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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知青孙国光，1948年出生于南京，初高
中就读于南京第十三中学。1968年 10月，他同
千余名南京知青一同乘专列来到伊克昭盟鄂托
克旗苏米图人民公社插队落户。

扎根草原

2023 年 6 月，身患多种疾病的孙国光在南
京家中接受了《南京知青在草原》课题组成员
的专访。

“1968 年 10 月 21 日，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
日子。这一天，千余名钟山儿女乘专列北上内
蒙古，插队支边伊克昭盟；南京市民倾城而出，
前往下关火车站送行；从市中心到火车站的公
交车全部停运，为运送知青的车队让路；特批知
青专列作为为数不多的列车通过刚建成的南京
长江大桥铁路桥。”孙国光回忆说。“10月 25日，
当满载南京知青的车队驶上离鄂托克旗政府
所在地乌兰镇北大梁时，蓝天白云下早已站满
了密密麻麻的欢迎人群，各族干部、群众挥舞
彩旗、高呼口号、载歌载舞，远道迎候钟山儿
女，热情、好客、淳朴的草原人民，奉献给远方
来客的是一颗颗滚烫的心。从此以后，草原钟
山紧密相连；从此以后，塞北江南结下了不解之
缘；从此以后，汉蒙各族人民群众‘谁也离不开
谁’的主旋律奏得越来越高亢、越来越嘹亮。”

孙国光热情地告诉我们，从南京来到草原
后，遇到了诸多考验，其中“语言关”“劳动关”“生
活关”显得尤为突出。先说“语言关”，当地蒙古
族牧民汉语说得不太流利，他们平时听到的是榆
林方言，南京汉语一点也讲不了，甚至还听不懂，
刚开始相互之间只能用手势比画着表达双方的
意思。后来，我们向青少年牧人学习蒙古语会
话，回到知青点相互再学习。不知不觉之间，可
以和牧民用蒙古语进行简单的交流。印象最深
的是那个年代经常要唱“样板戏”，跟着牧民七
段八圪节唱着唱着就学会了。不到一年工夫，
大部分知青都可以用蒙古语同牧民交流生活生
产用语。第二关是“劳动关”，先是跟着牧民放
羊，总感觉自己也可以独立承担“羊倌”职责，一
旦队长同意，就可以单独放羊。大多数单独放
羊的知青，都有过丢失羊的现象，几个回合下
来，不少知青都历练成为独当一面的好羊倌。
第三关是“生活关”，刚开始吃羊肉还感觉有膻
味，半个月过后，羊肉就有了香味，比起南京来
吃肉真是太多了。最困扰人的是虱子，成为生
活中一道难以攻克的难关。冬天，我们学牧民
晚上把衣服挂在外面冻，但春夏秋就特别烦人，
知青们不断地洗衣服，可和牧民一起开会学习、
一起打球玩耍、一起吃饭喝茶，那时的虱子始终
在人们中间串来串去，一直是我们茶余饭后的
谈资。还需要说的一个就是“绕钵子”。草原到
处都是沙巴拉尔，一个沙丘和另一个沙丘几乎
一模一样，南京知青刚来时白天也分不清那些
沙丘到底哪儿不一样，稍不注意，一两个知青白
天也有绕钵子的。至于晚上绕钵子那已经是司
空见惯了，经常有某某知青夜晚因绕钵子露宿
破房的故事流传。所以，从小队到大队或者公
社，我们几乎都是跟着当地牧民一起走。还有一
件事告诉你们，我和苏米图大队十来位干部骑马
到公社去开“三干会”时，因我骑技不过硬从马上
摔了下来，而且伤得比较严重。我受伤的消息不
胫而走，队里的牧民和知青“哗啦”丢下饭碗，纷
纷奔向出事地点。蒙医萨德利挎上药包，飞身上
马，15 分钟跑了 12 里路赶来给我注射强心针；
大队干部宗瑞、姬家才、根东扎木素、丹增、朗
合岱找来小驴车送我去公社卫生院抢救；老支
书扎哈岱赶来脱下皮衣给我铺垫，以减轻车子
的震荡。新月弯钩，银辉泻地，长长的马队簇拥
着躺在小驴车上的我，缓缓驶向公社卫生院……
这些都是我醒来后得知的。

