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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这里是一片荒蛮之地，沙蓬和稀疏的蒿草生长在
沙土地上。它们的脚下就是那个流动的沙丘，家乡人叫它
白沙沱。风来沙暴起，风住草不生。苍天是有眼的，曾几何
时，它让一群树种生长在这里，用它们顽强的生命力驻扎在
沙坨中，护卫着这片土地，这个树种就是怪柳，当地人也叫
它疤瘌柳。

对于河岸边生长的这片怪柳林，我并不陌生，可以说很
熟悉。熟悉得如同我的村庄，我的父母。从少年到中年，它
给予我身心和精神上很多的滋养，也给沿岸村庄以庇佑，它
在岸边驻扎，像一个个战士看管着脚下的流沙，形成一道安
全屏障。

我曾为它的生存写文字呼吁过，也为它的嶙峋怪态写
诗文赞美过。在生态环境日渐好转的今天，以为它的处境
不再令人担忧。可是前几天再次走入河岸边那片怪柳林，
我的心里涌入更多的是忧伤。好像听到一种声音在质问：
人，为什么不能为一棵树让出一条路呢？

生长在西辽河流域的这片怪柳林，它在科尔沁地区的
作用可能不仅是防风护沙，更是一种植物的活标本，所以才
有“西有胡杨，东有怪柳”的说法。

怪树的生命非常顽强，耐风沙，耐干旱，抗雷击。在十
五年前村庄外的河渠边，村东的土路两旁，大片的土地都是
怪柳的身影，之后的一些年月里，人进树退。怪柳因七扭八

歪的身形，不能出木材无所用，不得不为农田让路。村外一
大片一大片的怪柳林，被连根拔除。从漫山遍野的铺展，锐
减到今天，只有在麦新镇西部的河岸边还残存一小片。

这一小片怪柳林，成为摄影爱好者的最佳拍摄地，也成
为当地作家亲近自然的一处采风地。它的形态气象万千，
白垩纪的恐龙，展翅欲飞的老鹰，匍匐在地上的蜥蜴，张着
嘴的大蟒蛇，就像一些动物被附身在一棵树身上。

中央电视台“发现探索”栏目曾在怪柳林里拍摄过纪录
片，记录了它独特怪异的美。

因为它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更显得弥足珍贵。
可在当地村民眼中，它就是一片平常无所用的疤瘌

柳。村南面的怪柳林里，住着一户人家。这片怪柳林用
网围栏给拉起来，牛羊进不来，自从退耕还林的政策之
后，这户人家的房屋被拆除，围栏也被拆除。牧羊的人趁
早晚偷偷地溜进来放牧，生长了几十年已经茶碗口的藤
类植物杠柳，被砍断喂羊。放羊的人心里装着羊群，只知
道羊吃草木，却没想过砍断的树木可能不会再喂养羊群
了。有的村民甚至偷偷涌到临近河岸的地方，把细一些
的小怪柳砍柴烧。那些手腕粗细的藤也被砍断，在树上
摇晃，令人心疼。它们没有死于狂风，没有死于干旱，没
有死于雷击，却死于人类的砍伐。树林里，树木的断骨处
写着不甘。

未成年而死，谓之殇，这是《辞海》的说法。对一些年幼
的怪柳，尤其是一棵被拦腰砍断的小怪柳面前，我能说什么
呢？淳朴善良的父老乡亲们，千百年的砍柴烧火，烟囱冒
烟，似乎又没法责备他们……

树林里的草叶、菌类和羊奶棵的嫩叶都是羊群喜欢的
食物，羊群走过的地方，草木矮下半个腰身，甚至没了腰身，
羊群的嘴里带着一把镰刀，它们像是一群打草机。羊群频
繁出入的树林，一个月后，寸草不生。封山禁牧，对草木绝
对是一种保护，对于沙化的土地是一种休养生息之道。

这片怪柳不仅仅是义和沙拉村的怪柳，它是科尔沁的
怪柳，是西辽河流域整个生态屏障的怪柳。保护它，就是保
护我们适宜的生存环境。从征服自然、消费自然到保护自
然，这需要很多人和部门的关注。

“沙漠怪柳”像天外来客，不知什么时候呼啦生长一片，
现在却极少有幼苗出现。现在只有奈曼境内和开鲁境内有
少量残存的怪柳，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这片怪柳，来看看四
季 的 它 们 有 多 么 曼
妙 ，风 景 多 么 美 丽 。
希望这片最后的怪柳
林能长久地生长在山
林里，而不是生长在
绝版的图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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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们焦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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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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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
昏。”每每读到林和靖的《山园小梅》时，都
会被他诗句里所描绘的黄昏之景所深深
震撼。

