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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
“玉玲，端午节包粽子比赛你去

不？”邻居芬站在大门口喊。
“ 在哪儿？”玉玲放下手中活计，问
芬。

“村里。不少人呢。你包那么
好，快去吧。”芬撺掇。

“那，要不去试试？”玉玲迟疑着。
“那就走呗。”芬催促玉玲。
村委会活动室里，老老少少来了

好多人，长条桌上的盆里粽叶、糯米、
大枣、葡萄干儿一应俱全。玉玲看到
墙上挂着“欢乐一家亲包粽子比赛”
的条幅，见婆婆也站在参赛队伍里，
就低下了头，她不想跟婆婆说话。原
因是去年栽树苗，玉玲报了名，可是
三岁的儿子没人看，她就送到村东头
婆婆那儿，想让婆婆给看几天。

可是婆婆抱着小叔子的孩子正
要出门，说是大姑姐出差，她要领着
小的给大姑姐家上学的丫头去做饭。

玉玲恼了，大姑姐和小叔子地位
高是咋的，就给他们看，不给我们看，
得得得，不给看，不用你照样去栽
树。玉玲一恼气把孩子送回了娘家。

从此，婆婆过来看孙子，玉玲也
带搭不理的。

包粽子比赛开始了，主持人说完
了比赛规则，玉玲就后悔来了，比赛
以家庭为单位，两人一组，玉玲没得
选择，就得和婆婆一组。

玉玲想走，被芬拉住了，她催促
玉玲赶紧准备。这时候，婆婆已经捋
好了粽叶。

随着一声“开始！”大家都忙活了
起来，玉玲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手有点儿抖，用马莲叶子系扣时，总
也系不上。别人已经包两个了，玉玲
心里暗骂自己。

“丫头，别着急，妈看看？”婆婆拿
起了玉玲包半截儿的粽子，“就这样
挽个扣儿，穿进去，一拽就系上了。”
婆媳俩盆里的粽子小山儿一样增高
起来。

感 恩
老徐坐在热炕头上，新建的房屋

视线特别好，他望着窗外的黄沙不觉
打了个冷战，往常刮风下雨他从来不
害怕，但是现在风稍微大点儿，就禁
不住想起夏天的那场龙卷风……

那天下午4点钟，天瞬间黑得伸
手不见五指，紧接着核桃大的雹子就
掉了下来，老徐光着脚儿跳下地赶紧
念叨：老天爷，下好雨！话音未落，就
听见像有几十号人拼命吹口哨那么
一种尖厉的声音,电灯突然暗了，只
有一丁点儿红光，“嗷”的一声，老徐
家的房盖儿和风挡坐窝让风端走了，
那场怪风毁了整个村庄，夺走了他们
村三个人的生命，最让老徐难忘的
是，那天晚上当所有人徒手挖出 41
岁燕子的尸体后，老徐哆嗦地牙巴骨
打颤，当看见老李头儿盖着被子躺在
地上，他拽过被子一角盖在身上，旁
边有人触他，他怔愣了半天，才发觉
老人已经死去。事后，村里的人跟他
开玩笑说，这家伙你胆儿真大，还敢
跟死人抢被子，老徐说当时穿个半
袖，焗着末膝深的泥水，浑身湿透，救
人找人，连冻带吓的，心都聚成一个
个儿了，一心只想找个东西取暖。要
不是镇、村干部及时赶到，死的就不
只是三个人了。

老徐赶紧下地，他想叫镇包村干
部小王吃点儿饭，风灾那天晚上，小
伙子也只穿着个半袖，弄得跟个泥人
似的，还有就是在整个村庄重建的过
程中，啥心都操，小伙子瘦了十来
斤。正好让老党员李景良也过来吃，
老人家是风灾过后第一个跑出来救
人的，连受伤的老伴儿都没顾上管。

