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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笔

漫步在敖包相会的地方

□

周
光
华

那天，相约已久的我们

带着退伍后积累多年的惦记

驾驶摩托，沿途打听

在老山战斗中牺牲的

一位战友的老家。终于

在玉带乡太平坎村见到了

李平生烈士家里白发苍苍的

八十六岁的老妈妈

老妈妈，当您听说我们

和您儿子是战友时

您又惊，又悲，又喜

我们围着您，搀扶着您

您仔细打量着我们，似乎

在寻找自己那四十多年前

入伍参军的儿子。哽咽着说

“看到你们就等于看到了我的儿啊”

作为您儿子的战友，我们都明白

这是失去了儿子的妈妈

感情最深处的心语，这心语

胜过了我们人生辞海里

所有的金句

老妈妈，我们和您儿

虽不在同一母体里降生，然而

我们是您儿子一个战壕的战友

在战友们心目中

您不只是重于泰山

劳苦慈祥的妈妈

我们就是您的儿啊

妈妈，我们的妈妈

您急忙拿来了水果、瓜子

抓起来往我们的包里揣

您急忙端来热腾腾的新茶

让我们品尝

您不好意思地说

自己家里没啥好饮食

要我们原谅，您又埋怨我们

“既然要来咋不早点打个招呼”

我们知道您老人家

是要把已往几十个春秋的思念

全部化作今天的心意给我们

妈妈，我们的妈妈

在和您交谈中我们了解到

您生育了三个孩子

您的丈夫早年去世

战场上牺牲的是您的二儿

您有一女结了婚住在附近

她的家庭境况一般

您大儿是残疾人，三十年前

他抱养的孩子已成了家

和您生活在一起，如今您已有了

十多岁的曾孙正在上学

妈妈，我们的妈妈

这次来见到您，最让我们欣慰的是

您从当年的悲伤中走出

如今您的声音，显得中气十足

没有我们预想的那种细微

如今您的眼睛，显得坚定有神

没有我们预想的那种忧伤

如今您的脚步，显得稳健有力

没有我们预想的那种蹒跚

您，一位革命烈士的老妈妈

我们全体战友的妈妈

风霜没能阻挡您的刚强

岁月磨损不了您的志向

高寿的您，如今还爽快地对我们说

“我现在过得很好”

妈妈，我们的妈妈

神州大地是因为有您这样的

千万个妈妈，才孕育了

千万个忠诚的儿郎

才筑起了卫戍边疆的长城

才有了人们的岁月静好

所以，妈妈，作为您儿的战友

我们必须庄严地面向您

集合、整理队形、立正

纯真地从内心毅然举起右手

向您致以共和国军人

最标准的军礼

向烈士的母亲致敬
□ 张发光

蜻蜓点水破译生长的密码

一朵莲念念有词

从淤泥里探出一盏明灯

照亮理想，前程

蝉直抒胸臆

倾情表白，执着的追求

把日子叫得火热

讨个好彩头

五谷隆着肚子待产

爱情高温中孵化

寻一次华丽的蜕变

为你莲蓬高举

该来的总会来

皇天不负有心人

万心朝圣，奔赴一场

盛大的丰盈，如日中天

夏至
□ 景胜杭

■诗词歌赋

■口颐之福

□

黎
江
毅

荔
枝
入
馔
庆
丰
年

■人与自然

浓情盛夏

□

米
丽
宏

■故园情思

梅雨漫漫涨夏池

□

吴
建

■乡村纪事

田老汉快书唱变迁

□

王
永
武

“娘啊娘啊你真狠心，把我嫁到田马园村，饿了吃沙土，渴了吃茅根。”田老汉一开口，
这段苍凉的山东快书唱词，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新中国成立以前。

田马园村位于山东省聊城市冠县东古城镇境内，村东100米处特意保留下来一段黄河
故道遗址。我们沿着黄河故道遗址田马园段石碑旁的小路攀登而上，走上高高的木栈道，
一个高达数十米、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沙土岗子呈现在眼前。四周长着杂树，中间有一小
块寸草不生的沙地，边上是陡立的沙壁，依稀可见田马园村原来的风貌。通过展板和当地
村民介绍我们得知，当时的田马园村由历史上多次黄河改道遗留的28个大沙丘和不计其
数的小沙丘组成，大多数土地都是流沙，全村仅有耕地1000多亩，是一片沙丘遍布、茅草丛
生的穷沙窝。