黄昏，美得纯粹，美得自然。黄昏，是
迷人的，像是正在做着一个甜甜的梦，伴着
一抹柔和的橘色的韵调，静谧，温柔，似水。

天边的霞光，一片斑斓，但却并不耀
眼。太阳还未作别西天的云彩，天色还未
变淡，然而，一轮圆月早早地就从东边的地
平线上冒出了半边脸来。风轻轻地吹着，
轻轻地拂去还停留在你心头的那一抹喧嚣
与焦躁。

每每在黄昏来临的时候，我都会习惯
性地对着天空的云霞挥一挥手，就像是和
一位老朋友的相遇，与他问候交流。如画
的夕阳，这时候也成了一位忠实的听众，
它总是静静地聆听着我们的喜怒忧思。
偶尔，为了引逗我们开心，它也会如同孩
童般，用一层层的霞光，悄悄地晕红我们
的脸颊。

黄昏的迷人，或许，就在于它有着一种
与生俱来的魅力，可以让忙忙碌碌的人们
暂时停下匆匆的步履，获得片刻的宁静。
你可以在夕阳的柔波里看书闲读；也可以
趁此时微风如絮，择一小凳而坐，让心灵缓
缓靠岸，回忆回忆往昔，或者憧憬憧憬未
来，都是不错的选择。

在这样的时间里，你也会被那黄昏中
的景致所惊艳。云静静地飘着，水慢慢地
流着，树与花与草悠悠地生长着，一种久违
了的自然之美，浮现在你的眼前。你久久
地看着它们，渐渐地，似乎自己也成了其中
的一分子，一颗星，一棵树，一株草，一片叶
儿。

不久，天色渐渐发暗了，忙碌了一天的
人们终于放下了手里的活儿，泡上一壶老
茶，闲坐小院里，开始享受着难得的悠闲。
再也望不见天边的霞光，月儿，已沿着轨
迹，泛着皎洁的光辉开始占据夜的舞台；
云，也变了，换上了一件镶嵌着点点星光的
暗色晚礼服；树，如同踏着夜色而来的仙
女，衣袂飘飘，透着一种含而不露的美感，
朦胧，飘逸，神秘。

有的时候，不免生出这样的想法来，如
果把人生的晚年比喻成黄昏，那么，黄昏应
该是人生最美的模样了。从年轻时的血气
未定到老年时的波澜不惊，一切的经历都
如同一部部旧日时光里的电影，在你眼前
慢慢地放映，又慢慢地丰盈着你所有的心
绪和情感。

正如冰心所说过的：“文字，是世界上
最无用的东西，写不出这种空灵的妙景。”
黄昏的美，也是如此，自然中带着神韵，让
人欣慰，让人敬畏，让人浮想联翩。

爷爷生病在镇上住院已经有一周时间了。镇医院离家不算远，
也就十几里的路程。爷爷的病不重，老年性的“三高”引起的身体不
适而已，但需要住院调理几天，很快就能出院。

为了不让奶奶担心，小吴只告诉奶奶，爷爷没啥事儿，过几天就
回来了，让奶奶在家耐心等着。

奶奶也很听话，每天吃完饭就坐在窗前看风景。早春的风景，
美丽如画，新柳青芽，草绿微黄，远远望去，像铺了一地美丽的山水
画卷，一切都那么和谐。奶奶有时一坐就是半个多小时，人也固化
成了风景，木雕泥塑一般。

等到第八天时，奶奶再也坐不住了，像小孩子一样央求小吴一
定要带她去医院看一眼，否则就不让小吴走。她说：“你不让我去，
我放不下心，总觉得不踏实，连做梦都是你爷爷的影子。”

小吴被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您去也可以，但必须听我的，不
能乱走动，也不能待太久，更不能动不动就哭鼻子、抹眼泪，一切行
动听指挥。”奶奶不住地点头，诺诺连声。

当天下午，小吴去医院送饭时，把奶奶要来的消息传递给爷
爷。没想到，爷爷一听马上紧张起来，匆匆忙忙吃罢了饭，便让小吴
赶紧把他的病号服洗了，让他把剃须刀充好电，牙膏、牙刷、洗头膏
全都换新的，毛巾叠好，拖鞋摆正，暖瓶打好开水，同时别忘了明天
早晨提前买一束鲜花插起来，说是这样显得精神……

