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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上高原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

旗，有一片美丽的草原——贡格尔草

原。这里不仅是“英雄下马的地方”，还

是“诗与远方”曲水流觞的地方。神奇美

丽的达里湖、康熙大战噶尔丹的古战场、

被誉为植物活化石的云杉林、浑善达克

沙地的驼铃声、西辽河北源的西拉木伦

河、牛羊好似珍珠撒的草地、麦浪滚滚的

原野、能横着放下一本书的世界上最窄

的河流——耗来河，还有华子鱼洄游的

惊心动魄……都是令诗人动情的华美乐

章。地灵人杰，诞生于贡格尔草原的女

儿——闫文华就是一位生于斯、长于斯、

爱于斯、歌于斯的优秀诗人，她把从2020

年以来创作的诗作，以年份为单元，结为

四辑（其中，第四辑附带一部分旧作），用

几乎是日记体的编排方式，结集出版，让

来自贡格尔草原的一束光，融汇于中华

诗作浩瀚的夜空，散发出璀璨温暖的光

芒。

想象力大于技巧

作为第一读者，我惊诧于闫文华竟

然有如此超拔瑰丽的想象力！你看：“山

像锚，拴住星星、月亮/敦厚的土石结构，

锥体立场。”这是闫文华的诗作《山来到

空中》中的句子，她把“山”想象成“锚”，

锚是用来拴住舰艇和大船的，而闫文华

却用它来拴“星星”，拴“月亮”，这是多么

让人称奇的想象力啊！还有“锥体立

场”，也让人拍案叫绝，“锥体”是几何的

物象，被闫文华挪到对山体的想象，这不

禁让读者直夸钟爱文学的“闫文华不偏

科”！“唯有血色靠近晨阳/酿点血性，才

算保住这身羽毛”，这是闫文华在告诫那

些安于现状、甘于“躺平”的年轻人，要不

断学习，充实自己，才能成为一个在当今

社会凭自己的本事立足的人。年轻人是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不要辜负晨阳的

血色，也不要虚度青春的韶华。“一条蚯

蚓被翻出泥土/有锤子/也不能像钉子那

样往物体里敲进。”这段引自《一段皮

筋》，是写人身处困境中必须有韧性。“峣

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一个人在成长

和成才的过程中，面对强权和重压，要能

屈能伸，经得起拉扯，唯有以韧性求成。

运用生动形象的想象力，闫文华想到了

能松能紧的橡皮筋，想到了能在泥土中

耕耘的蚯蚓……黑暗中，蚯蚓能屈能伸，

够有韧性，但要给当今诗坛“牵住一束

光”的闫文华绝不会与光明隔绝，她欣然

命笔：“蚯蚓怕见光/但它必须重返暗处

的光亮。”“蓝为底色，气流向上/风在北

方播报，大疫之年/四月还有一场暴雪，

天边草地枯黄//……五月，白头翁噘起

花儿的紫唇/几棵蒿草破土，其他叶芽还

在路上//六月，草地泛绿，羔羊跪来温

饱/而白头翁已老到一身白毛//七月，草

高不过往年/等待甘霖入地，雨水降临/

所看见的牧场，跑到火烧云里//秋风，拽

住八月尾巴吸干夏的汁液/草逃不掉被

命运捆绑，束紧腰身//九月，端来霜白/

枫林为向导，一群大雁空中飞翔。”写到

这儿，笔者已经拍案叫绝，谁能想到啊，

这首《天气预报》，竟是由于草原沙化严

重，作者不希望更多的人来此处旅游而

广而告之的诗作。如此让人称奇的想象

力，真亏看似纤柔羸弱的闫文华想象得

出来！笔者唯有伸双拇指点赞！

想象力，对于作家、艺术家们太重要

了。它既是形象思维，也是逻辑思维。

此物像彼物，是形象思维；此物能够像彼

物，便是逻辑思维。在文学艺术创作中，

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缺一不可，形象思

维大于逻辑思维，即是创作风格上的浪

漫主义；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平行或小

于逻辑思维，便是创作风格上的现实主

义。这与其他无关。想象力，是依附于