老徐抓了把粮食，叫来风灾逃生
的几只鸡，对，就炖那只芦花大公鸡。

中秋节
“丫头，把头两天你哥给俺俩买

的甲鱼从冰柜里拿出来！”老歪叔龇

牙咧嘴地说完就闭上嘴，没力气多说
一个字。

二丫遵照娘的嘱咐拉着菜和啤
酒进了娘家门，还没站脚跟，爹就开
始分派。

“ 哥说那甲鱼可贵了，说给娘你俩
补身子的。真拿出来给大伙儿吃？”

“嗯。”老歪眼也没睁。
八月秋收忙，老歪干活儿虎实，

一个没注意，让轮带绞去了两个手
指，都说十指连心，疼得他两宿炕上
蹦地下，地下窜炕上，直到没有一点
力气瘫在炕梢儿。

歪婶一边心疼老伴儿，一边惦记
撂了满地的庄稼个子，又是淘澄止疼
药，又是马不停蹄地往地里跑，怕大
伙儿都拉完地，牲口撒大眼儿，那一
地庄稼就要“招雹子”了。

十五下午，连干活慢半拍儿的大
憨都封场院门儿了。

歪婶背着歪叔干抹眼泪，她不敢
给开装载车的儿子打电话，儿子前两
天回来说，中秋节正好赶上值班，请
不起假来，所以提前回家看二老。歪
婶只能给头地的二丫头打电话求救。

“我俩刚拉完自家的，一会就到，连夜
儿给你往回拉！”歪婶听手机里二丫
头的声音和着呼呼的风声，心放到了
肚子里。

“哒哒……”自家场院里，怎么多
了五六辆装满庄稼的四轮子？

歪婶深一脚浅一脚朝场院跑去。
“歪婶，你看垛哪？我们再有一趟，就
全撸回来了。”队长德胜边松绞锥边
对傻了眼的歪婶说，“中秋节我们的
庄稼都进场了，咋也不能让你们过一
个提心吊胆的中秋节不是。”

晚上 10点，老歪家的院子里欢
声笑语，应歪婶邀请，全村十几家都
来品甲鱼汤，尝月饼。

天空那一轮明月分外圆。

中元节
“去年元月时/花市灯如昼/旧时

天气旧时忆/点点滴滴成追忆/忆当
时初相见/万般柔情都深重/但愿同
展鸳鸯锦/挽住时光不许动/情如火
何时灭/海誓山盟空对月……”一曲

《鸳鸯锦》把柳兰社区中元节晚会的
气氛渲染地异常浪漫。

郝梦和新宇为中元晚会的前奏
曲争论了好一阵子，新宇坚持用《明
月千里寄相思》，郝梦说《鸳鸯锦》这
歌儿，虽是元宵节的事儿，但有十五
的月亮且与会者耳熟能详，能给他们
带来好心情。为此郝梦还征求了参
与晚会联谊的民政和殡仪馆的领导。
看到前排就座的领导们如沐春风的
样子，新宇这个入赘的准女婿不得不
佩服郝梦了。

偶来人世值中元，不献玄都永日
闲。寂寂焚香在仙观，知师遥礼玉京
山……

新宇还未从沾沾自喜的情绪中
走出来，一群小学生身着古装，一板
一眼朗诵的中元古诗词大串烧一出
场，就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老年戏曲表演艺术团的经典曲
目《目莲救母》让台下的观众泪水涟
涟。

但观众席上领导们交头接耳的
情形，让忙前跑后的郝梦的心都提到
了嗓子眼儿。

“受领导委托，今天的中元节晚
会，有一个特殊的事项……”主持人
故意停顿了一下，把目光落在郝梦身
上，郝梦一哆嗦，下一个节目准备的
饱满的玉米道具险些滑落地上。

“有请县文联高主席！”主持人的声音
划破了明亮的夜空。

“这台晚会出人意料啊，一个返
乡创业的女大学生，把中元节传统的
文化元素融进了晚会而且新颖独特，
可喜可贺！县文联要给你颁一个‘中
元节晚会最佳策划奖’！明天到县文
联去拿证书。”