爷爷的这波神操作，把小吴给逗乐了：“这又不是迎接领导检
查，瞧把您紧张的，用不用给您美美容？做个‘拉皮’，拍个‘黄瓜’
啥的？”

爷爷也笑了：“要真是大领导来我还就不怕了，你爷爷啥大人物
没见过。别忘了，你爷爷也是扛过枪、打过仗，上过战场的人，保家
卫国，生死不惧，连国家领导人都接见过俺嘞。可对你奶奶不行，怕

了她一辈子，她要是见到我这神色有一点儿不对，会担心的……”
小吴答应着走了。出门时没忘记调侃爷爷：“放心吧‘妻管严’，

我办事，保管您满意！”
次日，小吴一切安排妥当，才回村里接奶奶。
一路无话。到医院后，小吴带着奶奶直奔病房。爷爷正躺在病

床上看报纸。今天精神状态相当不错，胡子刮得很干净，露出青须
须的胡子茬，脸色也显得比平常红润了许多。病房里面很干净，阳
光透过窗户射进来，暖洋洋的，让人浑身舒畅。

“咋样，今天感觉好些吧？是不是进一步恢复中啊？照这样下
去就快要满血复活了吧？”小吴一边放下食盒，拽过凳子，一边跟爷
爷耍贫嘴：“今天我可把奶奶给您带来了，好几天没见着，是不是想
得慌啊？您二老慢慢聊吧！我就不当‘电灯泡’了。咦，奶奶呢？”小
吴猛一转身，却发现奶奶不见了。

这是咋回事？下车之后，这一小段路上跟丢了？
小吴顾不上多想，急急忙忙往外走。刚出病房门，就见奶奶正

对着墙壁上的消火栓玻璃镜认认真真地整理头发呢。见小吴出来，
奶奶边拽衣襟边说：“快看看奶奶的头发顺不顺？衣服还整齐吧？
脸色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妥……”

小吴乐了：“这又不是相亲，您收拾得那么干净利索干嘛？咋，
怕我爷爷相中别人家老太太，不要您啊？”

奶奶也笑了：“这熊孩
子，跟谁都开玩笑，没大没
小！”继而轻叹一声，说：“不行
啊！这么多天没见着你爷爷，
他要是见我哪里不对劲，会担
心的……”

姥姥家的小村子叫北老柜，东头有一口老井，就在姥姥
家的门口。我不知道这口井有多古老，只是看见用圆木头棚
起的井壁上长满了青苔，偶尔还从井里传来几声青蛙的叫
声，在临近井口的圆木上，有几道深深的沟，可能是没有安装
辘轳之前，人们使用绳子直接从井里提水的。井比平地略高
一些，上面的辘轳经过风吹日晒，已经没有了木头原有的颜
色，变成了灰白色，上面全是裂痕。村子里的许多人都到这里
来挑水，因此从晨光熹微到暮色降临，姥姥家的门前总是热热
闹闹的，辘轳吱扭吱扭，桶儿叮叮当当，人们相互打着招呼，开
着玩笑，然后挑起水桶，匆匆离去，笑声飘出了好远……

我每次到姥姥家里去，总是喜欢到老井的旁边看人们打
水，而村子里的人总是像和大人打招呼一样，也和我亲热地
打招呼——“啥时候来的？”“这趟来，多住些日子吧！”“让你
姥姥多给你做点好吃的！”……俗话说“姥家门前舅舅多”，我
也是和“姨姥姥”“舅老爷”“舅舅”等打过招呼后，就专注地看
着人们用辘轳打水。打水的人摇着辘轳，辘轳便“吱扭吱扭”
地转起来，一条粗粗的绳子整齐地缠绕在辘轳上，等辘轳的
身上缠满了绳子的时候，一只俗称“笆斗子”的水桶便出现在
井口——“笆斗子”是用柳条编成的，只是用久了而且常年在

水里泡着，这只“笆斗子”已经变成了土褐色。打水的人拎起
“笆斗子”把水倒进自己带来的铁桶里，然后很随意地把“笆
斗子”往井里一抛，辘轳就飞快地转动起来，身上的绳子也随
之回到了井里，“当”的一声，“笆斗子”掉进了水里，随后下一
个人拿起井绳在水里荡几下，辘轳又开始“吱扭吱扭”地唱起
歌儿来……

