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林漫步

杏花飘摇，如同来自那个朝代

每一瓣都是怀中举起的风帆

每一朵都是生命的奇迹

它们在春风中轻轻摇曳

仿佛在述说着历史的沧桑

在春雨中低下头颅

倾尽人间悲欢

杏花很薄，如同荷塘月色中

一褶簪纸，轻盈而妖娆

灵动而自静。春风中舞动

像鱼儿翅膀，像宇宙星辰

春雨中沉淀，披挂着时间河流

音乐爬上树梢，从花瓣体内滑落

在唐诗宋词中飘摇，这个见证是记忆

在春风中绽放，与鸟鸣

同升起的红日一起光明

空旷和辽远羊的咩叫

在春雨中贴向大地

高楼一夜听春雨

深巷明朝卖杏花

比时间还速朽的花

它们的短暂轻盈

像呼啸的火焰梦幻般在春雨中沉没

有的像先人点燃的

一根根红烛，永远都亮着

在我心中

一夜杏花开
●高金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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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小品

一个下午，生病在家。懒懒坐在摇椅
上，看着窗外的阳光，一寸寸挪动。四肢无
力，只能端着小杯，细细呡水。

小杯是女友送的。一对青瓷小盏，一枚
绘着莲，一枚绘着藕，浸满春水初融似的釉
色，着实讨人喜欢。喜欢归喜欢，总觉得不
实用，一口一杯，慢慢洇嗓，完全没有大口灌
下一碗清凉的痛快。

摩挲着小杯，不禁细数从前。每天都在
忙着，顾不得细品喝的咖啡是什么味道，吃
的饭是什么味道。朋友找我聊天，我说，没
时间；同学找我聚会，我说，没时间；父母打
电话让我回家，我说，没时间。身为职业女
性，我甚至觉得没有时间，是成功的代言词。

当今时代，讲究高效，对于一个职业女
性来说，“慢”字是奢侈品。我享受那种快速
旋转的晕感，感觉自己是一个陀螺，转到眼
花缭乱，转到五彩缤纷，转到不分昼夜，那是
本事。

然而，事与愿违。
请假的半天，时间是那么缓慢与清淡。

煮一壶柠檬茶，淡淡的甜，淡淡的香。斜躺
在摇椅上，暖暖的阳光盖在身上，随手翻几
页书，累了就看向远方，想想从前，生活的琐
碎，事业的曲折……思绪随缘，肆意飘散。

就这样喝口茶，什么都不做，定定地待着，静
成一株植物。静静的时光真是慢啊，慢得可
以看到阳光跳舞的样子，慢得可以听到花开
的声音，让人有种莫名的满足。

衣柜里挂着许多漂亮的衣服。最爱的
还是旗袍，我很久没有穿了。我一件件翻
出来，穿在身上。镜子前，我挺胸提臀，时
不时掐腰摆胯，看到落地衣镜中还算婀娜
的身影，笑意慢慢爬上嘴角，病体一下好了
多半。

想到自己好久没化精致的妆了。左描
右抹，粘上假睫毛，半小时后，镜子里又出现
一张桃花脸。在细致的描画中，我甚至忘记
自己生病。于是，不停地换衣服，不停地照
镜子臭美，忘乎所以。过去，年轻美丽；现
在，风韵犹存——我给自己打气，自恋让女
人重拾自信。

再摊开桌上散发着墨香的字。尽管不
够美，但一样体会到自己练字时的欢欣，看
得人心里开出花。

一个美妙的下午，一个中年女人自娱自
乐的下午，居然也是如此快乐。日子本是柴
米油盐，偶尔放慢节奏，调剂一些诗情，生活
便多了几许芬芳。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并不是所有人，

所有日子，都要去忙忙碌碌，有些时光是需
要虚度的。人生那么久，慢一点，又何妨。

生活需要禅意芬芳。想到我所在的
小城，春夏秋冬，淡淡行云流水，如果赋予
自己足够的时间，十足的小城里大自在。
而我只顾快马加鞭，早早就忘记生之趣
味，日子变得机械索然，天天心急火燎，觉
得自己不高效，就要被别人超越，甚至会
被这个世界完全抛弃。于是乎，给自己饱
满的激情找个大义凛然的理由，哪怕无
趣，哪怕消耗。