涟漪闪小说四篇

爱人去朋友家聚餐，带回来两把
蕨菜。我迫不及待地把蕨菜抓在手
里，放在鼻子底下，贪婪地嗅着，蕨菜
特有的芬芳馥郁到心底，我记忆的闸
门一下被打开……

我出生在一个特别美丽的小山
村，那里有一望无际的白桦林。白桦
林深处，向阳的地方，生长着一种叫蕨
菜的植物。这是天然的纯绿色食品，
营养丰富，很受当地人，甚至外地人青
睐。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采蕨菜
是特别宏伟壮观的景象。

蕨菜盛产期在端午节前后，各个
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挎着筐，扛着麻
袋，仨儿一群俩儿一伙穿梭于白桦林
之间。而马路上，马车、牛车、排成一
条长龙，浩浩荡荡地向白桦林推进。
有临近村子的，也有很远的地方的人，
更远的是来自邻省的车队。

几天时间，所有的沟岔上，都是各
种各样的小帐篷，远远望去，像绽放的
田野里的野花，五颜六色分外妖娆。
收蕨菜的小贩子，把大汽车停在路边，
巧舌如簧地招揽生意。幽静的白桦林
空前绝后的热闹起来了。

我那个时候十岁，赶上星期天不
上学，就跟着爸爸去采蕨菜。白桦林
很美，置身于林中的感觉，如临仙境一
般。为了能抢到新鲜的蕨菜，爸爸总
是在天刚蒙蒙亮时，领着我出门上
山。这个时候，山上云雾缭绕，空气清
新醉人，各种鸟鸣，在山谷里唱歌，数
不清的野花，在山野里跳舞，我的心
呀，变成了欢乐的海洋，经常被那如诗
如画的美景吸引，驻足观看，然后被爸
爸扔下，急的一边跑一边喊着爸爸，按
着他的声音追赶他。这大森林太大
了，真怕一转身，就把自己弄丢了。

爸爸从小到大，在山里放牛，伐

木。年年来山里采蕨菜，对哪里有好
蕨菜，轻车熟路。我跟着他每次都有
很大的收获，每年采来的蕨菜都是村
里最多的。爸爸不像其他人，边走边
采，而是领着我一阵快走，找到一个隐
蔽的小山沟。里面的草坪上开满了鲜
花，山坡上的白桦树特别密集，草特别
深 ，里 面 隐
藏着一棵棵
水灵灵的蕨
菜。我会分
辨蕨菜的质
量 ，一 尺 多
高的蕨菜，像一只手臂，五个手指抓在
一起的，是最鲜美的蕨菜，价格最高。
而长的细高。五个手指微微张开的，
就是稍微老了的蕨菜，勉强能卖出
去。手指都张开，像一把芭蕉扇一样
的蕨菜，就是被淘汰的废品了。

我把小筐拎着，猫着腰，使劲地采

着蕨菜，只听着”咔嚓喀嚓”采蕨菜的
声音。爸爸每回进山只带一条麻袋，
采满后就会扛着下山，去附近的小贩
那卖了，再返回山上。采蕨菜，小孩子
是有优势的，眼尖手快，所以爸爸总爱
带着我去。记得有一年，我和爸爸采
蕨菜挣了五百多块钱，爸爸为了奖励

我，给我买
了 一 件 红
色 小 领 衣
服，我还穿
着 照 了 相
片，一直留

在至今。
采蕨菜时，会有很多意外惊喜，有

时候会巧遇梅花鹿，虽然看见我们，会
像离弦之箭一样跑掉了，但那高高的
鹿角，还有它身上印着的梅花图案，总
是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中。有时候还
会捡到一只脱落的鹿角，这样的好运