牧区劳动之余，知青们也和农牧民一起参
加民兵训练。1971年 12月，鄂托克旗人武部举
办了全旗民兵连长军政训练学习班，全旗范围
内民兵连长首次大集训，各方面要求都很严。
全旗数百名民兵连长接到命令后，在很短的时
间内汇集到了乌兰镇。参加军政训练的民兵连
长中有三个南京知青。除我之外，还有新召公
社红旗大队女连长李玉春和另一名女连长。看
见那么多民兵连长生龙活虎的架势，我们三个

南京知青相互勉励，绝不落后，一定要为南京知
青添一份光彩。就在那次训练中，我和李玉春
相互有了好感，一年后，我招干来到鄂托克旗写
作组，李玉春招干来到“知青办”。别后重逢，倍
感亲切。爱情的种子萌发了，四年后，我们喜结
良缘。李玉春比我大一岁，前来贺喜的牧人兴
奋地说：“对着啦，对着啦，这正应了老百姓的一
句话，叫作‘妻大一，甜如蜜’，你们的日子今后
一定会过得甜甜蜜蜜的。”

1974年元月20日，我专程回到苏米图大队，
打算在那里过大年，苏米图也是我的“家”。五
年前，我从城市来到边疆，投身到了苏米图牧区
的建设之中，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调到鄂托
克旗写作组，虽然离开了牧区，但心却留在了草
原，因此，一有空就想回“家”看看。

我风尘仆仆地来到白音布拉小队藏布罕米
姆（妈妈）家。米姆高兴地把酥油、红糖、枣饼、
炒米一齐端上，堆满了小炕桌，一个劲地劝我好
好吃。回“家”过年真好，记得过年那天，牧民们
喜气洋洋骑着马，带着烧酒和礼品，成群结队拜
年来了。一拨拨刚散，一拨拨又来，快掌灯时，
又有五六骑从大梁上飞奔而来。我和藏布罕米
姆赶紧开门迎接，那些牧民从怀里掏出酒瓶，呼
啦一下围上来，就要给我敬酒。我说，刚做了手
术，不能喝酒。牧民们听说我刚开了刀，这才收
回伸到我嘴边的酒瓶，痛快地说：“孙国光，祝你
身体早日康复，我们不给你喝酒了，不给你喝酒
了！”牧民们将我拥进土屋。上了土炕，大家再
次举起酒瓶，放开喉咙边喝边唱。《祝酒歌》《送
亲歌》《鄂托克西边》，一首首脍炙人口的鄂尔多
斯经典民歌如开闸之水奔腾而出。顿时，蒙古
族风味全涌出来了，红火极了！牧民们说：“孙
国光，你听毛主席的话，同我们一起过年，我们
实在高兴！”他们又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一定
要到我们家去，不去，我们有马子，追也要把你
追回来！”我连声说：“去，去，都上门给你们拜
年！”牧民们顿时乐开了。这时，一位牧民清了
清嗓子，起了一个头，顿时满屋的人都用蒙古语
和汉语唱起了毛主席语录歌——《我们共产党
人好比种子》。是啊，我们是一粒种子，党把我
们撒在草原上，就要同草原人民结合在一起，在
草原生根、开花。

