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3

月5
日 
星
期
二 

 

值
班
主
任

张
媛
媛 

编
辑

石
风
华 

美
编

王
蓓 

校
对

刘
小
宁

投稿邮箱：
wanbaofukan
@163.com
请在主题标注
“艺海拾贝”。

欢迎您的来稿

15

追
求
涉
笔
成
趣

捡
拾
艺
术
理
念

探
寻
文
学
初
心

  老家的树木，我都惦记在心头。榆树，为檩为梁，
最具担当；柳树，绕村依路，风姿绰约；刺槐，让眼里
生光，让舌底生津，这些都值得牵挂在心里。但我念叨
得最多的，似乎是桃树，虽然桃树在我老家并不多，毕
竟是难得的果木之树，多用一份情也是应该的。故乡有
一种树我却没有说起过，这似乎太不应该。
  荒砖乱石，残墙破窗，老家的院子已经不成样子，
仅仅有几棵枣树还在。院子里原本是有很多树的，那是
我小时候和哥哥一起栽种的。唯有这几棵枣树，是父母
更早时栽下的。
  枣树，丑而多刺，春天一院子树木该红的红，该绿
的绿，这树却是一副傻傻的样子，看起来那么不合时
宜。没有春天，没有夏天，更没有冬天，一年只一见，
见时，农历八月十五将近，一树玛瑙样的红枣。我和哥
哥姐姐们围拢来，转眼间，那满树枣儿就被长长短短的
木棍扑打了个干净。树下的热闹就是这么短暂，一切又
归于冷清。枣树的秋天也是这样昙花一现。
  今年春节我没有回老家，同在小城的侄子和侄女除
夕夜来我家守岁，几家人欢聚一堂格外热闹。可我又想
起老家那几棵枣树，想起了小时候的春节。那时日子清
苦，唯一甜的滋味几乎都是来自红枣。年关近了，母亲
将干枣泡洗干净，早早蒸下花糕和花卷子。这些花糕和
花卷子大都用来串门走亲，是家中仅有可拿得出手的礼
品，是父母的脸面。我和二哥淘气，常将那一颗颗的枣
偷偷抠吃了去。母亲为此气得浑身颤抖，手高高地举起
来，但又叹息一声，轻轻放下。
  那时，只贪恋舌尖上枣泥的甜，哪懂得母亲心头
的酸？
  小时候大年初一早起，最快乐的事是和哥哥姐姐们
给祖母拜年，喊一声：“奶奶，我给您磕头啦。”祖母
笑哈哈地应一声，从她身边的小柜子里摸出一个小瓷
罐，慢慢打开来，刹那间满屋子香气。每人两颗鲜亮圆
润的醉枣，就成了我们的“压岁钱”。每每想到这里，

我常常不由得摊开手，可是掌心里空空的，不见让人醉
的醉枣。其实，自从奶奶去世后，我再也没有吃过
醉枣。
  现在回忆起来，好像没有见过奶奶吃醉枣，也没有
见过父亲和母亲吃醉枣。
  鲜枣的脆甜，干枣的嚼劲，醉枣的鲜香，是我童年
的贪欢，那时常常怨父亲把一筐一筐的枣推到集市去卖
掉。父亲什么也不说，只是用他粗粝的大手，轻轻抚摸
一下我，我还很不高兴地将头扭向一边。
  花的开落无声无息，果的孕育也不言不语，一辈子
从不说自己的心事，却把最好的结果给你。这多像是同
一屋檐下的亲情？多少年又多少年后，我一城一城地漂
泊，渐渐地悟得这些。
  我不喜欢喝茶，没有人知道这与红枣有关。其实，
在我的心底是有茶香的。小时候，家中没有茶，母亲便
将几颗干透了的大红枣放在锅里慢慢干炒，等炒到泛黄
微黑，然后投入到暖水壶中。父亲从田里回来，我放学
回来，满满当当一碗“焦枣茶”，透着甜，泛着香，就
摆在了桌边。这是我人生最初的一味茶，这也是我心头
的最后一味茶。
  枣树，为什么不念叨？其实，就像我永远记不住父
母的祭日，这是一种无意识地回避，是因为太爱，太心
疼，太想念。
  树木，是有大智慧的。要成材的，向高向壮，是为
了更大的担当；要结果的，枝丫纵横，是为了更多的背
负。枣树，不争春风，不弄颜色，却一步一个脚印，踏
踏实实地经营日子，知道自己要承担更多，也就枝干如
铁。可这冷铁表面之下的枣木，却是红色的，是一种有
血有肉的红。
  惊蛰，那冰水中，那泥土里，有许多醒来，甚至那
天空中都有许多的远去，或归来。我是醒来的，还是在
梦里？枣树，默默在故乡；我，默默在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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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再深刻，也没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深
刻；人类的创造力再丰富，也不及大自然的轻轻

