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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 棚 往 事

2019年11月8日

乡 土 人 物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我家乡克什
克腾旗经棚，有一块两三个足球场大
的集贸市场，人们管他叫灯棚，也叫
灯棚底。是一个花样多，品种全的市
场，也是经棚居民游玩的公共场所。

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初，灯棚
是经棚最繁华的商贸区，也是美食一
条街。尤其是清真饭店，烧饼铺，糕
点摊，瓜子摊一家挨一家。靠近东店
的杨振德家的饸饹馆那是名不虚传，
大碗的荞面饸饹五分钱一碗，每天都
顾客盈门。紧挨着的是马家烧饼铺，
又大又香的烧饼二分钱一个，几家清
真饭店的大馅饼，油条，羊杂汤更是
让本地人和外地人大饱口福。卖十
三香的，卖香油和芝麻酱的都相互照
应着，每到春节前，更是拥挤不堪，那
卖胡椒面的拉着洋琴，边唱边卖，至
今令我难忘，他唱的腔调山东柳琴调

“来的来呀快来呀，来得晚了捞不着，
胡椒面真叫好，一毛钱呀一大包”，很
多小孩都跟着唱。

这里的西端是旗新华书店门市，
每到年根，大批年画摆上了灯棚街
头，买年货的都要挑上几张自己喜欢
的年画，特别是杨柳青的胖娃抱大
鱼，几乎家家买一张。

这里每年都有来自河南耍猴的，
还有演扁担戏(小木偶)和拉洋片的，
这里人叫看西洋景，二分钱看一遍，
许多小朋友排着队看洋片。

记得每到正月十五左右，这里便
开始了秧歌，龙灯，狮子，高跷，旱船
等大比拼，一波走了又来一波，晚上，
小朋友在大人的陪伴下打着各种灯
笼来这里玩，很多商家也在自家门楣
上挂起了大红灯笼，如羊灯，鱼灯，兔
灯，飞机灯，有的还挂着莲花灯和自
转的走马灯，过年时卖炮仗的一家挨
一家，大多是小鞭炮，二踢脚，那年头

放个二踢脚就真是很高档的了。
平常素日在灯棚街东头，进城的

菜农和卖柴禾的很多，那菜都是纯天
然的，一车柴禾也就三四元一车，讲
好价钱后，卖柴人赶着牛车送到你家
中，有时还帮你往院里搬柴，在东店
附近，有许多卖草的，专供东店，南店
的赶车人喂牛马用。

最让我难忘的是五十年代初，一
批入伍参军，经过三大战役后，要复
员转业的年轻人，开始回故乡了，人
们敲锣打鼓欢迎英雄儿女凯旋归来，
这些人分批回家时，都要在灯棚举行
个欢迎仪式，家属和转业军人拥抱，
领导致欢迎词，那场面真是让人热泪
盈眶。

另外一个就是每年夏季天气炎
热时，许多群众到灯棚纳凉，京剧爱
好者到这里亮几嗓，多才多艺的商业
局总会计王文汉是京胡高手，分别给
票友伴奏，孙树先生是京剧迷，经常
在这里亮嗓，赢得阵阵叫好声。

在经棚灯棚，还有修钟表，眼镜，
照相等行业，王池先生最早到这里来
开照相馆的，本地商家从事手工业，
缝纫业也相继在这里落户。

这里还是农业器具交易市场，街
道一头摆满了木杈扫帚，镰刀木锨铁
锨，簸箕筛子，筐笼篮篦，还有锄头斧
铲等各式铁器。

五六十年代，灯棚的建筑不多，
但这里是最繁华的地方，平时总是家
无闭户，熙熙攘攘，如今的灯棚早已
消失的无影无踪，但它那如“清明上
河图”似的许多美丽传说，仍深深留
在我的记忆中。