气不多，鹿角特别珍贵，采几天蕨菜挣
的钱也比不过一只鹿角卖的钱多。

在采蕨菜的日子里，妈妈因为是
小学老师，没有时间去采蕨菜，她负责
把小贩不要的蕨菜，用开水焯一下，在
阳光下晒干，储存起来冬天吃。每次
爸爸，总是留下几大麻袋最好的蕨菜，
用大缸腌制起来，送亲友，或者冬天自
己吃。

我住的村子，属于高寒地带，就像
书里写的童话世界，这个地方只适合
种植小麦。冬天，妈妈用桦木把炕烧
得滚烫，蒸出一锅白花花的馒头，再用
五花肉炒一大盆蕨菜。屋外雪花飘
飘，屋里蕨菜飘香。我们一家人围在
桌旁，吃得是那样香甜。

后来，因为妈妈工作调动，我们搬
家，离开了故乡，再后来，我远嫁异
乡。对于故乡采蕨菜的记忆，总是有
意无意间被敲打出来。通过科普知

识，我才知道蕨菜又叫拳头菜、猫爪、
龙头菜，喜生于浅山区向阳的地块，
中国大部分地区均有。蕨菜口感清香
滑润，再拌以佐料，清凉爽口，是难得
的上乘酒菜，还可以炒着吃，加工成干
菜，做馅、腌渍成罐头等。它含有丰富
的蛋白质、纤维素、维生素和矿物质，
其中的黄酮类物质还有抗肿瘤、抗氧
化、抗自由基的作用。所以很受欢迎，
而且听老家的亲友告知，那片白桦林，
成了旅游景点，蕨菜已经出口很多国
家，我住的那个小山村，也成了远近闻
名的度假村，富甲一方。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不经意间，二
十几年就过去了，所有的记忆都随风
飘散了，唯有小时候采蕨菜，一家人在
一起吃蕨菜的温馨画面，随着岁月的
流逝，不但没有被时光的刀抹杀掉，反
而像一坛珍藏多年的陈年老酒，历久
弥香，越发清晰地浮现于眼前。

难 忘 蕨 菜 香
■ 沈 德 红

此行，去克什克腾赏秋。
我喜欢《天下最美》这首歌，唱出

人与自然的和谐，唱出克什克腾的美
韵，大青山巍峨矗立，贡格尔草原妩媚
多情，黄岗梁林海缎带一样覆盖，应昌
路鲁王城人文底蕴深厚，达里湖水汽
含烟，布满山脊的石阵……哦，如诗如
画的克什克腾，有如造物主精心雕琢
或艺术大师临摹涂抹的油画，秋色秋
韵，美轮美奂，古朴而神奇。早晨从赤
峰出发，一路阳光，抵达同兴镇时已是
午后，顾不得驱车劳顿，便一头闯进黄
岗梁色彩斑斓的山坳。走进黄岗梁，
就走进了克旗的金秋。之所以称之为
金秋，目及所触一派金黄，间或有红绿
色彩搭配，阳光是最好的美容师，万千
风景，彰显钟灵毓秀，大自然万种风情
画廊一样舒展，陶醉不在话下。

克什克腾旗全境旅游天下闻名，
九大景区棋布在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其中有两大著名景观黄岗梁森
林公园和阿斯哈图石林就坐落在同兴
镇，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氤氲缕缕温
馨，流淌着富庶同兴的清流，舒静而祥
和。

黄岗梁秋色向来是摄影家的向
往，而文人更关注的是她的媚韵。横
亘在克什克腾旗东北部的黄岗梁，由
黄岗峰、木叶山、阴山、圆蛋子山、巴更
撒刺、巴彦撒刺等二十七座山峰组成
的绵长山脉，是国家自然保护区和国
家级森林公园。观赏黄岗梁秋景最佳
角度在山腰处，此处有一湾天池一样
的镜湖。举目眺望，巍巍兴安岭绵延，
嵯峨险峻，气势恢宏。黄岗梁素以植
物多样性著称，五颜六色的秋叶绘成
的玄妙风景向来引人入胜。

