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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去 伊 金 霍 洛 旗 看 草 原
邱波

内蒙古的草原风光，因其辽阔浑厚的美和极
富传奇色彩的蒙古族游牧文化，而成为旅游观
光的一道胜景，备受青睐！因此，散发着独特魅
力、融合着自然美景和民族风情的草原，历来都
是令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人们激情澎湃、一心
向往的地方……金秋八月的鄂尔多斯市伊金霍
洛旗苏泊罕大草原，水草丰美、马壮羊肥！也就
是在这个云淡风轻、天高气爽的时候，恰好迎来
了伊金霍洛旗文化旅游局和西部散文学会主办
的“喜迎党的二十大 笔墨丹青书华章”第十四届
西部散文节暨伊金霍洛旗第四届秋实采风节活
动，8 月 27 日，我有幸与来自北京、陕西、四川、
江西、山东等 13 个省市的上百名著名作家、摄
影家、书画家，来到伊金霍洛旗参加这次为期三
天的采风活动。8 月 28 日下午，在西部散文学会
副主席高彩梅的招呼声中，一众文人从下榻的
龙凯酒店出发，分别乘坐三辆大巴车，前往心慕
已久的苏泊罕大草原。

三辆大巴前后紧随着行进在伊金霍洛旗政
府所在地阿镇的街道上，透过车窗，人们都惊异
地发现，这座北方小城市有着繁华的商业和靓
丽的城市景观，彻底颠覆了人们头脑中对于北
方偏远地区那种落后面貌的认知。驶出高楼林
立的伊金霍洛旗城区，途经花草相间的村镇，车
里文人墨客们围绕着草原的话题，热切地交流
谈论着一些民族传说和故事……去草原的路
上，大家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示蒙古族宗教
和文化渊源的 4A 级景区颐和生态文化博览园
和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在游览观看古迹文物
中，通过导游讲解，那段蒙古民族鼎盛时期的人
文历史有了更为清晰的脉络，人们对草原文化
的印象也更为丰满了……傍晚时分，沐浴在落
日余晖里的苏泊罕大草原终于出现在了人们的
视野里，惊喜之余，在步入景区门口的几十米
处，只见一座座蒙古包错落有致地排列在绿莹
莹的草原上，如同绽放在碧波间的一朵朵白莲
花……

夜幕降临，广袤的草原笼罩在灰沉沉的暮霭
中，凸显出一种大自然的荒凉之美。散落在无垠
原野上的远远近近的蒙古包和景区建筑物，像
被涂上了黑黢黢的颜色，如同版画的视觉效果。

风肆意地吹在脸上、掀动着衣角，听同行的当地
人说，草原昼夜温差大，确实如此，置身夜晚的
苏泊罕，已颇感初秋的寒凉。月色微萌，几匹壮
硕的马在木栅栏边悠闲地啃着草，来往的游客，
似乎根本就惊扰不到它们，马儿们依旧是一副
从容淡定的样子。此刻看到马，自然就联想到了
蒙古族这个号称马背上的民族，他们对“马”的
情感是其他任何民族都无法比拟的，他们的民
族图腾是“马”，“马”的元素渗透在他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骑马射箭、喝马奶酒是他们的生活日
常，“马”与这个民族有着灵魂的深度交融，能歌
善舞的蒙古人热爱的乐器为马头琴，“马”已经
渗透到蒙古民族的精神层面，因而这个民族的
整体性格都呈现出了“马”的热烈和奔放！追寻
世界历史长河，在公元十三世纪，一代天骄成吉
思汗曾骑马带队长年四处征战，在欧亚大陆版
图的变迁中，留下过蒙古人铁骑压境的嘶喊和
马蹄踏过的踪迹……