1976年，我的孪生子孙鲲、孙鹏在苏米图公社呱
呱坠地了。欣喜的同时不免多了一些愁肠——愁的
是家中缺米少粮，产妇缺乏营养，没有奶水。孪
生娃娃的哭声哟，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厉
害，在宁静的草原上传得很远很远，谁听了都揪
心。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际，米德格玛揭开我
家那块用破棉胎缝制的厚门帘，笑吟吟地走进
了我们的土屋。见米德格玛双脸颊冻得红通通
的，我们连忙让出炕沿，请她靠近土炉暖暖身
子。米德格玛笑而不语地走近炉旁，呵气，搓
手，扑打掉身上的寒气，继而脱掉鞋子，径直上
了土炕。她盘腿一坐，朝哭成一团的孙鲲、孙鹏
伸出双臂连声说：“来，来，双子，快来姨姨这里
吃奶！”“宝劳贵，宝劳贵”，我们很是过意不去：

“你的女儿斯琴也需喂奶呀。”“哈马贵，哈马
贵，”米德格玛坦然地笑了。“斯琴比双子大四个
月，可喂小米糊糊。”“哈马贵，哈马贵。”米德格
玛仍是那句话，情真意切地笑道：“额吉常说，手
心手背都是肉哇。”说着，硬是一手一个搂起孙
鲲、孙鹏喂起奶来。

孙国光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述着当年插队
落户时的点点滴滴，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牧区
生活劳动是多么不容易的历练，他从稚嫩的南
方都市中学生通过牧区劳作、马背生活成长为
一名当地牧人特别敬佩的旗里干部；他和妻子
来草原不是命里注定的，但他的努力奋斗是命
里追求的，正因为这样，他的孙鲲、孙鹏命里才
有米德格玛阿妈奶水哺育的历史经过。

情系草原

同孙国光一起工作交往多年的鄂尔多斯学
研究会老专家、鄂尔多斯市委党校原教育长姚
鸿启教授对课题组成员说，孙国光插队牧区时，
白天汗洒草原，晚上在牧民家如豆的油灯下，又
将真实的感受写成新闻稿，刊登在报刊上，带着
草原泥土的芬芳，带着马背生活的激情。孙国
光以生气勃发的文笔，“讴歌鄂尔多斯”“唱响鄂
尔多斯”，这是他的夙愿，也是他的生命之约。
1988年，他调回江苏商业管理干部学院办公室

工作，1991 年调到南京市玄武区税务局工作。
其间，我们多次通过电话或信件交流。他说梦
境中，他经常在鄂托克草原上骑马驰骋，时不时
和牧民们喝茶唱歌。

课题组成员在南京专访孙国光时，他总是
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说着说着就会情不自禁
地哽咽起来，有时还会低声啜泣。他对我们说，
他 20岁时怀揣着一腔热情来到鄂尔多斯草原；
40岁时带着爱人孩子依依不舍泪别第二故乡；
60岁时老少三代人再返魂牵梦绕的鄂尔多斯草
原。映入孩子和孙子们眼前的一切都是好奇和
稀罕，可他们夫妻俩心中却像放电影一样，闪过
的都是几十年前的一幕一幕生活生产场景。

1976年孪生子孙鲲孙鹏出生，大约10月后，
开始送到孟克珠拉家，请孟克珠拉大姐帮忙照
看。大姐一家人十分喜欢这对双胞胎，他们爱
称“对儿娃娃”，他们一家人总是一手牵一个，将

“对儿娃娃”搂在怀里，左亲亲、右亲亲，十分地
满足和快慰。孟克珠拉大姐心地善良，每天除
照看“对儿娃娃”，还要料理家务、烧茶做饭、背
沙蒿、炒炒米，忙里忙外，不知疲倦，但再忙，她
都要看看“对儿娃娃”，到底在哪里，是在炕上玩
呢，还是在沙上滚呢？千万不能往井口那边爬，
那边危险。有一次，孟克珠拉大姐突然发现“对
儿娃娃”不见了，家中没有，沙坡上没有，水井旁
也没有踪迹。她顿时吓得六神无主，脸色苍白，
到处打听后才知道“对儿娃娃”被邮电局的信使
骑摩托车带到公社家属房去了。后来，我调到
伊克昭盟盟委党校，不久爱人带着“对儿娃娃”
也搬到了东胜，其间，孟克珠拉大姐多次到东胜
与我们一家团聚，她总是念叨照看“对儿娃娃”
那段前景。

