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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百
随笔家家

小 小 说小 小 说

阿妈最初从呼伦贝尔草
原抵达呼和浩 特 时 ，很 不 适
应，常常望着窗外一栋三十层
的高楼叹息说，她要老了，就
一个人住，跟谁也不在一起，
她不喜欢人来人往的热闹生
活。几年前，赶上政府免费给
牧民翻盖房子，她坚持加一部
分钱，给自己和阿爸盖了一间
跟正房隔着五六米远的小房
子。看完孙女阿尔姗娜，她要
回去继续喂牛喂羊，她不要死
在呼和浩特，她也不要跟儿子
儿媳住在一起。阿妈这样说。

得了小脑萎缩的阿爸，则
从可以一个人下楼活动，生活
简单自理，到如今大小便慢慢
失禁，从客厅到洗手间这一点
距离，常常就拉了裤子。有时
捡地上的东西，双腿快要废弃
的他，甚至要费力地爬过去。
他已经接近瘫痪在床的境地，
有大半年没有出过楼房了。每
天，他要么塞上耳机，漫不经心

地听收音机里的乌力格尔；要
么艰难地扶着墙站起来，挪到
窗户旁边，看着外面在大风中
狂舞的柳树发呆。他的世界，
只剩下一扇窗户了。

生活还有其他的一些变
化。阿妈养的小猫嘎塔不幸被
狗咬死。去年的某一天，七条
大狗从马路上冲过来，朗塔英
勇迎战，无奈寡不敌众，只能眼
睁睁看着其中一条狗，混乱中
叼起嘎塔，呼啸离去。邻居塔
娜的父母将西苏木的房子和牛
羊全部卖掉，跟塔娜和通拉嘎
夫妇搬去海拉尔市区。塔娜依
然 什 么 也 不 做 ，乐 于 享 受 生
活。塔娜的母亲也不喜欢干
活，当然，她已经老得什么也做
不了了。在一次小镇的升学宴
上，她啃骨头的时候，门牙不幸
脱落了一颗，她没有钱补牙，又
觉得不好看，每次出门见人，就
用泡泡糖黏住。于是，她的这
颗门牙的故事，就在镇上人们

的口中流传了很久。
阿妈离开了草原，留下来

的儿子贺什格图和媳妇凤霞
可以独当一面，支撑起整个家
庭。草原上的生活条件，比十
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厕
所还在户外，但水泵已经移到
了室内，只需插上电源，打开
开 关 ，水 就 会 哗 哗 地 流 进 水
缸，比起过去的压水机，节省
了很大的人力。打草也不像
过去那样辛苦，放牛则可以手
机软件遥控。为了牛犊的快
速成长而不再人工挤奶后，养
牛再也不需像阿妈那样早起
晚睡，凌晨三点挤奶。当很多
卖了牛羊进城的牧民，因为新
冠疫情不得不停止工作时，贺
什格图和凤霞则每天都在辛
勤劳作，喂养着二十头奶牛和
十几只绵羊。今年又一下新
添 了 十 二 头 牛 犊 ，每 生 下 一
头，凤霞就兴奋地给阿妈微信
汇报：又捡了一个大红包！在

历经过去艰难的几年后，牛价
飞涨，一头大牛值两万多元，
一 头 小 牛 也 能 卖 到 一 万 多
元。存牛比存钱更合适，贺什
格图和凤霞忽然间意识到这
个致富法宝。

因为草原旅游业的兴盛，
贺什格图在夏天时，就将牛交
给人代养，自己开着六万元买
来的二手车，拉零散游客在呼
伦贝尔各大景点之间跑来跑
去。他跟朋友们还组成了车
队，消息共享。如果愿意花几
千元加入某个车队网站，活多
得应接不暇。贺什格图还开
始学习摄影，开车的同时，负
责给游客拍美照，然后借传照
片的机会，加人微信，这样可
以有机会被客人介绍更多的
活做。凤霞也会时不时地去
旅游景点给人帮忙做饭，当服
务生。在六月游客尚未到来
之前，贺什格图和凤霞就去剪
羊毛挣钱，给主人家剪羊毛是

免 费 劳 动 力 ，但 剪 下 来 的 羊
毛，却可以自己拿去卖钱。剪
完羊毛，贺什格图就会去做泥
瓦匠，一天二百元。三十多岁
的贺什格图和凤霞，已经走上
越过越红火的生活轨道，外人
无需再为他们担心。在草原
上，只要有牛羊，肯努力，能吃
苦，挣钱不难，草原会善待所
有肯辛苦付出的人们。

尽管西苏木小镇上的牧
民越来越少，人们对城市生活
的向往，也永无休止，但即便
某一天，整个镇上只剩下贺什
格图一户人家，习惯了关门安
静生活的他们，也一定能够坦
然面对这样的变化。

