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爸，您离开我们快一年了，我总想动笔写下您的点点滴
滴，来慰藉我再也无法表达的感情。我连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
有，您就永远地走了，仿佛被一场措手不及的暴雨惊散的戏场
一样，如泣如诉的音乐和唱腔犹在耳边，台下就惶惶恐恐地乱
作一团，我像一个走失的孩子一样，孤独地站大雨中，不知道
何去何从。

您的离去，像一场半醒未醒的梦，我总是时不时地想去
您的坟头，跪在那里和您拉拉家常，说一说您孙女的事情，唠
一唠家常里短……却只有坟头慢慢消融的积雪和依然阴冷的
朔风。我便努力地想在梦里找寻，可是梦里您的面孔也日渐模
糊，总是匆匆回来后又要匆匆离去，再三挽留也无济于事，醒
来后，泪水打湿了枕巾，心里全是堵得满满的痛。

也许是您感知到了那一天的临近，在最后的日子里有意
无意地把所有的念想都留了下来。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因为工
作忙，经常下乡，就把女儿送回老家，你们爷爷孙子两个人每
天笑声不断，半个月后，我把女儿接回了家。我走到半路上，您
给我打来电话，电话接通后您泣不成声，我问您怎么了，您说
想孙女了。我安慰了您几句，让您下个星期来旗里看她，挂了
电话后我也莫名地泪流满面。想起这些，我知道您是多么地留
恋这个世界，留恋您的儿女和孙子。您走后，您的孙子再也没
有在我面前提起过您，我以为她是一个孩子，把您给忘了，可
是有一次她和我去科研，突然搂着我三叔的脖子说：“三爷爷，
你把我架在您脖子上吧，我爷爷在的时候经常那样架我。”

您走了，我只能翻看您所有的照片，从小时候留着盖盖
头一脸童稚，到二十多岁学开拖拉机时的意气风发，再到您们
结婚三十周年时的满脸幸福，最后是去年给您孙女过生日，您

满是爱意地看着您孙女吹蜡烛。小时候，您是爷爷奶奶的宝贝
儿子，成家后，为了三个儿女日夜操劳，还要照顾多病的妻子，
我至今还记得您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袄，背着妹妹给我们做饭
的情景。您为了让我们姊妹三个能跳出农门，想尽一切办法供
我们三个上学，因为母亲多病，您整整给我们姊妹三个按时按
点做了十八年的饭，别人家的孩子没人做饭，大多患有胃病，
而我们姊妹三个吃肉喝凉水也没有一点儿问题。

我上师范学校的四年，是家里最困难的四年，为了凑够
我的学费，您低声下气地去求亲戚朋友借钱，您感冒了舍不得
去医院看。您赶着骡子车整整卖一天西瓜，只挣了两块钱，一
年下来，家里两口大猪全卖了，过年只有十斤猪肉和一颗猪
头。最终因为积劳成疾，患上了糖尿病，可是您没有一句怨言。

我和大妹妹先后毕业工作，小妹妹也考上了大学，我们
姊妹三个取得的这点成绩成了您最自豪的事情，我们也为有
您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没有您的辛勤付出和精心呵护，哪
有我们的今天。您走了，我们以后还能有什么骄傲的事情，即
使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缺了一个在任何时候都在关注我们的
人还有什么意义。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我没有想到您的
那一天来得那么快、那么突然。

鸟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小时候我坐在您的肩头，
您连最后见您一面的机会也没有给我，更不用说让我背着您、
推着您，慢慢走过最后的时光。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没有福气
的人，哪怕是在无力回天的时候让您静静地躺在我的怀里离
开这个世界，我也知足了。在最后弥留的时刻，您还想着您的
母亲和儿子，嘴里喊着妈妈，模模糊糊地叫着儿子的名字。

您走了，您的点点滴滴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杂乱无章
却又真真切切，我就这样悲伤而又幸福地回忆着，美好的往事
和现实的残忍仿佛一把锯子在我心上来来回回地拉着。

那时候您开着拖拉机跑运输，每到回家的时候我们兄妹
三个早早地跑到路边等着您，时间长了能听出咱家拖拉机的
声音，您回家后就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我上师范后，您和我
妈两个人给我写信，您执笔，最后落款是您和我妈两个人。放
假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您总是用您那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背，
看看儿子瘦了没有，在您眼里，我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可是您却忍心抛下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而远去。还有您的老母
亲、您的妻子、您的两个女儿，尤其是奶奶，每次说到您她都止
不住流泪满面，我则强忍着把泪水咽到肚子里，然后把话题岔
开。她说她的大儿子没了，她在别人面前都矮了三分。看到燕
子一个人经常发呆，想想她还小，就再也得不到父亲的疼爱，
她是一个多么可怜的孩子。