不巧赶上修路，无法从正面沿十
三道弯通达黄岗梁顶峰，只好从山背
面沿山路曲径通幽，车过四义号，就一
头钻进色彩渲染的密林，这段“处女”
地带即便是当地人也很少走，很佩服
镇环保站长时光的驾车技术，方向盘
在他手里简直就像挥动的马鞭，越野
车沿着毫无规则的山路迂回向上，每
拐一道弯都不可避免的颠撤一下，每
一个乘车的脸色陡变，心肌一抽一抽
的，可他竟然谈笑风生。行进中女作
家便出现了晕车反应，即便是这样，中
途停车时呕吐过后还忘不了抓拍秋
景，捕捉精彩瞬间。到黄岗梁山顶秋
阳艳照，莽莽苍苍的黄岗梁山花已经
谢了，似乎还残留着馥郁芬芳的余
香。站在黄岗峰脚下独立寒秋，林森
草茂，荫天覆地，锡林河、贡格尔河、木
石匣河、如碧河、吉林河发源黄岗梁，
在树林草野下汩汩流淌。黄岗梁东麓
的十三道河最为著名，木石匣河穿流
而下，密林中只闻水声不见河，蜿蜒十
几公里的河道，蛇状欢流。河流不受
约束，随心所欲，以至于在流淌中时常
拐弯涡旋，形成大大小小的水湾，清清
亮亮，叮咚悦耳。

山依林而秀，树得水方媚。在黄
岗梁，密密匝匝的白桦和落叶松汇成
茫茫林海。从春到秋，绿波彼伏，悠悠
扬扬，尽情摇曳大自然的多姿多彩。
入秋后，黄岗梁锦瑟秋华漫山遍野，远
望近观都是金色连天，婷婷的白桦林，
墨绿蓬勃的松柏，泛黄的野山杨，艳艳
丹红的蒙古栎，焗过色的叶子在秋阳
中尽显靓丽妩媚，秋霜过后，色彩就更
浓了。黄岗梁山涧纵横，每个山涧都
孕育山泉，每个山泉都是大山灵动的
眼睛，一眨一眨吐出动感的清亮，木石
匣河流到黄岗梁下游时，已成奔涌之
势，此时河床下沉，河水再入谷底。于
是，河流扭动金蛇般的腰身，开始了十
三道弯的流程。

十三道河实际上是一条河拐了十
三道弯，木石匣河在最后一个河湾流
向抻直，成为西拉沐沦河的重要支流，
流经千里与西辽河合流后汇入渤海。
早期的十三道弯没有路，常有马帮和
驼队通过，他们把当地土特产贩运到

西亚或欧洲，把
外地的商品运
进来，尤其大辽
帝国时期，辽上
京与意大利商
贸往来活跃，是
契丹王朝的重要盐道，也是古丝绸之
路的热走路段。受此影响，这里的人
较早就注入了生意人的基因，有的村
便以商号命名。随着商贸活动日趋活
跃，人走的多了，自然就踩出一条曲曲
弯弯的羊肠小路，直到本世纪初路面
拓宽，五年前又将砂石路铺上沥青，这
里便是休闲旅游的黄金线。为便于游
览，每一道弯都建一个过水栈桥，每个
栈桥边建有休憩的场所。游客大多都
放弃乘车，顺着山顶溯流而下，徒步往
返穿越河道十三次，手扶栈桥的木制
栏杆，尽情舒展惬意的遐想。每一道
河湾里，都蕴含着幽深的神秘。在十
三道弯未开发前，附近的山民单枪匹
马是不敢独进山林的，密林深处不时
传来野兽的咆哮，听起来骇人，以至于
我们在林间过往，仍有人反复提醒留
神脚下，草深林密的山谷，栖息着很多
蛇。提到蛇，朴实的山民自有朴实的
解释。相传很早以前这里没有蛇，而
五十里外的白音敖包沙地云杉林周
围，倒是蛇多的泛滥，严重影响了正常
出行，乾隆皇帝巡幸此地，一怒之下一
鞭子把蛇全部赶到十三道弯，就像传
说武则天一怒之下把牡丹赶出京城一
样。有此提醒，女作家难免露出骇
色。或许是蛇多了，顺山势流淌的木
石匣河也变成蛇的形状。在十三道
弯，另有康熙与白桦的故事家喻户
晓。当年康熙亲率清军大战葛尔丹，
班师回朝途径此地，恰与大雨倾盆。
众将士人困马乏，饥饿难耐，无奈雷雨
交加，无法引火炊烟，这时一位云游四
海的仙人指点，满山遍野的白桦既是
引炊之柴，说完隐身而去。康熙遂命
砍柴生火，果然，白桦在雨注滂沱中熊
熊燃烧起来。神话传说固然有演绎色
彩，足不可信，可十三道弯的白桦确是
点火既燃，故而当地人把白桦又叫油
桦，是人们心中的神树。

