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3 月 29 日 星期五

响 沙
XIANG SHA

姻责任编辑：张玉福 姻版面设计：史国华 姻责任校对：张君梅 姻编辑邮箱：2433815512qq.com 姻联系电话：13015271040 5160311

二月二，龙抬头。 春天
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而
对这样一个传统节日的记忆
却越来越远了。

小时候，对节日的盼望
是那么迫切，大概与食不裹
腹有关。元宵节过后，年货已
经消失殆尽，小米饭玉米窝
头又重新回到饭桌上，便掐
指等待着二月二的来临。

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
有精神头。大概取鸿运当头、
福星高照之意。早上醒来，母
亲便开始张罗为我们弟兄三
个理发。因为剃头是一门技
术活，家里又没有剃刀之类
的工具，说是理发，其实是母
亲用做针线的剪刀为我们剪
去疯狂生长了一个正月的长
发。尽管母亲极其小心，但因
为我们交头接耳，常常划破
头皮，弄得头破血流，但更多
的是虱子的血，那时候几乎
不去洗头，经过一个肥年的
喂养，虱子肥胖肥胖，在母亲
的剪刀下纷纷落马。变成光
头强后，便不再受这等生灵
的欺负，倍儿爽。

在孩子眼里，二月二又
是一个极为神秘的日子。二
月二，围灰圈。年老的长者
在阳婆上来之前，便用炉灰
把整个房子围了回来，炉灰

是极其干净的，据说是可以
把牛鬼蛇神拒之于屋外，求
得四季无病无灾。也有人家
用白泥在外墙上画上大大
的十字，似乎又多了一层守
护。

最隆重的仪式在晚上举
行，我的奶奶是最高统帅，几
个媳妇在她的指挥下，把男
人们捣碎的谷子或糜子面蒸
熟，捏成无数小灯盏，在上端
的小盏里舀一勺素油，放一
捻棉花，逐一点燃，顿时满屋
祥光。在奶奶的指挥下，分别
被放到门头上、柜盖上、粮房
里，鸡窝、羊圈、马棚里是必
须放的。一切准备就绪，奶奶
便端了一条盘米灯盏，放在
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中央
的八仙桌上，口中念念有词，
把已搅拌在一起的糜麻五谷
洒向四面八方，最后跪向“神
灯”前，我们也在大人的呵斥
下，跟着奶奶叩头八拜。那
时，奶奶在我们心里那么伟
大，仿佛就是一尊女神。与此
同时，母亲和婶娘们还会捏
马牛羊各种动物，最有趣的
是鸡卜篮，一只老母鸡在柳
条卜篮子里聚精会神孵小
鸡，有的小鸡刚刚啄破蛋壳
露出头来，有的小鸡已破壳
而出，惟妙惟肖。

于我们而言，最迫不及
待的事情莫过于吃猪头。母
亲前一天就已将猪头放在大
盆里浸泡，用烧红的火钳烫
掉残存的猪毛，用刀反复刮
掉猪脑油，并娴熟地将上下
额卸开。第二天早早炖在后
锅里，加葱加蒜，不一会儿，
香气扑鼻。中午，一家人围坐
在一起，品尝着这少有的人
间美味。母亲每年重复着一
个发生在本村里的真实故
事：又一个叫王老虎的壮汉，
猪头下锅不久就开始尝甜
咸，等猪头全熟了，一颗猪头
也被吃光了，只给老婆娃娃
留下半锅油汤汤。其实在那
个贫困的年代，人都吃不饱，
猪子只能吃枳子野草，一头
猪到杀时候也就几十斤，可
想而知，一颗猪头有多少了，
一个大男人吃一颗小猪头也
不是太夸张的事。

拉猪牙叉是我们童年最
有趣的游戏之一，把猪下颚
骨肉贴净，反复熬制，直至没
有一点油痕，大人才将牙叉
骨交给我们，那个高兴啊，犹
如买了一个新式玩具。在前
面系一根绳子，小伙伴们排
成一行，浩浩荡荡，门前屋
后，田野草丛，留下一道道痕
迹和一片片笑声……

