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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叶棘豆（豆科棘豆属）
别名：狐尾藻棘豆
形态特征：多年生草本。主根深长，粗壮。无地上茎或茎极短缩。托叶卵状披针
形，膜质；叶为具轮生小叶的复叶，通常可达 25～32 轮；小叶条状披针形，先端渐
尖，干后边缘反卷，两面密生长柔毛。荚果披针状矩圆形，先端具长而尖的喙。花
期 6—7 月，果期7—9 月。
生境：生于砾石质或沙质土壤上。
水分生态类型和植物区系地理成分：砾石生中旱生草本。黄土—蒙古高原东部分
布种。
经济价值：青鲜状态各种家畜均不采食，夏季或枯后绵羊、山羊采食少许，饲用价
值不高。地上部分入蒙药(蒙药名：那布其日哈嘎·奥日都扎)。

4.薄叶棘豆（豆科棘豆属）
别名：山泡泡、光棘豆
形态特征：多年生草本。无地上茎。根粗壮，通常呈圆柱状伸长。单数羽状复
叶，具小叶 7～13；叶轴细弱；托叶小，披针形，与叶柄基部合生，密生长毛；小
叶对生，条形，通常干后边缘反卷，两端渐尖，上面无毛，下面被平伏柔毛。总
花梗稍倾斜；花2～5 朵集生于总花梗顶部构成短总状花序；苞片椭圆状披针
形；萼筒状，萼齿条状披针形，长为萼筒的 1/4。花期 5—6月，果期 6 月。
生境：生于森林草原带和典型草原带的砾石质和沙砾质草原群落中，为多度不
高的伴生成分。
水分生态类型和区系地理成分：旱生草本。黄土—蒙古高原东部分布种。
经济价值：茎叶较柔嫩，为绵羊、山羊所喜食。秋季采食它的荚果。

1.大花棘豆（豆科棘豆属）
形态特征：多年生草本。通常无地上茎，叶基生或近基生，呈丛生状，全株被白色平
伏柔毛。单数羽状复叶；托叶宽卵形，先端尖；小叶矩圆状披针形，有时为矩圆状卵
形，先端渐尖，基部圆形，全缘，两面被白色绢状柔毛。总状花序比叶长，花大，密集
于总花梗顶端呈穗状或头状；苞片矩圆状卵形或披针形，渐尖，被毛；花萼筒状，带
紫色，被毛，萼齿三角状披针形。花冠红紫色或蓝紫色；旗瓣宽卵形，顶端圆，基部
有长爪；翼瓣比旗瓣短，比龙骨瓣长，具细长的爪及稍弯的耳；龙骨瓣顶端有稍弯曲
的短喙 ，基 部 具 长爪。荚果矩圆状卵形或矩圆形，革质，被白色平伏柔毛，有时
混生有黑色毛。花期 6—7 月 ，果期 7—8 月。
生境：主要生于森林草原带的山地杂类草草甸草原，是常见的伴生植物。
水分生态类型和区系地理成分：旱中生草本。达乌里—蒙古分布种。

2.硬毛棘豆（豆科棘豆属）
别名：毛棘豆
形态特征：多年生草本。全株被长硬毛。无地上茎。叶基生，单数羽状复叶；
叶轴粗壮；托叶披针形，与叶柄基部合生，膜质，密生长硬毛；小叶对生或近对
生，卵状披针形或长椭圆形，下面和边缘疏生长毛。荚果藏于萼内，长卵形，密
被长毛。花期 6—7 月，果期 7—8 月。
生境：常伴生于森林草原带和草原带的山地杂类草草原和草甸草原群落中。
水分生态类型和区系地理成分：旱中生草本。华北—东蒙古分布种。
经济价值：家畜不食。地上部分入蒙药(蒙药名：旭润·奥日都扎)，能杀“黏”、消
热、燥“黄水”、愈伤、生肌、止血、消肿、通便，主治瘟疫、发症、丹毒、腮腺炎、阵
刺痛、肠刺痛、游痛症、创伤、月经过多、创伤出血、吐血、咳痰。

