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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G SHA

今年仲夏，小学同学满仓乔迁新居，盛情邀
请我们几个在树林召镇居住的同学回乡小聚。

早听说故乡这几年变化很大，但总也没时间
回去看看，这次机会不能错过，于是我们几个发
小一拍即合，欣然前往。

回乡的车轮是欢快的，我们仅用了一个多小
时，就进入了黄母哈日地界，但愈走愈眼生，从前
满眼的明沙梁、沙蒿丛，怎么变成了一望无际的
玉米田？东北沙井社方向，那抹绿，一直延伸到库
布其沙漠的脚下。不远的地方，是一大片白花绿
叶、蓊蓊郁郁的土豆田，足有二千多亩，大型喷灌
设备像条条巨龙喷珠溅玉，在阳光的照射下幻化
出无数道绚烂的彩虹。海海漫漫的农田里，隐约
闪现着纵横交错的电杆、凌空飞架的电线和红顶
白墙的农舍。好一幅田园水彩画！

我们打开满仓发来的定位图，开了导航，小
汽车按语音提示，拐下村社小油路，径直开到一
长溜崭新的楼板房门前。

这是一处三合头大院，屋顶是用紫红色的波
纹彩钢建造的，四坡五脊，勾檐翘角，屋脊上点缀
着几只瓦灰的鸽子，显得古色古香、吉庆祥和。白
瓷砖门面，镶花铁艺大门、喷塑铁艺围栏，大门上
挂着两个带福字的红灯笼，十分气派。

满仓和老伴花眼子在大门口迎接我们，老俩
口黑里透红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笑骂过
后，满仓领我们参观新房。原来，这栋房子是他们
兄弟四家的，每家建筑面积一百六十五平米，室
内功能齐全，布局合理，装修讲究，土暖气，自来
水，户户通电视，全部入户，丝毫不比楼房逊色。

因为故乡黄母哈日过去因缺水闻名，我最关
心的还是水，满仓不无骄傲地说，现在，不仅人畜
吃上了自来水，庄禾也吃上了自来水了。

“庄禾也吃上了自来水？”我问。满仓狡黠地
说：“滴灌和喷灌不是自来水吗？”哦，我们会心地
笑了。

“我还没有见过滴灌呢？”同来的丽芳说。满
仓说：“走，我领你们到地里看看。”满仓老伴嗔怪
道：“老头子，吃了饭去哇，老也老了，还是沉不住
气。”满仓说：“还有两个同学没来，我们一会儿就
回来了。”

满仓自己开车在前边领路，我们在后面跟
着，小车在青纱帐一般的玉米方阵里穿行，不一
会儿在一个蓝顶白墙的井房边停了下来。满仓跳
下车，指着一个橘红色的大铁罐说：“这就是施肥
罐，这上面有两根管子，一根是进水管，一根是出
水管。出水管和机井的出水管连接在一起，一合
闸，水、肥就同时滴灌到地里了。”满仓告诉我们，
黄母哈日沙地多，渗漏严重，过去一眼井最多能
浇一百五十多亩；上了滴灌后，非常省水，现在一
眼井能浇四五百亩。第二是省工省时。过去种水
地，要平地，搂畦子，拢水道，撒化肥，拨水口，堵
水口，还要防止跑水，忙得人脚后跟不着地，没有
两个人，根本浇不上。上了滴灌以后，一扶闸，就
什么都不用管了，有羊的人就去放羊了。所以，现
在五、六十岁的老俩口，种二百多亩玉米，养二百
多只羊，年收入十几二十万的，十分普遍。有的年
轻人，能种七、八百亩玉米，一户人家产的玉米，
比过去全黄母哈日大队产的粮食还要多。

满仓的话，不高不低，不紧不慢，但把我们听
得目瞪口呆！好大一会儿，丽芳问：“滴灌是谁投
资的？”满仓说：“都是老公家给白上的，农民没花
一分钱，就连压水管、盖井房子，也没用出一个人
工。”“滴灌是哪年上的？黄母哈日共上了多少
亩？”丽芳改不了记者的习惯，好刨根问底。满仓

说：“2018 年上的，听老支书说，全村的二万七千
亩耕地，全部上了滴灌，在册人口人均 13 亩，常
住人口人均 60 亩，仅滴灌工程一项，老国家就给
黄母哈日花了二千多万元。”