2014 年夏天，是我们全家永远难忘的一个
夏天，老少三代八口人回鄂尔多斯草原省亲，在
米德格玛一大家举行的盛大蒙餐宴会上，我激
动万分地说，今天咱们汉蒙两大家人欢聚一堂，
这是南北交往的缘分，主宾同乐、汉蒙同欢、老
少同喜，祝福我们大家吉祥如意，祝福草原幸福
安康，祝福祖国欣欣向荣。欢快的音乐声中，蒙
古语歌曲抒发着每个人的美好祝愿，现代舞蹈
中跳出年轻人的时代步伐，那情、那景、那韵味，
令所有在场人激情澎湃、手舞足蹈、跃跃欲试、
不能自已，情不自禁一起加入歌舞之中。歌声
中，我们彼此之间的情谊凝聚得更加深刻了；彼
此之间的心情贴得更加紧密了；歌声中，我们相
互赠送了心爱的礼物；歌声中，我们诚邀米德格
玛一家再来南京串串亲家，俗话说得好，邻居越
走越近，朋友越走越亲。

古稀之年的孙老如竹筒倒豆子一样告诉我
们他及家人与草原的深情厚谊。当我们问到那
些年里，他的努力获得过什么样的褒奖和好评
时，他告诉我们，曾荣获过伊克昭盟“民族团结
积极分子”“优秀共产党员”等光荣称号。当我
们问他如何概括“草原情深”时，他说，荒凉寒冷
闭塞的现状改变了南京知青对草原的简单认
识，憨厚开放包容的草原牧人影响了南京知青
对人生观的重塑，正因为这样，半个多世纪以
来，南京知青与草原牧人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故事跌宕起伏、波澜壮阔。

书写草原

在校学习期间，孙国光就是一位品学兼优的
好学生，且爱好写作。在苏米图插队劳动及其他
不同岗位工作期间，他的作品如雪片一样飞向各
地的报刊。1975年9月，他写的通讯《不爱红装爱
武装——查布公社武装基干民兵军训记》《治沙
愚公沙木腾》先后发表于《鄂尔多斯报》，后经新
华社记者修改，发表于《人民日报》。再如1978年
6月13日《鄂尔多斯报》刊发他撰写的《理直气壮
抓整顿，拨乱反正面貌新——马什亥大队后进变
先进的事迹》；1979年7月10日《鄂尔多斯报》刊
发他撰写的《千里草原气象新》；1980 年 1 月 12
日《鄂尔多斯报》刊发他写的通讯《牧民“三
笑”》；2008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情系鄂尔
多斯》一书中，他撰写的《草原的儿子——深切
怀念几位长眠草原的知青》被录入；2011年第一
期《大方》杂志上刊发他的作品《鸿雁——献给
故友李其正》，2012年2月12日《鄂尔多斯》月刊
刊发他的《一切为了草原的兴旺——记三位南
京知青女教师》；2017年第12期《中国之窗》杂志
上刊发他的《让“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记

鄂尔多斯集团执行董事、原南京支边伊克昭盟
知青张志》……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往情深，一路硕
果。50 多年来，孙国光在《人民日报》《中国之
窗》《中国税务报》《内蒙古日报》《鄂尔多斯日
报》《新华日报》《南京日报》等 40多家报刊发稿
500余篇，其中，480多篇与南京知青在鄂尔多斯
草原有着明确关联。