消 失 的 经 棚 灯 棚
■马守喜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小
说，是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第一部历
史小说。《三国演义》开创了从文言到
白话的先河，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文学十大
才子书之一。成书于元末明初，据三
国时期一千多年。《三国演义》取材于
东汉末年的社会状况和魏蜀吴三国的
历史故事。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
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叙述到
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东吴灭
亡为止，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三国
演义》没有正面描写黄巾起义成败过
程，而是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
年）开始，至晋武帝司马炎称帝始（公
元 280 年），这样算来前后九十年。
九十年的这段历史，真可谓名副其实
的乱世。古人说乱世造就英雄，这个
时代绝对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
些故事早已流入民间，有正史记录，有
野史传说，有戏剧编排，有小说描写，
有民间流传，版本不一，说法不一，真
真假假，不辨真伪。所以，读《三国演
义》要结合史书来读，或可基本理解三
国时代比较接近历史的社会面目。

所谓三国，是指北魏、西蜀、东吴
三国。曹丕称帝（公园220年）至（公
元265年），是为北魏，在位45年。建
都洛阳，统治黄河流域及甘肃、湖北、
安徽、江苏北部及辽宁南部一带。西
蜀是指刘备称帝（公元221年）至（公
元 263年）后主刘禅降魏止，在位 42
年。建业成都，统治四川、贵州、云南、
陕西及汉中一带。东吴是指孙权称帝
（公元222年）至（公元280 年），在位
58年，建都南京，统治着长江流域和东
南沿海一带。

传统的说法：《三国演义》分为前
三国和后三国。前八十回描写汉末军
阀混战，称为前三国。后四十回描写

三国之争，称为后三国。《三国演义》的
作者罗贯中（名本，字贯中）集四十余
种三国故事、戏曲、文章、民间传说等
版本写成《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七分史实，三分虚
构。因为演义体小说的特点是，在史
实的前提下经过艺术加工而成的作品
叫做演义。小说采用半文言半白话的
语言方式，是从文言到白话的伟大转
折，是我国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它
代表着我国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
就。小说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头绪
纷繁，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众多人
物组织的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
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相扣、层层推
进。此后在中国文学史上，历史小说
便成为一大潮流。直到现在，中国几
千年的历史，很多都已被文学家们写
成了历史小说，这是罗贯中历史小说
的又一大贡献。

《三国演义》作者精心雕刻的人物
有两百个，大大小小的战争构思宏伟，
手法多样，波澜起伏，读来惊心动魄荡
气回肠，给读者带来丰富的历史文化。

《三国演义》故事纷呈，计谋横生，令人
眼花缭乱 ，出乎意料。《三国演义》人
物众多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都是空前
绝后的。1000多人活动在政治历史
画卷上，其势翻江倒海，波澜壮阔。翻
卷阅读惊心动魄，令人废寝忘食，百读
不厌。

说乱世，乱得烽火连天、狼烟四
起、饿殍遍野、险象环生，用鲁迅先生
的话说“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
王旗。”

三国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
代，有多少风流人物在这里“指点江
山、激扬文字”；有多少盖世英雄在这
里叱咤风云、扭转乾坤。正是：“江山
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许许多多英雄

人物的传说，仍一如既往地活在人们
心中。“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
容。”任世事昙变也“带不走那一串串
熟悉的面容。”“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
星，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

说三国英雄，大家都记得那一串
串熟悉的姓名，我可以负责任地对大
家说，在封建社会里，受忠君思想的影
响，那些被人们认可的英雄人物里，绝
对没有曹操的名字。我可以告诉大
家，曹操才是三国英雄人物里最闪光
的大英雄。说到曹操，人们就会想到
戏台上的白脸奸臣，人们骂他奸贼，这
是戏台不是历史。

何为英雄？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
雄时，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
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
之志者也。”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可称
英雄者实在不多。所以刘备掩饰说：

“备肉眼安识英雄？”
人们不认可曹操是因为他最倒霉

的一件事：那就是曹操刺杀国贼董卓
失败而出逃的路上，杀了吕伯奢一家，
虽然这件事《三国志》没写，而其它史
书却不乏记载。譬如裴松之注引的

《魏书》和孙盛的《杂记》都记载了这件
事，看来曹操杀人的事是有的。最要
命的是他说的那句话“宁教我负天下
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样看来说他
是奸臣、奸贼都不为过。用今天的话
说，有这种思想的人恐怕不是少数，又
有谁敢大胆讲出来呢？而曹操敢讲真
话，敢于大胆表露自己的内心想法。
所以，不喜欢曹操的毛宗岗父子批注