气候湿润、富饶美丽的伊金霍洛旗，还因为
其境内有久负盛名的成吉思汗陵墓古迹而被誉
为天骄圣地，想必当年成吉思汗也是看中了这
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才选择在此处安营扎
寨养精蓄锐，最后还长眠在了这块土地上吧！伊
金霍洛旗苏泊罕大草原在历史上是成吉思汗六
征西夏的屯兵整军之地，也是元朝之后，明清时
期较大的重要军事驿站。苏泊罕大草原在铁马
兵戈的时代能成为重要的军事屯兵之地，足以
说明它历来就是一块草木茂盛、宜居宜牧、十分
富足的风水宝地……夜色中的苏泊罕诉说着往
事前尘，几十个蒙古包的小窗口亮起了灯光，从
全国各地不远千里相聚到草原的百十位文化名
流，在这个秋天的夜晚入住蒙古包，翻开苏泊罕
一页页的历史今朝，倾听并品评着这里的发展
变化，昔日的富庶草原，嬗变成今朝的特色景
区，苏泊罕草原担负着民族的使命———发展地
方经济、富裕地方百姓！蒙古包里现代化的空调
吹出暖洋洋的热风，文友们三五成群盘膝而坐，
或挥毫泼墨激情展艺，为景区献上书画作品；或
品享美食觥筹交错，抒发着对草原美景和草原
文化的热爱和赞美！

进入 21 世纪，物华天宝的伊金霍洛旗，凭借

丰富的煤炭资源和旅游资源早已闻名全国。今
天，站在新的起点上，勤劳智慧的伊金霍洛旗人
民不仅打造出以草原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产
业，还依靠立地条件和自然资源优势，借助国家
政策的东风，发展各类经济项目。在三天的采风
活动中，我们还参观了毛乌聂盖村的荞麦种植基
地和天骄绿能 50 万千瓦采煤沉陷区生态治理光
伏发电示范项目，据介绍，毛乌聂盖村的土地适
宜种植荞麦，近两年，随着人们健康生活意识的
提升，绿色无公害的粗粮和杂粮成为城乡居民餐
桌上的新宠。顺应市场导向，毛乌聂盖村以乡村
振兴为契机，建起荞麦种植基地，并实现了几千
亩的规模化种植，央视 13 频道还对伊金霍洛旗
毛乌聂盖村的荞麦种植进行了宣传报道……听

瞭着村领导的介绍，看到坡梁上已经开花的一眼
不到边的荞麦田，如同花海一般，非常壮观！近前
看，荞麦苗的高度差不多没过膝盖，密密麻麻簇
拥着生长在一起，荞麦的叶片不大，茎秆纤细呈
红色，它的花由五六片较小的花瓣组成，是粉白
色的，秋风过处，漫山遍野的粉色荞麦婀娜摇曳，
煞是美艳，于是大家纷纷走进荞麦林林里举起摄
像镜头捕捉时光，留下身影……

荞麦生长在北方一带的山梁，这个时候，来
自晋陕蒙的作家们因为熟悉荞麦这种作物，就
饶有兴味地向其他省市的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
科普着关于荞麦的知识：荞麦作为营养价值较
高的面食，由于口感细腻爽滑，受到人们的普
遍喜爱。它的制作种类有很多，比如可做成荞
饸麦 烙、荞麦圪坨儿、荞麦碗托儿、荞麦面饼等

等。本土作家张玉福还随口编了以荞麦为内容
的信天游：荞麦种在山坡洼 / 好男人轮在我名
下 / 荞麦开花一穗穗 / 门前站着小妹妹 / 荞麦
结籽黑颗颗 / 人人都说我想哥哥 / 荞麦花开满
梁梁白 / 越交越熟离不开……这首信天游唱曲
灵活自由，尽管歌词土得掉渣，但有着浓郁的
西北风味，仍旧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和好
评，因为它以质朴的方式，表达着人们的一种
情感。西部散文学会主席刘志成一时兴起，在
荞麦地里拍起了小视频，小视频里刘主席深情
款款地即兴编词：荞麦圪坨儿羊腥汤，死死活
活相跟上，八月的伊金霍洛旗是一幅绚丽多彩

的画卷……百十名作家文人深切地感受到，伊
金霍洛旗毛乌聂盖村的荞麦种植产业之花即将
开遍全国市场……

走进天骄绿能 万千瓦采煤沉陷区生态治
理光伏发电示范项目区，远远望去，山坡上铺设
着连接成片的银灰色太阳能硅板，依山绵延数
百米，迎着太阳闪闪发光，我们在心生震撼的同
时，不禁感慨科技力量如此强大！在采煤沉陷区
建设环保清洁的新型能源发电项目，修复了因
采煤被破坏的生态，开发了新型能源，也发展了
富民产业。据介绍，建设光伏发电项目，采取“政
府主导、企业实施、农牧民参与”的发展模式，通
过土地流转、村集体经济入股，与光伏项目建立
利益联结，光伏发电项目年发电量约为 9 亿度，
产值 2.5 亿元。同时，在光伏板下建设饲草基地，
配套建设万头牛养殖产业，让“农牧民”变“股
民”，让“荒山荒地”变“金山银山”，带动新时代
的伊金霍洛旗农牧民增收致富。

