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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末夏初，如果你到塞北旅游名旗
克什克腾旗来游玩，我推荐你首看映山
红，它应时应景，能映出你的好心情。

克什克腾旗有映山红（杜鹃）的地
方很多，其中同兴镇的黄岗梁、芝瑞镇
的小西天都比较有名，集中成片，面积
大，视觉效果好，至于零星分布的那就
更多了。克什克腾旗的映山红分布地
区广，但各地区之间又各有特色，要说
开的最早、最艳的当属经棚镇的沈克
沟。

沈克沟早有其名，但其真正出名是
因那里的映山红。都说早起的鸟儿有
虫吃，早开的映山红也深得游客的青
睐。川流不息的车辆涌入、涌出沈克
沟，春夏之交的沈克沟一下热闹起来，
慕名而来的，朋友介绍来的，都是为睹
沈克沟的映山红。

沈克沟距克什克腾旗政府所在地
大约半小时的车程，从旗政府所在地出
发，沿经山线一路南行，在排头营子山
梁岔道处进入便道向西南方向行驶7至
8公里即到。远看，似红霞幔裹，有犹抱
琵琶半遮面之感，车到梁底，徒步登山，
虽气喘吁吁，奈何前有美景诱惑，终不
愿停歇，汗流浃背换来一睹为快，红若
霓裳、浓艳欲滴、拥花近鼻、沁人心脾、
花丛留念，情不自禁唱出“岭上开遍吆
映山红！”辛苦了侍奉手机的那双手，拍
照、录像、发视频、发朋友圈、上抖音、发
快手，好像不把这些第一时间分享出去
就枉此一行似的。

沈克沟是一条比较僻静的一条山
沟，她由十多条小沟组成，每条小沟的
阴坡面都盛开着满坡的映山红，多而不
乱，高低有序，最难得的是一个坡面上
映山红丛中竞奇迹般生长着几株白色
的，真可谓“万红丛中一点白”，韵在其
中，美不胜收！阴坡面的鲜红与阳坡面
杏花的素白形成鲜明的对比，加之山梁
上浓翠的崖柏，很自然的想到国粹京剧
中的脸谱，中华文化之美无处不在。

徒步下山，虽弄得满身尘土，但却
乐此不疲，意犹未尽，掸落风尘，收获一
份好心情，再回首，沈克沟，明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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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游览被誉为“亚洲第一奇洞”的黄龙
洞。它位于索溪峪风景区的角耳尖山下。从
外表看，山体并不奇特，只是一座树木阴翳的
浑然厚重的大山。随着游人排队进入狭窄的
洞门，拐弯抹角一直深入，洞穴逐渐由窄变
宽，灯光时明时暗。解说员导引着我们沿着
人工砌成的游道攀登，旋转上百余米的台道，
顿时，眼前豁然开朗，五光十色，呈现出大小
不一，高矮不等的石笋、石柱、石幔、石花等溶
岩景观，林林总总，目不暇接，在灯光的映衬
下，梦幻迷离，美不胜收。

黄龙洞又称黄龙泉，在全国数百个溶洞
中，黄龙洞最为恢宏。洞体宏大深远，自然天
成，总长约 7.6 公里，面积达到 10 万多平方
米，垂直高度140米，上下分四层，两层旱洞，
两层水洞，错落相同，回环曲折。洞中造型呈
一湖、二河、三瀑、四潭、13个厅、98廊，以及
无以计数的石峰、石笋、石柱、石旗、石幔、石
花、石盆、石梯田等点缀其间。还有钟乳滴成
的石塔，塔头酷似火箭头，被形象地称为一
号、二号火箭。最为神奇和壮观的是定海神
针和龙王宝座。定海神针高达19.2米，直径
10 厘米，两头粗中间略细，形状奇特通体透
明。它生长在一处崩塌的斜坡上，晶体不偏
不倚挺直向上，是洞内最高的一根石笋。据
解说员说，按洞穴家推算，这根石笋现在的高
度，至少需要近 20 万年才能长成，已被列为
国宝。1998年，管理当局出巨资为它投保，保
额高达一亿元人民币。龙王宝座直径9米、
高 42 米，如巨型古钟屹立在高台上，整体威
严庄重，咄咄逼人。从洞顶石窟中倾泻而下
的天仙女瀑布，落差达27米，水声回鸣，如烟

