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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报春花

一朵熠熠闪光的火焰
是少女的红唇，吐出
草原景观。我醉了
我身上旋转着红黄紫绿的花环
冰雪，孕育出活力四射的春天

鹅黄还未高过鞋底
沙柳枝条比骑手的马鞭柔软
向阳坡一朵小花在招手
挡住风的脚步
悄悄把醇香洒向天边

天，与草原接壤
地，辽阔不过月光
追赶小草的青扬翠柳
丝毫不敢怠慢，不怕失去身高
只怕追赶不上清香的烂漫

朝霞快速升温
或远，或近，好像与大地捉迷藏
巨大的火球一脚蹬碎迷雾
金光画出数不清的弧线
羊儿叫，马儿欢，小蝴蝶翩翩起舞
一朵花儿感动了大自然

准格尔山曲儿

山歌的曲调
就是山水的模样
山调山弯起伏在沟峁山梁
破开红色岩石蹦出震彻长空的音符
舞动山泉叮当，催促鸟语花香

一嗓子山歌
喊出了桃红柳绿梨花白
节律敲响锄头镰刀拉着四季轮回
打柴汉子的汗水在岩畔上滚动
牧羊鞭惊醒一条孤寂的荒山梁

那悠长的曲调
揽住万丛山峦，把小路拉向远方
送亲队伍的泪滴滚动着欣喜与忧伤
马蹄从时光下慢慢溜过
远方篝火升腾，烟花助阵
歌声从银碗里升起，漫过绵长的哈达
足以泛滥天空

穿越时空的山曲儿
一条古老长河，隔世流淌
长途跋涉定居准格尔，汇成海洋
新词新调翠绿如茵长满山梁
一串一串的山杏添满沟壑

歌声闪烁着爱情的火花
一对一对情人隔着大山对唱
爱的显影，大美的释放
富裕祥和的笑容搬来太阳
送走月亮，准格尔的山曲哟
在铁轨上飞翔

一只鸟占据了天空

两条腿像拉直的弓
“嗖”的一声发出一支箭
占据了天空，翅膀搏击长风
剪碎愁云，撒下一路
雪白的温润

高飞没有欲望
低飞不怀贪念
昂首向前，极目楚天的风流
低首俯瞰，清点树木、村庄、山川
它把什么都看得很淡，很淡

不怕风雪阻拦，使劲地飞
翅膀划过疆域，是自己打下的江山
但从未做标记，更不画疆界
完美的飞翔只为轻松自己
羽翼下那洋洋洒洒的飞花
送给草原

公交车

拉一轮朝阳
从不抱怨超负荷
拉一轮明月
车轮碾碎一路灯光
驾驶员的目光随时与站牌对接
化解焦急，为拥挤的马路
留一片空阔

马达循环播放欢乐
大爷大娘抬手遮阳举目瞭望
司机敞开心扉，一字长龙的笑声
走进宽广胸膛
不同的口语、不同的音色
翻越昨天的历史，憧憬明天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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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彩霞

正是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与隐隐的雾霭汇合交融，村
庄的轮廓模糊成晕染过的水彩画。我们的车子行驶在乡间
平坦的柏油路上，一种从未有过的放松和愉悦感，从我心底
喷薄而出。那些平日里工作中的许多无奈和人情的冷漠一
下子烟消云散，心情无比美妙。

我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睁大眼睛，贪婪地看着车窗
外面的村庄。虽然冬已深，映入眼帘的依然是一幅静谧典
雅的乡村图景：鸟儿轻盈地飞翔，时而高歌，时而低语，悠
闲自由；远处零星几户人家的烟囱里，冒出的炊烟悠然地
飘向高高的天空和白云融到了一起，仿佛要挽住夕阳的浅
笑；干净整洁的村道、造型新颖的小院房屋、现代的养殖大
棚、紧紧相连的蔬菜大棚，鳞次栉比；一村一景，古色古香
的圆木围栏里，隔一段都有一个小公园，或是一个小型健
身广场，里面设置了健身器材、休闲长椅……每次走近老
家都有一种冲动：退休后，卖掉城里的房子，在这里建个工
作室，远离城市的喧嚣，安安静静地写作，累了在田野里散
散步，到园子里侍弄一会儿瓜果蔬菜；看日出日落，赏月望
星空，览山野四时美景……

