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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温泉，地处内蒙古高原东部边缘与大兴安岭山地和华北山地交汇处，是克什
克腾世界地质公园八个园区之一，有温泉之乡的美誉。 辽太宗耶律德光曾专程来温
泉洗浴，元代应昌城的鲁王封此泉为“神泉”“圣水”，康熙二十九年曾到热水沐浴，至今
还留有康熙浴井遗址。

这首诗自然清淡，素雅，景中有情，情中寄景，展现的是一种超脱的诗人情怀。“上
方新浴觉身轻 ”，皇帝在温泉泡过澡后觉得神清气爽，身轻如燕了，一个“新”字交代了
时间，这是皇帝第一次体验这样的水。温和舒适的温度，洗后心情大好，“恰喜温和水
一泓”，“恰”字表达准确的眼，多一分热，少一分凉，恰恰就是这样熨帖。这样合适的温
度，一切刚刚好。接下来，画风一转，“膏泽不因人世热”，大自然给予的恩泽不会因为
你是谁而有高低贵贱之分。就是寻常百姓来洗，也依然洗出超凡脱俗。诗人的目光从
自然的景物陡转到事俗上，家国情怀、平民情怀跃然纸上。结尾“此泉犹是在山清”，诗
人洗濯后环视群山连绵、草木葳蕤，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馈赠，轻松愉悦的心情督促自己
提笔赋诗，可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赏析： 红酒

上方新浴觉身轻，

恰喜温和水一泓。

膏泽不因人世热，

此泉犹是在山清。

宜浴温泉
■民国王枢

热水汤（水粉画） 李志民

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时，脑海
里总不由盘旋着我与灯光场的情缘，
正如“地坛”是作家精神和灵魂的栖息
地一样，“灯光场”也一度是我幼时的
庇护所、少年的游

乐园和青年时的启智馆，令我至
今难忘。

“灯光场”是克旗老经棚的一处体
育娱乐场所，确切地说是一座篮球场，
建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座落于河
东与河西交汇处一片地势低洼的大操
场里，是一座由石头和水泥砌成的椭
圆形的露天建筑。场里南北走向安装
着篮球架，四面环绕着层层台阶，一直
错落地砌到最高处，是为观众席。最
高处的平台上安装有铁栏杆，既是扶
手，也是一道安全屏障。灯光场外墙
壁是砌得笔直的石头墙，高约六七米，
墙壁东西南北四面分别辟出一道两米
高的铁栅栏门，供人群出入。为什么
叫“灯光场”？因为这座露天广场安装
有照明设施，旗里每有赛事，晚上灯具
打开映照的整个场内灯火通明，老经
棚人都这样称呼它，也就约定俗成
了。灯光场所属的“体委”机关也紧挨
着它建在老经棚的步行街上。旗里的
篮球赛通常在晚上举办，那个年代人
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并不丰富，一场
篮球赛几乎可以让全城的人倾巢出动
来观看。每逢这时，场里人头攒动、欢
声笑语，场外也人群熙攘，热闹非凡，
卖烟酒糖茶、零食玩具的各类摊点摆
满了广场四面，夜幕下的灯光场里外
灯火通明，像过年一样热闹，成了大人
和孩子们的乐园。没有赛事的时候，
除了有球队时来训练，灯光场则少有
人来，显得安静冷清。

我与灯广场结缘，缘于我家就在
体委对面，离它很近。通常在午饭后
的静寂时分，我悄悄地溜出来穿过马
路进到体委后院，从堆起的一堆木头
垛上爬到灯光场去，那时的小孩子是
不睡午觉的，不管炎炎烈日、阴天下雨
还是风雪肆虐都每日无阻，空旷的灯
光场里只我一人，操场和街上也行人
极少，这是一个绝无打扰的世界，小小
的心觉得自由而安宁。幼时的我是孤
独的，八岁时跟随父辈从华北平原的
故乡来到这大山林立的异地，初尝孤
单滋味，此后经年这种孤独感如影随