女儿出生一个多月后，或别人送或

自买的玩具随之而至，积累至今竟有百

余件之多。然而论其价值，却远远不及

我儿时一件最不起眼的玩具。

说来大概无人相信，六十年代末，

生存的必需品都难以保障，何以奢侈到

有昂贵的玩具可玩，然而，这却是不争

的事实。

伴随我幼年的一段时光，的确有一

些特殊的玩具，其实它并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玩具，而是一些精致的失去年代考

证的瓷器。

瓷器的来源很简单，还是爷爷年轻

时，为存放杂物，就依山挖了个窑洞，意

外的竟挖到古墓上，得了一批瓷器和大

量的古钱币及其他物品。古钱币早已

不流通，被人分散了。对那些瓷器，爷

爷可能觉得留之无用，去之可惜，或者

真的认为其有特殊价值，就另挖一穴，

放于此，洞口用土坯封起，初见光日的

瓷器又被尘封起来。

爷爷去世时爸爸才八九岁，父辈们

慢慢长大，娶妻生子，堂哥堂姐，哥哥姐

姐依次来到世间，却都不曾有过以古瓷

器为玩具的殊荣，看来那时奶奶从来没

动过取悦子与孙的念头。到我与二哥

幼时，奶奶在某一日的某一时，把封存

了近三十年的洞穴打开，真无法想象她

是在一种怎样的心态下，毅然决然地刨

开洞口，让瓷器重见天日，也使瓷器永

远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变成了孩童的玩

偶，成了我们手中戏谑与呵护的对象。

那些瓷器中我约略地记得，有瓷

猫，瓷狗，瓷马拉车等等。轻便精巧好

玩的都属于二哥，年幼处于弱势，我当

时无能力与二哥争夺，不屑被他理睬的

一对童俑理所当然地属于我。童俑分

男女，造型相同，高一尺一二，这些都是

妈妈粗略的描述，她的文化水平太低或

者是生活的重压让她失去了审美的眼

光，妈妈提供给我的仅此而已。哥姐当

时也是八九岁，十来岁的孩子，也曾问

过他们，具体的都不能说清。我也试图

努力想回忆出，可儿时那简单的如同直

线般的记忆，找不到一个起伏点。唯一

肯定的事实是，童俑对于我显得过于笨

重，我对于童俑又过于纤弱。一两岁的

我，磕磕绊绊地抱着几乎与我等高的童

俑，那种被伤害的可能绝非是单向的。

实际上易碎的瓷器也许仅伴了我们几

个月，几十天或更短，作为一种记忆却

无限度的拉长，以至于我的幼年模糊的

记忆总是与童俑纠缠在一起，好像它贯

穿了我整个幼年时光。遗憾的是，直到

现在我都不清楚那对童俑到底是怎样

的造型，上面釉的是什么。

我们的祖辈大多是从山东逃荒至

此，落脚生根。常听老人讲起，这里原

住是高丽人。童年时也见过用陶器装

着的高丽人的尸骨，灰黑的陶罐，凄白

的骨骼，一个惨白的灵魂被草草地掩埋

在贫瘠的黄土下。只有那些富人才有

一个完整的墓穴和大量的随葬品，而葬

品中瓷器又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那些

瓷器显示着主人的尊贵与奢华。这个

墓穴的主人不可能是声名显赫的官宦

或富商，但他当年也曾是一个有血有

肉，声威一方之人，他生活的富足与奢

侈完全可以被随葬的物品所印证，甚至

顺着那些随葬品寻出与之相伴的那段

时光。

打破的玩具如同流失的时光，即使

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恢复其原貌，那些宝

贵的瓷器都在极具破坏性的小手中“灰

飞烟灭”。儿时的记忆以及记忆中的那

些破碎的瓷片，如同随手扬起的五颜六