“全村有多少机井电呢？”丽芳又问。满仓说：
“这个我不清楚，听老支书说，全村每两户常住
户、每四个常住人口就有一眼机电井，我们队正
好达到平均数。”

天呀，我们又一次惊呆了！“走，我领你们到
玉米地看看，现在正在浇水施肥着呢！”满仓说。

我们钻进玉米田里，既没看到畦埂，也没看
到垄道，只见一垄一垄的覆膜玉米之间，铺着一
条条黑色的滴水带，每隔几寸，就有几个细小的
滴水孔，无数滴水孔同时出水，在地面上形成了
一个珍珠闪耀的世界；滴水簌簌，润物无声，万千
水带在合奏着美妙绝伦的天籁之音。

“满仓，你种多少亩地？”同来的建国问。“二
百四十多亩，该吃饭了，饭桌上叨拉哇，迟了老婆
儿骂呀。”满仓说。

回到家里，迟来的那两位同学己经来了。一
个是二后生，一个是文艺。虽说都变老了，但精神
仍很矍铄。二后生咧着嘴吼道：“满仓，你是把老
同学请到地里啃玉米棒子去了？”满仓憨憨地笑
了笑说：“二后生，上午做甚营生了，怎还骑的摩
托？”二后生说：“还能做甚了，就放那坡羊哇。”

“怎么，放羊还骑摩托？”我好奇地问。“我说领导，
看来你是多年不体察民情了，现在没人拉步杆
了，不管放羊还是种地，都开着车，六七十岁的老
婆子，也把那汽油三轮车耍活了。”“哦！”我赧然。

“快吃饭哇，菜都凉了！”满仓老伴热情地招
呼着。餐桌上，饭菜摆得满满当当的，炖羊肉、猪
骨头烩菜、炖红公鸡、红烧鲤鱼、腌猪肉炒鸡蛋、

炸油糕、米凉粉等等。“这么丰盛啊！”建国说。“也
就是平素吃的家常便饭，但都是自家产的绿色食
品，对身体有好处，你们多吃点。”满仓老伴憨笑
着说。

“二后生，你养着多少羊啊？”丽芳又问。“也
不多，大小三百来只。”二后生回答说。

“养羊收入怎么样啊？”“可以的，绒毛就不说
了，羊肉一斤三十大几块钱，羊羔子也值钱了，一
个红牡子（一年左右的山羊羔子）卖七、八百，一
个两三个月的绵羔子能卖八九百。一百只羊，一
年下来，除了本，能挣个三、四万吧！”二后生高喉
咙大嗓门地嚷嚷道。“二后生，你就日粗（吹牛），
一百只羊一年也就是挣个二、三万吧？”满仓不无
揶揄地说。

哦，二后生言过其实的毛病还没改，大家会
心地笑了。

“你种的多少玉米？”丽芳又问。“三百来亩，
一百亩准备青贮呀。”二后生说。

“来来来，喝酒喝酒，你们别光顾估产，让我
们共同祝贺满仓和花眼子老俩口的乔迁之喜！”
文艺还是那样温文尔雅。大家举杯一饮而尽。

“文艺，你种多少地呀？”我问。“也不少，五百
来亩。”文艺微笑着说。“你怎么能有那么多地
呀？”“包的哇，现在有四分之三的人进城务工去
了，有的是土地。”

“这么多地，你们怎么能种过来呀？”“过去的
犁耧耙杖、叉耙连枷、镰刀锄头、老牛烂车都下岗
了，从种到收，全部用机械，忙不过来就雇人，种
五百亩不成问题。”“那大片大片的土豆是谁种
的？”我又问。“开发商种的呗，人家用的是喷灌，
还不知道用了什么技术，一亩地能产土豆一万到
一万二千斤呢！”文艺说。“噢，是我们原来土豆产

量的五、六倍。”我感叹道。“每年种土豆和刨土豆
的季节，开发商要雇佣几百号外地人，路两边搭
起了长长的临时工棚，把二蛋超市的方便食品都
买光了。”