在伊金霍洛旗这方富庶的热土上，让人感受
到的是草原文化的精神和力量在新时代的传承
和发展。这里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游牧文化，历
经岁月的变迁和多次民族融合，今天，迈进 21
世纪的伊金霍洛旗，各行各业的发展均走在了
全市的前列，可谓改天换地、日新月异！

午后的太阳暖融融地照在苏泊罕大草原上，
走在景区的木栈道上，呼吸着带有青草味道的
新鲜空气，感到无比惬意！走了一段路后，我们
便坐上现代化的电瓶观光车，飞驰在无垠的草
原上，蓝天白云下，看到沿途不时有牧民养殖的
羊群，还有马匹和骆驼等畜类在如绿毯覆盖的
草原上宁静地吃着草，凉爽的秋风吹拂着肤发，
草原美景尽收眼底……半个多小时后，我们又
换乘马车去景区的另一个地方看蒙古族舞台剧

《鄂尔多斯婚礼》，一辆辆马车依次停在了我们
身边，此时，大伙儿发现，打扮时髦的笔名为水
孩儿的包头女作家坐在传统的马车上，不仅没
有违和感，还别有一番味道！于是，众人都拿起
手机摄下了这个特殊的瞬间！接下来，我们都陆
续坐上了马车，悠然地行进在秋季的草原上，像
是时空交错的穿越一般，与马车夫攀谈着草原
的故事……

《鄂尔多斯婚礼》开演了，坐在台下，好奇的
南方书画家客人用我不太能听明白的南方口
音，不时地询问这个舞台剧的剧情，我用蹩脚的
普通话给他们解释着，看到对方脸上显出似懂
非懂的神情，我们彼此心里都有点着急……其
实我想，有些文化的东西，比如戏剧，我们也可
以从着装、动作及表情，去理解参悟……我每次
观看《鄂尔多斯婚礼》，也不太专注去听演员们
之间的每一句对话，只是看到演员身着华贵大
气的蒙古族服装，而且从不同的服饰揣摩每个
角色的身份，通过肢体表演看剧情，这个戏剧反
映的是蒙古族的传统婚嫁习俗，带有浓郁的民
族风情，从婚礼的排场也可看出，蒙古族在历史
上确实有着耀眼灿烂的文化！

入夜，举办宴会的大蒙古包里灯火通明，景
区为远方的客人准备了烤全羊、奶茶和美酒，这
是热情好客的蒙古族人上待客人的标准宴席。
在客人们落座后，主宾都在欢声笑语中喝着奶
茶、品尝美酒佳肴，待身穿蒙古袍、头戴毡帽的
蒙古族长者把香气四溢的烤全羊分割开来，端
上桌子的时候，擅长歌舞的蒙古族人便亮起歌
喉，给来宾唱歌斟酒，伊金霍洛旗乌兰牧骑歌手
把腾格尔的《天堂》唱成了天籁之音，令四座皆
惊！一首首悠扬动人的蒙古族歌曲，一杯杯香醇
的美酒，表达着苏泊罕草原对文化使者们的真
诚欢迎，客人们挡不住祝酒的热情，喝了一杯又
一杯，酒至微醺，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出了满面春
风之色！飘荡在耳际的曼妙歌声，让人心潮起
伏，久久难以平静……又是几番敬酒，宴会进入
高潮，宾朋俱欢！

此时，外面的篝火也燃起来了，在酒的神奇
作用下，人们眼底泛起异彩，情绪也跟着活跃起
来，篝火越烧越旺，在一阵阵欢呼声中，高高的
火苗窜向草原的夜空，人们的激情在不断地升
腾，升腾！激情燃烧的篝火，热血沸腾的草原，血
脉贲张的人群！在这个难忘的夜晚，在这个激情
四射的苏泊罕草原，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友们，手
拉手围着篝火尽情地跳着、舞着、欢呼着、陶醉
着……他们心怀对草原的敬畏和祝福，用直击
灵魂的语言和文字，热情地讴歌着伊金霍洛旗
蓬勃发展的明天和未来！

