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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音布鲁克草原天鹅湖巴音布鲁克草原天鹅湖

草原上的奇妙之旅

从伊犁赶到那拉提，然后乘坐区间车进
入景区，是一片广袤辽阔的草地风光：半人高
的禾草随风摇曳，牛羊低头吃草，好一派“天
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淡淡
的青草味伴着怡人的花香，沁人心脾，碧绿的
野草像厚厚的绒毯，毡房星星点点，闪着白色
的光芒。

抬眼望去，一座座山峰纵向错落，像海洋
翻卷的波涛，或像地壳的皱褶。“皱褶”里长有
茂密又笔直的森林。如果丰美的草原是骏马
光顺的皮毛，那么这些树林，就是膘壮骏马脖
子上扬起的“鬃毛”，黛色与绿色，“长毛”与

“浅毛”，有一种层次分明、线条明快的美。再
往前看，这皱褶的山峰之后，是闻名的天山山
脉。我内心兴奋不已，云散雾开时，就会看到
令人神往的天山雪峰了。这横亘西域的千峰
万岭，仿若梦幻般地出现在眼前，我心中一阵
激动，似乎触摸到了这神山的肌肤，感受到了
雪峰的冰洁。

一条小溪从山边蜿蜒流来，像一条随风
舞动的飘带。溪水潺潺流动，欢快活泼，打在
河石上，溅起朵朵浪花。我沿溪而上，悠闲漫
步，来到山脚下。草地上是成群的牛，黄的、
黑的、灰的、浅白的，健壮而肥实。那草地上
的牛群，自由自在，对在草地上载歌载舞玩得
兴高采烈的游人熟视无睹，淡定不惊。

阳光从云雾里喷薄而出，草原上光影斑
驳，嫩绿的草丛更加葱茏迷眼，沁人心脾。在
毡房前，我向里张望，看到里面像宫殿一样炫
丽：毡房中央是一张长方桌，桌面装饰喜庆富
丽，上面摆有丰盛的水果、干果，中间的椅子
气派讲究，毡房的毡子上有刺绣图腾、雕刻画
像，有挂毯、帷帐、布幔、马鞍等。主人很热
情，看我们好奇，邀大家进去参观，有的人兴
奋地进去坐在“尊者”椅子上，过一把游牧人
生活的瘾。毡房外，一个哈萨克妇女坐在草

地上专心地手工刺绣，一只小绵羊和一个小
男孩守在她的身旁。这样的画面让我感动，
仿佛看到了牧民的生活，看到了手工艺术的
民间传承。

第一次听到“那拉提”，我就被这个美丽
的名字迷住了，没曾想真有一个动人的故
事。传说一个春天，成吉思汗西征时，率领蒙
古军队由天山深处向伊犁进发，途中风雪弥
漫，士兵又饿又冷，疲乏不堪。翻过天山峰岭
时，眼前呈现一片繁花织锦的莽莽草原，流水
淙淙，夕阳如血，太阳从云雾中冒出，士兵高
兴得大叫“那拉提，那拉提”。原来“那拉提”
的维吾尔语就是“有太阳”的意思。无论这个
传说是否真实，“那拉提”赋予了这富饶壮美
的草原以希望、信心和力量。

第二天，我们赶到辽阔的巴音布鲁克草
原，秀丽景色令人震撼，撞击心扉。野花遍
地，绿草如茵，天鹅湖自然和谐，河流纵横交
错，九曲十八弯风光迷人。

天鹅湖环境优美，湖水清澈，湖岸和湖心
木桥与亭台、楼阁相连，来来往往的游客在桥
廊上凭栏观赏，与天鹅嬉闹。天鹅在湖里兴
奋地追逐、跳跃、欢悦，弄得湖水飞溅，白羽狂
舞，宛若演奏一场欢快、激越的交响乐。每一
个游客都兴奋异常，有的向湖里抛撒食物，有
的发出亲亲的呼唤，有的伸出手等待飞来的
精灵。天鹅们似乎会意游客的热情，不停地
扇动翅膀，群飞而起，在空中盘旋，然后伸长
脖子，扑向游人手中的食物，如此一潮又一
潮，湖里一片欢腾……