推开院门的刹那，月色仿若一位悄然而至的访客，也随
我一同迈进了院子。橘黄的灯光下，七十多岁的母亲早已
为我们备好了饭菜。腾腾的水汽裹挟着熟悉而又令人馋涎
的饭香，氤氲了整个屋子。母亲欢喜地接过我们带回来的
大包小包东西，嘱咐我们洗洗手就开饭。我和弟弟褪去棉
袄，洗完手，扶着父亲一起围坐在圆桌边吃饭。久违的拼三
鲜、难以忘怀的凉拌油泼咸菜丝，还有萝卜馅蒸饺，更让人
流口水……我们吃着饭、聊着家常。母亲诉说着村里的变
化：大部分人家的地都承包给合作社和农业公司；张家的二
儿子辞掉了城里的工作，开了畜牧业公司；李家女婿推销一
种新型的取暖设备，村里好多人家都安装上了太阳能光伏
板，只要接上这种取暖设备，家里就暖了，又干净又暖和。

母亲还感叹地说，庄稼人以后再也不用烧柴火了。
听着母亲的话，我的思绪回到儿时那个炊烟袅袅的

村庄。
那时候，村里住满了人家，整个村庄是一幅未经雕琢的

自然画卷。清晨人们在鸡鸣狗吠声中苏醒，袅袅炊烟从家
家户户的烟囱中升腾而起。主妇们在简陋的厨房里忙碌起
来，柴火在灶膛里噼啪地燃烧着，锅碗瓢盆乒乒乓乓地碰撞
着，屋子里水汽弥漫，烟雾缭绕。

田野里，男人们扛着农具，迎着朝阳走向那片充满希望
的土地。他们弯着腰，精心侍弄庄稼，汗水洒落在熟悉的土
地里。我们一帮小孩子也会在田间地头帮忙，春种时看水
畦，夏锄时给劳作的大人送水、秋收时捡拾遗落的谷穗。虽
然劳累，却也充满了乐趣。

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土路，晴天时尘土飞扬，雨天则变得
泥泞不堪。小孩子们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个子小，只能在
大杠下面用力蹬着，清脆的车铃声在乡村的小道上回荡。

傍晚时分，大人们扛着农具归来了。我背着书包，跟
随着一群暮归的羊群回村。牧羊人的吆喝声像是一首古
老的歌谣，在空中回荡。我远远地望见我家门口那棵老榆
树的树梢间，袅袅炊烟在青瓦屋顶升起，随风飞扬、缥缈，
有着一种悠然的美丽与风情。小小的我竟然有种置身仙
境的自在感……那淡淡的炊烟仿佛是一种无声的召唤。
我的内心深处会瞬间涌起无限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于是便
欢呼着、跳跃着、蹦蹦跶跶地朝着家的方向飞奔。空气里
飘荡着炒菜炝锅的香味。回家看到那大铝锅里热腾腾的
南瓜小米粥，大铁锅里白菜炖粉条，这便是我们家的晚
饭。吃着热乎乎的饭菜，喝碗热腾腾的粥，那是一种多么
熨帖和温暖的感觉啊！

那时候与炊烟为伴的大都是母亲，家里的一日三餐都
是她操劳，八九岁的我已经能做许多事情了：照看弟弟、喂
鸡、喂猪、拔猪草、扫地、倒垃圾，母亲做饭时，我先将灶膛里
的草灰掏出来装在簸箕倒进猪圈里，回来时顺带着抱回一

大捆柴火。母亲生火的间隙，我就刷锅、往锅里添水。待水
烧开了，我就飞快地给母亲铺笼布，等母亲把馒头放锅里盖
上锅盖。我就专心地往灶膛里添柴火，开心地给母亲讲学
校里发生的趣事。然后我和弟弟就跑到院里，看着炊烟从
黄泥土块垒砌的烟囱里冒出，在湛蓝的天空里盘旋。没有
风，世界寂静，那些柴烟成柱状，直直地一束，向着高空升
腾，一直升到高高的天空，这才慢慢地散了、淡了、化作絮
状，和高处的白云融到了一起。我仰头痴望着那些白烟产
生许多联想：它们最后究竟去了哪里？化作清风还是白
云？高空那么高，它们越走越远，心里会不会留恋最初出发
的地方？特别渴望长大后像炊烟一样自由地飘向远方……