点拨。大地的隆起与沉落，悄无声息地改变着这里。
万物在自然的流动中变化，散发出荒原的远古魅力。时光
仿佛在某一刻停滞并倒流，在这里写下两个字：奇绝。
  一个大脚掌矗立在这里。说它矗立，是因为它高大近百
米。在我的想象里，一个巨人，躺在山脊下，只露出一只
脚。他懒得动弹，只将这个脚掌置于拥有同样脚掌的同类面
前。一干人马已经在这个被称为“老掌沟”的地方穿行了近
一天，疲惫不堪，才得以看到了这大脚掌的绮丽容颜。
  站在这里远眺，山岭重叠、沟谷纵横，谷底有一条绵延
不绝的小溪流，潺潺流水的溪旁更有大量泉眼喷涌而出，当
为白河支流黑河之源头。峡谷南麓长满野生的白桦，北麓却
是旖旎的野草。据称，此处海拔在1400米至2000米之间，昼
夜温差颇大，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沟内通行的道路的
确非常难堪，各种U型沟、炮弹坑，高高低低此起彼伏。复
加四季不同变换的别样风景，就此成为了越野一族的不二
之选。
  报话机里传来领队的声音：“大家吃饱了喝足了也看够
了，现在准备启程了。”在这不见人烟的林海峡谷里，手机
是没有信号的，彼此联系全靠出发前配备的车载报话机。饭
馆也是没有的，干粮和水均需自带。
  心跳加速，一阵莫名的兴奋袭上心头，因为前面就是
“好汉坡”。它一定正在张着“獠牙”，以斜躺45度角的姿
势，虎视眈眈地等着我们。在到达“老掌沟”之前，我们已
经翻越过“小汉坡”，个中惊险滋味，已经让人心惊肉跳。
这“好汉坡”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呢？
  思绪里掠过许多念头，正是大自然中所蕴含的那些超人
力量，才创造了这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吧！想来人们大都喜
欢空中的蝴蝶，不太喜欢地上的爬虫，所以不能蜕变就不能
飞翔。对于“老掌沟”来说，人类发明的机械动力，即是蝶
变、即是飞越的翅膀吧。
  风呼啸着，掠过车子和我们的身子。我手脚并用，抓牢
和蹬牢车内的必要之处，随着车子一点一点地向上挪动。侧
目向下探望，感觉还在谷底；复再向上探望，依然遥不可
及。同行者喊“加油”的声音，淹没在发出怪声的风里，只
有落日晚霞和漫天的白云，似在为我们加冕。
  山间的风把已登顶和未登顶的人吹得趔趔趄趄，可人们
浑然不觉，只是两眼紧盯着“好汉坡”，心已经提到了嗓子
眼。眼巴巴看着“好汉坡”上的好汉们，全神贯注、小心翼
翼地驾驶着各种颜色的车辆，晃晃悠悠如乌龟般爬行。时间
仿佛停止了。人们大气不敢出，仿佛咳嗽一声，车子就会如
风吹树叶一样，滚进两侧深不见底的峡谷里。

  此时此
刻，只有三个字：
生命力。一次不行，那就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这是一
路上说的和听的最多的话。还有，
肾上腺素，还有疯魔、狂野，还有山山
岭岭、沟沟壑壑。
  穿行，穿行，一路向北。
  穿行草原，来到乌兰布统。一路听着领队从报话
机里传来“左蹬腿、右蹬腿、甩缰绳，地板油、放胎气、
关空调”的指令，只为来到《还珠格格》的拍摄地，看看
“小燕子”是如何伴着白云在草地上翩翩起舞的。
  这儿的山坡起起伏伏，山势高高低低，都被绿植染成了
青葱色。草原的美，自是离不开白云的衬托。天青色等烟
雨，烟雨之前尽是白云在飘。那白云是真的白，没有杂质的
白；那绿色是真的绿，没有杂质的绿。牛儿、羊儿在低头啃
食。偶见有零散的马儿，由于人类的叨扰，它们已成了见多
识广的主儿，车在身边根本不在乎，连按数声喇叭才会动一
点儿，一副“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样子。
  这是我从没有过的越野经历，用惊心动魄形容不为过，
用惊险刺激形容也合适。出发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只当
会是一场普通的旅行。直到一路上车子剧烈颠簸摇晃，车内
人像撞核桃般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喊，伴随着车子吭哧吭哧的
喘息声，这才让我如梦初醒。
  这个大家庭是由十数辆车、十数个家庭组成的，彼此之
间由陌生到熟悉，再由熟悉到亲昵。尤其令人欣欣然的是，
其中还有我任职的大学的两个学生，他们一个学中文、一个
学美术。虽然他们上学时未曾与我单独见过，可师生一旦在
外地相遇，就自然而然觉得格外得亲。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
象的是，队伍里有一位最“牛”女司机。
  倒回去，从头再来。穿越如此，人生亦如此。在这看似
寂静的山谷和草原上，就这样流动着一群不甘寂寞的灵魂。
如此的流动，既蕴藏着过去，也指向未来。他们知道人生的
所有答案，首先存在于大自然的奥妙中，更是握在自己的手
中。因为这真实的力量，远远大于完美的力量。因为我们每
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不单是过客，也是归人。
  我把《牧歌》《天堂》《草原之夜》等悉数唱了一遍又
一遍，我要把我的歌声留在草原上，我要把《敕勒歌》留在
草原上：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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