此刻，草原上的人们，依
然驻守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大
地上。每年蜂拥而至的游客，
不管带来多少外面世界梦幻
般的想象，最终都尘埃一样消
失 。 所 有 喧 哗 ，都 如 大 风 吹
过，不过片刻，便静谧如初。

草 原 上 的 人 们草 原 上 的 人 们
□安 宁

细心的王队发现，近段时
间，朱明像经霜 的 倭 瓜 ，蔫
头巴脑的，再没哼唱过《想
你 的 时 候 问 月 亮》。 王 队
私 下 向 小 刘 打 听 ，小 刘 跟
朱明同宿舍。小刘这才恍
然大悟地说：“是有一段时
间 了 ，之 前 那 首 歌 是 朱 明
每晚的主打。”

整个消防队都知道，朱明
的女朋友是一名护士，她叫
月亮。两个人的相识还缘于
一场火灾事故，在那次救火
过程中，朱明意外受伤，一直
陪护他的护士就是月亮。

小刘不止一次说过，朱明
这叫因祸得福。听出了小刘
话里酸溜溜的味道，朱明心
里跟抹了蜜似的，甜美着呢，
也不去辩解。

因为疫情的闹腾，因为朱
明和月亮工作的特殊性，两
人聚少离多。月亮说，等支
援上海回来，就来找他。谁
知道，她从上海回来，他却赶
赴山西抗洪抢险。等到他从
山西回来，她又奔赴郑州抗
疫……

有一天，小刘悄悄给王队
汇报，说他在朱明的床头看
到一句话：“我不看月亮，也
不看你，这样月亮和你都蒙
在鼓里。我看月亮，也看你，
你以为我只喜欢月亮，只有

月亮知道，我喜欢你。”小刘
疑惑地说：“王队，朱明是不
是失恋了？”“别声张，我先找
他聊聊。”

这天晚上，看到朱明吃
罢晚饭一直躲在宿舍，王队
一个电话把他叫了出来。

“ 王 队 ，是 不 是 有 任 务
了？”见到王队，朱明一改萎
靡不振的样子，精气神十足
地问。

王队心里边很舒服，这
就是他手下的兵，自己有天
大的委屈，在工作面前跟打
了强心剂一样，没有一个孬
种。他笑着说：“你小子就知
道任务任务。没事，咱随便
聊聊。”朱明抻了抻自己的衣
服，不自然地笑了。

“今天农历十五，正是月
圆的时候。”王队说罢，没有
去看天上的月亮，而是看着
朱明。他发现，朱明垂着头，
嘴里“嗯嗯”地应答着，并没
有去仰望天空。

王队心里一惊：难道他跟
月亮分手了？王队想了想，
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对朱
明说：“兄弟，你想不想听听
我的恋爱经过？”

朱明这才抬起头，下意识
地点了点头。

王队说：“我谈过三次恋
爱，第一个只见过一次面，人
家 就 拒 绝 了 ，嫌 我 的 工 资
低。第二个认识不到半个
月，人家提出了分手，很直
白地说咱的工作太危险，担
心自己当寡妇。第三个，也
就是你现在的嫂子，是我从
火场里把她救出来的，她不
顾家人的反对，死活要嫁给
我……我现在体会到了那句
话的含义：结婚找对象，不是
要找自己喜欢的，而是找喜
欢自己的。”

“王队，我……”朱明张了
张嘴，似乎要辩解。

王队打断朱明的话，说：
“别说了，早点休息吧，明天
早上还要十公里越野训练
呢。”说罢，王队转身走了。

“王队，事情不是你们想
象的那样，月亮他很爱我！”

王队猛地停住脚步，回过
头，却发现朱明已经小跑着
消失在夜色中。月亮爱朱

明 ，难 道 是 月 亮 的 家 人 反
对？有可能。唉！王队重重
叹了口气，不过，很快他的心
里就释然了，消防队员连死
都不怕，难道还怕失恋？他
相信朱明能够度过这一关，
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不出王队所料，过了一段
时间，朱明像是度过寒冬经了
春风的麦苗，又开始茁壮了。

消防队有一个传统习惯，
只要哪个队员过生日，就在
队里的餐厅，大家一起热闹
庆祝。

轮到朱明的生日了，跟其
他队员的生日一样，王队特
意自掏腰包订做了一个大蛋
糕，还让自己的媳妇到餐厅
帮忙，给朱明擀面条。过生
日一定要吃面条的，寓意长
寿（面）。