晚饭后，母亲并不在意是否关好家门，便拉着我去邻居
大婶家串门。大婶一家围坐在火炉旁，昏黄的煤油灯在黑
暗中摇曳着，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女人们一边飞针
走线地做着针线活，一边唠着张家长李家短的琐事。千层
底在她们的手中欢快地舞动着，灯花上那一缕缭绕的黑烟，
仿佛也乐意配合着这温馨的氛围。邻居大婶有时会端来一
簸箕炒瓜子或者炒花生让我们解馋。记忆中最难忘的是大
婶炒制的一种混合米，麻籽、燕麦用盐水浸泡后，再与炒熟
的糜子、高粱米混合搅拌……吃在嘴里，香得人舍不得下
咽。但大多数时候，邻居家并不会拿出这么美味的炒货招
待我们。所以，我没待一会儿就吵着要回家。乡村的夜晚
静谧而安然。几声犬吠划破夜空，羊羔偶尔的“咩咩”声在
寂静的夜里回荡，也许是饿了、也许想起白天发生的什么。

多年来，这些场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不断重现。月亮
像是被那若即若离的炊烟轻轻托举着，缓缓升高，最终被几
朵白云温柔地揽入怀中。月光像是涓涓细流，从那几朵白
云间缓缓流下，它流过屋脊淌过屋后的田野，越过那口幽深
而神秘的老井，静静地淌过我的整个童年。

夜已经很深，父母早已睡觉了，我独自走到院子中，努
力追寻着那份远去的记忆，记忆里那袅袅的炊烟，从心中升
起，弥漫开来，慰藉着我依然纯净朴实的心灵。

□雒伟

春到人间，草木皆知。
在城市乡间，在山野田畔，草木是最早知晓这一喜讯的

生灵。东风送暖，大地初绿，春水初生，春林初盛，草木看上
去朴朴素素，却又纯净惹眼。初春之景，真叫人欣喜欢愉。

冰雪消融，溪水潺潺，草芽破土而出；飞鸟吟唱，远山青
青，花蕾爆满枝头。在生命的律动中，它们感知春天，也最
懂得春天，那些律动或急切、或欢快、或蓬勃。春风拂面，温
暖轻柔，每一缕风都飘拂着绿意。一个春意盎然、鸟语花香
的季节，正向我们走来，招手致意，一切欣欣然。

春天，一下子热闹了！
“覆阑纤弱绿条长，带雪冲寒折嫩黄。”花为草木之灵，

迎春花素有“报春使者”的雅称。小区的墙角边，迎春花率
先绽放，迎接春天的到来。细长的枝条，柔软泛绿，从墙角

蔓延而出，又相互交织缠绕。一朵又一朵鲜黄色的小花，密
密麻麻地坐满了枝头，宛如镶嵌其枝，精致极了。近端详，
那金黄的花瓣，薄如蝉翼；嫩黄色的花蕊，涂满了细腻的花
粉；绿色的花萼，紧紧地托举着花瓣，生怕娇嫩的花朵有什
么闪失。满目尽是花，绿叶丝毫没有显露，果真是先花后
叶。远远望去，那一抹抹金黄，像是被阳光揉碎了洒落在人
间，显眼而又温暖。和煦的风轻轻拂过，迎春花微微颤动，
一股淡雅清新的花香，萦绕在空气中，让人闻之如沐春风。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每当春天来临，
村里那一块一块的油菜花田，便成了这春日里最明媚的景
致。花浪滚滚生香，与湛蓝的天空相映成趣，清甜的花香扑
鼻而来，更令人沉醉。这些在此嬉闹玩耍的孩童，我已叫不
全他们的名字，欢闹声令我羡慕不已。