“还有什么好事呢？”不爱多言的建国问。满
仓大概酒上头了，满脸通红，接过话茬说：“今年
九月底，黄母哈日 35 千伏变电站将正式投入使
用，十月底，贸丰粮油有限公司 3 万吨收储仓库
将建成运营，到时候，黄母哈日电力紧张和卖粮
难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记者同志们，你们住
下来慢慢采访吧，家乡的新鲜事儿多着呢，一时
半会儿问不完，来来来，我给同学们敬一杯！”二
后生又犯急了。

觥筹交错间，两瓶酒下肚了，真是老了，不胜
酒力了，大家都喝得晕晕乎乎的。二后生打着酒
嗝说：“满仓，同学们大老远来给你暖房，让花眼
子给大家唱首歌，敬一杯酒，怎么样？同学们，满
仓的老伴可是文艺队出身，那曲儿唱得地道。”

“好吧，花眼子你唱，我给同学们斟酒。”满仓
也有些兴奋地说。

满仓老伴儿花眼子不愧见过世面，也没拿
捏，喝口茶，清了清嗓子，就唱开了：

“绵羊那山羊五花花羊，
西包头不如咱南沙梁。”
歌声高亢悠远，充满自信。大家一阵喝采，再

来一个！花眼子说：行，还有一首歌，我还真想唱
一唱：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歌声发自肺腑，饱含深情！是啊，花眼子唱

的，不正是黄母哈日农民乃至全中国农民的心声
吗？

故 乡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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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切农家语，浓浓民族情
陈海霞

民族一家亲 中外名著的影响力真的减弱了吗？
通俗文学以及网络热文真的会大行其道
吗？某出版社的这个“读不下去”作品排行
榜让人掩卷深思。

众所周知，通俗文学尤其是各种网
文的获取方式更为便捷，指头一点，便可
在电脑、手机海量下载。比起沉重的大部
头著作，这种快速轻便、不分场合的阅读
方式，显然更受人们欢迎。此外，如今快节
奏的生活中，人们就像过河的卒子，只能
埋头赶路，无暇放松、欣赏风景。在所谓实
用、高效主义的“鞭策”下，怎么能够体会
出曹雪芹的“荒唐言”、“辛酸泪”？怎么可
能了解梭罗的洁净高远？依我看，经典著
作并未过时，“死活读不下去”的根源在于
我们肤浅急躁的心和慢不下来的脚步。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很多人迷失自
我，一味地追逐感官刺激、物质享受，无暇
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归根到底，渐行渐远
的我们，丢失的是古圣先贤留下来的民族
价值观。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民族价值观？其
实经典著作中早已给出了答案。它是“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信念，是“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的气节，是“仁者乐山、智
者乐水”的豁达，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中华民族之
所以能够在漫长的古代引领整个世界，正
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秉承着这样优秀的价
值观。《礼记·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
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讲述的正是先祖
普遍乐于阅读经典名著，并从中汲取养

分，将其中的精神信念作为修养自身的准
则。阅读经典的风尚在当时的社会蔚然成
风，正因如此，我们民族的高尚修养令万
邦赞叹，被誉为“礼仪之邦”；正因如此，我
们国家在当时科技发达，国力首屈一指；
正因如此，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将文明之光远播
四海……

反观当下，人们正是因为缺失了这厚
重的民族价值观，才会死活读不下去经典
名著，反倒乐于用肤浅的感官刺激来满足
自己空虚的内心。

经典，让人深刻，一遍遍地阅读经典，
会让我们看到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和自
己。阅读《红楼梦》，让我泪流的不再只是
宝、黛的爱情故事，而是钟灵毓秀的儿女
们美好人性被毁灭的悲剧，和面对苦难不
再一味嗟叹的情怀；阅读《西游记》，让我
沉迷的，不再只是师徒四人战胜磨难的曲
折离奇，而是自由和约束总是相伴相生，
譬如那个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孙悟空总
有紧箍咒在约束着他，让他不能随心所
欲；《百年孤独》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不再是
六代人繁复难记的名字，而是生命从来不
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我们要做的就
是学会与孤独和谐相处……这些经典让
我学会思考，变得理性，让浮躁的内心得
以沉静升华。

经典不死，让我们学会给心灵放假，
在先哲的不朽华章中感受缤纷世相、历史
沧桑，汲取向善向美、崇德尚志的精神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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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我，观大局
李佳怡