就在生日蜡烛点燃后，大
伙儿嚷着要朱明许愿的时
候，餐厅进来了一个手捧鲜
花的女孩儿。一时间，大家
都惊呆了，这女孩儿太漂亮
了——高挑的个头，白嫩的
皮肤，走路像模特，很有明星
的气质。

“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去
外地支援了？”朱明迎上去，
脸上开出了花儿。

女 孩 儿 嫣 然 一 笑 ，说 ：
“半个月前回来了，一直在隔
离，怕你担心，没给你说。”

“月亮，谢谢你！”王队叫
起来。

“王队，她不是月亮。”朱
明赶紧解释。

女孩儿说：“我是月亮的
孪生妹妹阳阳，也是一名护
士。”

后来，大家才知道，月亮
在抢救病人时被感染，医治
无效去世。她担心朱明过不
了这个坎，临终前拜托妹妹
开导朱明。经过一段时间的
接触，阳阳爱上了朱明，朱明
也走出阴影，喜欢上了阳阳。

在那次生日宴会上，朱明
和阳阳合唱了一首歌：“……
我不看月亮，也没说想你，这
样月亮和你都蒙在鼓里。我
站在原地，等风也等你，把你
写书上，也写心上……”

这首歌的名字叫《不动声
色》。

我
不
看
月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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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荷花，是在读了周敦
颐的《爱莲说》以后。家乡济宁
的水面多，荷花也多，我喜欢看
荷花的地方是北湖。喜欢漫步
北湖，春夏秋冬经常到北湖走走
看看。发现无论哪个季节，都能
找到荷的存在。

初春时节 ，水 面 上 干 枯 的
荷叶缩作一团，但那铁锈色的
荷茎却根根直立，在清冷的风

中发出一丝颤动，传导到下边
让 荷 茎 接 触 的 水 面 周 围 泛 起
一小圈涟漪，让初春的料峭寒
冷 变 得 温 暖 生 动 。 经 历 了 冬
天的雨雪风霜，依旧保持直立
的姿态，足见中通外直的荷茎
也有着坚韧的朗朗风骨。

夏风里，几个女孩子在荷塘
边拍照，人面荷花交相辉映，人
娇花美，让人不由想起“荷叶罗
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的
诗句。江南水乡可以划一只小
船，到荷塘里采莲，嬉戏在莲叶

荷花之间，颇有“小楫轻舟，梦入
芙蓉浦”的诗情画意。荷叶高挑
挺拔，碧绿如盖，荷花洁白如玉，
清香悠远，总会引发出人们许多
感慨。爱国诗人屈原“制芰荷以
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把荷叶
荷花清雅高洁的特点和自己独
清而不浊、独醒而不醉的高尚品
行相联系，宁可跳江自杀也不随
波逐流，同流合污。周敦颐写荷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不蔓不枝，亭亭净植”，看似描写
荷花，又何尝不是自己身处浊世

而保持高洁品行、满腹才华而不
卖弄炫耀的真实写照呢？朱自
清先生独出心裁写月下荷塘的
色声香，引人入胜。在不宁静的
心境中寻找片刻的宁静，在朦胧
中透着淡淡的哀愁与淡淡的喜
悦。碧绿的荷叶，芬芳的荷花，
充满风情的美丽荷塘，似乎在每
个观赏者的眼里，都具有不同的
内涵和意义。

“ 秋 风 生 渭 水 ，落 叶 满 长
安”，秋风也吹到了北湖。荷叶
渐渐面容枯黄憔悴，荷花早已凋

落。人们采摘下荷叶，将荷叶洗
净晾干切丝，做成荷叶茶，据说
荷叶茶具有清凉解毒、降血压血
脂和减肥的功效。而我印象最
深的是用荷叶包裹的烧鸡和卤
煮肉，热热地包起来，带回家一
吃，肉中带有荷叶的清香，肥而
不腻，爽口滑嫩。

冬季是收获莲藕的季节，采
藕人穿防水的皮裤在荷塘淤泥
中用脚踩藕，再用手拔出，用水
清洗干净，原来还被污泥掩盖
的莲藕顿时变得洁白如玉，那
藕白嫩得就像小孩子的胳膊。
藕可以凉拌、油焖、炒，做法多
样，各具风味。春夏的荷给人
的是视觉的享受，秋冬的荷给
人的是物质的享受。其实也不
尽然，唐代李商隐有诗“秋阴不
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似 乎 这 残 荷 也 有 了 诗 意 和 灵
性。《红楼梦》中的才女林黛玉
似乎不认同李商隐的诗，却最
喜欢他的这句诗，残荷让一实
一虚两个有才的人跨越时空产
生 了 交 集 。 冬 日 的 荷 主 体 是
藕，因为污泥和水的掩盖，是在
地 下 看 不 见 的 。 它 积 蓄 着 养
分，聚集着能量，等待来年又一
次生命的绽放。