《三国演义》说曹操“犹不失为心口如
一之小人。”在这里小人比奸贼还好听
一点。又说“此犹孟德之过人之处
也。”历史上的曹操真是点背，给人的
印象始终都是奸臣贼子，奸诈小人。
人们褒贬不一。曹操是魏国的开创

者，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
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曹操是一个
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
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
佩服他。”

这就是说曹操即奸又雄，所以，
《三国演义》说他是奸雄，近代学者说
他是奸雄。《三国演义》写曹操奸诈的
笔墨很多。除了写奸诈，也写了很多
他真实的一面。比如曹操病危，临终
前召曹洪、陈群、贾诩、司马懿等老臣
托付后事：“孤纵横天下三十余年，群
雄皆灭，止有江东孙权，西蜀刘备，未
曾剿除。孤今病危，不能再与卿等相
叙，特以家事相托。孤长子曹昂。刘
氏所生，不幸早年殁于宛城。今卞氏
生四子：丕、彰、植、熊。孤平生所爱三
子植，为人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因
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无谋。四子
曹熊，多病难保，为长子曹丕，可继我
业。卿等宜辅佐之。”操令近侍取平日
所藏名香，分赐诸侍妾，且嘱曰：“吾死
之后，汝等须勤习女工，多造丝履，卖
之可以得钱自给。”试看曹操虽是奸
雄，也难脱世之积俗，嘱以后事。正可
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流露出的是
他对生活的眷恋，对亲人的思念，这些
复杂的情感，才是这位奸雄最真实的
一面。后人的说法不一：晋朝人陆机
评价曹操说：“系情累于物外，留曲念
于闺房。惜内顾之缠绵，恨末命之微
祥。”说得还算委婉。苏东坡则说得就
不那么客气了，他说“临难不惧，谈笑
就死”才是英雄。向曹操这样“留恋妾
妇，分香卖履”算不得英雄，更算不得
奸雄。

曹操这样一位历来有争议的历史
人物，究竟真相如何呢？且看下回分
解。

读《三 国》识 古 人 之《三 国 演 义》的 基 本 理 念
■郭久良

大家在欣赏这一组别具特色的画
作时，您肯定都想不到，这些都是用中
药饮片制作的吧？

的确，这个独树一帜的想法来自蒙
中医院退休职工白斯古楞。

笔者怀着崇敬与好奇的心情和这
位年近古稀的前辈聊天时，得知他早就
在心里蕴藏着运用中药作画的想法，由
于多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恰逢祖国
70华诞，又值医院等级评审及文化建
设，白斯古楞这一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为弘扬中医药文化，用独特的创作
来展现中药饮片天然的色彩和形态各
异地特点，让每一枚饮片都演绎出一个
精彩的故事，他巧妙运用红花、枸杞、黄
芪、菊花、薏米、鸡血藤、补骨脂、葶苈
子、车前子、杜仲、荷叶、陈皮、木瓜、百
合等40余种中药花、茎、根、籽、皮，设
计拼贴制作成《祖国万岁》《壮丽内蒙
古》《玉龙的故乡》《克什克腾石阵》《中
医阴阳八卦图》《古代中医药名人像》及
梅、兰、竹、菊、荷、鹿等20余幅富有写

实和寓意美好象征的装饰画，装点在中
蒙医药文化角，使民族医药厚重底蕴与
审美艺术有机融合，彰显了蒙中医院

“厚德精术、学研古今、克疾祛病、医专
中蒙”的强院理念。

为将中药饮片演绎出一个个精彩
的故事，白斯古楞自国庆节前就着手设
计，主动放弃了所有休息时间，包括国
庆长假，每天一投入创作就忘记了时
间，有时一坐就 6、7个小时，每幅作品
从挑选中药、构思画面、拼接黏贴到最
终安装成艺术画框，他都一丝不苟，非
常严格。当笔者将白斯古楞的中药“四
君子图”分享到朋友圈时，大家纷纷感
慨道：“真美，艺术不分职业呀！”。确
实，用中药作画的想法真的令人耳目一
新，“唯有传世之心，才能创传世之作。”
这句话最适合勤于耕耘的白斯古楞。

