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到人世间，生命之旅常常在等待中开始，当然也
必将在等待中终结。等待，是希望也是幸福……

童年，记忆中五七镇上那低矮的小土房依旧清
晰。我坐在门槛上等待着在井下做采煤工的父亲，
鸟儿归巢时，父亲也踏着月色回来了。每当听到他
熟悉的脚步声，我就会张开双臂飞奔过去，父亲一把
将我抱起，用胡子扎我的脸，母亲在一旁笑，年幼的
我不知父母的艰辛，但每天傍晚的翘首期盼，就只为
这幸福的依偎。那时，等待，是父母温暖的怀抱。

少年，与小伙伴结伴去上学，蹦蹦跳跳，一路欢
声笑语，第一次知道了朋友的概念，友谊的甘甜让世
界变得丰富而多彩，纯真的心洒满阳光。那时，等
待，是伙伴真诚的牵手。

青年，忘不了老矿区破旧的电影院，与恋人相
约，一起品味爱情的滋味，每一次分离都饱尝思念之
苦，而每一次相聚却又人未走远便已开始相思。那
时，等待，是恋人深情的回眸。

壮年，每天推着自行车等在校门口等着孩子放
学，看见他老远向我挥手，心中无比的幸福，日复一
日，孩子渐渐长高，直到有一天目送着他独自骑车的
背影，我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变老了。那时，等待，
是孩子在我眼中一天一天的成长，和那一句永远不
变的“老爸”。

老年，我又会等待什么？我想象着，是挎着照相
机，骑着自行车，想去哪就去哪的洒脱；还是拎着鸟笼
和一群围观的孩子讲鸟儿的故事；再或者是偶尔用略
有些颤抖的笔，书写着还能忆起的往事……如今已近
花甲，感叹生命的短暂、时间的飞逝、岁月的无情，感
叹之余，倍加珍惜眼前的生活。

最终，生命将在等待中结束，灵魂飘向那遥远
的天际，这就是我等待的人生，又何尝不是我们的

呢？
（作者单位：国家电投内蒙

古公司南露天煤矿）

2022年11月7日 星期一
7邮箱：516558132@qq.com

新闻热线：8219221

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文 荟

深秋，立冬，转山去

讲 坛

大爱，跨越山海
——评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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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草原迷人的景色，我听到了一个美妙的传说，传
说彩虹从天而落，洒下那珍珠，洒下了欢乐……

——《草原上有个美妙的传说》
蒙古族人民驰骋在辽阔的草原天地间，形成了特有

的民族性格，淳朴善良，豪爽而富有大爱。恰如草原上流
传已久的歌曲《草原上有个美妙的传说》中所描绘的，似
有源源不断的欢乐种子撒播在草原上，让这里的人们扛
得住磨难，担得起大任。

取景自乌拉盖草原的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根据
“三千孤儿入内蒙”真实历史事件改编，全景再现了 60年
前一段永远镌刻在历史丰碑之上、流淌着民族大爱的共
和国往事。

“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从 1960年到 1963年，草原父母抚育了由上海及周边

地区来到内蒙古的近 3000名“国家的孩子”，成为一段中
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佳话。

寻亲为主线 爱与救赎为内核

影片《海的尽头是草原》在寻亲这条叙事主线下，通
过先后出场人物的追忆将 60年前的往事层层延展开来，
呈现了不同的人物命运和多重人物关系，完成了爱和救
赎的主题表达。

片中哥哥杜思瀚为了却母亲临终遗憾，抱病前往内
蒙古寻找妹妹杜思珩，这是一条寻亲路，也是一条哥哥与
母亲的自我救赎之路。

哥哥当年在偷听到母亲因生活所迫要送两个孩子中
的一个去福利院的时候，他故意淋雨
生病，让妈妈将他留在身边送走了妹
妹。因此，直到母亲临终和自己身患

绝症时日无多的情况下，他才有勇气去揭开自己当年因
自私送走妹妹的伤疤。

哥哥寻找亲妹妹是爱的追寻，也是对自己一直心怀
愧疚和负罪感的释怀之路，而妹妹同样需要解开当年被
生母丢弃的心结。

影片中妹妹杜思珩一路被草原家人呵护长大，但她
始终执着于偷偷回上海找生母追问抛弃她的答案，最终
她因“逃”回上海的鲁莽行为葬送了蒙古族哥哥那木汗的
生命。

失去唯一儿子的阿爸和额吉伤心悲痛，但还是选择
包容与原谅了这个“女儿”。

经历了一系列的心灵撞击，妹妹杜思珩真正地放下
了心结。草原哥哥那木汗默默守护的爱、阿爸伊德尔有
力宽厚的爱和额吉温润善良的爱化解了她的谜团，答案
是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深切感受到了她已经拥
有的爱是多么地值得珍惜和守护。