爸，儿子从来也没有这样地想您，在您离开快一年的时
间里，日日夜夜，一有空闲满脑子全是您的影子，每天开着您
留下的车，听着您听过的音乐，走着您走过的路，看着老家的
院落因为您的离去而日渐荒芜，牛羊全都出卖，那条忠实的狗
也送人了，只有那只可爱的小猫还瘦骨嶙峋地坚守在那里，每
天傍晚都守候在路边，期望着一家人都能够回去。

听老人说，这个世界是有轮回的，走了的人转世成人或
动物，要在出葬后第三天在坟头看看有什么踪迹，有什么踪迹
就转世成了什么。当时儿子哪里还顾及到这些，后来也就不得
而知了，也曾在心里暗自祷告，希望您能托梦告诉我，可却杳
无音讯。

天地茫茫两重天。及此，儿子只有长歌当哭，遥祝您在另
一个世界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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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公鲁德重先生是受世人尊敬和爱戴的良师益友。先
生品格高尚、行廉志浩，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从土默川来到
达拉滩，曾从事宣传、教育、文化等行政管理工作多年。他殚
精竭虑、勤勉敬业，全心全意、尽职尽责，为达旗文化教育事
业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退休后，他潜心于文学创
作，犹以散文、杂文见长，他笔锋犀利、恢谐幽默，针砭时弊、
弘扬正气，不愧为师者的楷模、文坛之志士。

先生心胸豁达、乐观自信，后半生坦然面对病痛折磨、
生死考验，与死神顽强抗争十余载，以顽强的意志、坚定的信
念诠释着人生的价值。古稀之年，他依然笔耕不辍，坚持参加
社会公益活动，发起成立了“达拉特旗哲学·社会科学协会”“
达拉特旗文化发展促进会”，著有《野潮集》《响沙文集》《风骨
篇》《管窥录》等精品佳作，留给后人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2019 年 9 月 25 日，先生在达拉特旗人民医院病逝，享
年 83 岁。思公与世长辞一周年之际，深怀感念，写了几句赞
美之词，以缅怀先师的恩德。

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铮铮傲骨 殷殷丹心；
安贫乐道 恪守本分，淡泊名利 处世惟诚。
不慕权贵 自在于心，不入俗流 独善其身；
心胸豁达 天马行空，栉风浴雨 苦乐人生。
兴文施教 笃学尚行，殚精竭虑 克已奉公；
针砭时弊 守正创新，讴歌盛世 关注民生。
传承经典 辅正国魂，文笔纯朴 雅风长吟；
诗文会友 亲贤近仁，师者典范 文坛达人。
耄耋之年 不辍耕耘，传世佳作 铸就永恒；
抗争病魔 直面人生，忠魂不泯 风骨长存。

怀念恩公鲁德重先生
刘良福

李 英

林金栋

古人说，相由心生。大爹慈眉善目，脸上总是堆
着温和的笑容,和他打过交道或者认识他的人都说：

“林怀珠，好人啊。”
大爹在今年正月二十七日凌晨七点四十分永

远地离开了热爱他的亲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三弟
说，大爹是因为脑梗加重住院。医生说年纪大了，想
恢复已是不可能了，但绝无生命危险。谁知肺心病发
作，一口气没上来就走了，走得那么安详，那么无声
无息。这真是应了老年人说的那句话“人老一盏灯”，
灯油熬尽或者一股轻风就会熄灭。虽说大爹享年八
十六岁，在我们这个地方算是高龄老人、黄金入柜
了，但走得这么突然，不容我们去看他一眼，还是让
我们悲痛不已。

因为是新冠肺炎防控的特殊时期，大爹的身体
做了火化处理，丧事一切从简，没有哀乐、没有鼓匠、
没有宴会，甚至不允许守灵，只有他最小的两个弟
弟、几个孩子和家族里我们二十多个侄儿侄女为他
送行。天随人愿，也许这就是他老人家的意思，他人
生中的最后一次，也不想打扰别人。大爹喜欢安静，
一生就像老家老屋门前那条小河，流水潺潺、波澜不
惊，默默地滋润着脚下的土地，缓缓地流向大河。