“县委领导来指导，村支书田洪勋带头干。平沙丘，填沙坑，治沙造林意志坚。”从20世
纪50年代开始，田马园村在冠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治沙斗争。

“治穷先治沙，治沙必造林。”今年86岁的田老汉记得，田洪勋带领500多名村民，推着
独轮小车“开”进了荒沙滩，平整沙丘，填充沙坑，种植刺槐、杨树、法桐，固定流动的沙丘。
1982年，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在冠县实施防沙治沙 2606工程项目，田马园村充分利用工程
项目资金，打机井，整良田，党员干部带头种上了苹果树，在树行里种上了西瓜和花生，大
行套小行，成功锁住了风沙。通过几十年持续不断栽植林果，田马园村终于甩掉了“穷帽
子”，一跃成为全县富裕的小康村。

我们随意走进一个路边的樱桃大棚，只见树枝上结满早熟的大樱桃，娇艳欲滴，放在
嘴里酸甜可口。“小樱桃，个不大，经济价值赛西瓜。山农大教授来指点，大樱桃试种在咱
村。”说起樱桃种植，田老汉眉飞色舞地说起一件趣事：当时村里苹果种植已成规模，大家
收益也不错。1990年，田洪勋提倡并带头种植樱桃，带领几户村民试种了100亩。由于当
时人们大都没见过大樱桃，三年结果后，人们发现大樱桃居然这么“小”，个头、产量都不能
和苹果相比，心里都泛起嘀咕，甚至动了砍樱桃树的念头。田书记和几位村民带着樱桃到
北京新发地试售，没想到售价25元一斤仍很受欢迎。于是樱桃成了田马园村的“摇钱树”，
种植面积达到4000多亩。

田马园村“90后”新任书记田英冲因时制宜提倡利用大棚科学种植樱桃，亩均纯利润
达到5万元，是露天樱桃的2.5倍，采摘时间差带来高收益，大家的种植积极性更高了。目
前，全村大樱桃、油桃、苹果、梨等经济林覆盖率达90%，被评为“全国林业千佳村”和“国家
级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村”。

“人人都说马园好，十里八乡都夸赞。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各级政府帮助咱……”田
老汉一边唱，一边利用停顿间隙用舌头和喉咙模仿山东快书月牙板发出的伴奏声响，唱着
自己创作的山东快书《脱贫致富的田马园》。

每年的荔枝红时节，村中都会举办一场宴会庆祝丰收。
日头偏西，林中木桌之上，早已备好新鲜荔枝，村民手捧荔

枝，围坐交谈甚欢。只需轻轻一剥，晶莹的果肉便显露出来，一
口咬下，如同清泉流过心田，带走了采摘荔枝的一番辛劳。荔
枝除了鲜食，还能入宴。荔枝菜并非近年才流行的“网红菜”，
而是充满历史文化感的菜式，它还有个好听的别名，叫红云
宴。《负暄杂录》记载，南汉后主刘鋹每到蝉鸣荔熟时便喜欢在
荔枝树下设宴款客，饮酒啖荔。《华阳国志》说：“有荔枝园，至
熟，二千石常设厨膳，命士大夫共会树下食之。”昔日宫廷红云
宴，如今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

今天的主菜是荔枝木烧鸡，要做好这道菜，需要选取生长
了几十年的老树木材，这样做出来的烧鸡果木香味浓郁绵长。
宰杀两只在荔枝林散养一年的走地鸡，洗净腌制好，肚内填满
各类香料，外皮刷上一层荔枝蜜，挂在炉膛里。打火引燃荔枝
木，炉膛外冒出微微烟气，散发出一股清淡果木香气。约一个
小时后，烧鸡制作完成，原本白净的表皮微微显出焦糖色，鸡肉
的嫩滑与荔枝的甘甜完美融合在一起，像极了白居易《荔枝楼
对酒》诗言：“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欲摘一枝倾
一盏，西楼无客共谁尝。”