草原人民无私的爱超越了血缘救赎了受伤的、愧疚
的心灵，让观众真切感受到，草原上不仅有“美妙的传
说”，还有真诚的大爱。

时空交错呈现 多次反转拉满叙事张力

现实时空中是哥哥杜思瀚找寻亲妹妹，历史时空里
则是妹妹的成长历程，两个时空交错呈现，通过不同的色
调、叙事节奏等手段将两个时空清晰地用电影语言表现
了出来。

而情节上的多次反转则将叙事的张力拉满，为诗意的
电影风格增添了可看性和戏剧性，将观众的心紧紧抓住。

妹妹杜思珩偷回上海的途中陷进流沙，哥哥杜思瀚
听妹妹的朋友们讲到此处，以为妹妹就此消失在了流沙
中，但情节反转，蒙古族哥哥那木汗在最后关头将杜思珩
救出，自己却永远留在了流沙里。

在哥哥杜思瀚以为妹妹不想见自己黯然神伤之时，妹
妹的朋友们却试探性地说，他可以见见“那木汗”，那木汗就
是妹妹的那位蒙古族哥哥，难道他并没有命丧流沙吗？

影片的最后，“那木汗”带着家人出现在哥哥杜思
瀚面前，原来，妹妹沿用了蒙古族哥哥的名字，放下了
追问原生家庭的执念，带着蒙古族哥哥的爱安心地在

草原生活。
影片如剥洋葱般层层剥离悬念，通过多次反转，将观

众的情感代入交错的时空，引起强烈的共情和共鸣。

民族风情浓郁 蒙古族题材电影创作的新标杆

《海的尽头是草原》讲述的是历史，聚焦的是人物，折
射的是人心，它以细腻而温柔的笔触，建构了属于草原的
自然之美、人文之美与精神之美，全片民族风情浓郁，实
属当下蒙古族题材电影创作的新标杆。

影片中展现的草原之美，恢宏雄浑、广袤无垠、生机
盎然，令人向往之。

导演尔冬升延续了他“内敛透余温”的风格，以诗歌
般的影像语言细腻地呈现了蒙古族人民真实的生活状态
与人文风情。

影片中融入了大量的蒙古族传统音乐，音乐的选用
与情节发展息息相关，与人物命运紧密相连，时而婉转悠
扬，时而低沉急促，时而朝气蓬勃，时而悲情深沉。

当蒙古族哥哥那木汗为救妹妹杜思珩，殒命于流沙
之时，由蒙古族传统乐器所演奏的音乐徐徐奏响，曲调凄
厉而悲凉；当得知杜思珩生母去世，年迈的萨仁娜额吉向
着远方悼念：“终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接着镜头切到她
年轻时与幼年杜思珩同样的对话。此刻，蒙古族歌曲《天
上的风》渐渐响起，歌词中唱道：“岁月不会地久天长，我
们要珍惜美好的时光。”

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讲述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寻
亲，还是一段历史的佳话，更强烈地表达了对民族大爱的
礼赞。在灾难与磨难面前，中华儿女团结如一家，跨越重
重山海，用爱凝聚，用爱攻坚克难。

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与历史对
话，人们会以当代的认知解读历史，并从历史中收获对于
当代的关照。当观众看到草原的额吉，将素不相识的孩
子们视如己出，关心备至，是否会不觉想起自己也曾被素
昧平生的人施以善意？本片中呈现的人性微光，令人动
容，这种真善美的追求与表达，不受时间、不受空间、不受
媒介的限制，直抵人心。

（作者单位：内蒙古通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哲里木
文艺编辑部）

立冬与立春、立夏、立秋合称四立，在古代社会中是
个重要的节日。在古时，立冬这一天皇帝会带领文武百
官到京城的北郊设坛祭祀。时值今日，每年立冬，人们依
然会庆祝一下。立冬，是冬季的第一个节气，人们非常重
视。从古至今，各地就有丰富多样的习俗。