作品思想内容之上的外在表现形式。在

中日韩三国作家于韩国主办的年会上，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就是以《作家的

想象力》为题，进行了主题研讨的中心发

言。这是中国作家的智慧，避开了各国

社会制度不同之芥蒂，寻求各国作家都

一致认同的作品创作的普遍规律，三国

作家就“想象力”一词，进行深入探讨，各

抒己见，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年会便开

成了一届中日韩作家和平共处、共同进

步的文学盛会。由此，关于对“想象力”

的认识，成为铁凝主席文学思想的独特

之处。

创作也是手艺活儿

想象力，对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极

为重要，但也不是说，可以丢掉写作技

巧，对着方格纸码字，蘸上墨汁涂鸦——

难道这样还可以称之为艺术创作吗？写

作分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写身边

人、身边事，写祖辈、写父辈、写老师、写

同学……这个境界的写作，直抒胸臆，真

情会赢。第二个境界，是能熟练运用各

种创作方法，给读者和观众留下丰富的

联想与感悟。好的思想内容，必须有高

妙的创作手法来呈现，方可成为艺术

品。如书画作品中的留白、写意、象征

等。第三个境界，是引导读者与观众进

入哲学境界，像《悲惨世界》里的敲钟人

卡西莫多，面目丑陋，但心灵是美的。文

学创作有三十八种修辞方法，在每部作

品中，不可能全用到，但用得多的作者，

当属手艺高超，可称匠称师称家。

说闫文华是从贡格尔草原走出来的

优秀诗人，因为她在《草色》这本诗集的

二百多首诗作中，熟练地运用了太多太

多的创作方法。暗喻：“山来到空中/将

白云当作翅膀，带走那些沧桑。”作者明

着是写“山”，实际是在写“人”。替代：

“土与水相遇，经一双手揉捏/打磨，一只

瓦罐从泥土里起身//装粮半升，装酒一

小杯/空腹时装着黑夜，却没装一点甜/

满罐，全是风雨故事//……日子一枚枚

滚落，瓦罐的粗糙/让风找到归宿，疼痛

于体内游离//忽一日/瓦罐滑落，打碎颤

抖的双手/一罐卑微还给了大地。”作者

这是在写一只瓦罐的生平吗？不对！她

是在用一只瓦罐的形象，替代那些多病、

困苦、卑微的身处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

的生存状态。反讽：“童年时/是你教我

们，想办法喝到水/后来的故事/说你，还

会反哺母亲//再后来听到有人诅咒、痛

恨你/说，是你给夜涂上的黑//半个世纪

过去了/真的，少见你空中的影子//如果

按‘恨之入骨’来解释、你可能早已迁居，

那些人体内。”这首题为《乌鸦》的诗作，

就是闫文华用来讽刺那些骂乌鸦黑的

人，只看到乌鸦的黑，看不到自己的黑，

甚至有比乌鸦更黑的心、更肮脏的灵

魂。借代：“从源水头上起飞，唯美/遗传

的红痣，踱步、空中炫技//看似动作巧

妙、娴熟/一捧羽饰下面只有一管血浆/

地上，影子里却拖曳一只‘甲壳虫’/并到

高枝上另建了‘巢穴’//一宗个体意识汇

入潮流/仰视浮云，胜过烟火本身/不习

惯也得演习的一个还贷程序//而这一

切：/置顶了土地上的高粱、玉米……”这

是闫文华借代了一只丹顶鹤的形象，诉

说了一个小城镇的普通人家，含辛茹苦

供出来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不久，就要在

大城市里成家、买车、买房，导致年迈的

父母还要倾尽所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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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贡格尔草原的一束光（上）
——读闫文华诗集《草色》