随着荔枝木烧鸡出锅，桌上陆续摆满了以荔枝为主的各种
佳肴。岭南人讲究不时不食，根据不同时节推出季节食物，荔
枝宴灵活运用煎、炒、蒸、炖等各种烹饪手法，将荔枝的色香味
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烧鸡以外，荔枝与虾仁、鱼等搭配都不
错。先说那荔枝虾球，荔枝的嫩滑软绵与虾的爽口弹牙互补形
成丰富口感，且两者都讲究快熟，互相搭配十分奇妙。再说荔
香脆鱼卷，选用的是肉质鲜美的桂鱼，将红萝卜、西芹、鲜菇切
成丝，与切成小粒的荔枝肉一同卷入鱼片里，定型后放入蒸锅
蒸几分钟即可。此外，还有火焰荔汁牛肉、荔汁排骨、百花酿荔
枝等地道家常菜，虽然烹饪方式不尽相同，但都创造出与众不
同的独特口感。

谈笑声中，不觉日已西沉。今年的“荔枝宴”上还有一个仪式，就是可以自创一个荔枝
菜。我虽非大厨，却也愿尝试一番。取来一块嫩滑的鸡胸肉，切成薄片，用料酒、生抽、姜
片腌制片刻，下锅翻炒。鸡肉差不多成熟的时候，再放入荔枝肉切片，荔枝不耐高温，不能
长期受热，此时火候要适中，不可过猛，以免果肉破裂，失去原有的口感。翻炒片刻，直至
鸡肉熟透，一道色香味俱佳的荔枝炒鸡片便大功告成。

宴至高潮，村支书取出一坛荔枝酒。酒香浓郁，入口绵软，散发一股淡淡的荔枝香。
村民举杯相庆，欢声笑语久久回荡在荔枝林。

《敖包相会》是一首传唱了 70年之久的充满草原风情和人间真情的电影歌曲。仅 80
字的短短一首歌，就足够把我的心拉到了数千里之外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歌的诞
生地。夏日里整个草原绿茵似毯，一碧千里；毡包点点，炊烟袅袅；鲜花烂漫，奶香芬馨；牛
羊欢叫，马儿嘶鸣，委婉悠扬的蒙古长调时不时在空中飘荡。

草原以它的温存与博大印证着生命的生生不息，滋养着艺术的种子。《敖包相会》就这
样在草原深处“发芽”。这首歌曲中所描述的两个相爱的主人公原型就是通辽市科尔沁左
翼后旗伊胡塔镇人。他俩当年的心心相印、忠贞不渝，建设草原，保卫边疆，手无寸铁勇抓
敌特，成就了一个不朽的草原爱情故事。

那年，已是内蒙古文联文艺编辑的玛拉沁夫，前往科尔沁左翼中旗参加动员群众支援
抗美援朝工作组，听说了这个故事，很受感动。经过反复酝酿，创作完成了短篇小说《科尔
沁草原的人们》。这篇作品发表在1952年1月号《人民文学》杂志上，各界反响热烈。中央
电影局决定将《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搬上银幕，专门派员前往内蒙古与玛拉沁夫接触，并指
派专职编剧海默与之合作进行改编，主旨是表现内蒙古大地发生的日新月异变化。影片
以蒙古族姑娘萨仁格娃和青年桑布的劳动、爱情以及对敌特英勇斗争为中心线索，以此设
置矛盾冲突，展开故事情节。

1952年，根据《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的电影剧本《草原上的人们》，由中央电影局
东北电影制片厂开拍。电影局对《草原上的人们》拍摄极为重视，专门调派电影艺术家、
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徐韬前往执导。对于民族题材的风格特征，影片很注重渲染
与表达，结合牧民生活场景，将自然风光、自然生灵纳入其中，增添内蒙古民族特色；另
一方面充分借助主题音乐、影片歌曲等形式，营造浓郁的大草原风情。“敖包相会”是影
片男女主人公战胜敌人后相会的一个情节。电影拍摄得很顺利，只是主题歌暂时还没
产生。

据知情者回忆，《敖包相会》作词的灵感来自一个美丽的夜晚，作者思绪翻滚，难以入
睡，在草原上徜徉。不经意间抬头远望，月光下有一对青年男女站在敖包旁似乎在诉说着
什么。作者迅速回到蒙古包，以这个场景为蓝本，经过深思熟虑、字斟句酌之后，歌词逐渐
清晰地成形：“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你为
什么还不到来。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耐心地等待，你心
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精炼是这首歌词的特点，用最少的语言概括丰富的内容。歌词恰
到好处地采用生活中的口语，使《敖包相会》更显自然、亲切。含蓄的结尾，既点题，又耐人
寻味。