黄
河
滩
头

张
如

黄河从宁夏北上进入内蒙古，经巴
彦淖尔转弯，流过包头、鄂尔多斯，转身
南下，一头冲出内蒙古，向山西、陕西的
罅隙中，顺流、拐弯，直奔入海。

黄河在鄂尔多斯，环绕鄂托克旗、杭
锦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形成了一个

“几”字弯。黄河像母亲的臂弯，抚护着鄂
尔多斯走过无数光阴。沿河滩人，沾溉黄
河，人众、地广、日久。

春天，沿河人吆喝着牛马骡驴，一张
犁铧深深插入大地，深耕细耙、整畦培
垅、浇水施肥、摇耧下种，宛若一幅农耕
烟雨图。犁铧像是一个横躺着的“?”号，
犁把像一个斜着的“！”号，叩问大地，期
待收获。犁铧翻出的泥土，冒着腾腾的热
气，天气回暖转阳，这是清新的地气。

耕种，不会耕田，怎会种田。开犁即
是开春。犁，提示着节气。回牛声飘荡在
田野，是庄户人的长啸。

耧，用于下种。畜力拉耧，人扶着耧
把，摇匀糜麻五谷，播种下地。

锄，就是一个单个的“？”号。钩朝前，
或者像北斗星。破苗除草，去芜存菁。带月荷锄归，与北斗星
遇见。天上的星，地上的星。星光观照着大地。

耙，形似“目”，前面畜力，后面人站在上头，轧碎土坷
垃，这种情形，如果会意，就是一个“盒”字。执缰、持鞭、踩
耙、吆喝牲口。耙出平展细碎的泥土和笑颜。

概括地说农事，犁耧锄耙，一言尽之。庄户人说话，一犁
一耙。不拐弯，直来直去，拣要紧的说，没废话。犁地，线条弯
了，就说是像蛇吃了雀了，中间鼓着一个包。长蛇整只吃进
一只山雀，你可以想见。

沿河人，顶天立地，披星戴月，犁耧锄耙，灰土麻生，与
天地共生。

夏天，金黄的麦浪，铺满沿河大地。割麦，弯腰，握紧一
束麦苗，噌噌挥镰，躺倒一地。一片麦地割完后，像梳着寸头
的小伙子样精神。打场，夜以继日，归仓。玉米，绿意未消，已
结出棒子，粗如小儿臂，有点像初生的笋，剥去绿衣，煮出，
抽掉白丝，乃黄金食品。葵花，昂扬着头，面向太阳，花黄如
海。有的花盘已经沉重，便深深地低下了头，许是向大地或
光阴谢恩。胡麻，开着花，像一湖水。甜菜，舒展着阔大的叶
片，四散开来，拥挤不堪，努力展示生命的旺盛。麻林深深，
身材高大，叶子茂盛，气味浓重。桑麻桑麻，沿河没有桑，只
有麻。桑麻，便把南疆北国的农事一句话说完了。

豌豆、绿豆、红豆、蚕豆、豇豆、黑豆、黄豆……只有豌豆
苗可在夏天吃，其他豆苗，没听说有能吃的。吃过茴香豆，原
以为这是一个豆类，其实是用茴香煮过的蚕豆。凡用茴香煮

过的豆，都可以叫茴香豆。黄豆，东北叫大豆，也是它的学
名。沿河人，叫蚕豆叫大豆。蚕豆确实比黄豆大。蚕豆，像一
个蚕宝宝，这命名是确实的。叫黄豆是大豆，黑豆也和黄豆
一般大。这几种豆类，以颜色命名还是比较实际。

沿河的夏天，豆子疯长。假如粮食歉收呢？
粮食生长靠一条大河。大地上要有人烟，便不能没有米

粮和清流。达拉特有一首民歌里唱：“打鱼划划渡口船，鱼米
之乡大树湾。吉格斯太到乌兰，海海漫漫米粮川。”