那时候，我也喜欢在油菜花地里追蜜蜂、抓蝴蝶，爷爷
奶奶紧跟在我身后，伸开胳膊防护着我，害怕我一不小心踩

折了、压断了油菜。那些笑声、叮咛声在花丛间久久回荡，
如今想起，依旧让人心生宁静与喜悦。

不远处的田地里，大片大片的麦苗开始返青，看上去绿
油油的，长势喜人。我走在田埂上，刻意地使鼻翼翕动，那
些混合着泥土的芬芳和麦苗独有的青涩味道，丝丝缕缕钻
进了鼻孔。村里人已开始给自家的麦田追肥，三叔把铁锹
高高抡起，肥料被抛出了弧线，随后均匀地飘落在每一株麦
苗身旁。三叔的眼神里满是期待，期待着盛夏时节，结出颗
颗饱满的麦穗，又是一个好年景。

向阳的坡地上，原本枯黄的草丛已遍绿，嫂子和几个勤快
的妇女正在寻找春味。她们手脚麻利地拨开周围的杂草，小心
翼翼地把一株株荠菜连根剜出，抖落掉根部的泥土，放进篮子
或头巾里，动作娴熟自然。回到家中，这些鲜嫩的荠菜被洗净、
焯水，或凉拌、或清炒、或做馅，全凭喜好随意搭配。烟火里，一
家人品尝着春天的第一口新鲜，竟是如此美味。

□越静

从前的北方人家住的都是炕，一面炕上，晚
上家人一溜睡开，又亲又暖和。

炕和做饭的灶台相连。灶台是留着两道烟
洞的，天热的时候用直洞，炕上不会热；天冷了
用炕洞，炕上热热乎乎。所以“滚锅头”便是极
为重要的位置，把客人让到“滚锅头”，便是极大
的重视和尊重。

因为炕是砖和黏土砌的，得用光滑的石头
一点点打压得十分平整，而一面炕是最能看出
这家人的生活状态的。

有的人家，炕做得粗糙，平时也不甚品对讲
究，炕上就比较凌乱，灰尘沙子到处都是，甚至
还有调皮的孩子给捣下的坑坑洼洼，这一看就

是邋遢人家了；有的人家则比较讲究，炕打得平平整整，还把
红泥红油和在一起打做炕面，炕面泛着红色且油光锃亮，再
用布抹得干干净净，不让炕上有尘土，清清爽爽的，一看就是
勤拾人家。

炕上铺得也很不同。有光炕什么也不铺的、有直接铺一
条羊毛毡的、有铺一块褥子甚至席子、麻袋的等等。讲究的
人家便会铺一块油布。油布是很珍贵的物品，象征着这户人
家良好的家境，但是一块油布得来却是很不容易的。

那时候，成品油布是极珍贵而难得的东西。大多数想置
办一块油布的人家，就会请一个手艺人住到家里来制作一块
油布，这个手艺人就是油匠。

油匠多操着一口外地口音，他们的手艺是不外传的，带
着很多的桶桶罐罐，装着做油布所需要的各种油料、颜料。
主人家提前准备好的白布被油匠按照制作程序处理几天后，
就可以上油了，据说早以前用的是桐油，后因桐油的难得和
昂贵，就用油漆打底了。

一遍遍处理工序过后，油布的底就出来了。油布厚实且
有韧性，多为绿色的底子，于是，工艺来了：要在画布上画图
了。油布图案多为孔雀牡丹或荷花鲤鱼，这是最吸引孩子们
眼球的时候了，围在油匠身边，看着油匠蘸上颜料、抖动画笔，
一朵花便跃然布上，惊呼声此起彼伏。真是星星眼亮晶晶，钦
佩得张大嘴都合不回去了，恨不能跟着师傅去学艺了。

而油匠就在孩子们众星捧月的围簇下完成了画作，开始
在上面罩油。或用桐油罩面，或用麻油加清漆调制后罩面，
反复几次，再晾干，一块油布便制成了。把崭新的油布铺在
炕上，顿时满家亮堂喜气，格调就上去了。更讲究的人家还
会请油匠绘炕围子，距炕面至二三尺高处画上一幅幅花鸟图
或人物故事，更是惊叹和满足不已。