白斯古楞 传世之心创传世佳作
■吴虹阳

本报讯(记者 原国林)在第二十
一届北方十五省（市）区文艺图书奖评
比中，王樵夫的长篇小说《大辽残照》，
荣获北方优秀文艺图书奖一等奖。此
书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姜继飞同志担
任责任编辑。

《大 辽 残 照》是 作 家 王 樵 夫 在
2008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历时三年写
成。全书 32万余字。于 2009年月
10首次出版后，曾获 2010年度赤峰
市文艺精品创作突出贡献奖。

2019年1月，此书经内蒙古文化
出版社再版后全国发行，当当网、京东
网上有售。经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报送
参评，2019年9月荣获此奖。

长篇小说《大辽残照》，以天祚帝
雨夜出生、幼年丧父、末世继位，最终
亡国被俘为主线，全书穿插了不同历
史人物的忠与奸、情与恨、生与死，全
景式呈现了内忧外患的大辽王朝，在
风雨飘摇中走向灭亡的悲壮历史，深
刻、细腻刻画了天祚帝跌宕起伏的一
生，立体、完整展现了金太祖完颜阿骨
打金戈铁马、问鼎中原的雄才伟略。
性格迥异的纷繁人物，刀光剑影的宫
廷倾轧，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一
段云谲波诡、英雄辈出的历史扑面而

来，带领读者进入那个传奇时代。作
者有着异乎寻常的历史洞察力和艺术
想象力，以洞穿人性又满怀悲悯的语
言，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萧观音、萧瑟瑟
等女主人公在刀枪剑戟中别样的爱恨
情仇。历史与个人，战争与爱情，铁血
与柔情，令小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艺
术魅力。

王樵夫，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人，现
任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百柳》文
学执行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
迅文学院第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

修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代表。内蒙古作家协会第八
届全委会委员。内蒙古作家协会签约
作家。内蒙古草原文学重点作品扶持
工程签约作家。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
会理事。赤峰市人大教科文委委员会
委员。198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
今已在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一百余
万字，出版散文集、长篇小说、长篇报
告文学等。其中有作品被翻译成蒙古
文、藏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朝鲜文
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有作品被选入
年度选本、改编成话剧、广播剧。曾获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文学创作“索龙嘎”
奖。有微电影、电影剧本发表。

王樵夫长篇小说《大辽残照》
——荣获第二十一届北方优秀文艺图书奖一等奖

中药粘贴画创作者白斯古楞

10月 22-23日，我参加了由旗
委宣传部组织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和

“千村示范、万村行动”工作拉练以及
推进会。我们分别参观了红山子乡
富盛号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巴彦查
干苏木乌宝力格嘎查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宇宙地镇刘营子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应昌街道云杉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克旗融媒体中心和克旗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六个地方，所到
之处无不让我感到视觉上的震撼，听
觉上的触动和心灵深处的深思。

我想说：新时代文明实践是一项
宏观的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将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后的重头戏。文明是
目的，实践是手段，通过以旗、苏木乡
镇（街道）、嘎查村（社区）三级为单
元，以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通过“点
单式”和“靶向式”志愿服务，通过“三
大机制”，整合人员队伍、资金资源、
平台载体，实现服务群众、宣传群众、
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凝聚群众开展
富有活力、富有成效、可持续发展的
活动，达到提升农牧民综合素质的目
的。我们的活动既要有高大上的创
新思路，又能接地气，贴自然，落细落
小落到实处，落到群众的生活中去。

我想说：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
就延伸到哪里。按照“纵向三级，横
向覆盖”的要求，一个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群众在