我最后一次见大爹是去年本家一个年轻人的
婚礼上，大爹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衣着仍然那么干
净合身，微笑着和过来跟他打招呼的人拉话。当时我
在想，这个老汉活个九十多岁是不成问题的，谁知这
竟成了永别。因为疫情，今年的家族团拜会和拜年活
动被取消，和几个老人就没见上面，我们姊妹几个还
说疫情过去相跟上去看看他，谁知他老人家说没就
没了。我最小的妹妹从婆婆家回呼市，路过看望了大
爹，大爹握着她的手，话很少，只是哭，说他活不了多
久了，惹得全家人哭成一片。

大爹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出生在达拉特
旗青达门乡林家塔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那个兵
荒马乱、土匪横行、天灾不断的年代，他的童年过得
非常艰辛，常常吃不饱、穿不暖。大爹弟兄七个，他是
老大，因此格外懂事，年纪小小就帮着大人干活，照
看弟弟们。稍大一点，能拿动农具，他就跟着父亲到
滩上一个叫补红窑子的地方租地耕作，让嗷嗷待哺
的弟弟们不至于太饿。新中国成立后，大爹才有机会
到十几里以外的石活子学校读书。初级小学毕业，大
爹就到了东胜县罕台乡当上了通讯员。一次，单独押
送土匪到县政府，圆满完成了任务，得到组织的高度
认可。因为工作认真负责、能力突出，二十岁刚出头
就被提拔为副乡长。

当时，国家百废待兴，需要懂经营、会管理的干
部充实到供销、商业系统。大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毅然到了更偏远的塔拉壕供销社工作，一干就是二
十多年，担任副主任、主任职务。之后服从组织调动，
先后到板洞梁、羊场壕工作，最后退休到供销系统。
基层供销社承担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重要职
责，除了要保证农牧民布匹、棉花、针线、煤油、洋火、
洋钉等日用品的供应外，还要保证农业社柴油、种
子、化肥等农业生产的需要，更得把农牧民生产的诸
如生猪、任务羊、鸡蛋、采摘的中草药和废品收起来
上缴给国家，供给城里的人，因此，供销社的作用是
非常巨大的，承担的任务也是很艰巨的。大爹在供销

社前前后后干了四十多年，像一头老黄牛兢兢业业、
恪尽职守，把一生的心血与汗水献给了供销事业。

仁者爱人，大爹是一个充满大爱的人。在计划经
济时代，即使是供销社一个普通的售货员也是很受人
抬举的职业，何况一个供销社主任。那时候找对象的
重要硬件就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三大件”，但买
这些东西是需要指标的。家乡的人找上门来，希望能
额外弄个一半件以解燃眉之急。大爹总是想办法为他
们解决，但绝不会挪占急等娶媳妇人家和卖任务猪户
子的指标，因此，颇受当地群众的好评。

我爷爷、娘娘在世时，逢年过节，他都要不远百
里，骑着自行车，爬山下洼，回去看望老人，料理家里
的事情。我最小的爹爹与大爹相差将近二十岁，爷
爷、娘娘去世时，六爹和侯爹还没有成家，就是在大
爹和我父亲几个老弟兄的操持下娶过了媳妇。

常言道：阴坡坡搭个阳坡坡。和大爹的温和相
比，大妈是一个比较急性的人，也许正是因为大妈爱
操心，才让大爹心态超然。但大爹很识好歹，对老伴
特别好，即使大妈不高兴时说他几句，他也总是一笑
了之。大妈供销社转制后闲不住，就当起了环卫工
人，打扫门前的一条马路，大爹怕老伴太劳累了，也
扛起来扫帚、铁锹，每天老两口披星戴月、风雨无阻，
直至大妈去世。

大爹对待自己的儿女绝对是一个慈父。他使出
浑身解数创造条件让孩子们好好读书，使他们都通
过考试或当兵参加了工作。大爹的退休金并不高，即
使到现在每月也只有四千多元。大爹一生省吃俭用，
给每个儿子都置办了一间小屋，虽和别人相比微不
足道，但已竭尽全力了。临终时居然攒下的十来万，
总是念叨着要分给几个子弟，拳拳父母心啊。