过往的种种，算是时光给予我的人间烟
火，我要学会低下头去，慢慢擦拭桌上的尘
土。

深夜，我和女友微信闲聊，她说：我其实
从元旦开始，就在减肥。我回复：不管胖瘦，
你都好看。你来我往，几句对话，彼此开
心。放下手机，又想起了那些远去如花的幸
福和欢乐，也想起了与美丽相关的人或物。
生活并非如想象般艰辛，只是我忙着一直赶
路，忘记了沿途的风景，有花盛开，有树招
手，有人等待。

寻常日子里，若觉得生活寡味，不妨择
一个下午，找一处静谧，放空心灵，兀自芬
芳。

芬芳的下午
●郭海燕

青城文脉

边走边写

炎热是夏的主要标志，骄阳似火是夏
的烈性高峰。不过，在炎热中，我从没埋怨
过，相反，我舍不得夏天就这样无声无息地
从我身边溜走，我留恋夏天的生活，我爱夏
天。

走在夏晨里，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很
清晰、明丽，仿佛刚刚换了新装。太阳还没
有威力，只从东方重叠的建筑物层缓慢地
发出玫瑰色的光；空气带着湿漉漉的清爽
意味，我真实地体味到沁人心肺的舒适，忘
却了一切多余的思虑，只想放松地跳一跳，
跑一跑，在我甩起臂膀迈开双腿的时候，便
觉得自己像是蓝天中自由飞翔了……

夏，是热情奔放的。蔚蓝的天空中飘
着朵朵白云，老天似乎很豁达，把最明丽的
风光送入人间。尤其是正午，太阳如火球
般在当空炽烧。乾坤间，热浪灼人，枝头的
鸟儿张着嘴巴在树上歇憩；花儿垂下了头，
草儿弯下了腰，都表现出昏然欲睡的神态;
只有伟岸的绿树擎着蓊蔚伞盖，为大地投
下一片阴凉。

夏日的傍晚温柔且惬意。在炎凉适中
的氛围和微微的暮色中，徐徐踱步，什么都
可以不想，求得一种难得的静默和谐。我

觉得周围的人影也如我一般，我们都是幸福者。
夏夜是芬芳的。野花的香气，青草的香气，麦苗的香气，还有

泥土的清香混合在一起，浸润在这香气中，似乎我也变成香香的
了。这时，远处河畔传来一两声蛙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
一片”。当这样的词句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的心情也是甜美的。我
与这夏夜融为一体，我就是这夜的一部分，我的灵魂挣脱了躯体的
束缚，像长了羽翼的精灵，在天地间飞翔，快乐，自豪。

夏日的风，妩媚而和煦。她轻轻柔柔，不觉间吹开了浓浓的绿
意。炎炎夏日中，微风拂过，温馨舒坦。如冰镇的清茶，如甜甜的
山泉，清凉、爽滑。风儿拂过、花叶婆娑、树影依稀、悠悠远远、伴着
蝉鸣，醉倒了一路的行人。

夏天具有鲜明的个性，有时张扬，有时内敛；有时烈日炎
炎、白云飘浮、万里晴空，有时阴云密布、电闪雷鸣。炎热、沉
闷、窒息——当这些令人厌烦的感受达到极限时，大片大片的乌云过
来了，一道炫目的闪电划破长空，随风而来的是阵阵惊天动地的雷声，
继而狂风暴雨来势汹汹。原本静立的树木“披头散发”，疯狂摇动；干
燥的大地雨花飞溅，水流成河。人们随之感到凉爽舒适，心旷神怡。

生命的荣华在夏天，大自然展示着最青春的颜色。山在青翠欲
滴的景致中含情，水在飞流四溅中有声，田园在蛙声一片中自由，路
在芳草萋萋下绵延，各种精神的境界在劳动与行路中升华，浓缩成生
命有韵的美妙音符，成就着整个季节中最辉煌的生命主题。