形。我常走在最上面的平台，抚着栏
杆绕着场子走，一圈一圈，不知疲倦，
嘴里哼哼咿咿地唱着一些自己编的
词、不知是什么剧种的戏曲调子，直唱
到嘴唇发麻喉咙发干。唱着唱着，就
觉得心里郁积的东西都消散了，眼前
不再浮现出班级里的情形，那些穿得
花枝招展的女孩子也不见了，身板矮
小、整日穿着一身棉衣棉裤、口音不
通、课业基本跟不上的“小侉子”是没
有玩伴的，寂寞在看不见的角落时时
啃噬着尚未成熟的心灵。有时走累了
就站住，凝神望着雨后坑洼不平的操
场上那一畦畦的水，看偶尔路过的行
人绕来绕去，心里想着鲁迅先生的名
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
成了路吧”，这时会突然涌起莫名的悲
伤和委屈，学事家事，一桩一桩都上了
心头，好像真的经历了什么了不得的
大事，多年后再看不过是“少年不识愁
滋味”罢了。天气晴好炎热时，索性躺
在晒得温热的台阶上，看天上变幻莫
测、飘忽不定、形状各异的白云，觉得
自己就在那上面，或者就在它们的怀
抱里，想象着那里面是多么的柔软轻
盈，更多时候，心里会升起莫名的惆
怅，觉得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如这
云一样缥缈不定、无所归处，现在看是
过早地为自己“绸缪”了。灯光场默默
地矗立在那，无言而温存地接纳着我
这个小小的唯一的访客，任我在年复
一年、日复一日地“漫步”和“冥想”中
捱过了小学时光。

升入初中后，班里我有了几个要
好的伙伴。每天放学后、周末里，我会
带着她们来我的王国——灯光场游
玩。其实不过是壮大了的“游行”队
伍，我们仍手抚着栏杆，绕着场子，一
圈一圈地走，或快或慢，嘴里哼唱着当
时的流行歌曲。大多时候，我们先完
成作业，然后上到最高处的平台，掏出
课本，顺着高高的外墙“嗵”地一声扔
下去，然后“蹬蹬蹬”地跑下台阶，从小
铁门里出去，把课本捡回来，再一阶阶
地跑到最高处，再“嗵”地一声扔下去，
然后再捡、再扔、再捡……，一直跑到
气喘嘘嘘、精疲力尽，天也渐渐黑了，
我们才嘻笑着回家去，少年的精力真
是旺盛啊，这么个无聊的把戏我们玩
得不厌其烦。有时，我们在操场上捡

些均匀的小石子，坐在台阶上玩“欻
子”，比输赢，兑奖惩。我们也不拘泥
于灯光场这一片石头天地，偶尔在场
外的操场上追逐嬉闹或摔跤，摔跤是
真的摔，别看我人瘦小，但力气很大，
通常她们仨俩人一起上手左搂右抱都
会被我摔倒在地，或许是生于武术之
乡、燕赵儿女骨子里的尚武和侠义特
质吧，也或许是因为家离学校近，每下
了第二节课间操，总回家再吃上两个
烧饼的缘故，所以力大无穷。有时我
们也玩一种名为“找好运”的莫名其妙
的游戏，在灯光场外墙下的黑土里，将
我们喜爱的玻璃球、收集的五光十色
糖纸、扎头发的小头饰及写好的小纸
条等一应物品，挖个坑埋下，埋好了做
个记号，隔一两天再去挖回来。只是
常常忘记了埋藏的地点，或记号已被
大自然和行人的脚步破坏了而无从找
到，所以很多喜爱的小东西一埋下就
杳无了踪迹，却好像并不太在意，仍旧
一茬一茬地埋，一次一次地丢，乐此不
疲。灯光场以它那一贯沉默包容的姿
态见证了我和伙伴们几年的快乐时
光，虽然也常常有着烦恼和忧愁。

上了高中，伙伴们分到了不同的
学校和班级，渐渐地很少在一起，自然
也不再光顾灯光场了，我的乐园又回
归了寂静，也再次以它宽阔的胸怀迎
接着回归“单身”的我。高中的记忆似
乎只有“厌学”两字，无论怎样为空虚
和焦虑所煎熬，仍是学不进去。除了
语文科目名列前矛，其它的都一塌糊
涂，青春的叛逆如约而至，未来的命运
却扑朔迷离。几年里，无数个清晨、日
暮及数学课的逃课时光，带上一本小
说或纸笔或什么都不带，来到我的灯
光场，尽情啜饮着孤独的芬芳。形单
影只的我，踽踽独行在空旷的台阶上，
或默默坐在栏杆下，无助、绝望而迷
惘。奔涌的思绪一刻不停地撞击着胸
膛，似有千军万马非要冲破关隘不可，
惟有把它们渲泄出来，才能得到片刻
的愉悦和宁静。在灯光场里，文学的
种子得以萌芽绽放。遍读闲书、写诗