林清玄曾说：“一个人面对外面的世界时，需要
的是窗子；一个人面对自我时，需要的是镜子。”只有
正确省识自我，才能够成就更好的自我，才能够放宽
眼界纵观大局。

从古至今，先人们用他们的智慧告诉我们：先省
自身，再创大业。邹忌比于徐公，审视自我后，向齐王
谏言，最终使齐国“战胜于朝廷”；孔子言“内自省也”，
要求人人自省其身，有所改正；孟子周游列国，劝说各
国君主先意识到自身问题，加以改正，才能逐渐强国
……由此可见，谋求发展的道路上，首先要正确认识
自己，使偏差得以改正，才可以走得更加顺畅。

面对自我时，一定要反复的照“镜子”，多方面的
发现自我问题，这才可以多方面、多角度地解决问题。

当第一颗原子弹的蘑菇云在空中绽放时，举国
欢腾，殊不知这是科学家们经过了多少次推翻，多少
次尝试才有的成果。改革开放初期，邓稼先接受任务，
改变外国的核垄断的局面，为祖国塑重器。在一穷二
白时期，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可供参考，面对苏联给出
的参考数据，邓稼先发现计算结果存在着较大的误

差，最后经过一次次改进与反省，证实了自己，添补了
中国原子弹技术的空白。正是邓稼先团队无数次的反
复认识，查漏补缺，才完成了大业，让中国的核发展更
上一层楼。

自省之后，开阔的不仅是自我的眼界，更是世界
的格局。

现如今新冠疫情仍在全球持续，危难面前，各国
需要做的不是无谓的攻击和推卸责任，而是审视自身
问题。反思人类近几年发展，乱砍滥伐、乱捕滥猎、环
境污染等问题层出不穷，过度的资源消耗，带来的是
生态的全面退化和失衡，疫情频发、病毒袭卷，全球高
温、北极消融，反观近几年全球发生的几次大的生存
危机，是天灾，又何尝不是人祸，在这种时刻，人类需
要做的，恰恰是自省和反思，既要反思自己的所做所
为可能会带给这个星球的危害，更要放大了眼界，去
关注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和人类的未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一面镜子和一扇窗
子，要以省自身的眼界，去观发展的大局，为自己、为
国家、甚至为世界。

童年的印记

蟋蟀在草丛中弹奏着美妙的乐曲，歌声嘹亮，清脆悦耳，
但要想寻找蟋蟀的住宅，那可太难了，因为碧绿的草有一尺多
高，在风地吹拂下，掀起一波一波的碧浪。老牛们吃草吃得津津
有味，它们专注地吃一会，吃累了，就歇一会，一会儿抬头看看
天上的云，一会儿又左顾右盼，好像在寻找声音是从哪里来的。

“给我一块儿，快给我一块儿，给我留点。”“我来帮你翻这
个口袋，看还有没有了？”“你压住我小腿了，快起来，快起来。”

“不要抢，不要抢，都有，都有。”一群孩子在草地里滚成了一团。
葛吉娅兜里装着他们的蒙古特产：馓子、奶酪，孩子们都抢疯
了，草丛中传来咯咯咯的笑声。突然远处传来叱喝声：“哪个兔
崽子放的牛了，玉米都被吃光了，看我不打折你的腿。”

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放学后，和葛吉娅一起去放
牛，因为可以吃到他们家的好吃的，尤其是奶酪，一块儿可以吃
一个星期，每天舔一舔，闻闻那味道都沁人心脾。他们家是村里
来的唯一一家蒙古族，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蒙古族，只知道他
们叫妈妈叫“额吉”，叫爸爸加“阿爸”，还经常吃炒米，喝奶茶，
吃奶酪，所以他们家一搬来，他就交了很多小朋友，其实我们都
是冲着他们家的好吃的去的 。他们家还养着好几头奶牛，我们
经常围成一圈看他阿爹挤牛奶，最后他阿爹会把盆底的牛奶让
我们喝。哈哈哈哈，小胖总是把盆底都舔干净，最后满脸都是牛
奶，苍蝇总是追着他跑，大家都叫他“臭蛋”。