我们去黄岗梁那天，天公作美，丽
日风和，气温恒定在二十几度，而事先
携带的御寒厚衣纯属多余。当地作家
原国林说，黄岗梁属高原地区，与山下
温差很大，虽是仲秋，但也过早地嗅到
冬的味道，进入十月的门槛，上山的必
穿棉服，这是常识。此时站在黄岗梁
的最高处，十三道弯的轮廓尽收眼
底。眺望黄岗梁山脉，连绵起伏，绿霭
云烟，生机沸腾，在蓝天白云下，相映
成一幅水墨丹青的大自然风景。此
时，爬高的艳阳冲淡了低气温的清冷，
秋色中渐渐回暖，眼前是一湾碧潭，水
波荡漾，红嘴鸭和天鹅在水面上徐徐
翔飞，上游的河水在这里蓄积，为不致
爆满每天都向十三道河分流一部分，
强壮了十三道河的流势。

倏然想起那一年初秋徒步游十三
道弯的情景，漫步林间小径，呼吸着清
新的气息，闻听着百鸟争啾。在河湾
里绕来绕去，确有一种曲径通幽的意
境，弯弯曲曲的清幽与空灵难以释
怀。人生亦如一次长途旅行，道路笔
直平坦固然令人向往，但弯弯曲曲的
小路更能丰富人生。不想徒步的可选
择漂流，乘坐橡皮艇随波逐流，时而湍
急，时而落差，是勇敢者的行为，也是
最具挑战和充满刺激的运动。我们毫
不犹豫选择漫走，来到第八道弯已近
中午，此处白桦长得茂盛。桦树有白
桦黑桦两种，这里多为白桦，树干不是
很粗，亭亭玉立，且有些低矮，似乎永
远长不大。树皮白的洁净，夏季头顶
着一头墨绿色的秀发，入秋时，无一例
外地换上金黄色的发型。白桦树是俊
美淑秀的树，让人想到爱梳妆打扮的
娇小女人，微风徐来，羞涩地轻摇。可
这样长来长去注定不会成为栋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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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它们就这样静默地长着，不受干
扰，倒也无忧无虑，波澜不惊，一心一
意地妆点风景。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十三道弯的
山野菜远近闻名，黄花蕨菜自不必说，
山葱、山韭菜素有“天下醉美”之誉，用
野菜包的水饺或大馅包子引逗食欲大
增。十三道弯的蘑菇像白馒头，还有
黄色的金针蘑。山下的村民从不放过
采集最佳时机，采集回来洗净阴干，一
部分拿到集市上卖，余下的包装储存，
四季享用。当然，十三道弯的野味不
止山野菜，还有林中游窜的山珍，野
兔、山鸡、沙斑鸡居多，还有大量獐狍
野鹿，同兴镇对野生动物严格保护，不
可随意围猎。其实，野生动物是人类
最好的朋友，同兴人深谙，保护野生动
物，就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十三道弯河里的泥鳅，当地人称之为