似雾，疑似银河飞落，美轮美奂。洞内有一条
阴河叫响水河，全长3公里，现在开发利用的
只有 800 米。乘船在河上游览，两岸熔岩景
观优美，如诗如画，神秘莫测。

黄龙洞前景色也很夺人。依山而建的厅
阁曲廊与小桥流水蜿蜒相依，树影婆娑；十几
台悠然旋转的水车哗哗作响，鸣奏着不老的
歌谣。绿色如茵的草坪前，一尊雕塑引人注
目：一只猴子坐在一摞书本上，手托下颌做沉
思状。下面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今天，我们无法进口白云和蓝天。
明天，我们也无力再造河流与山川。
请不要随意消耗地球的资源，
否则，后天猴子会思索人类的今天。

——献给2008世界地球日
这个创意颇有哲理，值得我们去深思。

要明白：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资源不可再生，
要怀着永恒的忧患之思。任意的去践踏和掠
夺有限的资源，那么，回报人类的惩罚则是沉
重的。珍惜和爱护我们赖以生存繁衍的家园
吧！

但愿人类以此共勉！
下午，参观土家风情园，去亲身感受土家

族的民俗民风。在参观土家风情园前，导游
小张一再动员我们去天门山游览，并多次找
团长磋商，但最终还是被多数人放弃了。这
次赴张家界游览，其中不包括天门山，要去需
另付门票300元，再者考虑山水大同小异，看
了天子山，天门山也在想象中了。其实，不去
天门山，也或多或少是个遗憾。

天门山是最早载入张家界史册的名山。
它位于张家界市城南3公里处，是张家界境

内的最高峰和城市的标志山。从市区遥望，
能隐约看到它的轮廓。天门山海拔1508米，
因凌空独尊的天门洞而名。山体为举世罕见
的喀斯特台型地貌，山顶保持完整的原始森
林。尤其是1999年，数名世界飞行大师驾机
穿越天门洞的壮举被世人嘱目。2006年3月
19日，俄罗斯空军在此进行特级飞行表演，更
成为观众的焦点。

走进土家风情园，我立即被眼前别致的
景观吸引住了。从某种视角上，可以说弥补
了没去天门山的遗憾。

土家风情园坐落在张家界市凤凰古城，
园内楼宇厅阁错落，池塘荷花倒映，树木绿荫
环绕。特别是一幢依山而建的楼宇，层叠起
伏，飞檐翘角，气势恢宏，被誉为九重天，即九
重十二层，高度 48 米，由土家族民间艺人设
计建造的，是目前国内最高、最大、最完整的
全木质结构吊脚楼。风情园内代表性建筑有
土司城堡、九重天、世袭堂、土家山寨等，汇集
了整个大湘西土家人历史的精髓，是集土家
族的农耕文化、兵战文化、土司文化、建筑文
化、民俗文化为一体的民族文化景点。民风
民俗展示主要有土家婚俗、头饰服饰、蜡染、
织锦、银匠、石匠、以及奇石根雕，珍贵文物展
等。

土家族属于古代巴人一支，也有说是古
代庸国人的后裔，民风淳朴，土厚而风淳。土
家人能歌善舞，信巫尚鬼，尚武好门，崇奉覃
后王、向王天子、以及五谷神、公王神、土地
神、社神等。