作赋，让濒临崩溃的情绪有了出口和
归处，给我敏感脆弱、郁郁寡欢的心灵
以救赎。“在黯淡的青春岁月里也曾沉
迷于诗的世界，用疯狂的涂鸦来渲泄
抑郁的心情。”就在这夜以继日地疯狂
涂鸦中，我高考落榜，高中结束了。而
我的诗，我的微不足道的诗，在我二十
出头的年纪，亦被掷于死亡的谷底，戛
然而止。

戛然而止的不止是我的诗，还有
和灯光场的会面。此后去外地读书、
回故乡创业，后又辗转回来就业......
再无暇去往老地方。最后一次过去，
竟发现场里很多台阶的水泥已有脱
落、片片斑驳，整个广场已不复当初的
光洁肃穆，突然就有了蒋捷“听雨”的
感慨，灯光场经过了意气风发的少年、
波澜壮阔的中年，是不是也到了沧桑
衰弱的暮年呢？“此情可待成追忆，只
是当时已惘然”。

2000年前，由于城市规划，“体委”
搬到了新城，灯光场也被拆了，连同它
所在的操场一起被铲平，成了一处农
贸和建材交易市场。我的灯光场不复
存在了！从此只能在记忆里追寻，在
梦里回溯了。我不知道老经棚人对这
个曾承载过全旗体育盛事、给多少人
带来欢乐的蓝球场会不会记忆犹深？
有没有一丝怀念？于我这个“外乡人”
而言，却一直是挥之不去的记忆，是倾
注了无限感情的地标让我深深眷恋。
每想起那消逝了的灯光场，总不由想
起纳兰容若的《浣溪纱》词：“我是人间
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
平生”，这也许和一座石头建筑不搭
界，却是我那一刻最真实的心情。

三年前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边读边想着我与灯光场的十年情缘，
也想把它写下来。却由于忙碌，更多
是懒惰，一直未能提笔，但这个念头却
像鞋里的一粒小石子，硌得脚疼心痒，
而今终于诉诸笔端，将那或熟或稚，满
溢着爱与痛的青葱时光重走一遭。这
粒小石子，终是倒出来了，就算是和我
的灯光场作正式的道别吧。

与灯光场一同走过的时光
■ 张弛

“养牛,就得去找王建国！”这是新开地乡新开地村村民挂在嘴上的“口头
禅”。

今年40岁的共产党员王建国是新开地村东窝铺组的养牛大户。几年前，
他凭着一股韧劲和敢闯敢干的精神，怀着“科学养殖，共同致富”的理念，返乡出
资30多万元建设高标准养牛棚圈三栋共计900多平方米，购买适龄母牛9头，
进行舍饲圈养。他通过精心科学饲养，现如今他家养牛50多头，每年落牛犊40
多头，收入40余万元，被当地群众誉为带头致富的养牛“达人”。同时，他还牵
头注册成立以养殖牛羊为主的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本组群众把牛羊养
殖搞的风生水起，使养殖户户均增收2万元。

王建国19岁那年，高中还未毕业，由于家庭贫困，家里拿不出钱给父亲治
病和供弟弟读书，只好辍学外出务工。先后在北京两家养猪企业打工当饲养
员。期间，他一边打工，一边虚心学习养殖技术。由于工作认真业绩突出，还被
一家公司提拔为生产场长，负责猪场管理工作。职位提高，工资增长，令同来的
打工者对他羡慕不已。而他并不满足，却是身在外地心系家乡，时时把家乡群
众脱贫致富挂记在心头。

2016 年春季，他不顾公司挽留，毅然辞职返乡创业，带领群众搞牛羊养
殖。他的家乡东窝铺组地处高寒漫甸，人均土地不足7亩，群众靠天吃饭收入
微薄，全组78户人家，仅贫困户就有43户。有几家牛羊养殖户，由于圈舍简陋，
缺乏饲养技术等因素，成活率不高，出栏率较低，养殖成本高，导致经济效益
低。针对这个情况，他联合黄永龙、王建军、高连才、邱立明等贫困户，注册成立
以饲料种植与牛羊养殖为主的“克旗惠泰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牲畜疫
病防控、饲喂技术、圈舍环境调控、品种改良等方面入手，组织贫困户到邻村养
殖基地实地观摩，学习先进经验，掌握科学养殖方法。为改良品种，扩大养殖规
模，他还自费前往好鲁库、林西、吉林四平等地高价购进优质种牛，从此以牛为
主的养殖业在小山村有条不紊的发展了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王建国带领下，通过粪肥还田种草的循环饲养模式，到
2019年底，全组存栏牛280多头，羊360多只，比两年前翻了三番。新建养殖圈
舍共计1400多平方米，饲草贮藏库360立方米。养牛不仅已经成为东窝铺组村
民脱贫的支柱产业，还使25户贫困养殖户，户均年增收1.8万元，全部实现脱贫
致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王建国作为一名党员，不但带领村民致富，且还把村民文化生活挂在心
头。东窝铺组由于缺乏文化活动场地，许多群众看到邻组群众在广场上跳舞健
身，非常羡慕。2017年，他联合组里的村民代表，筹资将本组中心地段一个场
院争取了下来，并带头捐款，组织群众清土方、铺场地，申请安装健身器材等设
施。经过两个多月的不懈努力，一个面积400平方米，平整宽敞、健身器材齐全
的文化广场终于建成了。群众健身娱乐有了好去处，都称赞他说：“王建国带领
群众办了一件大好事！”在新年来临之际，他还组织群众成立秧歌队。春节期
间，喜庆欢快的秧歌队走家串户进行慰问演出活动，不仅增添了节日气氛，还受
到了群众的欢迎。