晚霞夕照下
春风舞一池浪漫

那一条条轻柔的波纹
是一条条蓝色的哈达

披在我的肩上
随之我就陶醉了

我依偎在一只小船上
哼着一首民谣泛舟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望着蔚蓝色的天空

仿佛进入梦境
昆都仑水库就是一朵云

我在云朵上歌之
淑女就在身边相伴

一湾湖水浸透着大地的神韵
传递着东南西北的灵气

乌拉山的风有节
大青山的雨有度

缠绵在湖中，倾吐着氤氲
把河套的麦浪一波一波涌进来
把包钢的焰火一簇一簇洒进去
分不清天上的月亮在水中
还是水中的星星在天上

蔚蓝色的湖水连着蔚蓝色的天空
我依偎在一只小船上

看那燕雀戏荇草
赏那野鸭争浮沉

烟波连浩淼
青山碧中影
水鸟绕葭飞
鲤鱼跳龙门
风清舟自横
游人楚天舒

我依偎在一只小船上
哼着一首民谣泛舟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乐了，醉了

起伏的沙丘，延绵的大川，潺潺的小
溪，神奇的响沙……

林网块块，绿树丛丛，以杨树、沙柳、
柠条为主的树木在这里遮天蔽日，连绵
铺展在几百个原有大型沙丘之中，形成
壮阔的绿色海洋；每到春夏之交，枝头鸟
鸣啾啼啭，几十种花儿竞相斗艳，十多种
野生动物在林间奔跑觅食，尽显出生机
一片；渔歌唱晚，夹着牧人悠扬高亢的长
调，在天空中久久回荡……

这，就是银肯沙现在的自然景色，随
着库布其沙漠森林公园的建成，它将日
趋迷人。

包神铁路，包西铁路、沿黄公路、解
柴线地方公路的建成，这里又添一景，火
车从此穿过，汽车畅通无阻，汽笛声、喇
叭声，打破了原有的沉寂，给银肯沙带来
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银肯沙，位于库布其沙漠中段，背靠
黄河，面对毛乌素大沙地，总面积 17 万
余亩。解放前，这里曾生长的有果实累累
的樱桃，高大碗口粗的柠条，有多年生的
草本植物，总之是块植被完好，环境优
美，明沙极其少见的风光宝地。

解放后，在“牧民不吃亏心粮”的思
想指导下，在“以粮为纲”的那个年代里，
大面积的垦荒种田，人为的滥砍滥伐滥
牧，自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银肯沙由绿
洲变成了荒漠。曾在这里繁衍生息的最
后一户叫张二蛇，于 1972 年拆掉房屋，
赶着牲畜，怀着痛苦的心情，离开长期赖
以生存的这片土地，迁徒他乡，另谋生
路，成为实实在在的“环境难民”。

当地群众曾留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银肯沙呀银肯沙，黄风滚滚日夜刮；刮
的牧场变沙滩，刮的牧民搬了家；家家户
户逃外村，平沙荒凉无人烟。”这，唱出的
是一支人类的悲歌；这，就是银肯沙沙进
人退的真实写照。

银肯沙自然环境的破坏，不仅给当
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灾

难，更重要的是使生态
失去平衡，带来的是人
们不易察觉的延及给
子孙后代的极大威胁。

在受到大自然应
有的惩罚后，人们也曾
有过觉醒。当地政府也
曾不断地摸索着治理
这片沙漠的途径，然而
几经曲折，成效甚微，
被人们称为 " 死亡之
海。“

时 间 进 入 1984
年，新调整后的展旦召
分场领导班子在对银
肯沙进行了多次考察
之后，决心进军银肯
沙，打一场绿色的“攻
坚攻。”

当时，从分场驻地
开始沿罕台川、经响沙
湾开进银肯沙，这里别
说没有公路，就是人行
小道也是没有的。显而
易见，林业工人别说在
这样的地方植树种草的艰苦，就是居住
在这里寂寞和乏味也是常人所难耐的。
没有书报，没有电灯，没有人烟，应有而
没有的东西太多了。面对如此原始般的
生活，我们的治沙工人是如何想的呢？

“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我们伟
大的治沙事业始于梦想，成于实干。于
是，绿色的进军开始了。

1984 年 7 月 1 日，是银肯沙历史上
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从这一天起，银肯
沙开始正式封闭。经过当年夏秋两季和
第二年春季，播种，营造柠条、沙柳、杨柴
6800 多亩，成活率达到 87.5%，达到了国
家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造林规定的一级
标准。