暖炉会
霜降后寒气已重，因此各地开炉日期，一般常在农历

十月初。《荆楚岁时记》载：“庐山白鹿洞，游士辐凑，每冬
寒醵金市乌薪为御寒之备，号黑金社。十月旦日，命酒为
暖炉会。”北平一般在十月初一烧暖炕，设围炉，称之为开

炉节，到第二年二月初一才撤去暖
炉。江苏昆山、安徽太平、湖北钟祥等
地，也在月初开始用火御寒，期间有卖

糕饼供食或者饮酒举行暖炉会。
贺冬
贺冬亦称“拜冬”，在汉代即有此俗。宋代每逢此日，

人们更换新衣，庆贺往来，一如年节。清代“至日为冬至朝，
士大夫家拜贺尊长，又交相出谒。细民男女，亦必更鲜衣以
相揖，谓之“拜冬”。民国以来，贺冬的传统风俗，似有简化
的趋势。但有些活动，逐渐固定化、程式化、更有普遍性。
如办冬学、拜师活动，都在冬季举行。

吃羊肉
羊肉性甘，大热，属火，能补元助阳，治疗体虚瘦弱，

可御寒益气，安心止惊，有很强的营养作用。秋冬后的羊
肉味道尤为鲜美。我国除了塞外边陲，如内蒙古、西藏等
地，一般都在深秋开始吃羊肉，到立春为止。如浙江的长
兴等地，农历八月就已经设店，宰羊出售。有民谚道：“8
月初一羊开刀。”一直到过了除夕才停止售卖。沿太湖流
域，盛产绵羊。冬令时节，羊肉也是时令之物。

在我国南方，立冬人们爱吃些鸡鸭鱼肉，在台湾立冬
这一天，街头的“羊肉炉”“姜母鸭”等冬令进补餐厅高朋
满座。许多家庭还会炖麻油鸡、四物鸡来补充能量。

冬泳
在黑龙江哈尔滨、河南商丘、江西宜春、湖北武汉等

地立冬之日，冬泳爱好者们就曾用冬泳这种方式迎接冬
天的到来。

修农具
隆冬时节，农事已毕，农家对所有农具都应该趁闲暇

时加以检查，进行整修。如果发现有损坏或不可使用的，
要立即修理或者予以添置，以免来春贻误农时。《礼记·月
令》中有季冬之月“命农计搁耕事，修来招，具田器”。所
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制肥料
各种植物，除了生长于沼泽中的之外，大都靠根部吸

收土城中的养料，以维持生命。在终年无人的山野，树木
特别繁茂旺盛，正是依赖草木自生的枯枝落叶，日积月
累，形成肥料。入冬草木凋零，枯枝败叶，到处都是，正是
农家制造堆肥的最佳时候。

●立冬节气●
立冬，二十四节气之一，斗柄指向西北方位，太阳黄

经达225°，于每年公历11月7—8日之间交节。立冬是季
节类节气，表示自此进入了冬季。立，建始也；冬，终也，
万物收藏也。立冬，意味着生气开始闭蓄，万物进入休
养、收藏状态。其气候也由秋季少雨干燥向阴雨寒冻的
冬季气候转变。 （据中国网）

影 评

（接上期）
“对，把队伍拉出去削他个瘪犊子。这帮王八羔

子就是欠揍。”
“是呀，与其我们这样窝在家里等着挨打，还不

如主动出去找他们，灭了这帮狗杂碎。”
也有人不怀好意地指点着徐永清说：“对呀，共

产党的县政府不是成立了么？保境安民是你们的职
责呀，通辽的民众都在看着呢。”

“可不咋的？这金宝山三天两头地来骚扰，整天
闹得人心慌慌的。再不剿匪，老百姓可就没有活路
了啊。”

“剿匪？谈何容易？就凭共产党手里的那几条
破枪？你没看看，人家金宝山手里使的都是啥家伙
什儿？有歪把子机关枪不说，连小鬼子的迫击炮都
使唤上了。这匪可咋个剿法？”

就在人们乱哄哄吵嚷着的时候，刘金正一摆手，
说：“要我说嘛，咱通辽人有句老话，叫‘没那弯巴肚
子，就别吃镰刀头’。”

季向池笑嘻嘻地问：“啥意思？”
蒋邵东插话说：“啥意思？这还不明白？共产党

没有这保境安民的实力，就不能主持通辽的工作
嘛。”

徐永清强忍住愤怒，两眼死盯着刘金正，问：“刘
参议长，你今天这是什么意思？”