“鲍鱼”，游来窜去永远抓不尽，一盘煎
炸泥鳅诠释什么才是真正的佳肴。来
到山下同兴村一家农家乐，我们吃了
一道野菜大餐，这辈子也忘不了山葱
做馅的包子。

次日清晨，阳光漫过山峦普照同
兴，我们已经匆匆行走在通往阿斯哈
图的山路上。阿斯哈图石林地处同兴
镇北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凿就的神
奇地址景观，有些不可思议。

云南石林与阿斯哈图石林虽同属
石族，但却存在着“质”的不同。云南
石林是石灰岩，质地较软，阿斯哈图石
林是花岗岩，石质坚硬。云南石林传
诵着“阿诗玛”的故事，而在阿斯哈图，
流传着成吉思汗“挥手成林”的神话。
一南一北，一雌一雄，一个是纤柔似水
的彝族仙女，一个是剽悍健壮的蒙古
英雄，相距千里，一直在朝朝暮暮。

阿斯哈图蒙语意为“险峻的石
林”，起伏的山脉峻石林立，扬起高傲
的头，挺拔石柱擎起蓝天白云，最高峰
海拔1879米，山势巍峨，巧石相对，石
林棋布在连绵起伏的山脊上，石林面
积5平方公里。在花岗岩“林丛”中，一
柱柱奇峰错落，怪石嶙峋，更有状人状
物，似飞禽若走兽者，维妙维肖，栩栩
如生。北天一柱、三姐妹、征驼望月、
波斯商人、成吉思汗拴马桩、蒙古象
棋、草原鲲鹏等，自成一景，各具情态，
神韵无穷。北大山石林周边，或大片
大片的草地，或莽莽苍苍的林海，绿色
沸腾，极目远眺，奇峰高耸，石柱齐
天。木质的森林与石质的“森林”交相
辉映，辉光熠熠，更显白桦林的柔媚，
石林的雄浑，令人叹为观止。

阿斯哈图石林是我国北方唯一的
花岗岩石林，是第四纪冰川作用下形
成的，因而又称“冰石林”。石林集草
原、森林、草地、水泊于一体，更兼独特
的蒙古族饮食文化和民俗风情，有“阿
斯哈图石林甲天下”之誉。擎天柱是

“林丛”中最高的，面天直立，周边多生
茂草，草连白桦林。若逢阴雨天气，山
岚雾起，天低云暗，意境朦胧。远远望
去，擎天柱独撑云天，风云变幻，颤颤
欲动，一柱极天，十分壮观。相传人类
初生时，天陷西北，地塌东南，洪荒遍
地 ，人类将绝。女娲氏折断鳌足以支
撑四极，炼五色彩石补天，救万民于水
火之中。女娲氏用五色彩石在西北补
天时，忽然阴沉，乌云滚滚，“咔嚓”一
声霹雳，把天空劈开两半，女娲氏手一
抖，一块补天的五色彩石直落西北阿
斯哈图山上，直擎苍天，便有了今天的
擎天柱。年深月久，风剥雨蚀，柱石上
多沟痕，人们又说是成吉思汗拴马
桩。蒙元帝国时期，成吉思汗率诸子
攻破金边堡，自达里湖西进入金境，驻
马黄岗梁，率诸子术赤、察合台、窝阔

台、拖雷来到阿斯哈图山上，见这里水
草丰茂，地势险固，便以此为根据地，
操练兵马，为以后向西攻取西夏，向南
攻占中原奠定了基础。擎天柱北隔巴
嘎吉仁高勒河，山上有状如蒙古象棋
的石棋盘，石棋子及石桌凳据说是成
吉思汗下蒙古象棋的地方。成吉思汗
的十匹骏马拴在石柱上，年深日久，马
缰绳将石柱勒出道道沟痕。来阿斯哈
图旅游的游人，必来到擎天柱下，拍拍
擎天柱，以示给拍柱的人们带来吉祥
和福气。若能拍得擎天柱“显圣”，石
柱微微颤动，便是大富大贵。当然，擎
天柱在民间还有粗俗的称谓，忽略不
表。