黄河边上的鱼塘，富了一方百姓，跳出了渔民的欢欣。
秋天，天地间一片黄。割玉米、葵花、胡麻，起甜菜、山药、

萝卜、蔓菁，豆荚欲裂，人像抱婴儿样小心翼翼。一股烟升
起，废弃的秸秆、山药蔓，一把火烧了，肥田。火里烧几颗山
药，绵、热、爽，就一筷子烂腌菜，要是加上点炝了葱花的胡
麻油，香得不行。土豆入窖，葱成捆，蒜编成辫子，白菜，部分

入窖，剩下的腌了，一大瓮。腌咸菜一小瓮。
秋风起，树叶簌簌落下，雁南飞。四野寂寥。
冬天，居家、烧火、串门、赋闲、杀猪、过年。
进入一个院子，盖的是土房、砖房、起脊房不等。起脊

房，房顶形如“个”，下了雨，顺流而下。一间或数间正房，还
有南房、粮房、炭房，方方正正的四合院。院墙一旁，有豢养
的牛马骡驴，只顾低头在槽里吃草、甩尾、顿足、喷着响鼻。
牛，有时会卧下倒嚼，悠闲得如炕头的老者。

大门口是一个猪圈，喂以一盆猪食，拱在盆里，一气吃
完，卧倒就呼呼大睡。主人摸摸膘，哼哼，似是回应。杀猪时，
女主人，哭。

也有圈羊的。山羊绵羊，不定。农家不若牧家，养羊只是
副业。一般在中元节，杀了吃。在牧区，杀一只羊，不算什么
事。

院子里，或者拴着一只狗，也有散养的。散养
的狗，来了生人，只管汪汪汪叫。拴着的狗，要是
放开绳索，见了生人，也不做声，冲上去，就是一
口。

进屋，一盘大炕。炕上铺油布或毡。炕的一
角，摞着一叠铺盖，用一块碎花布盖着。有的方
正，有的并不规整。地下，一具红油躺柜。躺柜上
两头各放一个梳头匣子。上方，是一面长方形镜
子，是主妇和女儿的梳妆镜。炕上，一个吃饭的方
桌。吃酸饭、烩菜。炉台连着炕。靠墙，是一只水
瓮，能盛三担水。瓮沿挂着一只铜瓢，用来舀水。
家居布局大抵如此。炕头，有的人家养着一只猫，
弓着身子睡觉。听到地下一声响，一个箭步冲下
去，像一头猛虎，捉了一只老鼠，先逗着玩玩，然
后出了门，走到僻静处，吃掉。平常，只是展腰、洗
脸、睡觉。猫洗脸，预示着要来客。洗碗布掉地，预
示也一样。不知道究竟有没有应验。

也有养兔子的。屋檐下，有时有鸽子窝，呼噜
呼噜，映衬着院落的寂静。

鸡，一般是要养的。吃鸡肉、鸡蛋，兼以卖钱。
鸡还担负着司晨重任。在北方是这样，南方的鹅
鸭，不知是否也担当了此职任。鸡，独立一脚，凝
望的时候，让人觉得它有好多无奈。

也有什么也不养的，这种人家少。夏天要在
院子旁边种一园蔬菜，却是不可少。

这只是记忆中的滩头景象，现在，黄河和时
代的河流双水并流，已经冲刷出几不可复制的滩
头镜像。你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沿河人，性格通达、强悍、朴厚、硬朗，也有
狡黠的时候，用正面的意思是聪明。水利交通畅
通，资源信息富集，人脉往来频繁，借地利之便，
沿河人一度自负，颇看不起外乡人。这也是为人
诟病处。说句实在话，人，有时也只是看不起别

人一下，也被别人看不起一下。说到底，这种看不起，只是
放大了自己的优点，缩略了自己的缺点。总之是人性的弱
点。

黄河弯里，还有丘陵沟壑地区。本地叫梁外。梁外人，颇
受时地的局促，而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但，随着资源的开发，
梁外人腰包渐鼓，致富风潮不减。沿河人只好悻悻地说，先
前比你们阔多了———像失意的阿 Q。对于沿河人或沿滩人、
或梁外人的叫法，本地人或者也有敏感的时候。但客观讲，
这只是以地域居住不同而言。

两地人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才成。放大地
域，只有这样，才能天下大同。地域、民族、国别，统统如此。

黄河、密西西比河、莱茵河，不仅仅是各自国度的河流，
更是世界的河流。

王梓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