刘金正说：“徐县长，请不要这么看着我嘛。咱
不妨冷静地分析一下当前局势。自打日本投降以
后，他金宝山可是捡了不少的洋落。尤其是钱家店
蒙古农民道场在溃败时，所有的辎重、武器可都‘填
乎’他了。据说他们现在的人数已经达到二百多人
了。接下来呢，如果他跟通辽周边的白龙、满天红、
陈黑子、打一面、九江等十几股绺子兵合一处，将联
一窝，那会不会出现 500人？甚至是 1000人的悍匪
队伍呢？”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说：“所以呀，现在的金
宝山是兵强马壮，可完全今非昔比了。今儿个他烧
了你们的粮食，这只是给你们个下马威，那明儿个
呢？谁能知道他金宝山明天会干啥呢？或许他一高
兴，带着队伍来攻打通辽城也是说不准的。我问你，
到那个时候，你们共产党守得住吗？”

刘金正话音未落，下面的人们都七嘴八舌地嚷
了起来：“是啊，你们共产党守得住城吗？”“哼，就那
几条破枪，拿啥守嘛。”“城守不住，还不是咱老百姓
遭殃。”

徐永清两道浓眉紧锁，他强忍怒气问道：“那依
刘参议长的意思，这个问题该咋解决呢？”

刘金正看也不看徐永清一眼，坐在那里只管自
顾自地用掏耳勺掏着耳朵。少倾，他吹了吹掏耳勺，
又用小指头抠了抠耳朵，这才慢吞吞地说：“依我看
嘛，为今之计只有两条路可走。”

徐永清问：“哪两条路？”
“俗话说，堵水不如顺水。既然他金宝山是真心

想为桑梓出力，共产党现如今又没有实力主持通辽
大局，那么就莫不如敞开城门，把金宝山的队伍迎进
来，咱们坐下来共商大计，携手将通辽的事情办好。
这样既稳定了局势，又可使民众免遭涂炭，徐县长，
你说，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夏耕晨正要发作，杨桦用手势挡住了他，示意让
刘金正把话说完。

徐永清问：“那第二条路呢？”
“第二条路？那就是建立城防司令部，由国民党

部书记长韩庭峰担任城防司令，将保安总队统归城
防司令部管辖。”

闻听此言，夏耕晨再也忍不住了，他愤然起身，
怒喝道：“刘金正，瞎了你的狗眼。”

还没等刘金正答话，刘殿阁便用手指着夏耕晨，
叫道：“夏耕晨，这是会场，不许骂人！”

夏耕晨说：“如今匪患猖獗，民心不稳。刘金正，
你身为人民民主政府的参议长，不去想办法清除匪
患，保境安民，却想出来这么一个开门揖盗，引狼入
室的馊主意。我问你，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你这

分明就是趁我军在通辽立足未
稳之际，落井下石！”

（待续）

深秋的季节，忽然下起了冰冷的小小雨点，傍晚的光
影一会儿就黯淡得将人深藏在夜色里。思绪在这样的时
光里真实着重叠和散落，淡淡的雾气就在眉间轻轻不语，
一个人静静在雨里去那山路走走看看。

山路上已经满是叶落枯黄的深秋景致了，风一吹过
那些野草离地面更近了，深秋不知不觉就有了几分落寞
和孤寂。菊花黄，雁南飞，多少离人愁，都在这萧瑟的秋
风里，我的心底也有了莫名的忧伤和不知所以淡淡的惆
怅，这薄雾清寒的秋啊。

天气渐渐转凉了，过不多久这些野草上的雨点露珠
也会凝结那薄薄的霜风，一层一层将夏天的欢颜收藏在
岁月里，若能静美，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满树叶飞落，苍山寒烟起。鸟鸣不啾啾，冬来雪凝
霜。在这静谧幽深的山林小道，谁在解读我的思绪呢？
是这山林的风，蜿蜒的路，枯黄的叶，飘摇的草，冰冷的
雨，淡淡的雾，路边的狗，远山的树，脚下的土？虔诚着静
默无语或许能听见那些来自灵魂深处的空灵物语吧，我
宁可信这世间万物都是有自己的语言的，若用心解读自

会懂得，在遇见的那一瞬一定会露出
会心的一笑。

这清冷微雨的秋，一个人转行在

这山林小道上，思绪里虽有淡淡的忧伤却也悠闲自得着
享受这静谧的时光。静下来总是会想到云南旅行中遇见
的人，看过的风景，走过的路，快乐和微笑，他们在记忆里
舒展着温暖着我的当下，秋的忧伤悄然远去。