如今，东窝铺组养殖小区已初具规模，村民们收入增加了，不再靠几亩薄田
吃饭了，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常言道，心中有理想，脚下有力量。王建国就是
这样的人，不甘于现状，发挥合作社作用，决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带领群众实
现自己谋划的三个理想。一是让无劳力家庭实现也能养殖牛羊的梦想；二是让
养殖户实现人畜分离，改变粪便随处堆放影响环境卫生的问题；三是开拓牛羊
托管问题，进一步壮大养殖业，实现共同奔向小康社会目标，做一个真正的养牛

“达人”。

王建国 养牛“达人”犇富路

岁月匆匆而过，蓦然回首我已走进初中近两年了，念及往事，不胜唏
嘘。那人生道路中的无数个第一次就像波涛起伏的海浪，荡漾在我的心头，
是那样的亲切而熟悉，又是那样的美好而和谐。第一次上台表演的经历我
一直不能忘怀。

那是在我十岁第一次上台时，在上台前，我的心中忐忑不安，总是无法
调整出好的情绪。开始表演了，强烈的镁光灯直射下来，就像一双双犀利的
眼睛，盯的我喘不过气来，我更紧张了。当我看到台下那么多人的目光聚集
在我的身上，原本就担心的我，一下子忘了自己的动作，傻呆呆的站在幕布
旁。那一刹那，我听到的音乐就像奔驰的野马，嗡嗡作响。镁光灯则是把尖
锐的剑，刺进我的内心深处。好在这时老师在幕布旁不断的鼓励我，小声的
说：“加油！你一定可以的！”

我叹了一口气，很快镇定下来。我微笑着重新自信的走上台去，一上台
我就好像置身于一池碧水中，身体变得舒展，跳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娴熟
而自然，那音乐如潺潺的溪流，镁光灯也如和煦的暖阳。我的舞姿犹如一只
高贵的天鹅；又像一缕纯洁的阳光，干净而温暖；更像一朵蓬勃向上的向日
葵，正在努力向上生长。最后我在观众的掌声中退了场。

后来，我一直在想，有自信不一定成功，但你如果充满自信，就有成功的
希望。让自己成为一个自信的人吧！我爱第一次，它教会我了成功的秘籍，
充满自信，它像太阳给了我自信的力量。

难忘的第一次
■经棚二中 胡冰

我喜欢风，一年四季的风我都喜欢。
春天的风是温柔的，好像妈妈的手抚摸着你的脸。风中还掺杂着香

味，那是花开的味道！在风中，送走了冬日的寒冷和悲伤。
夏天的风是热烈的，他强烈却不凉爽，呼在脸上，热乎乎的。他路过小

树，与树叶共同弹奏一首夏季交响曲。
秋天的风是欢快的，“哗—哗—”树叶纷纷飘落，便知他来了。他吹走

了炎热，带来了清凉。你看，他是多么的淘气，他把苹果吹成了红色，把麦
子吹成了金黄，树叶就更是五彩缤纷了。

冬季的风是冷酷的，他从西北而来，吹在人的脸上，又冷又疼，逼人们
穿起了棉衣棉裤。看，劳累了一年的人们在屋里喝茶聊天，放寒假的小朋
友们则是在门外奔跑，嬉戏。屋里屋外都是欢乐的景象。

我喜欢闻春的味道，听夏的声音，看秋的油画，品冬的欢喜。我爱四季
的风！

四季的风
■新庙中学 王腾拓

■特约记者 刘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