阿斯哈图一脉山梁，坡岭道道，褶
皱重重，多生白桦树，片片白桦树如山
之锻被，漫岭芳草离离，如山之盛装。
山岭上，草木丛中，阿斯哈图石林地标
一样，有的呈刃脊样连绵数里，沿山岭
而下，状如鸡冠，有的孑然独立，有的
三五成群，各具形态，卧驼石便是这石
林中的一块巨石，极似爬卧的骆驼，前
有两块方形巨石，间隔数米。大自然
的杰作，赋予人们美好的遐想。相传，
成吉思汗南征北战中，有一支庞大的
驼队，运送物资，保证后勤供应。远征
驼队抵达喀勒喀河，在与斡罗斯和钦
察联军大战时，一只漂亮的白驼驮着
作战所需金银财宝，单身脱离了驼队，
朝着日夜思念的家乡——蒙古部孛儿
只斤氏族驻地奔去。掌管驼队的运输
官，发现少了驮着金银财宝、军需重锱
的白驼，便立即禀报给成吉思汗，成吉
思汗沉思良久说：白驼思念家乡，临阵
逃跑，难以追回，任它去罢。白驼走到
阿斯哈图山下，见这里水草肥美，食草
后饱饮“神泉水”便爬卧在阿斯哈图的
山梁上，再也没有起来。人们说：天公
为了惩罚这匹擅自离队的白驼，把它
身上驮的骆驼垛子放在它的眼前，让
白驼日夜眼盯着垛子里的金银财宝，
且永远得不到垛子，于是就有了卧驼
石。

阿斯哈图石林山下的巴彦萨拉
河，宽不盈尺，被丁香树、柳树所围，密
不过人。河南坡大片白桦林，簇拥着
山脊的石林。河北岸上山公路直抵山
顶，走进山门，旅游车把游客送到各具
特色的景点。近山顶时，一条土岭自
北山顶曲曲虬龙而下，当地人称之“土
龙”。龙头隆起的山仓下，一泓清冽泉
水，自敖包下汩汩流出，泉流如注。泉
水夏凉冬暖，干旱不减，雨涝不增，终
年如是，始终如一。泉水冬饮温甜，夏
饮清凉可口，饮此泉水，可祛胃肠疾
患，洗眼可祛眼病，常有游人弃矿泉
水，用塑瓶装此山泉水直饮。当地人
视此泉为“神水泉”或“神泉子”，神水
泉上有“敖包”环叠三层石台，基础圆
大，上渐小渐尖，插树枝装饰，上挂红
白绿马风旗及彩条彩带。

阿斯哈图石林既是上帝的神笔，
也是上苍的恩赐，每一根石柱都蕴含
着扑朔迷离的神秘。大自然的精雕细
刻，使阿斯哈图石林在塞北草原上神
奇崛起，具有广袤苍凉的神韵，是闪耀
在内蒙古大草原上一颗引人入胜的明
珠。微风发落叶，满地尽是黄金甲，平
添无限韵致。

下得山来，在安乐村与市公安局
驻镇工作队队长毕长富不期而遇，他
在这里扶贫三年，已经结下难舍深情，
阿斯哈图山脚下的安乐村，四百多户
村民人均收入超万元，日子过得安详
幸福，衣食无忧。诸如像安乐村这样
殷实的村庄，在同兴镇不算是头排的，
从四立本到毛湖沁，沃野千畦，盈盈在
绿霭中的村庄与富庶同行。两天的同
兴之行就此告一段落，胸间装满浓浓
的秋色，绚烂的风景秀色可餐，当生活
上升到艺术，一切都变得灵异生动起
来。

同兴，在乡村振兴的路上。

一头闯进秋天里
■陈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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