北方的夏，是成长的季节、欢乐的季节，还是一个没有风沙的
季节，这无疑也是我对它格外珍惜的缘故。

夏
日
抒
怀

●
乔
峻
岭

大窑遗址——五十万载黄土下的文明回响
●陈敏

远古的风掠过阴山山脉，在呼和浩特大
青山南麓的冲沟间低吟。这里，每一块燧石
都镌刻着人类文明的密码，每一道沟壑都封
存着跨越五十万年的记忆。大窑遗址——这
个中国北方最宏大的石器制造场，正向世人
展示着它远古的风貌。

黄土层下的时空密码

（一）文明初现：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考
古接力

1973年10月，考古学家汪宇平在大窑南
山内的二道沟畔偶然踢到一块棱角分明的石
块。当他蹲下来，指尖触碰到石片上人工打
制的痕迹时，心中涌起一阵悸动——这或许
是打开远古之门的钥匙。与此同时，试掘工
作正式启动，龟背形刮削器、尖状器、锯齿刃
器等石制品相继出土，犹如一串神秘的信息，
开始诉说旧石器时代的故事。

1976年，内蒙古博物馆的考古队进驻大
窑，开始了二道沟中段的发掘。当层层黄土
被剥离，更新世晚期地层中的石片堆积赫然
显现。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贾兰坡、吕遵谔
亲临现场，指导发掘研究工作。到了1978年，
随着四道沟早期地层中石器的发现，更将大
窑遗址的历史推至旧石器时代早期。

三代考古人用五十年光阴，在大青山前
的八道沟谷间探寻出文明的轨迹。从1973年
的惊鸿一瞥，到2018年斩获中国考古学金鼎
奖，大窑遗址的发现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波澜
壮阔的考古史诗。当汪英华研究员在实验考
古工作室复刻石器打制技术时，石锤与燧石
相击的火星里，闪烁的是古今人类智慧的共
鸣。

（二）大地史书：八道沟谷中的文明切片
大窑南山的八条冲沟，是大自然馈赠的

考古剖面。四道沟东区的紫红色砂粘土层
中，三门马的化石静静躺着，它的肢骨仿佛还
带着草原的风；肿骨鹿的下颌骨忠厚如石，诉
说着中更新世温暖湿润的气候。这些史前生
灵的遗骨，与层层叠叠的石制品共同构成了
一部“地层书”。

在四道沟的剖面上，考古学家破译出更
准确的时间密码。全新世的黄土层下，晚更
新世的文化层中散布着用火遗迹——那些容
易遗漏的灰烬里，还留存着远古人类围炉而
坐的温度。而八道沟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
片，则像一枚枚斑驳的书签，标记着新石器时
代文明的接续。

当我们沿着冲沟漫步，脚下的每一粒黄
土都可能藏着数十万年前的秘密。那些被
雨水冲刷出的断崖上，燧石碎块与动物化石
交相镶嵌，犹如一串串神秘代码，等待着后
人破译。

石头书写的生存史诗

（一）燧石之选：一场关于生存的智慧博弈
大窑南山的花岗片麻岩中，燧石脉如金

色的血管蜿蜒。古人类选中这种质地坚硬
的石头作为改造世界的工具。优质燧石呈
黄褐色，结构致密如琥珀，是制作精细工具
的上佳之选；而灰黑色的普通燧石，则被用
于制作大量的实用器具。

考古发现揭示了古人的选料策略：他
们以量取胜，在山坡上开凿燧石矿脉，就地
打制石器。遗址中堆积如山的石片和碎
屑，见证着一场持续数十万年的“石材革
命”。当我们拿起一件刮削器，指尖抚过那
细密的打击痕，仿佛能感受到远古工匠握
锤的力度——每一道石痕都是证明存在的
痕迹。

（二）石器万象：古人类的工具百宝箱
在大窑的石器王国里，刮削器是当之无

愧的“主角”。这些大小不一的石片，有的边
缘呈凹凸状，适合剥兽皮、削木矛；有的刃口
平直如刀，可切割植物根茎。一件尖状器尤
为引人注目，它锐利的尖端，曾穿透多少猎
物的皮毛，又在多少次与野兽的搏斗中闪着
寒光？