■■■■■■■■■■■■■■■■■■■■■■■■■■■■■■■刘玉琴

金秋乐章-大坝梁农田 摄影 赵国君

初识沙地云杉，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白
音敖包林场。由于沙地云杉生长在白音敖
包林场场部周围，走进林场最醒目的就是大
片翠绿的沙地云杉林。因沙地云杉是世界
仅存的一片稀有树种，有科研、观赏、防风、
绿化等重要价值，因此在植物界里极其珍
贵，受到重视得到保护。

然而，让沙地云杉走进我的心中，是因
为它林相整齐，干红叶绿，挺拔刚劲，四季常
青，又是我国云杉母树繁育基地，国家一级
保护植物，也是国际上濒危植物，有“生物基
因库”“生物活化石”之称。走进树形似塔的
沙地云杉林，无论是炎炎盛夏还是冽冽寒
冬，都翠绿欲滴，平均寿命在 80—120 年之
间，最长者可达400年以上，被当地牧民称之
为“神树”，目前发现最高的云杉高为28米，
胸径1.4米，很少有树木敢与它堪比高低。

沙地云杉林呈斑块状分布于草原之中，
构成了中国特殊的森林草原景观。乾隆皇
帝狩猎时多次到此观赏云杉林，留下了“我
闻松柏有本性，经春不融冬不凋，凌空自有
偃盖枝，讵无盘层傲雪霜”的诗句。

在多方的努力下，1978年在集中分布的
白音敖包建立了沙地云杉保护特区；2000年
4月经国务院批准又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主要保护对象是沙地云杉林生态系
统。保护区总面积13862公顷，其中分布沙
地云杉林面积1947公顷。在云杉树集中分
布的区域，有的胸径达到1米以上，有的还是

幼树。静观之，真是多代同堂的沙地云杉王
国，令人震撼，更令人心仪。

就沙地云杉族群而言，它的起源古老神
秘，令人心生敬畏；特别是生存于垄状固定
沙带，高度在6-10米，沙层厚度在10-100米
的浑善达克半固定和流动沙丘的沙地边缘，
森林草原结合地带实属罕见。白音套海河、
贡格尔河绕云杉林区徜徉而去，河水清澈，
川流不息，为云杉林提供了生命之源，使整
个林区水草丰美，两岸绿草如茵，鸟语花香，
空气清新，景色宜人，犹如两条银白飘带，将
整个云杉群落描摹成一幅森林、草原、河流
锦图。

沙地云杉能保存至今，有一个古老而神
奇的传说。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
在太阳要落山的时候，忽然，天空中霞光万
道，彩云飞舞，万鸟齐鸣。太阳落山后，天上
的星星明亮闪烁，甚是迷人。这种奇特的景
象，使当地牧民兴奋不已，欢呼雀跃。第二
天，当人们一觉醒来的时候，开门一看惊呆
了，只见远处山坡上长满了高大挺拔的松树
（沙地云杉）。惊奇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兴
奋，因为这片森林将改变当地牧民的生存环
境和生存条件。

不久，来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喇嘛，他
在森林内观望了许久，自言自语道：“宝地，
宝地呀！”于是，他就在林间空地建造了一座
喇嘛庙，从此，一年四季来这里朝圣的人络
绎不绝，终日香火不断，甚是兴旺。鼎盛时

期，寺院里有喇嘛30多位。
又过了几年，大喇嘛决意离开这里，寺

院里所有喇嘛跪拜送行，只见大喇嘛飘然向
西方而去，消失在天地间。第二天天亮后，
人们发现这片沙地云杉向大喇嘛离去的方
向移动了很多，喇嘛们急忙打锁链把云杉林
里的大树王锁住，才终于将这些沙地云杉树
留了下来。