巴音布鲁克草原地处天山隆起带的山间
盆地，草地上的模样就像海洋的波涛一样，一
浪一浪朝前涌动。观光车朝“浪峰”行驶，到
了山岭上，“浪峰”断裂，陡峭的悬崖挡住了去
路，原来“波浪”跌落的下面是数百米的悬崖，
悬崖下是一片地势平坦、水草丰盛的草原。

我突然明白“山间断陷”的含义，想到此，更惊
叹大自然的力量。

站在“断裂”山岭的拐角处，正是观景台
的制高点，悬崖下的草原风光一览无遗。裕
勒都斯河流域的水流经这里，像有灵性似的，
在草地上拐弯抹角，形成宽宽窄窄的小支流，
纵横交错，在断裂山岭的转弯处交合，又一条
往东、一条往南分流而去。每一条河流平缓
宽阔，像柔软的绸缎，往东的那条，在草地上
环绕草滩，一分一合，一块草滩被夹在中间，
仿若绸带上的玉坠，“绸带”挂上“玉坠”，形若
女人精美的项链。而正西方向是九曲十八弯
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是巴音布鲁克草原最重
要的景点，许多摄影家千里迢迢而来，就是为
了拍摄日出日落时映照在河里的“九个太
阳”。这河流长得太神奇，像一条巨龙在草原
上盘旋扭动，生动活泼。可以想象，遇到霞光
万丈时，蓝天白云时，日出日落时，天空景象
倒映在这弯曲的河流中，折射、反射和日光的
光影变幻，在摄影家的镜头里，将是一幅幅多
么精彩绝伦的画面！

草原上的格桑花，紫的、白的、蓝的，五颜
六色，分外耀眼，游客们在漫山遍野的花丛里
欢呼雀跃，尽情拍照。

新疆的那拉提和巴音布鲁克草原，让我
沉醉……

□言农 文/图

故乡亮垭山下，有座乡村大院，大院向前走
两里的悬崖下，就是十里竹村——斑竹沟，漫山
满沟皆是斑竹林：青葱翠岭，遥望无际，一片竹
海；春来翠叶婆娑，夏来绿荫蔽日，秋来青帐卷
云，冬来傲立霜雪。斑竹的性格：中通外直、扎
根深土、宁断不枯、宁死不屈；烈风吹不倒，霜雪
压不垮。

我姑母就嫁到斑竹沟，姑父是个无田地的
竹农。

以前姑父常说：宁可食无米，不可居无竹。
斑竹沟的竹子，是“养命”的竹子。全村人穿的
是竹绒衣，住的是竹楼房，行的是竹道竹桥，坐
的是竹椅竹凳，喝的是竹筒水，吃的是竹筒
饭，担的是竹扁担，背的是竹背篓，称盐打油
靠竹编，下河拉船靠竹纤，可以说，衣食住行全
都离不开斑竹，所以说斑竹是乡亲们的“养命
竹”。

姑母常说，新中国成立前，斑竹上的竹痕，
是贫苦竹农的血泪滴成的。乡亲们为了活命，
哪个不是挣扎在饥寒道上流血流泪呢！男人们
下河拉船，一根纤藤千斤重，扣在皮包骨头的肩
膀里，面朝沙滩背朝天，汗滴和泪滴流在一起，

半天难爬十步路。
新中国成立后，竹农们分到了竹林。竹农

把斑竹扎成竹排，沿着河流而下，转运到重庆等
大城市，再挤上汽车火车，运到工地、矿山去，搭
竹架、建竹篷、修竹桥、建竹楼、编竹编，加入到
新中国轰轰烈烈的初期建设中。