色的纸屑，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纷

纷扬扬的五彩斑斓，最终按着毫无约定

的轨迹四散消失，留下的美，仅存于那

一瞬间的定格。

时间可以消除一些细节的痕迹，却

难以了却沧桑的心事，拂平蹉跎的心

境。常常带着一种愧疚的心理去想那

些毁于自己手中的文物，那种记忆就再

也生不出半点豪华的感觉了。

孩子的野蛮，容不下易碎瓷器的完

整。

散文

奢侈的玩具
■刘景义

要写出克旗的地气来，就是寻访那

些离地气最近的人，这包括护林员、农

民、摄影家，当然主要是生活在草原上的

牧民，而在这方面，我是近水楼台先得

月，我有很多亲戚，遍布克旗的林区、农

区、牧区。我的二哥在贡格尔草原一个

叫黄芩沟门的地方放牧，他办了一个牧

家乐。

一位北京的职业经理，偶然的机会

在牧家乐与二哥见过，于是每年都不惜

驱车五百多公里，来到二哥的牧家乐里

坐客。我问他，你是喜欢这里的羊肉和

馅饼吗？他说都不是，他是喜欢与二哥

聊草原上的事，尤其是聊马。

二哥会告诉他，为什么马需要喂夜

草；为什么你站在马的后面，马还会看见

并被他踢着；为什么马奶可以用于治疗

眼病；马头琴为什么用马尾作弦才好

听。这些常识里蕴含着很多好听的故

事。

仅仅是谈到马，就可以聊一下午的

时光。实际这位经理人如果讲起野外

“背包客”的生活，同样可以讲一下午，只

是他需要像二哥一样，有一颗闲适的心。

二哥说，你再呆两天，领你去看牧民

打马鬃，我说我在《克什克腾蒙古族》一

书中看到过，书中宝音特古斯撰写、韩秀

民整理的这段文字写得很有意思：

每年清明节前后，牧民们开始忙碌

着打马鬃，给马烙印。这是一项生产、技

能、集会相结合的活动。虽不是节日，但

牧民的心情感受就像节日一样欢乐。

打马鬃的日子里，马倌儿把自己管

理的马群赶到以往打马时用过的平坦草

场里。许多牧民在这里集会，他们有的

是被邀请来的，有的是闻讯自愿赶来的，

这种集会已成为草原牧民的生活习惯。

年长的牧民由于受体力限制不能参加打

马鬃，他们亲临现场主要是进行指导，向

年轻牧工传授如何撂倒马的套马的技巧

等实践经验。

百鸟齐翔的达里湖，蒸汽机车穿过

原野的画面，是摄影家们的最爱。摔倒

马匹、剪掉马鬃毛是优秀的牧马人勇敢、

力量、技巧的展现。这一瞬间同样让摄

影家们着迷。

蒙古族喜爱套马，也喜爱尊崇出色

的套马人。打马鬃时可以一显套马人的

本领，更是男子汉表现力量和特长的机

会。好的套马坐骑（杆子马）能充分地显

出马的奔跑速度及与套马人默契的配合

能力。当有胆识的蒙古小伙子骑上驯养

有素的杆子马，甩开套马杆，鞭杆指向某

烈马头部时，乘马拼命追赶，套马人套住

马脖颈时，即刻退坐在马鞍后使劲，此时

烈马会举起前腿站立起来，套马人便就

势将烈马拽倒并稳住，他人迅速上去剪

掉该马的马鬃。也有勇敢的牧人乘马追

赶马，当把马圈到马群边时，抓住马尾顺

势将马摔倒，他人上去摁住马后将鬃剪

下。还有的靠近马之后，扯住马将马绊

倒剪掉马鬃。

马鬃过长，夏天马会热的，剪掉马

鬃，马会显得精干。打马鬃、接春羔、剪

羊毛，一进入春季，牧民对进入夏季生活

的准备就开始提速了。

散文

聊一聊打马鬃的事
■张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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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训练结束后，新兵营要进