初战告捷，这给治沙工人以极大的

鼓舞，同时也使当地群众看到了治理银
肯沙的希望。

然而，当时的银肯沙，房无一间，路
没一条。在造林治沙初期，他们在远离造
林地 10 多公里南的岳家沟老乡家借用
了两间陈旧土房吃住，每天往返 20 多公
里，平均干 14 多个小时，饿了一口冷饼
子，渴了就地掘井饮水……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治沙工人们
为了保证造林成活率，他们采用“乔灌草
结合”、“前挡后抗”的方法，掌握风沙运
动规律，根据沙丘类型，实行先易后难，
适地适树的原则造林；为保证苗条有足
够的水分，他们每年冬季在罕台川岸边
用围堰挡水浸泡、冬贮 60 多万株沙柳、
杨树苗条，为了所造林木免遭风蚀，当时

他们从六七十华里外的村庄购买十几万
斤玉米、高粱秸杆，按所营造部位，采取
网格式法进行固沙；1985 年夏季，为了
解决住房困难，他们没有雇用更多的劳
力，也没有完全依靠上级的投资，硬是凭
着自己的勤劳，晚上住帐篷，白天掏土打
墙，牛车拉砖人工推，用了 20 多天的时
间，在银肯沙的腹地林庆梁建起 100 多
平米土木结构房屋，挖水井一眼，从此便
在沙海里安营扎寨，站住了脚跟。

就这样，这些可爱的治沙工人，不仅
用辛勤的汗水，而且把自己的聪明和智
慧也都用在了生态建设上。

就这样，务林人战严寒，斗酷暑，抛
青春，洒汗水，在库布其营造起近 10 万
亩大的人工林海，筑牢从西柳沟到罕台

川之间的绿色生态屏
障。

就这样，在荒凉的
银肯沙里，当初，年轻
的务林人同进军，共患
难，不仅治理，绿化了
沙漠，而且在银肯沙收
获了友谊和爱情。

青年工人王瑞益
和沙坝子村高氏家族
的高三婵，他们俩通过
银肯沙季节性劳动中
的结识，情窦初开，情
爱甚笃，最终情投意
合，终成眷属。记得在
那天晚上，举行新婚庆
典仪式时，俩人的婚礼
不象城里那样隆重、气
派，也没有什么美味佳
肴，而是由作业区长证
婚，分场领导主持，且
有职工购买的水果罐
头，作业区自己腌制的
酸蔓菁菜，现炒烧猪肉
鸡蛋各一盘，加上现炖

羊肉及散白酒，构成一桌简单而又别具
一格的新婚筵席，在大家的祝福声中，俩
人手牵着手，走进了那作业区自己亲手
盖的宿舍 -- 婚礼殿堂，尽情享受着甜
蜜而幸福的生活。青年工人王飞在作业
区工作期间，结识了岳家沟郝氏家族的
郝秀英，俩人通过一段时间的相识、相
知、相爱，二人情趣相投，情意绵绵地结
为夫妻，伉俪之情的在银肯沙奋斗了 30
多年，不仅把青春全部贡献在生态建设
事业上，而且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

两位农家女子都出生在本乡本土，
她们与我们两位治理沙漠的小伙子结
识，不仅看重了帅哥们的为人诚实、憨
厚，更主要的是看重了治理沙漠的这份
造福子孙、功在千秋万代的伟大事业，国

为他们的祖辈也是深受沙漠侵袭其害
的。

春华秋实，岁物丰成。从 1984 年开
始，三届领导班子带领职工经过艰苦奋
战，采取“造飞封”的营造方式，通过适地
适树，苗木浸水，深栽造林，设置沙障的
治理技术，累计完成生态建设任务 10 余
万亩，现有林面积达到 7.23 万亩，森林
覆盖率达到 40.3%，使“死亡之海”变成
绿色的海洋。从 1987 年开始，每年为附
近村民提供饲料草 10 余万斤，出售沙柳
9 万多公斤，营造的柠条、杨柴林年采种
子达到 7500 公斤以上。由于植被面积不
断增加，经营范围内流沙基本得到控制，
保护农田 3.5 万亩，牧场 5 万余亩。
35 年寒暑往来，35 年风雨兼程，在纪念
我们伟大祖国 70 周年生日的前夕，在纪
念鄂尔多斯市造林总场建场 40 周年的
日子里，我，作为一个初期治理银肯沙的
参与者，建设者之一的务林人，虽然离开
银肯沙 28 年，但对他的治理一直牵动着
自己的心。离开后，每隔一年半载总要前
去看一看。每次当踏进林间小道开始漫
步在林海中，只见那齐腰高的杨柴和柠
条在微风中不停的摇摆，仿佛也在迎接
他的熟人重回故乡寻找新的绿色；当站