土家婚俗则别具一格。在园内亲眼目睹
了一把“哭嫁”的场面。我们团英俊的巴雅尔

被推举为新郎，扮成俊郎的模样站在新娘一
边等候迎娶。新娘端坐在牙床前，头戴金色
的头饰，身着红色花纹图案的简裙，两手拿一
块红格方巾盖着脸，新娘母亲紧贴新娘坐着，
也用一块青花方巾遮着脸，两个阿妹同样一
个姿势蹲在两边。所谓“哭嫁”即唱着哭，只
见母亲和女儿歌随情生，泪如雨下，声调曲
婉，如泣如诉。

据说，土家阿妹以前出嫁都要举行哭嫁
仪式，少则三、五天，多则一个月，哭爹娘，哭
姐妹，哭哥嫂。土家人还把能否唱“哭嫁歌”
作为衡量女子才智和贤德的标志。哭嫁源于
妇女婚姻不自由，她们用哭嫁的歌声借以倾
吐心中的委屈。今天，婚姻自由了，但土家姑
娘结婚时还仍沿用这种仪式。

听着对土家传统婚姻的讲述，望着眼前
土家阿妹的笑容，我为土家青年男女过去的
婚姻不平，也为他们今天的幸福而高兴。

土家青年男女还为我们表演了传统的土
家祭祀及歌舞。祭祀是土家人的一项重大活
动，旨在为了祈求风调雨顺，驱赶天灾人祸。
土家的茅古斯舞、铜铃舞、摆手舞、打溜子等
舞姿洒脱、刚柔、流畅，展示了土家族原始劳
作与生活的情形。

看着，看着，许多人也手舞足蹈起来，情
不自禁地加入进去，共同跳起摆手舞，亲身感
受魅力湘西，异乡风情。

晚餐，好客的土家人用他们特有的方式
款待我们。在祭祀堂前的广场上，几百号人、
几十张桌同时开席。每张桌摆的都是土家菜
肴十大碗，酒是土家糯米酒，我轻轻呷一口米
酒，清醇里透着丝丝香甜；吃一箸土家扣肉，
微辣嫩爽，滋味可口。土家十大碗来源于民
间节庆及招待贵宾时贯用的菜式，其特色是
半荤半素，一菜两味，油而不腻。

天已很晚了，园内仍然是鼓乐声声，欢歌
笑语，土家山歌和草原金曲交响互动，回旋在
夜空中……由于我们还要乘坐21点30分的
火车赴长沙，不得不告别了。坐在返回的车
上，我频频回头张望夜幕下的土家风情园，从
心里祝福一个幸福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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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是一个家庭的传统风尚。好的家风
就是无声的教诲，会影响着家庭的每个成员。
我们家，虽不是什么名门贵族、书香门第，但也
有着自己的家庭传统风尚，那就是老实做人、
踏实做事、乐善好施、勤俭持家。老爸老妈是
这样做的，也是这样要求我们的，让我们受益
匪浅。

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一个冬日，家里杀
了一口猪，杀猪那天，院里院外挤满了帮忙的
人，特别热闹。我们一群小孩子就在人堆里钻
来钻去玩耍打闹。爸妈招待客人待大家吃饱
喝足离开后，天已经黑了，院子里才算安静下
来。然后他们又开始合计给没来家吃饭的左
邻右舍盛碗杀猪菜送去。跑腿的任务就交给
了好动的我。我欣然接受，手捧着那冒着热气
的一个大碗，在妈妈的叮咛嘱咐下，我便出了
门。那碗菜真香啊，炖得油亮油亮黄白相间的
酸菜，上边铺了一层白肉、红肉和猪血肠。那
时候，我真不知道父母都不舍得多吃一口的肉
和菜，为什么要送给和我们毫不相干的邻居
们。一个小孩子简单到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
问。但当我看到邻居叔叔阿姨大爷大伯们的
欢喜神情，我也沉浸在快乐之中。正是在爸妈
的熏陶影响下，在良好的家风传承下，我学会
了分享、学会了帮助别人，我的成长路就充满
了快乐的分享。