生命在这四季的轮回里，每一天都愿是清欢淡然着
活在尘世，静心下来去生活区后面那小道转转山路，将那
些工作中生活里的繁复疼痛思绪清空在自然里。在这一
刻忽然想到了藏民们虔诚的转山之信仰，虔诚纯然的灵
魂。转山，是藏族朝圣者祈福，信仰，虔诚的一种特有的
行为方式。可我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学不会磕长头拥
抱尘埃，匍匐前行仰望心中的雪域山川。

可我却不经意地在自己的文字里多次使用了“转山”
这个词语，难道我的骨子里有着流浪的情结，内心有着对西
藏生死相依的向往？或许我的魂灵祈盼是那风雨里寂然，
静默，盛放，低眉，剥落，枯萎，骄傲着燃放生命的格桑花？

多年以前有人送了我一枚小小的格桑花戒指，我欣喜
地戴在手指直到它颜色褪变也舍不得丢弃，小心地取下来
放在盒子里保存着。八月的一个傍晚，出门前也曾和一个
人说随我转山去吧，他想到了西藏那清澈的天空雪域高原，
他亦看见了我灵魂深处的简单和自持。他在深秋时节送
了我一段纯然的旅程，我得以在那些山水之间温暖着行走，

清洗疲惫的灵魂感
受扑面而来的自然
气息。

立冬的今夜，
脚下沾染着泥土的
气息，转山回来写着
这些心绪。我的转
山不过是在自然里
清洗自己而已，然后
将那些所思以文字
的形式呈现出来。
尘世让我们总是有
许多的千思百变疏
离戒备，唯有在文字里，我们的灵魂才能无染的先相遇。有
缘的人啊，让我们在文字里相遇，感受来自心底的温暖，尊
重，清喜。

仓央嘉措在那一夜里写道：“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
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也许在我的行走中，早已
感受了那些温暖。或许有一天，我亦会聆听那一宿梵唱，
寻找到生命里清朗的气息。一如今夜，一如那时。

（冬阳）

一根长长的线用完了，母亲细心地绾一个结。这是驿
站上的小憩，线离目的地还很远，线还要继续赶路，一直走
到袖口、领口，走通衣裳的每一条道路。

又要换一根线了。这时候，如果正逢黄昏，视力不好
的母亲就会喊我们或邻居家的孩子，替她往针眼里引线。
记不清替母亲引过多少次线，但那种感觉我记得很清楚。
往针眼里引线的时候，那长长的线也被引进了我的心眼儿。

我垂直地举起针，迎着光亮眯起眼睛，凝视针眼，轻轻
地呼吸，集中全部注意力，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举起线，拿

针的手和拿线的手都不要颤抖。针眼
太小了，我用目光反复校准。好！目光
顺利地过去了，线紧跟着目光也顺利地

过去了！一次爱的凯旋！针和线拥抱在一起，爱和爱拥抱
在一起，然后它们结伴而行，跟随母亲的目光赶路去了。

那一刻，世界是那样单纯和率真，没有天堂，没有地
狱，没有灾难，没有风暴，只有一个小小的针眼！

那一刻，我忽然发现：母亲的眼睛是世上最美丽的眼
睛，从一孔小小的针眼里，她也许不会看见更为伟大的事
物，但她绝对从细微处发现了那些被惯于仰视的眼睛一再
忽略了的细小而微妙的美丽。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母亲缝的衣裳为什么格外温暖，
因为针针线线都有她的目光和手上的温度，每一个针脚都
藏着她温柔的心跳。

那一刻，我的美学思维得到了启蒙：天地固然很大，但

肯定也是由一针一线织成的，众多琐碎的事物织成了大美
的宇宙；针眼固然很小，但它凝聚了散漫游移的眼神，透过
这条秘密隧道，你会看见事物的纹理和它们深邃的本质，以
及万物的灵魂。

那一刻，我看见了来自遥远的过去的画面：世世代代
的母亲不就是这样缝缝补补，织就了历史的经纬吗？呀，透
过小小的针眼，我看见无数母亲的眼睛，我看见她们手中的
线，依旧在补缀着漫长的岁月和思念。

那一刻，我懂得了：在夕阳下，替母亲穿针引线的孩
子，都会有细腻的内心和善良的情感，他的眼睛不会变得浑
浊和冷漠，一缕细小而纯真的光线，已永远织进了他的目光
里…… （李汉荣）

美 文

替母亲穿针

悦 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