瞭到新建的 望台向四周望去，如今的银
肯沙，芳草青青，绿树成荫，老树新发，新
树茁壮成长，绿色将逐步淹没不尽的滚
滚黄沙，使这块母驼圣地，更加令人神
往。

这就是务林人用汗水和心血在库布
其沙漠中浇灌出来的绿色诗行；这就是
务林人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把人们古
老的绿色之梦变成不朽的绿色的诗行。
面对那一望无际的林海，自己感慨颇多。
我想，镶嵌在库布其沙漠上这片绿洲，多
么象一块绿色的勋章啊！

假如说，这绿色的勋章应授予谁？我
将铿锵有力的回答：可爱的治沙工人，他
们是当之无愧的。

大唐芙蓉园实在太大了，上午十点到下午
六点，我和丫头不紧不慢地东看看西瞅瞅，不觉
已是饥肠辘辘，景区内的饭菜实在太贵了，丫头
真给力，坚决拥护我一贯节俭的号召 -- 娘俩
挨着饿，在景区外的饭店结结实实吃了一顿。寻
思着今天也累得够呛，明天还得早起去大雁塔
景区和西安博物馆，早早地回去休息了。

大雁塔是一座佛塔，相传玄奘当年取经途
中困于沙漠，后来得到大雁引领才找到水源，得
以生还，建造这座佛塔报答菩萨化身大雁指点
迷津之恩。其实此塔是玄奘模仿游学印度时瞻
仰过的一座音译过来的“大雁”塔而建，故而取
名大雁塔，后武则天重修该塔，便正式命名为大
雁塔，一直沿用至今。这塔，默默矗立一千多年
来，躲过无数战乱，不惊不扰，淡定从容，蕴藏着
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大雁塔高七层，有一句佛教术语“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七级浮屠即为七层佛塔。建造
佛塔，也是功德无量的行为。进入塔内，一应建
造都为木质结构，由于年代久远，参观者常年络
绎不绝，木质楼梯滑且陡，抓紧扶手随着蜂蛹的
人群登塔，总觉得颤颤巍巍吱吱扭扭。每上一层
佛塔，或有存放的舍利子，或有存放的经书。不
过我始终没看见导游所讲的七层塔上玄奘法师
的真身舍利子。对于导游不负责任的言辞，游客
们颇有微词，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费力吧唧的
爬上了七层塔，没看到玄奘法师的真身舍利子
哭了老半天呢。

说起玄奘法师，家喻户晓耳熟能详，《西游
记》中唐僧的原型。“杖锡西来拜法王，愿求妙典
远传扬。金芝三秀诗坛瑞，宝树千花莲蕊香。”玄
奘法师对于佛学的爱好与钻研达到前无古人的
境界，他长途跋涉西行五万里，到达天竺印度求
取真经拜师学艺。在他游历的这些年里，潜心研
究佛学，学遍了大小乘佛教的各种学说。回国
后，便被邀请担任大慈恩寺的首任主持。自此以
后，玄奘法师在大慈恩寺内静心学术，不再过问

世事。而玄奘法师从天竺带回来的佛教经典、佛
像、舍利子则被存放在大雁塔里。

大雁塔是大慈恩寺的标志性建筑。说起大
雁塔人尽皆知，但大慈恩寺大约未必了吧。但大
慈恩寺是唐长安城内最著名最恢宏最华丽的佛
寺。唐太宗的长孙皇后薨逝后，当时的太子李治
十分悲痛，为了追念自己的母亲，同时也为自己
的母亲祈福，建立了大慈恩寺。慈恩，拥有一颗
宽容博爱的心，这完全契合佛家慈悲为怀的理
念。寺内建筑飞檐峭壁，古老的庙堂建筑层层叠
叠，错落有致。大雄宝殿、伽蓝殿、先觉堂……游
客虔诚跪拜，香火缭绕，佛音袅袅，余韵悠长。