砍砸器是远古的“万能工具”，沉重的器
身有着砍伐树木的痕迹；最令人称奇的是龟
背形刮削器，它拱起的背面上，交互打击的
痕迹形成美丽的弧线，既实用又暗含原始的
美学追求。

这些石器不仅是工具，更是文明的刻
度。从这些石器上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制造
能力的飞跃——当古人开始有意识地设计
工具形态时，理性的曙光已在大青山麓悄然
升起。

生灵图谱中的环境密码

（一）动物化石：气候变迁的活体档案
肿骨鹿的化石带着温暖湿润的气息。

这种中更新世的食草动物，曾在水草丰美
的森林草原间漫步，它们的存在证明了五
十万年前的大青山麓曾是一片郁郁苍苍的

“史前乐园”。而披毛犀的骨骼则讲述着冰

期的寒冷，它们厚实的化石，仿佛还凝结着
远古的霜雪。

三门马的牙齿化石尤为珍贵，那复杂
的咀嚼面纹路反映了它们啃食硬草的生
活习性。这是现代马的祖先，在开阔的
草原上结为群体，它们的足迹踏过了晚
更 新 世 的 晨 昏 。 普 氏 羚 羊 和 鸵 鸟 的 化
石，则揭示了气候干寒化的趋势——当
草原逐渐扩张，人类的生存策略也在悄
然改变。

（二）孢粉秘史：植被演替的微观记录
在四道沟的地层中，植物孢粉显现出

一幅动态的生态画卷。显微镜下，花粉颗
粒、蕨类植物的孢子依次登场，反映出气候
波动的曲线：从干寒的草原，到湿润的森林
草原，再到温凉的针叶林带，每一次地表植
被的变化，都诉说着人类的适应与迁徙的
史诗。

当我们将动物化石与花粉分析结合，一
幅立体的古环境图景便清晰起来：从大青
山麓河湖密布，森林与草原交错；到冰期来
临，草原扩张，人类学会了制作更精细的工
具；再到五千年前，气候转暖，仰韶文化的
先民在这里种下粟黍，开启了新石器时代
的篇章。

文明坐标上的北疆之光

（一）时空坐标：改写北疆文明史的地标
大窑遗址的发现，如一束强光，照亮了

内蒙古的史前空白。当旧石器时代早期的
石器在四道沟出土，意味着早在五十万年
前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与北京周口店
的古人类遥相呼应。这片两平方公里的遗
址核心区，成为中国北方最早的人类活动
中心之一。

在国际考古学界，大窑遗址盛名在
外。它连续的地层序列，从旧石器到新石
器时代，构成了完整的文化发展链条，为研
究人类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当西方学者
看到大窑的石器组合时，不得不重新审视
东亚地区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地位。

（二）遗产新生：从考古现场到文明殿堂
2024 年，大窑遗址迎来新的蜕变。在

呼和浩特市委的推动下，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的建设蓝图徐徐展开。未来的遗址公
园，将在四道沟畔建起透明的保护棚，让游
客近距离观察考古剖面；虚拟现实技术
(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将重现远古人
类打制石器的场景，让历史变得触手可及。

教育功能的拓展，让古老文明照进现在
乃至未来。当孩子们在研学基地亲手尝试
打制石片，大学生在遗址现场研究史前技
术，大窑遗址便不再是凝固的历史，而是流
动的文化基因。线上博物馆的建立，更让
五十万年前的燧石光芒，穿越数字时空，照
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站在大窑南山的山巅，远眺八道沟谷
的蜿蜒轮廓，那些层层叠叠的地层，那些
散落的燧石碎片，都在诉说着同一个真
理：文明的火种，一旦在这片土地上点燃，
便永远不会熄灭。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
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从考古
发掘的探方，到现代化的遗址公园，大窑
遗址在时光的长河中闪耀，成为北疆文化
最璀璨的原点。

当我们轻轻拂去历史的尘埃，看到的不
仅是五十万年前人类的生存智慧，更是一
种文明的韧性——它扎根于大地，历经风雨
而不绝，在岁月的淬炼中，终将绽放出更加
夺目的光彩。这就是大窑遗址留给我们的
永恒启示。

（作者系呼和浩特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助
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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