2008 年，孙国光退休前后，连续出版了《情
满鄂尔多斯》《水乳交融的大草原》《举家省亲
大草原》《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等 10部书、220余
万字，全部是书写南京知青在草原的故事；他
还主编出版了《孙国光杯·全国文学艺术作品
大赛获奖作品选》，一往情深地讴歌鄂尔多斯
蒙汉各族人民的大团结。2014年，孙国光创作
的电影文学剧本《赤子之歌》刊载于《大方》杂
志；电影文学剧本《白龙马》在河南商丘召开的

“中国作家世纪论坛 2007 年会”上被评为一等
奖；同年，荣获中国文化艺术研究会、魅力中华
杂志社等单位举办的“和谐文化·2007 年度影
响力人物大型活动”全国性作品评比特等奖。
时至今日，他有 24篇作品在全国优秀作品评比
中获奖。

孙国光在南京知青插队鄂尔多斯草原52周
年前夕，继续撰写讴歌南京知青在草原与草原
牧人交往交流交融的文章，他书写的人物有吴
家铎、吴宁川、程利南、张志、王强……

吴家铎扎根鄂托克旗巴音布拉格牧业大队
13年，他担任大队长7年间带领乡亲们齐心协力
将一个风狂沙大、交通闭塞的贫瘠沙原建设成
为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牧区，连年被评为内
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多次荣
获国家、自治区、市（盟）的表彰。

吴宁川高举乌兰牧骑队旗，坚持“到人民中

间去”，以蓝天为幕布，以大地为舞台，跋山涉
水，送歌送舞 20年，下基层演出不下 3000场，坚
持一年中有 8个月为农牧民演出，喜获“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程利南看到牧民产妇因条件简陋生孩子十
分痛苦时，立志要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后不懈
努力，被评为上海医科大学妇产科学科带头人，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任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国
际避孕研究理事会理事。

张志巾帼不让须眉，献身中国山羊绒事业，
以“立民族志气，创世界名牌”为己任，孜孜追求

“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的远大目标，从“放羊
女”“选毛工”到纺织大学优秀毕业生，从车间主
任到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再到中国羊绒界首席
技术掌门人。

王强扎根草原 57载，始终坚守在北疆草原
上，一心向党、情系家乡、牵手两地，倾心倾力倾
情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他更犹如一匹顽
强的蒙古马，以精神铸魂、以实干担当，在完成
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
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的伟大实践中奋
勇前行，成为南京知青在草原的楷模。

曾经在鄂托克旗新召插队的南京老知青、
原包头市政协副主席王金陵看过孙国光的文章
后感叹道：“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鄂尔多斯人民
还惦记着咱们，在新闻媒体刊登播放，非常有意
义，是咱们这一代知青的光荣。”

曾经插队江南农村的老知青周石海读报后
大为感触：“文章通过南京知青插队鄂尔多斯草
原经历的描写，表现出蒙古族人民豪爽、无私和
善良，也表现出知青们顽强拼搏和勇于进取的
精神。同时展现出蒙汉人民之间水乳交融，情
真意切的感人画面，生动地见证了蒙汉民族之
间的深厚的情谊。”

孙国光的鄂尔多斯情愫

速读

■■20252025年年22月月2727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责任编辑 奇海林 甘宜汴 王春霞 何明亮 ■美编 徐 佳

究研
会会学学 77

版■值班主任 刘 悦

■2月19日上午，以“社科赋能乡村
振兴，助力北疆文化建设提升行动”为主
题的 2025年全区第一季社会科学普及
集中活动启动仪式暨主题报告会，在呼
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举行。鄂尔多斯学
研究会组织常务理事在线上集中观看启
动仪式暨主题报告会。

■2月19日上午，鄂尔多斯学研究
会会长奇海林在鄂尔多斯市委宣传
部、市委理论讲师团制作推出“理响暖

城——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线上微课
堂”，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2月24日上午，全市民委主任会
议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在康巴什
召开。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会长奇海林、
常务副会长王春霞应邀参加会议。

■2月25日，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与
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组织
召开暖城考古与鄂尔多斯学座谈会。

（学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