哪里，就把文明实践延伸到哪里。一
个个传播思想、实践文明、成就梦想
的宣教平台建起来，打通宣传群众、
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立
起来、强起来、硬起来。

我想说：全面提升新时代农牧民
素质是时代的召唤。无论是推进移
风易俗工作、深入开展脱贫攻坚工作
激发农牧民的内生动力，加强信誉建
设和推进民族团结工作，还是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这些工作都离不开
认识的提高，思想的转变。建设美丽
乡村，实现乡村振兴是这个新时代的
重要任务，一切美丽都源自心灵的美
丽，思想的美丽，全面提升新时代农
牧民的素质是至关重要的。深入推
进一学、两建、三带、五改、五提升的

“12355”工作法，结合新时代文明实
践工作，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心
入脑，才能弘扬道德新风尚。

我想说：搭好新时代文明实践的
舞台，唱响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好，提
升农牧民素质戏离不开党委政府的
大力支持，离不开志愿服务队伍的辛
勤付出，离不开群众的积极参与。做
到这三点无论是打造品牌还是提升
形象都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新时代文明实践之“我想说”
■王岩

身为一个并不成熟的青年作家，
我常常缺乏感知浪漫的能力，尤其是
在中国——这样一个情感表达极为
含蓄的国家，简直是姻缘破碎的高发
地，月老都因此愁白了头发。是“神
女有意，襄王无梦”的悲剧吗？在这
里，我们借用韩愈先生的话做一个类
比，“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
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由此可知，不是中国不存在浪
漫，也不是中国人不懂浪漫，而是中
国人不懂中国人的浪漫。这样说，委
实太过拗口，我便不得不提起前些天
看到的一本小众网文《我只喜欢你的
人设》，其中有一个小片段很有意
思。男主打了一个喷嚏，他的法国房
东，一个慈爱的老奶奶双手合十，虔
诚道：“Que dieu bénisse ma！
（愿上帝保佑你！）”男主笑而不语，房
东便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会说
什么。”“有人在想你。”听到这句话的
任何一个人都必须称赞它，尽管这位
年迈的女士来自浪漫之都。

为每一个平凡的现象赋予最温
柔的释义，这便是中国式浪漫。如
烟，如柳，如云，如月，如“落红有情”，
如“春风传意”。浪漫的信号时强时
弱，解锁的密码时有时无，若情不达，
意不至，心念不相通，wifi连不上
……岂非是你还没有找到真正的知
音人？

《列子.汤问》中的高山流水感动
了无数人，短短几十字中，仿佛承载
了万千未尽之言。可是，事实上，伯
牙与子期的故事真的可以一言蔽

之。他们既没有同甘苦，也没有共患
难，既没能同日生，亦没能同日死。
他们之间的缘分，只不过是一次的相
见和一年的思念。伯牙鼓琴，志在高
山，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泰山！”
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
江河！”

以琴为媒，以雨为介，即便此前
他们素昧平生，他也能给予他最深刻
的理解，这便是中国式浪漫。

琴棋书画诗酒茶，浪漫常常与风
花雪月联系在一起，被看作是文人骚
客的专利。祖冲之先生告诉我们，理
科生也懂浪漫。“我希望能与你一起
度过七十一个恒星年，每一年都不只
三百六十五天”

“你是直径，我是圆周，我徘徊在
你的左右，3.1415926……，无止无
休。”

用最理性的语言说最感性的情
话，从最浩淼的宇宙中抽象出最细致
的爱，这便是中国式浪漫。

制造浪漫的方式有很多种，却总
有些“傻子”不解风情。最近流行的
治愈系漫画《一禅小和尚》中，便有一
个类似的角色。

画中的男主人公从来不能理解
女孩子所制造的浪漫，可是他明白，
她爱他。正如我，虽不能很好的感知
浪漫，却能将我所看到，所听到的浪
漫讲给你们听。

其实，对于人类这样的群居生物
来说，能够分享浪漫，未必不是一种
新的浪漫。

中国式浪漫
■薛可心

————白斯古楞中药粘贴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