白音敖包自然保护区最高点为白音敖
包山，海拔1498米。站在敖包山顶鸟瞰，可
见白音敖包自然保护区沙地云杉林的全
貌。白音敖包山汉译为富饶的山，是克什克
腾旗五大敖包之一，是贡格尔草原上蒙古族
祭祀的圣地。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
蒙古人的先祖们祭祀的“足带林”，实际上就
是绕林祭祀的一种方式，后来逐渐演变成了
祭祀敖包。元代时，克什克腾旗曾有御封的
五大海日罕。海日罕就是级别较高的敖包，
即神山。那时，不分王公贵族与平民，也不
分长幼尊卑，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凌晨，旗
札萨克要穿上盛装，亲自率领幕僚们登上海
日罕，在敖包前行跪拜大礼，开全羊宴席。
一直到今天，蒙古族人民祭祀海日罕的习俗
延续了下来。

燕语呢喃，春暖日长，飞花万点，满地斜
阳。沙地云杉适时吐绿，给树林披上青翠欲
滴的新装。微风习习的林间，穿插着一束束
温和的阳光，俯仰之间，大自然的妙笔调成
了最柔和的淡彩，勾勒了最均匀的线条，描

绘出最动人的画卷。
盛夏之日，漫步于林中，看各种花朵竞

相吐蕊，万紫千红，释放出沁人心脾的阵阵
芬芳。择林中一角执手相看，恍然间，时光
的脚步悄然停驻，一切恼人的情绪都被阻隔
于心墙之外，唯有阵阵松涛传入心湖，令人
心旷神怡，神清舒爽。

阵阵秋风抹过，果上枝头，丹枫竞秀。
斜倚云杉树干，听流水叮咚，观鹿走禽飞。
润物无声的绵绵秋雨沾湿了发梢，也送来了
林间清新的气息，踏着厚厚的苔藓，仿若置
身云端，羽化而登仙。东坡词人“天欲雨，云
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石出鱼可数，林
深无人鸟相呼”的意境，跨越了岁月的围墙，
在这林中重现。寒冬呼啸而至，百草枯黄，
万物凋零，唯有云杉枝繁叶茂，傲霜斗雪，用
勃发的生机彰显亘古未变的气节。

沙地云杉多生于沙地中，在与诸木的共
生中，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强风摇落的种
子，当春风再度吹拂，能在泥土中发芽、生
根，长成幼苗，而后长成参天大树。