大爹对我们也关怀备至。小时候，每到节假日，
我们就盼望着大爹回来，不仅可以吃到甜到后脑勺
的洋糖，可以享受大爹用推子把长成人熊的头发缓
缓推掉，还可以推着他铮明瓦亮的自行车满村子乱
跑。我读师范时，大爹家是唯一的去处，虽然没有大
鱼大肉，但一盘猪肉烩粉条，一碗大米饭就感到莫大
的奢侈和温暖。我参加工作后，大爹家又成了办事
处，有时候一住就是五六天，大爹大妈从来没给过头
和脸。五爹家的两个儿子在巴盟种地，大爹临终前还
念叨着他们，让从他的积蓄中拿出几千元帮衬两个
侄子。今年疫情期间，还打电话给达旗的大侄子，询
问疫情情况，安顿家人要好好保护好身体。

大爹的晚年是不幸的，在他六十五岁时，大妈
病逝。年近八十时，又先后失去大儿子和大儿媳，这
对他老人家的打击无疑是十分巨大的，本来话语不
多的大爹更加沉默，身体每况愈下，后来得了脑梗、
肺心病，终于瘫痪在床。

大爹去世的最后的一个晚上，头脑那么清醒，
回忆着过去的事情，安顿着儿女们的生活。他平时话
语很少，那天说了那么多话，大概感觉到自己不久于
人世了。

二零二零年农历二月十一日，大爹回到了生他
养他的故乡，长眠在他的父母脚下，陪伴在妻子身
旁，默默地看着他的大儿子、大儿媳。那天，天气特别
好，刮了好几天的寒风瞬间停了下来，太阳暖暖地照
着，如同大爹温暖的笑容。

草原上有您捡牛粪的背影
敖包山上有您祈祷的声音
小河旁有您饮马的脚印
古包里有你教我的歌谣
小路上有你送我远行的目光
长调里有你想我时的惆怅
西山顶上有你盼归的眺望
毡包里有你煮奶茶的飘香
额吉啊额吉

我慈祥善良的阿妈
我是你流浪的孩子
我回到您的草原
您却去了天涯
额吉啊额吉
我慈祥善良的阿妈
我是你流浪的孩子
有您的地方才是故乡
从此后成了那迷路羔羊

想 起 阿 妈
喇嘛哥

屈原的《天问》是一首以四言短句形式为主的长
诗，是一种激愤呼喊倾注肺腑的绝唱，也是一个执著
的灵魂对至真情理的求索；这更是一颗高傲独特的
心灵，在世俗中找不到生命同伴、灵魂皈依，而只能
仰望苍天的无奈感喟、诘责、自问自答乃至无奈的癫
狂。也因此，《天问》的研究该从诗人对灵魂探求的角
度，索求其真正价值。

《天问》全诗 372 句 1553 个字，貌似对天文、地
理、历史、哲学等多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
作者并非不知其答案，而是要用这种“联想与逼问”
的形式表现高瞻远瞩的执著灵魂对现实的浮躁、虚
假、庸庸碌碌的不满，以表现高贵灵魂的深邃、完整、
欲求、审美之广博。

诗人开篇就说“：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
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
识之？”很明显，这些疑问向度无疑是指向“人”与

“灵”的。接着，作者一步步从认知到能动，再到创世
纪，再到伦理求索，细说着“人类灵魂的发展史”。如

“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再如“伯禹腹鲧，夫何以变
化？”再如“（大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于台桑，而快
朝饱？”再如“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再如“惟浇在
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道”等等。这

些对传说中人物的叩问虽久远、朦胧、有陌生感，但这
都是对“人”的灵魂（杂糅伦理）的叩问—————表达了
屈原对人的生存本质、生命本质的求索。

屈原始终追求一种灵魂的高贵。譬如，《离骚》里
多有“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饮余马于咸
池兮，总余辔乎扶桑”；还有“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
美而历兹”……这都是对灵魂的高标准诉求。

《天问》是在《离骚》和《九章》之间崛起的一座楚
辞高峰，其峰尖直指苍茫的天空。虽然《天问》问到最
后又回到了对楚王的思念上，但毕竟迥异于《离骚》的
怨愤满腹和《九章》的表明心迹。《天问》上穷碧落下
及黄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发问。心诚所至，天
门中开，神灵之光自天而降。

《天问》不再偏狭地辗转于忧君忧国，而是以世
界的本原和历史的开端作为思考和追问的对象。对
天地初始的追问在于寻找灵魂的由来和归宿，只是由
于天空维度在周秦以后的中国历史上的消失，才导致
了这种灵魂追问的审美形式的被忽视和被冷落。即
便屈原本人，也没有将这种灵魂的追问贯穿到底，致
使又回到《九章》那样的自我表白，最后垂下那颗曾经
仰望过天空的高贵头颅，投向映照着天空的河面，投
向一个天国的幻象。

白 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