歌词有了曲谱才能飞翔，才能成为人们感情的语言。几经切磋，《敖包相会》由著名达
斡尔族作曲家通福完成谱曲任务。

为了呼应电影剧情的需要，通福亲历故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最终为《敖包相会》谱下充
满浪漫情怀和民族特色的演绎草原上传世爱情的旋律。在创作过程中，一个乐句、一个
音、一个和声，通福都反复斟酌、推敲。他构思了许多优美动听的乐句，但仍觉不够满意。
一天晚上，又大又圆的月亮挂在草原的夜空，通福灵感突现，兴冲冲来到一个蒙古包前，借
着月光，用手中的笔在一张烟盒纸上谱曲。突然，蒙古包里的牧民一推门，把他的胳膊碰
了一下，手中的笔也打了个弯。这时，通福将手中的曲子一唱，兴奋得不得了，原来出现笔
误的地方，竟然成了非常美妙的高音。

《敖包相会》情感丰富、内涵深刻，具有浓郁的抒情气质。为了找到这首歌最合适的演
唱者，导演和曲作者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20多位歌唱演员叫到会议室，挨个试唱，最终选
出了王树理和吴秀云。采用男女声对唱的《敖包相会》，唱出了起伏的群山、清澈的流水、
蓊郁的草木、绚丽的花朵，唱出了千里草原的无限风光，将草原悠远的意蕴和境界表达得
淋漓尽致。影片中风暴大雪过后，桑布在幽静的草原敖包前等待与心上人萨仁格娃见面，
主题歌《敖包相会》响起，如同一股原生态溪流，沁人心脾，感人肺腑。一组优美的爱情画
面跃入眼帘，让人浮想联翩。

艺术是人类感受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重要形式，是创作者内心情感与思维的表
达，并通过唤起欣赏者的共同认可来进行传达，这是一个内心共鸣的过程。《敖包相会》
在 20世纪 50年代就家喻户晓，至今其艺术魅力仍经久不衰，常唱常新，成为人民大众心
底流淌的歌。它是草原人民生活的生动缩影，让我恍然觉得自己也成了音乐中的一个
音符。

故乡地处江海平原，每年的六七月份，梅雨时节，雨像扯碎的珠子，一串串滚落下来，
一下就是三五天。

那段日子，早上醒来睁开眼看到的是雨，晚上又是伴着雨声入眠。村野浸在水中，房
屋泡在雨里，无声地呈现出自然的威力。

梅雨时节，家乡的河里都要涨水，正是鱼儿欲上时。父亲总是喜欢拿着网兜，我则提
着小桶尾随其后。站在漫溢的水边，看父亲往河里撒网，我心中就默默祈祷能多捕几条活
蹦乱跳的鱼。网口慢慢提出水面了，看着网里果然有鱼在跳跃，我欢畅得像鱼儿那样蹦
跳，忙不迭地抓住网里的鱼往桶里扔。那些天，几乎顿顿有鲜美的鱼汤喝，小日子过得甭
提有多甜美了。梅雨天最大的享受还是和邻家的小伙伴一起偷摇他家的小船，到河中采
荷。初夏时节，“小荷才露尖尖角”，而那“尖尖角”却是最清甜的，有荷的清香。我们边采
边吃，雨水无言地打在我们的欢乐上，真有无尽的野趣。

在雨中悠然而行，呼吸着新鲜的泥土气息，另有一番情趣。独自一人撑着雨伞走在故
乡的小路上，犹如戴望舒笔下那位丁香般的姑娘。雨很有节奏地敲打在我的伞上，像是古
代仕女悠然弹奏着古筝，一曲曲婉转的旋律，温柔地萦绕在耳畔，雨中人心中便漫出不尽
的情意。偶尔有风将雨吹落到脸上，凉凉的，感觉舒畅极了。脚边不时有几只青蛙或癞蛤
蟆爬过，好像它们也在寻找雨趣。

梅雨时节，故乡几乎每天都沉浸在迷蒙的烟雨之中。蒙蒙的湿气晕染了每个角落，像
一幅水墨丹青，浓抹淡描，勾勒出故乡小桥流水人家。远眺，农人们披着蓑，躬身在一片银
白的水田里插秧；牧童戴着斗笠，悠然地骑在牛背上放牧，多美的一幅“青箬笠、绿蓑衣，斜
风细雨不须归”的田园胜景啊！