乡里乡亲

清晨，鸟儿的演唱会已经开演，歌声嘹亮，锣鼓阵阵，热闹
非凡。心想蒙着被子再睡会，一会儿听到邻居二婶儿说：“这是
我家现摘的黄瓜，还带刺呢，水淋淋的，看你家今年黄瓜没种起
来，就赶紧送来了。”老妈客气地说道：“他二婶儿，还记得我今
年没种黄瓜了，都怪那死鬼他爹，买得种子都是假种子。害的今
年连黄瓜也吃不上了。”“你客气啥了，你家没有，俺家有了哇，
乡里乡亲的。”估计大人们唠完了，我就把被子掀开，透会气，还
没等呼吸半口新鲜空气，又听到郎朗的笑声从大门外传来，是
葛吉娅妈妈，很豪爽率直。她端着半盆牛奶来：“他二婶儿，你也
在这儿了？刚才去你家送牛奶，你不在，就给你放在窗台上了。”
二婶儿客气道：“这怎么好意思了，天天喝你家的牛奶。”葛吉娅
妈妈把牛奶递给了老妈：“客气啥，咱其他没有，就有点牛奶，娃
娃们正长身体的时候，给多喝点。”二婶儿急忙拉着葛吉娅妈妈
的手：“我们家的黄瓜刚刚熟了，你去摘几根，回去给吉娅黄瓜
蘸酱吃。”话还没说完，就拽走了。老妈还没顾上说话就不见人
影了，妈妈赶紧提了个萝头，去菜园子里摘生菜去了，第一茬生
菜。终于可以再安静地睡会儿了。

麦收记忆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
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七月份，太阳像火球，炽烤着大地，小麦吸收了太阳的热
量，露出了红扑扑的笑脸，葛吉娅的阿爹蹲在麦场，用粗糙的双
手捧着红扑扑的小麦，犹如捧着心爱的孩子，放到鼻子上闻闻，
浓浓的麦香味扑鼻而来。老汉都陶醉了，突然又把麦子撒了一
地，脸上布满了愁云。葛吉娅的老爸去年患了腰腿疼病，不能受
重，眼看着丰收在即，却收不回去，而且天气预报马上就要有
雨，这可把老汉愁坏了，一管儿接一管儿的抽旱烟，地下都是烟
灰。

老爸和二叔把自己家的麦子都搬回家了，不约而同地来到
葛吉娅家的麦场，拍拍老葛的肩膀：“老兄，不要发愁，我们来帮
忙。”老葛才缓过神来，没说话，紧紧地握着两个兄弟的手。人多
力量大，一下午功夫小麦全部搬到仓库。老葛站在仓库前，双手
紧紧地攥着小麦。

雨来得真及时，隆隆的雷声响彻天际，仿佛也在祝贺丰收。
葛吉娅的额吉已经摆放好馓子、炒米、奶酪、奶茶、奶酒，老妈和
二婶也来帮忙，一起做饭，厨房里飘出浓浓的香气。葛吉娅的老
爹双手端起奶酒，眼睛已经湿润了：“兄弟，一切都在酒里，干
了。”

雨一会儿就停了，空气湿润润的，天更蓝了，挂着几丝白
云，在风的追逐下，一会儿像马，一会儿像狗，最后消失不见了。

把酒话斜阳

夕阳西下，太阳的余晖点燃了天边的云彩，太阳的金光照
在鸡窝里，鸡变成了金鸡，照在猪圈里，猪也变成了金猪。葛吉
娅的妈妈笑呵呵地说：“今年又是丰收年呀！”

酒菜已经摆放好了，老爸、二叔、二婶儿，葛吉娅的阿爹和
额吉、葛吉娅还有小胖围坐在一起 ，此时的小胖已经带上小小
胖了。小胖笑着说：“葛吉娅，当年最喜欢和你一起放牛了，大家
抢着吃你带的奶酪。”“哈哈哈，那时的奶酪真是香，最搞笑的是
牛都把人家的玉米都吃完了。”“小胖，不对，大胖，当年你舔牛
奶盆，满脸都是牛奶，苍蝇就转着你飞，想起这事我就笑的肚子
疼。”

“快来上菜吧，孩子们！”妈妈喊道。一会儿人都全了，爸爸
提议共同举杯：“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
好；愿孩子们能够保持吃苦耐劳、团结互助的精神；愿我们这些
老邻居友谊地久天长，蒙汉一家亲。”

夕阳渐渐落下，就剩下一抹红彤彤的彩霞挂在天边，乡里
乡亲一家人，夕阳西下，把酒话斜阳。

人生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