行综合考核，成绩优异者被授予营

嘉奖。新兵营有一百多人，有四人

获此殊荣，我位列其中。本次考核

为日后下连队奠定了基础。

下到连队后，我被分到炮营榴

弹炮一连侦察班任计算兵。之后不

久，大概是一个月左右，就开拔到河

北义县驻训。主要是专业训练，为

实弹演练做准备。榴弹炮适合平原

作战，最远射程能达到二十公里。

带队的领导是中尉排长，他是军事

院校毕业的本科生，专业知识强，为

人很随和。从团部到义县有一百多

公里，我们是坐装甲车去的。

记得那天天空晴朗，阳光明媚，

早晨八点我们准时从团部出发。七

月的燕赵大地，莺歌燕舞，绿树成

荫，繁华似锦，瓜果飘香，此情此景，

仿佛在欢送出征的将士。我们乘坐

的装甲车风驰电掣般地行驶在柏油

路上，雄赳赳气昂昂，两个小时后，

我们到达驻地。

到达驻地后，我们住在老乡家

里。白天去野外训练，背着器材漫

山遍野地跑，侦察地形，进行各种测

量。我们作业的环境按地质地貌属

丘陵和山地，在炎炎烈日下爬坡过

坎，每天都很辛苦。我的任务是对

测量数据进行汇总计算，实弹演练

时，根据我提供的数据，对目标实施

打击。

身为侦查班计算兵，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我计算的数据，直接关

系到实弹演练的成败。如果计算出

现一厘米的误差，那么实弹演练时

炮弹就会偏离目标几米甚至几十

米。对于只有初中文化的我来说，

是一次很大的挑战。计算涉及到三

角函数，我对理科很不“感冒”，上学

时成绩一般，感觉压力非常大，但为

了能胜任工作，只能虚心请教，反复

练习，每一次计算都力求精准，只有

这样，实弹演练时才不会掉链子。

为此，我要比别人多付出几倍的努

力。

我们先后在两个驻地训练，第

二个驻地是一个叫南宝泉的村庄。

距离实弹演练的地方很近。这个村

庄地处偏远地区，九十年代初相对

还比较落后。我住的老乡家是一个

平房，窗户是木制带格的，屋里没什

么摆设，很简陋。我们几个战友和

一个老大爷住一个屋。我们每天很

早就起床了，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

净，然后再把缸挑满水。当时整个

村庄就这一口辘轳井，去晚了还得

排队。有时早晨排不上班，就得下

午训练完了再去挑水。有时利用训

练的间隙，帮老乡用推车往回收庄

稼，我们的所做所为，逃不过老乡们

的火眼金睛，他们夸赞说红军又回

来了，这是对我们最高的褒奖。这

里尽管很落后，但民风淳朴，老乡对

我们也很热情，这里盛产红薯和花

生，老乡隔三差五的就给我们烀红

薯和炒花生吃。

吃过晚饭后，自由活动时间，有

些战友耐不住寂寞，就挤在一个村

医家里看电视，当时好像一个村子

就这一台电视，还是黑白的。

实弹演练那天，营连主官亲临

现场，坐阵指挥。三十八军是一支

英雄的部队，曾在朝鲜战场上打出

了“万岁军”的赫赫威名，它的首任

军团长是彭德怀元帅，从这里先后

走出一百零八位将军，被誉为将军

的摇篮。我所在的三三四团，是三

十八军的一支劲旅，装备精良，我有

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倍感骄傲和自

豪，但同时又感到压力山大，此次实

弹演练，意义重大，是对我们两个月

来训练成果的检验，不能给团里抹

黑。我们严阵以待，如临大敌，屏住

呼吸，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手里捏着一把汗。一切准备就绪

后，连长一声令下，开炮，他话音未

落，只听一声巨响，炮弹脱壳而出，

呼啸着直奔目标……连长的指令铿

锵有力，声震寰宇，此时此刻，他把

军人的气质，基层指挥员的坚毅果

敢展现得淋漓尽致，令人肃然起

敬。半个小时后，通讯兵传回捷报

说准确击中目标。听到这个喜讯，

现场立刻沸腾起来，有的战友按捺

不住激动的心情，手舞足蹈，营长略

显消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连连说

打得好打得好。我此时悬着的心也

终于落了地。两个月的艰辛和付出

没有付之东流，我们没有辜负首长

的期望，为此次任务画上了圆满的

句号。

从驻训到打完炮历时两个月的

时间，九月末，我们顺利返回营房驻

地。

我的从军经历
——义县驻训

■王民

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