几十年过去了，我传承了爸妈的老实做
人、踏实做事、乐善好施，学会了邻里、同事、朋
友们和睦相处，从来没跟人吵过嘴、打过架。
常常在工作之余，自己动手制作一些小咸菜、
小点心、蒸点包子、包点水饺等自认为好吃的
美食送给身边的同事、朋友品尝。一个休息
日，我用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烙了一大摞几

十个糖酥饼，一大盆五香带鱼，然后我把它分
成若干份儿，分完后自己所剩无几。丈夫非常
不解地问我：“你辛苦费力做的，为什么都要送
给别人呢？”“好吃的东西大家一起分享，不好
吗？”渐渐地，丈夫被我一次又一次的执念融化
了，竟然不再问，而且还主动帮助我去分送。
意外的是他竟然有了把好东西分享给别人的
意识。一次，公公从农村给我们杀了猪、宰了
羊，他叫我分几份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同事，还
教我谦卑说法，“农村用粮食喂得猪羊，你们也
尝尝。送来多了，放不下。”老公说，这样的说
道，不会让人家感到欠人情。 每每看到同事
朋友真诚的笑脸，我都比他们还要开心。

单位同事大师姐给我的影响也非常深
刻。平时，她会把自己家里的衣物、食物等分
给身边的我们，我们也会欣然接受，快乐分
享。在她的影响下，单位同事之间处成了姐妹
兄弟，互相帮助、融洽和谐。在这样的氛围里
工作，大家精神饱满、热情有度，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佳绩。回首我工作的近三十个春秋，从来
没有见到单位同事之间有红过脸、吵过架的现
象发生。我很珍惜和大家在一起工作的时光，
珍惜每一个相处过的人。

前几天，我和老妈通电话，我问八十岁的
老妈，说起把杀猪菜和肉送给邻居的事儿。老
妈说：“当时家里也没有什么送给别人的，感觉

邻居们对咱家都挺好的。正好赶上杀猪，算是
稀罕物，当成一份心意就送了。”记忆中，一下
子送掉大半铁锅菜和肉儿，装碗时，生怕少了
些许。但每一次我看到了爸妈发自内心的快
乐。老爸老妈不仅和邻里相处的好，就是家里
来了讨饭的，都要给请到屋里，给水喝给饭吃，
甚至还要找一些衣物等给他们。正是在老爸
老妈无声的影响下，我们从小就有了关心弱势
群体、无私帮助别人的理念。如今老妈搬家到
牙克石市十年有余，结交了几个比她小十几岁
的伙伴儿。老妈经常把子女们给她网购的衣
物、食物等分给她们，把我们带回去的吃的用
的也要留出一份儿分给她们。看得出，分享已
成了老妈的习惯。

女儿从小耳濡目染，小小年纪，也学会了
把自认为的好东西分享给别人。记得她四五
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一帮小朋友，她热情地把
自己喜欢的小零食分给他们，甚至还将家里白
糖、虾皮装在小碟子里招待小朋友。后来，我
才知道，她认为白糖、虾皮是好吃的东西，当然
要分给小朋友了。她上小学的时候，遇到给家
庭困难的孩子捐款、捐物，她都捐的最多、最
好；还经常把自己的文具分给困难的同学；上
了中学，会把住校的同学请到家里改善伙食；
上了高中，她会给生病的同学带饭、带药……
从小到大，她善良仁爱、养成了大方不自私的