玄奘法师将大乘佛教引入中土，从此，佛教
文化在中华大地遍地开花。唐后的五代十国，佛
教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寺庙林立，虔诚者无
数。佛教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经过漫长的文化相
融已经深入到了中国人的骨髓，成为中华传统
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玄奘法师，功德无量。

我和丫头在大慈恩寺未拍照留念，因为好
多寺庙都有不允许拍照的规定，佛家讲究庄严
清净，这大约是对受众生顶礼膜拜的神像的尊
重吧！

从大慈恩寺出来已经将近下午俩点，我和
丫头吃罢饭，丫头因为还计划晚间再去一次回
民街，因此在宾馆休息了不多会儿便匆匆赶往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在
火车站北不远处，穿过几条小巷即到，步行大约
二十分钟。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是世界文化遗产。大
明宫始建于唐贞观年间，是大唐帝国最宏伟壮
丽的宫殿建筑群。毁于唐末。据说后来的明清宫
殿大多都是效仿大明宫的格局修建。也是唐都
长安被誉为世界文明古都的重要支撑。唐朝历
代皇帝都在这里听政，是唐朝二百年的政令中
心。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在暮色的笼罩下像一
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捋着胡子缓缓讲述着大明宫

的前世今生……这座建于战火中毁于战火中的
皇家宫殿，记录了大唐盛衰 200 多年的历史。不
知后世之人穷尽各种办法，能否将大明宫恢复
原样？公园内还可免费观看 3D 电影《大明宫传
奇》，据说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唐盛世中刺激震撼
的禁军比武，如梦如幻的宫廷音乐，拔地而起的
辉煌宫殿……大约是太晚了的原因，公园内的
3D 影院已经关门了，甚是遗憾……

玄武门遗址，三清殿遗址……印象只是在
影视剧的一闪而过的镜头里。丫头不懂盛唐，更
不懂大明宫对于世界经济文化中心的盛唐意味
着什么，催促着我赶紧回，有啥好看的？是啊，看
是没啥好看的了，只能是想象而已。

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
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
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
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

再一次回望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岿然矗
立着的城门———丹凤门，翘角飞檐，气势恢宏，
雄伟壮观。

我和丫头回程票订在了第二天下午，还有
明天一上午的时间，娘俩在酒店斟酌了半天，西
安博物馆是去不成了，估计一上午的时间排不
上队，最后决定去西安事变遗址。

西安事变，家喻户晓人尽皆知。西安事变遗
址很多，我们去的是张学良公馆。作为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区，当然门票是免费的，
递个身份证就行。馆内是中国传统建筑类型，飞
檐碧瓦。院内有三幢三层砖木结构小楼及 20 余
间平房。布设有“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千古功
臣———张学良将军生平陈列”和张学良旧居复
原陈列等内容。讲解员详细介绍了张学良将军
生平、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对当时战局的
影响以及对中国历史的改变。

馆内除了珍藏张学良将军及西安事变前后
国共双方谈判的照片外，还存放着张学良将军
开过的别克汽车。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枢
纽，这段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历史，我就不
多述了，我关心的是张学良这位叱咤风云的将
军在被蒋介石软禁半个多世纪后的生活状态，
为何没回大陆？落叶归根，他就不想再回东北老
家看看？当时的时局不允许？还是其他原因？不
得而知。

西安，十三朝古都，古朴的风情，厚重的历
史。一部史记，几本唐诗，一曲西安事变的壮丽
史诗，都囊括在了古都西安千年的灿烂星河中。
有人说：如果把中华文明比作一棵大树，这棵树
的树冠在北京，它的根却深扎在这里———西安。
西安，一朝繁华 倾尽天下。云鬓花颜金步摇也
好，诗酒斗百篇才子世无双也罢，都已成为街谈
巷议的谈资，只有秦时明月汉时光，依旧静静地
照着这座古老的城市……

长相思，在长安？
一眼深情，一眼千年！

曹建义

绿 绕 银 肯 花 枝 闹

白艳
林金栋

高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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