春天的荷是生长希望，夏日
的荷是热烈奔放，秋天的荷是
收获充实，冬天的荷是聚能休
养。这样来看，荷的四季似乎
顺应了天道自然。荷的四季轮
回又何尝不是人的四季呢？“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荷与人一样，都是自然的
一部分，都是自然，按照自然的
规律运行着。

堰塘的风，是有颜色的。
堰塘的风，是红色的风。高高

的红军寨，掩映在层层叠叠的密林
中。那一棵棵参天直立的杉木，可
不就是当年站岗放哨的红军士兵？
天风掠过，松涛滚滚如海啸，耳畔仿
佛又传来了红军战士的喊杀声。那
声音，震天动地，曾经令数倍于己的
敌顽胆寒心惊；那声音，绵延千里，
激起无数的热血青年前仆后继。寨
墙石林，历经沧桑，弹痕依稀可见；
瞭望射孔，星罗棋布，报道敌军宵
遁。高桥铺大捷，红军两面夹击，中
间开花，樯橹灰飞烟灭。而红军首
长口衔烟斗，亲擂战鼓，一时传为佳
话。正可谓：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
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堰塘的风，是绿色的风。堰塘
的风，绿得齐整，绿得热情，绿得精
神。那一排排的包谷，像一队队的模
特儿迎风招展，可劲儿鼓掌，硬是在
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堰塘的风，绿
得天然，绿得地道，绿得惹人怜爱。
那一个个的旱黄瓜，好比孪生兄妹，
长相神似。又如同西游记里的人参

果，生津延年。最妙的是酷暑天气，
来一盘冰镇黄瓜，唇齿余香，消暑提
神；堰塘的风，绿得挺拔，绿得大气，
绿得超凡。千年古藤，郁郁葱葱。一
人相拥，犹自不及。双人合抱，堪堪
触手。这古藤，如卧龙在岗，韬光养
晦；又似蛟龙出水，纵横四海。

堰塘的风，绿得风雅，绿得脱
俗。在堰塘第一次听闻雷竹，第一次
亲近雷竹，细细推敲，由衷为村级

“领头雁”的匠心独运而喝彩。雷
竹，是一种优良的笋用竹种，具有
培育周期短、出笋早、产量高、笋期
长、笋味美、绿色生态（保持水土流
失）等特点，而且产量高，效益好。
雷竹笋亩产可达 3000 多公斤，亩产
值达 1 万多元。堰塘村王书林书记
谈起雷竹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
镰刀都割不断。雷竹笋的味道鲜
美，营养丰富。含蛋白质 2.74％、脂
肪 0.52％、糖 3.54%。雷竹笋独有的
清香，具有开胃、促消化、增强食欲
的作用。雷竹笋甘寒通利，所含植
物纤维用于治疗便秘，降低脂肪，
消 痰 化 瘀 ，预 防 肠 癌 、高 血 压 等 。

雷竹笋，在中国自古被当作“菜中
珍品”。《诗经》中就有“加豆之实，
笋菹鱼醢”，“其籁伊何，惟笋及蒲”
等诗句，表明竹笋的食用已有 2500
年至 3000 年的历史。

王书林书记讲得兴致勃勃，讲
得神采飞扬。我们听得有滋有味，
如痴如醉。我们的眼前，雷竹拔节
而起。一眨眼，就变成了雷竹的海
洋。竹林里有人高声吟哦“宁可食
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
竹令人俗”。这位苏大学子，不仅给
后人留下东坡肉、东坡肘子等美食，
而且自己宁可没有肉，也要寓居之
处有竹子相伴，静坐窗前，

听风来疏竹，雨过留声。“独坐
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这是王维的
理想日子。诗圣杜甫，“天寒翠袖
薄，日暮倚修竹。”天气寒冷，日落傍
晚，倚靠修竹，远看余晖，多么安静
吉祥的画面。千百年来，雷竹以其
中空挺拔的气质，不仅引得众多文
人墨客为其赋诗作画，而且靠一段
细竹，笛、箫、笙等乐器随之诞生。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
关。”“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
吹箫。”音色悠远，婉转动听。如八
仙中的韩湘子，手执紫金箫，随风来
去，好不自在。

堰塘的风，又是橙色的风。不
信，你可曾闻到了木瓜园的清香？

堰塘的风，还是黄色的风。万年山
上，千年道观。暮鼓晨钟，香火氤氲。

堰 塘 的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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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骨子里散发的
特有魅力
让人看一眼
就忘不了
久久挥之不去
迟迟难以释怀

从心底里长出来的
只可意会
带风的感觉
磁场般的吸引
左右着脑细胞
定格在初次的遇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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