姑母与竹村的妇女们，靠竹编改善了生活：
编织的竹席，又绵软又亮丽，夏天睡起清爽凉
快，不沾汗不巴背，十分舒服；编的竹扇，花样翻
新，有团扇和梯形扇，扇叶上织有长城和梅花
图案，象征民族精神和气节，谁见谁爱。

表姐中学毕业后，专学刺绣。她绣的图案，
不管是窗帘门帘、衣裤袍裾、鞋面袜底，全都是
一幅精致的竹画。她还在团扇上绣出诗行：“碧
玉装成一伞高，青杆绿枝条对条；不知翠叶谁剪
出？九月秋风似剪刀。”她把数十把团扇拿去参
加了农商展览，参观者无不交口称赞，争相购
买。

近年，斑竹沟还流传着表姐嘲笑“抛文篾
匠”的笑话。二月龙抬头那天，表姐早早起床，
打算绣竹叶鞋。当她坐在门口时，只见一个年
轻的篾匠，背着竹背篓下村卖艺。他见美丽的

表姐在门前刺绣，便目不转睛地呆看着她。表
姐被他看得羞红了脸，只得轻声问道：“先生是
做什么的？”这才惊醒了那篾匠，他忙文绉绉地
抛文道：“青龙背上剥皮的。”表姐是个聪明的女
子，她随即请篾匠编织几件东西：“上拱下不拱，
无风自来风，团鱼爬柱头，鱼鳅钻孔孔。”说完砍
来几根竹子，对篾匠说，“你先得编出一件，才能
吃早饭。”

等到表姐去煮饭时，小篾匠如热锅上的蚂
蚁，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他不知要编织的是什
么东西，急得额头直冒汗。见隔壁二娘来借火
煮早饭，他便装着肚子疼。二娘知道底细后告
诉他：“幺女子是叫你编织四样东西：锅盖、扇
子、筲箕、漏丝瓢。小伙子，你别在咱村卖弄小
聪明，幺女子比你强多了。”小篾匠听后，豁然明
白，赶忙织成四样东西，差点连工钱都忘记收，
背起背篓就走，出了村口才自我嘲笑道：“出门
莫抛文，抛文肚子疼，多亏二娘来借火，不然早
饭吃不成。”

斑竹沟在改革开放后，新人新事、新笑话那
可多着呢！乡亲们在欢声笑语中，过上了富足
的生活。

那年，我搬了新家，新家的房子带电
梯。母亲因为年纪大，以前没乘过，对电梯
有一种天然的恐惧。

白天，我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只
有母亲一个人在家。她腿脚不好，还拄着拐
杖，为了教会母亲使用电梯，我们带着母亲
反复乘坐，怎么摁按钮，摁哪个按钮是开，摁
哪个是关，怎么抬腿夹不着，每一个细节，都
千叮咛万嘱咐。

反复实验多次之后，母亲总算学会了乘
坐电梯。

人老了，身体各方面的机能都在下降。
年轻时头脑极其灵活的母亲，现在脑子也不
好使了，嘴上跟我们说学会了，其实我知道
她心里还很不踏实，只是刚强的她硬是嘴上
不承认。

一个星期天，我在家里收拾房间，忽然接
到物业的电话，说有个老人在不停地上下电
梯，问是不是我家的老人。老人的一举一动，
在监控室看得一清二楚，老人反复进出电梯
已经快有一个小时了。物业以为老人智力
有问题，怕出事故，赶紧挨家挨户打电话。

接到电话，我赶紧打开门，到电梯里一
看，原来母亲站在电梯里，拄着拐杖，正在摁
按钮。我赶紧把母亲迎回屋，让她坐在沙发
上歇一会儿。

母亲坐在那儿，我问母亲刚才在干什
么？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在考验电
梯。”母亲的一句话让我大笑不止，心想，母

亲可真逗。紧接着，另一种心情涌了上来。
望着眼前弱不禁风的母亲，再想想年轻时风
风火火、利落能干的她，我心里一阵阵发酸，
眼泪瞬间就流了出来。

岁月太残酷了，那一天天走过的时光，
夺去了母亲年轻的容颜，也让她的活力和能
力一天天下降，上下电梯对她来讲都是那样
的艰难。为了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她的
内心经历了怎样痛苦的挣扎？