性格。记得她上大学的时候，一次通话，她说
刚买了一个柚子，特别好吃，但舍友一分就没
了。我知道她爱吃柚子，但她竟然一点儿也没
给自己留。她的东西宿舍的同学可以随便取
用，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女儿参加工作后，学会了自己做饭。聪明
的她，一学就会，一点就通。一次她包了烧麦，
当她把图片发给我的时候，我真不敢相信自己
的眼睛。这个十指不沾阳春水、两耳不闻窗外
事的小孩儿，变得竟然这么厉害，真是让我刮
目相看。她说烧麦非常好吃，自己留了几个，
剩下的都分给身边的同事了。“十一”假期，她
回姥姥家，买了家乡的特产，自己只留了很少
的一点儿，其余的也都分给了单位的同事和朋
友。看到她，我就想起年轻的我。

如今，我也经常接到来自亲朋好友、同事、
同学分享给我的一把葱、一个瓜、一捧豆子；酸
菜、咸菜、鲜肉、活鱼；从端午节的粽子到中秋
节的月饼等。尤其是让我感动的是有几个好
朋友、好姐妹，知道我不腌咸菜、不渍酸菜，每
年秋天都特意多腌渍些，能吃的时候就送过
来，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表达这份姐妹情谊，
但我知道这份温暖会温润我整个内心。

分享是一种快乐、分享是一种情感、分享
是一种沟通和交流。分享不仅仅体现在物质
层面，还有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分享一篇好
的文章、一首好听的歌曲、一个有价值的视频
……学会了分享，就忘记了自私；学会了分享，
就找到了快乐的源泉。 我愿意把分享这样好
的家风传承、发扬下去，使良好的家风一代一
代传下去，同时因分享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快
乐，从而让一个个小家和社会变得更和谐更美
好！

散文

分享是一种快乐
■鲍敏杰

逆流而上的生命之旅 摄影 薛新玉

人生的上半场，
总觉得过得是加法，
为了那些所谓光鲜亮丽的东西，
不断地往自己肩上的担子加码。
给自己设立了一个又一个的目标，
总认为人生的意义，
就在于不断地向上攀爬。
到了人生的下半场，
才渐渐明白，
人生实则过得是减法，
那些曾经以为割舍不了的东西，
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个笑话。
是你的自然会来，
不是你的不要奋力去抓！
有一个无病的身，
有一个温馨的家，
有一个对酌的知己，
有一个自食其力的娃。
这就是你拥有的，
最大的奢华！

在家里请客
周末的朋友小聚，
我和老伴喜欢在家里下厨。
家里有啥食材，
调料都放在哪，
我张口就来一清二楚。
每次请客之前，
我都列出菜谱，
至于怎么去做，
老伴如庖丁解牛手法娴熟。
她在灶上煎炒烹炸，
我在旁边打打下手，
也有一两个菜，
是我的经典曲目。
刀板声抽油烟机声，声声入耳，
炖肉香炒菜香，香香鼻扑。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我认为两个人经常一起下厨做饭，
这就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幸福！

客人们在打着对调唠着家常，
夸我的花养得好，夸屋子收拾得纤尘毫无，
夸老伴菜做得好，夸我们为人淳朴，
听得我们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
无一处不感觉熨贴舒服。
看来永远不要吝啬你发自内心对别人的赞美，
它真得能抚慰人的五脏六腑。

开席了，
我总是先介绍每道菜食材的来处。
这是亲家拿来的小笨鸡，
这肉是来自亲家给喂的黑毛猪。
这是本家哥哥腌渍的酸菜，
这是本家嫂子给做的豆腐。
经过我一番至真至朴的描绘，
加之舌尖的真实感触，
客人的眼里流光溢彩，
自然会赞不绝口大饱口福。
我们在享受着美好，
不要忘记美好的来路，
让我们的感恩之心，
体现在时时处处。

有人说，
要想一日不安请在家中请客，
这是道出了在家请客的辛苦。
有人说，
在家请客是请客的最高境界，
这是说出了在家请客的渐少渐无。
我想说，
把至亲挚友请在家里，
不仅是让味蕾的愉悦提醒彼此温暖的心情，
更是让至纯至真的亲情友情走在阳光的旅途。

人生的上半场与下半场
(外一首)
■孙广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