这就是我心中的沙地云杉，护佑人类和
草原的沙地云杉，天地人融为一体的沙地云
杉，它的明天定将有更加灿烂的生命展现
……

散文

走进心中的沙地云杉
■■■■■■■■■■■■■■■■■■■■■■■■■■■■■■■刘玉国

一
七月经棚好，天炎绿夏阴。
香车游满客，奶酒侍芳邻。
避暑云为扇，拍歌水作琴。
青山行路近，来者拟登临。

二
塞上繁华镇，嫣然乐客心。
红花接碧树，苍岭渡白云。
寻味奶茶韵，听音马首琴。
忽来篝火旺，夜烤串香新。

三
北上金三角，怡然秀夏衣。
杂花兼碧树，芳草到城隅。
湖水蓝天映，石林鸟兽息。
村间无限恋，山野更着迷。

四
夏暑清凉地，呼君塞上寻。
山中摘杏子，月下看峰林。
纵马平原阔，观棋空谷深。
若非安此处，何以寄余身？

五
开车驰牧场，情寄草原深。
圆日出平野，轻岚上绿林。
毡房鸣紫雁，碧水卷白云。
待到金秋至，还来举酒樽。

六
草原新雨后，打马踏清香。
举目蓝天近，回头万壑荒。
羊群飘碧野，响策荡山冈。
自古英雄气，威严镇朔方。

七
人间蒙古宴，天上亦难寻。
手把鲜羊肉，签穿烤串熏。
哈达迎胜友，美袖捧金樽。
玉碗如明月，一轮待客心。

八
日照山林碧，云飘涧水清。
寻诗圆美句，寄我故乡情。
牛饮甘泉液，羊食草药茎。
应怜驰岁月，代谢似流星。

九
云白平野阔，知己共天涯。
又见经行处，还开百部花。
马蹄腾四海，芳草到千家。
谁倩金黄月，朦胧罩雾纱？

十
毕竟经棚夜，时飘塞外香。
长歌生镇北，热舞动人肠。
芳草凝白露，青山静绿杨。
茶楼延酒肆，直到见晨光。

十一
驱车驰向北，放眼看石林。
晴日高天阔，绯霞桦木深。

冰风镌百态，日月刻年轮。
灿烂层岩老，奇观巧匠心。

十二
无意攀西子，一湖塞上春。
明光开绿野，碧水照青衿。
群鸟天鹅舞，肥鱼华子新。
曼陀山雨霁，何幸此登临。

十三
喜观峰壑远，东上大青山。
脚下清清水，林前漠漠川。
仙筵留碗臼，草树绕杯盘。
石罐须佳酿，珍存数百年。

十四
打马跃平原，高扬放荡鞭。
蓝天开远志，碧草卷岚烟。
湖畔牛羊叫，毡房乳品甜。
长河盘锦带，如在手挥间。

十五
雨来新绿地，苍岭上烟岚。
秀色生胸臆，山鹰入朔天。
豪车歌调远，平路近云边。
花海连天艳，蓬莱若等闲。

十六
闻有天仙女，其名唤沐伦。
来游芳草地，偏恋马头琴。
历历人间趣，悠悠忘返心。
愿为原上水，萦绕到如今。

十七
狭窄好来河，穿原趣味多。
飘飘一线绕，隐隐百花遮。
书本搭桥过，牛羊作奶喝。
源泉流不尽，晴雨见清浊。

十八
塞上出好酒，龙泉格外香。
精华来绿野，饱粒酿琼浆。
三碗开怀醉，千秋韵味藏。
殷勤频劝客，醇厚动人肠。

十九
君系归乡客，当推好酒喝。
龙泉出玉液，丰谷满青稞。
盛宴家中美，轻愁异地多。
今朝堪尽饮，飘荡与谁说。

二十
曙色熹微里，石林满目金。
霞裳绯广带，仙袂绿轻巾。
虚步悄悄语，回眸款款心。
由来多少事，谈宴到如今。

二十一
横翠黄岗上，天低荡雾云。
悠悠峰路远，阔阔碧林深。
引客听禽鸟，回车采野珍。
烟开才见日，攀转已千寻。

诗歌

经棚游望(新韵)
■■■■■■■■■■■■■■■■■■■■■■■■■■■■■■■刘树全

某电视栏目中，某演员表演了
一个快板：“小姑娘会梳头，一梳梳
到麦子熟。茄子爬上架，黄瓜打滴
溜。你要梳小辫儿，我给你梳小辫
儿 。 你 要 梳 zhuājiū，我 给 你 梳
zhuājiū。你要什么都不要，我给
你剃个光光头。”字幕把“zhuājiū”
打成“抓阄”，这是错的。

抓阄，确实读作zhuājiū，指从
预先做好记号的纸卷或纸团中每人
取一个，以决定谁该得什么东西或
谁该做什么事。也说拈阄儿。但这
个演员表演的这段快板，列举的都
是小姑娘的发型，和“抓阄”没有什
么关系。其实，这里应该用“髽鬏”。

“髽（zhuā）”本指古代妇女丧
髻，即以麻线束发。后可指梳在头
两旁的发髻。“鬏（jiū）”义为头发盘
成的结。髽鬏，即梳在头顶两旁或
脑后的发髻。古时男女皆有。也可
作抓鬏、髽髻、抓髻。字幕误“髽鬏”
为“抓阄”，当是音同致误。

抓阄与髽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