母亲老了，我们还年轻，无法体会老人
的心情，更无法体会老年人身体一天天衰
弱、机能一天天下降时，内心那种无助和无
力感。

偏偏母亲刚强又不肯认输。我知道她
怕给我们添麻烦，不跟我们说。实际上她对
电梯的恐惧仍没有消除，她怕进了那么一个
狭小的空间出不来，所以要仔仔细细、反反
复复地考验它，直到确认它是安全的。

多体谅和帮助我们的父母吧，迟早我们
也都将老去。看着他们一天比一天衰老，那
种难以言说的心境，我们无法感同身受，因
为我们比父母年轻，待我们自己真的垂垂老
矣，或许他们早已不在人世。

衰老是一件无奈又逃不过去的事情。
面对衰老，父母内心其实是非常恐惧又无助
的，而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也无法缓解它的
进程。作为儿女，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
能地多帮助老人、多体谅老人，让他们得到
更多亲情安慰。

母亲考验电梯
□王岚

我做梦也没想到，37年前能够走出大山
去当兵，回乡拥有一份让父老乡亲羡慕的工
作，这得益于那年家里被盗的一只大公鸡。

1981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从茶场收工
回家，父母和弟弟、妹妹走亲戚未回。那晚
独自看书，看着看着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到
天亮都没听见熟悉的公鸡报晓，却被门外

“咚咚”的捶门声给震醒了。门外的爷爷一
边捶门一边大声呼喊：“华儿快点起来，你家
的大公鸡被小偷偷走了！”

我赶紧打开门，爷爷十分着急地告诉
我：“天麻麻亮时，你舅妈瞧见一人提着一只
大鸡公从院子跑出，朝着公路往街上方向去
了，你还不快点去追。”

我一路小跑追到街上，从下街找到上
街，找了所有的街市，哪有我家大鸡公的踪
影，累得我满头大汗。寻找无果，返回到公
社大门外街口时，恰遇村上的民兵连长，他
把我拉到一边，问我今年多大了，想不想去
当兵。我连忙告诉朱连长“快满十八岁了，
想去当兵”。于是，朱连长带着我疾步来到
公社武装部，找到魏部长说明了我的情况。
魏部长见我很结实，又有高中文化，欣然同
意，让我赶紧填了一张体检表，催我赶快到
区武装部体检站。我把丢失公鸡的事儿抛
在了脑后，一门心思一关一关接受检查，到
下午两点多，终于顺利通过了最后一关的总
检。

回到家里，走人户的父母已经回家，见
二老没有责怪我，心里堵着的石头也落下
了。当晚，我把考兵的事告诉了父母。父亲
没有言语，母亲叹了口气说：“我们家没有背
膀子（背景），考了也白考！”我也没抱多大希
望，仍然往返于家和茶场之间。

十一月最后一个傍晚，下着鹅毛大雪。
我从茶场回到家门口的院坝，眼尖的妹妹欢
天喜地跑出屋：“哥哥你考起兵了，哥哥当兵
了！”并将盖着红红公章的入伍通知书递到

我手里。那刻，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能够考上
兵，去外面闯世界。我久久盯着久盼而陌生
的入伍通知书，任凭天上的雪花飘落，任凭
河沟吹来的阵阵寒风刺骨，心里却已透出阵
阵暖流。

一进门，平时少有的肉香便扑入鼻腔，
母亲正切着我过年时最爱吃的猪头肉，顺手
送了一块在我嘴里，脸上写满了灿烂的笑
意。父亲从门外回来，头发上还有一层没有
融化的雪花，手里提着一瓶红高粱白酒高兴
地说：“今天是咱们家华儿的大喜事，今晚上
父子俩破例多喝两杯！”住在上院子的爷爷
奶奶听说我从茶场回来，也赶忙来到家里，
家中顿时平添了少有的热闹。晚饭间，从不
沾酒的爷爷、奶奶和父亲一道，与我第一次
碰杯，祝贺我考上解放军。