油布完成后，要给油匠吃一顿好的，感谢油匠也是庆贺自家，
十几二十块钱给出去，主家虽然是心疼，但也十分骄傲——置办
了一个大件呢！

铺在炕上的油布成了这家幸福生活的标志和骄傲，主人
细心的呵护和擦拭让这油布总是干净鲜亮。我的姥娘极为干
净，炕上的油布总是干干净净的没一点灰尘，盘坐在炕锅头的
垫子上面。灰蓝的斜大襟褂子一点污渍也没有，总是温温和
和地笑着，从不多言。仿佛从我小的时候就是那样一个瘦瘦
小小的老太太，直到我长大了还是那让我安心的样子。

油布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踪迹了。我闭上眼睛，还能看
到我的姥娘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

□晋铭

我的家乡海拉尔，是一座枕水而居的小城。它宛如
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怀抱中，被
伊敏河与海拉尔河温柔地环绕，展现出小城枕水向美的
独特魅力。

小城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早在新石器时代，海拉
尔河两岸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被史学家誉为哈克遗
址升起了“远古文明的星光”。奔流不息的海拉尔河见
证了众多民族的荣辱兴衰……岁月流转，史海钩沉。如
今，漫步在海拉尔街头，古城建筑、中东铁路遗迹、和平
公园雕塑、城外断桥……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交相辉
映，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过去与未来。

海拉尔的春天是温柔的。当冰雪开始消融，大地渐
渐苏醒，伊敏河畔的草地上，毛骨朵花、蒲公英、野韭菜
开始萌芽，宣告着春天的到来。微风拂过，河岸边的红
毛柳抽出淡绿色的绒苞，粉红色的杜鹃花、紫丁香短短
几日就完成了生命竞相绽放的热烈，让两岸春色蔓延，
花香满城。

夏天，是海拉尔最美的季节，这里不仅是全国最佳
的避暑胜地，也是万物在无霜期竞相绽放生命的时
刻。早晚适宜的温差气候，令小城阳光温和、微风着
意。伊敏河水清澈见底，鱼儿嬉戏，湛蓝的天空白云几
朵，燕鸥翱翔。人们在河边、树荫下漫步乘凉，享受大
自然的恩赐。夜晚，河畔的蒙古包里传来悠扬的马头
琴声，伴随着草原上的蛙鸣和虫吟，构成了一首美妙的
自然交响乐。

秋天的海拉尔是绚丽多彩的，树叶渐渐变黄，伊敏

河也变得宁静而深沉。河岸边的白桦林，树叶在阳光的
映照下，如同金色的火焰，燃烧着整个秋天。此时的海
拉尔仿佛是一位身着盛装的少女，美丽而动人。人们漫
步在落叶铺就的小径上，感受着秋天的宁静与美好。

当第一场雪花悄悄飘落，小城瞬间变得银装素裹。
原本奔腾不息的河流此刻也安静了下来，大地仿佛进入
了冬眠。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停止了活动，相反，这
正是人们尽情享受冰雪乐趣的好时机！各式各样的皮
草羽绒，宛若花蕾般在雪花里绽放，各式各样的雪雕冰
雕作品出现在街头巷尾。虽然这里的冬季漫长而寒冷，
但冰雪却赋予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体验。

2025 年，伊敏河上迎来了第十一届全国大众冰雪
节，几公里蜿蜒的河面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冰雪乐
园。冰雕雪塑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仿佛是一个
个梦幻的童话世界。人们在这里滑冰、滑雪、玩雪橇，尽
情享受冰雪带来的乐趣。感受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
温克等众多民族的文化习俗，同时，人们在漫天飘舞的
雪花中，还在舌尖上品尝着丰富传统、热气腾腾的美食，
这些以冰雪为主题的群众活动，不仅展示了小城各族人
民的热情好客，也让来自全国的游客相聚于此，共同载
歌载舞，将热情与活力注满这座冰雪小城。

如今，小城更是枕水向美，它在自然的美景里不断
融合进人文的色彩，形成了一处处风景秀丽的网红打卡
之地，心灵栖息之地。在四季的更迭中，人们无论是穿
梭于古城小巷还是驻足于河畔栈道，都能感受到那份远
离尘嚣的平静与自由。在这里，时间似乎变得缓慢而悠
长，足以让每一个来访者放慢脚步，细细品味生活的每
一刻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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