梅雨季节，雨一直下，一声声，一缕缕，散作万千琵琶语，芭蕉绿，樱桃红；湖光浅，箫声
重。思乡的人儿，乡愁浓，思念重。

作家冯骥才说，夏，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穆。我也觉得如此，盛夏，是四季
里面一个热腾腾的极致。

那个“盛”，含义忒丰富：是大，是猛，是阔，是浓；是豪奢，是饱满，是磅礴，是剽悍。
极致生美。冬寒，夏暑，是冷热二极，方担得起“大夏天”“大冬天”的称谓；春秋呢，固

是旖旎、爽朗、惬意、温和，然个性不温不凉，模糊、玲珑，不称其大，也不成其大。
光阴生煎，沸火滚腾，夏天到达巅峰状态，阳光简直是一路尖叫着扑下来的。地面瞬

间可以着火，空气似乎一擦即燃。
那种笔直的、干燥的、雄浑的巨幅太阳光啊，力量与能量都大极了。它把我们熟悉的

一切物事，处理得璀璨、夸张，生出一种舞台效果，亮晃晃充满陌生感。
而大地，毫不迟疑地承接住，承接住这光、这力、这爆热。只有如此豪奢的太阳、如此

宽厚的大地，才能滋养出类拔萃的人物和庄稼吧。
每一个村庄，每一座山峰，每一道沟壑，都沉陷在光照里。而每一棵树，都成为喷发绿

蘑菇云的风暴之眼。尤其白杨，静止时，是润绿；被风翻转，成了亮灰。这恰如古代的君
子，一面怀疑一面笃行，灵魂的歌唱从不停息。它们立在路边、田头、城市的公园里，一棵
就浓缩了半个夏天。另外半个，被另外一棵树所凝集。可是呢，两棵白杨之外，还有成千
上万的榆树、槐树、椿树、杜梨；一树一树，全是夏天的壮美。

所有的果树，都珠胎暗结，包孕着或甘美、或青涩的果实。
盛夏的花开，有个性。栀子花，香气和颜色都牛奶般肥硕。凌霄在高处花红灼灼，像

一串彪悍的怒喝。蜀葵，越热越疯，撸串儿似的，一杆杆儿全是红的紫的白的花，成团成片
连起来。向日葵，心怀永远的冲动和天真，时刻昂扬，时刻虔敬，像某个时代的大无畏青
年，充满殉道和献身的热情。荷，涉水而来，周身散发一种慈悲光芒，花、叶皆阔，有盛夏的
饱满和磅礴境界。

盛夏的草类，倔巴顽强，有刀枪不入的豪情。马齿苋，犹如绿蜘蛛，脑袋从水泥地的缝
隙里，钻出来，绿脚丫一只只紧抓地面，肢节向四面八方伸展。车前草，被隆隆的阳光碾成
了一张贴地的绿皮。鸡血藤的藤沙拉拉，黏抓抓，它们四处爬，爬得哪儿都是，外星人一样
无法无天。

只有夏天才纵容它们如此疯狂，也只有夏天，才能造就如此的异想天开。
盛夏，也有安静的事物。在那连绵的山体、高度饱和的绿色之上，白云低垂，阔大无

边。它们一动不动，安详凝滞，夏天像被重新定义，透出一种肃穆的美感。
盛夏，雨大，雨稠。夏天的雨颇像公子哥儿，喜欢率性而为，做事不思谋不酝酿，全是

兴之所至。要下，可能一阵瓢泼一阵倾盆，一枚雨点砸起一缕尘烟，转瞬大河流水小河
满。也可能，一阵忽雷炮仗，闪电在天空劈开蓝色枝杈，黑云压空，白昼似夜；雨没落几点，
忽而阳光暴出，霓虹跨过长天，壮美又兼旖旎，令人心醉目痴。

至于黄昏边沿，倏忽一阵疾风骤雨，此起彼伏，花叶摇翻，檐下箫鼓追随，又叫人生出
一份旖旎江南之思。

一年四季，无非一首精妙绝句，起承转合，严丝合缝。夏季，便是那承，承续，承担，承
揽和承受。人之一生，何不似年之四季？总要有轰轰烈烈一场奔跑，淋漓极致一场拼搏，
爆发出生命中一个超高节拍，一段热烈绽放。急迫，用力，乃至热烈到狂躁，都是可以理解
的，谁没有经过一段“大夏天”般的青春岁月呢？

一手撑着滚烫酷暑，一手打开如歌人生。盛夏，的确可以放进去太多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