十二月六日是新兵集合的日子，那天早
上大队组织欢送，远房的支部书记舅舅给我
戴上大红花，一队敲锣打鼓的乡亲送我到了
乡武装部。

第二天来为我送行的只有九岁的弟弟，
我们没有像大人一样对话，他只是紧跟着车
身，踮起脚尖盯着我挥着小手，示意“哥哥慢
走，一路平安”。身旁一起参军的同乡，有的
突然放声大哭，而我只是望着弟弟挥手告
别。汽车路过我家附近的石桥时，爷爷奶
奶、父母和妹妹早已站在桥栏边，不停挥着
手，喊着我的乳名。我站在车厢边挥着右
手，喊着“爷爷奶奶再见，父亲母亲再见，妹
妹再见”。直到汽车转过一个大山弯，看不
见老家的石桥了，但我还听得见对面大山传
来的亲人呼喊声……

今年端午节回老家看望父母，二老喜上
眉梢，父亲喝了一杯酒，又开始唠叨，说我能
有今天的好日子，全靠我们家那只被盗的大
公鸡。

一直以来，我心里都装着大公鸡牵线搭
桥的往事，也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

鸡缘
□吴兴华

女儿极其挑食，蔬菜一般不沾，但不知
怎的，对红薯叶倒是情有独钟，每每炒上满
满一盘，必定被她吃得一干二净，嘴里还一
个劲儿念叨：“好吃，真好吃。”看她这般欢
喜，我就想，如果有机会，就在阳台上给她种
点红薯藤吧。

那天去朋友家，看她在楼下的空地上种
了一大片红薯藤，红薯叶绿油油的，很是惹
人喜爱。我欣喜极了，马上跟朋友表述了我
想在阳台上种红薯藤的想法。哪知朋友笑着
摇头，说还没见过哪家在阳台上种红薯藤的，
估计种不活。可我决定还是试试，于是剪了
一些枝条。小时候我家在农村，每年都会种
红薯，我记得种植方法超级简单，剪一截红
薯藤插在土里，只要不被晒死，准能成活。

我细心地将红薯藤插进空花盆里，浇上
水，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三天后，红薯藤
长得生机勃勃，叶子绿得发亮；七天后，我拔
出一株小藤来看，藤根上生出了细小的芽，
红薯藤成活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红薯藤爬出了花盆，

长得青翠欲滴，着实惹人喜爱。快一个月的
时候，藤蔓已经有半米长，一根根向下垂着，
极像一盆爆盆的吊兰。看着这么养眼的红
薯藤，我有些不忍心吃掉，可朋友说，物尽其
用才能彰显它的价值，这红薯藤呀，像韭菜，
越割越嫩，越割越长。

我喜滋滋地剪了一小盆红薯叶，洗净后
清炒，一盘爽口的红薯叶上了桌，很快被女
儿吃得见了盘底，她直夸自己种的红薯叶好
吃。这之后，照管红薯藤的任务自然落在了
她的肩上。她每天上学前给红薯藤浇点水，
晚上睡觉前又浇点水。每天都会观察红薯
藤的生长情况，老师要求写的观察日记，她
一点也不发愁了。

这之后隔个三五天，我们家的餐桌上，
就有一盘炒红薯叶。红薯叶当然是自家阳
台上种的，我们在享受种植快乐的同时，还
享受着绿色食物带给我们的清新生活，只要
看一看生机勃发的红薯藤，再灰暗的心情也
会变得美丽起来。

听说只要种养得好，红薯藤可以吃到秋
天打霜。我在感叹它极易成活、极易生长的
同时，也默默鼓励自己，以后就像红薯藤那
样生长吧，即使在逼仄的阳台上，也要活出
自己的风采。

阳台上的红薯藤
□刘希

故乡的竹村

□士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