襁褓婴儿，粉嫩，
静美。剥一块轻吮，薄荷香浸透
肺腑，清爽滋味潮涌一般冲击味
蕾，令人想起寂寞小巷、檐角瓦
松、石板青苔。夕光濡染，暮色
欢悦，烟火生活，妙处难与君说。

薄荷糕，跟青团色泽相近，
既清新爽口、提神开胃，又疏散
风热、解郁理气。

瓷钵捣烂薄荷叶制好薄荷
汁后，将糯米、粳米掺和，静置至
米粒发酥，磨成细粉，盛入瓷盆
中，加冰糖、蜂蜜、薄荷汁，搅拌
均匀，上锅蒸熟。也可用模子把
生糕坯子上锅蒸，蒸出来的薄荷
糕精致养眼。出锅的薄荷糕色
泽淡雅，若碧玉雕成。轻咬一
口，沁凉之感从舌尖上弥漫开
来，味蕾陷入鲜美的沼泽中。

“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
味是清欢。”就像一杯薄荷茶一
碗薄荷粥，在袅袅香气中徐徐地
喝、慢慢地呷，与凡尘两不相碍，
于清淡中品出原味，恪守本真，
不亦快哉。燠热夏日，有薄荷相
伴，人被拉出尘俗，人和薄荷俱
绿，温馨清凉，安稳恬静，时光充
满诗意，市井生活绵软悠长。

闲闲
情小品情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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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事情。中
小学一放暑假，正值“小麦覆陇黄”。由此
一场夏收就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序幕。

河套地区有民谚：“男人怕的割麦子，
女人怕的坐月子。”在这被称之为“秀女也
要下楼”的最繁忙的日子里，为了让集体
的粮食颗粒归仓，公社、生产大队和小队
都要层层召开夏收动员大会，号召男女老
少齐上阵，誓夺夏田丰收的胜利。

在大人们“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飞舞银镰、挥汗如雨、早出晚归的刈割期
间，我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们也
没有片刻消停。我们主动承担起挖野菜、
喂猪、喂鸡等家务活，甚至还学着做饭，以
减轻大人的劳作之累。同时，每家每户都
给孩子规定了一项特殊任务——捡麦穗。

等小麦全部割倒后，生产队就为蓬头
垢面的人们放几天假。姑娘小伙子会兴
高采烈地拿上一两块钱，相约三五人，骑
着自行车到城里吃几根冰棍，喝两瓶汽

水，以纾解身心的疲惫不堪。
当假期一满，轰轰烈烈的拉小麦就

开始了。相比割小麦，拉小麦要相对轻
闲一些。没有了腰酸背疼的折磨，也没
有烈日炙烤的煎熬。举目远眺，麦捆有
序排列在麦田中，人欢马叫，车来车往，
惊得鸟雀直冲云霄，吓得蚂蚱四处蹦
跶。拉小麦时，往往是一辆马车有一个
车倌，还配一个“挑个子”（用铁叉挑麦
捆）的。车倌负责装车和驭车，“挑个子”
的负责用铁杈将麦捆挑起来送给车倌，
然后由车倌层层叠叠的将麦捆码好。等
麦捆装到一定高度时，再用吊样和绞椎
将车大绳连接起来，把麦车绑死。待一
块麦田的麦捆装完后，老人和孩子们便
蜂拥而入捡起了麦穗。人们低着头、弯
着腰，以最快的速度将遗落的麦穗捡起
来，当手里的麦穗攥不住的时候，就赶快
用几根麦秸拦腰一缠，一把麦穗就捆扎
好了，然后放到筐里继续捡。

人工捡拾比较慢，于是有人就发明
了用铁丝制作的耙子，河套地区的人称
作“刮地穷”。这种耙子，将几根长短一
致的粗铁丝分行固定在木条上，再安一
个木制长柄，面积宽又省力，往往几个来
回就将地里丢失的麦秸一扫而空。既能

“刮”到粮食，又能“刮”到柴草，一举多得，
很受人们欢迎。麦田里，耙声阵阵，你来
我往，一派繁忙景象。经过几番的“搜
刮”，那真是名符其实的“颗粒归仓”了！

与此同时，人们还不停地发现和挖掘
着“耗子仓”。因为老鼠在小麦割倒后也
忙着为自己储备粮食。有时挖开的“耗子
仓”却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昼伏夜出的老
鼠是很有“心计”的。它们将盗窃来的粮
食分门别类地储藏于洞中，有麦粒、豆夹、
谷穗等，以备越冬之用。于是，在捡麦穗
的过程中，人们还准备了一把铁锹，从麦
田凸出的浮土中判定老鼠洞的长短和深
浅，以迅速挖掘。所以，麦田里到处留下

挖掘“耗子仓”的痕迹。当洞穴的老鼠遭
到侵袭后就开始四处逃窜，一群孩子便呼
喊着在麦茬密集的农田追赶围剿老鼠，直
到将老鼠打死后，激动的心情才得以平
复。

我们将捡拾的麦穗兴高采烈地背回
家，视若金子一般地收藏着。然后用棒
槌进行敲打，用簸箕抖落干净，装入袋
子。别小看这短短几天的拾田，眼疾手
快 的 人 捡 拾 的“ 成 果 ”很 是 让 他 们 自
豪。这些小麦磨成面粉后，主要用作招
待客人。有的人家在阴历七月十五时，
还用这些白面做成形状各异、色彩斑斓
的“面人人”，既是对劳动果实的炫耀，
也让传统的节日丰富多彩。

多少年过去了，捡麦穗的情景还历历
在目，清晰地印在岁月的深处。它让我看
到了饥肠辘辘的人们对粮食是如此的渴
求；更让我懂得，热爱土地、珍惜粮食是一
个人应该具备的修养。

时时
光流影光流影

■■吕成玉吕成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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