夏天的小村子实际上是很忙碌的，小孩子都是家里的好
帮手，打猪草，挖野菜……只是到了晚上，井边又开始热闹起
来，还有的人家要打水浇自家的小菜园，怎么浇呢？挖一条
水渠，水渠很窄，一步就能跨过去，我们叫它“阳沟”。几乎所
有人家的“阳沟”都从姥姥家的门口经过，我就趴在“阳沟”
边，看着水一股股地流过来，流向家家户户的小菜园，有时候
还会忍不住趴在地上喝几口，真凉快！一个辘轳、一口井、一
条“阳沟”就像一条条血管把村子里的家家户户连接起来，把
村子里的所有人家变成了亲人！

冬天到了，冬日的暖阳斜斜地照在辘轳上，井台也比平
时高出了许多，上面全是白色的冰，我小心翼翼地爬到井边，
看见井里黑咕隆咚，过了一会儿，才隐约看见绳子吊着的“笆
斗子”静静地躺在黑黑的井水里，再过一会儿，隐隐约约看见

井水似乎冒着白色的雾气。井壁上的青苔早就被白色的冰
层层覆盖，井口变得很小，感觉只是比打水的“笆斗子”稍微
大一些。井台外面的空地上，早就成了孩子们的天地，“打冰
尜儿”“溜冰车”，什么工具没有的就在冰上打“冰出溜儿”。
打冰出溜，实际上就是一条冰路，这条冰路大约二三米长，大
家排着队，前面的打完冰出溜，再到后面去排队。这时候，谁
要是穿一双塑料底的鞋子，谁就能滑得最远，滑得最远的就
是“英雄”！

快过年了，家家户户开始杀年猪，这时候男孩子们又多
了一项运动——“踢足球”。这可是一个特别的足球，就是猪
身上的膀胱，吹大了后，变成了男孩子们的“足球”，这个“足
球”踢碎了，另一家杀猪了，足球总是源源不断地踢到第二年
正月……

如今，这口老井早已不见了踪影，井边的空地上被
一 户 人 家 盖 了 房 子 ，姥
姥家门前的“阳沟”连痕
迹 都 没 了 ，和 它 们 一 起
消失的还有我那回不去
的童年……

黄土梁的根脉，九九八十一弯。还不时地亲
吻白云的额头，绯红的脸颊，逐渐变成高原红。

几声汪汪汪的犬吠，是追寻的呐喊，等与不
等，在送别之间。

荞麦花的白，吸引小蜜蜂的簇拥。送你一瓶
蜂蜜，作别相识一场的礼物，一旦想起，是多么甜
美。

送君至此，路途漫漫，漫漫长路。
一个回首瞭望的男人，一个挥手致意的女人，

一而再再而三，品味眷恋与不舍。
一个凝聚的点，被定格，是否被时间流失的分

分秒秒，潜移默化地淡忘，有谁能够知道？

亲爱的草原

一望空濛处，碧绿染芳心。万绿丛中一朵红
花，萨日朗的存在感，如此强烈。

惊眸，别怪我如此多情，“谁解花间意？”宽恕
我那双无情的大手，占有欲的强烈，归结于人性的
贪婪，一瓶水，只能是聊以慰藉，枯萎已成定局。

多年以后，我又打马草原，是否还认得，那个
莽撞的少年，再一次到来。

不要责备曾经的过失，一颗心被漂泊的步履
蹂躏。

忆起又何仿，不曾寻找到，当年青葱柔嫩的岁
月。

鸟儿是鲜活的动词

明媚的清晨，一只羽毛漂亮的小鸟，啁啁啾
啾，啁啁啾啾，上下翻飞，声音清脆悦耳，打破了果
园的寂静。

跃然枝条中，在画家笔触里的小生灵，活灵活
现，雀跃不止。

一幅素描，栩栩如生，醉了流年。
不远处，飞来一枚土坷垃，扰乱了意境里的情

趣，惊飞了彼此的欢畅。

老骨头

一副老骨头，支撑起一个身体，在季节里耕
耘，企盼在梦里开花结果。

鞭子不时地抽打残喘的老牛，高高举起，轻轻
落下，象征性地抽打，泛起几记鞭痕，清晰显现在脊
背上。定格的画面里飘过深深浅浅的泥泞，驮载厚
重的夕阳，踏上归途。

老人与老牛的和
谐，弄疼了岁月里的
回眸。

忧 伤 的 怪 柳
□王玉玲

静美黄昏
□管淑平

担 心
□刘洪文

哦，那口老井
□蒋丽敏

走向明媚的春天
□刘桂芳

在麦新雕像下
□刘薇薇

高原之上（外三章）

□姚万辉

奔
腾
岁
月

张
启
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