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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续坤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常常喜欢
在笔耕之余，为自己居住或者读书
的地方抒写楹联。细细品味这些
构思巧妙的楹联，或明心见性，或
述志抒怀，或寄慨自娱，或惕厉自
勉，不仅能够从中洞悉这些文人雅
士的品格风骨，而且在文学百花苑
中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

废寝忘食、发奋读书，是斋联
最突出的特征。“夜眠人静后；早起
鸟啼先。”这是北宋大儒张载的书
房联。张载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
家、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曾和苏
轼、苏辙兄弟同一年登进士，他的
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冯
友兰称为“横渠四句”。他之所以
能够取得斐然成就，此副楹联就是
最好的答案。

同样是说学习刻苦，纪晓岚的
表述又与张载有所不同：“书似青
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作为
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的学者，曾经担
任《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之一，纪
晓岚的学识是不容置疑的，他的成
功之道是把读书当作害了相思病，
真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
得人憔悴。”

与纪晓岚观点比较接近的，还
有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为自己“书
巢”题写的斋联：“万卷古今消永
日；一窗昏晓送流年。”史载：陆游
自幼好学不倦，自称“我生学语即
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问他读书
何为，回答十分干脆：“一身报国有
万死！”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他还研
读《资治通鉴》，日课二万言，“壮心
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为鬼雄。”堪
称读书到老不疲、爱国至死不渝的
英雄豪杰。

在刻苦读书斋联的表达方式
上，风格也因人而迥然有异。“百尺
高梧，撑得起一轮月色；数椽矮屋，
锁不住五夜书声。”这是“扬州八
怪”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郑板桥的书
斋联，此联情景交融，含蓄委婉，读
来耐人寻味。而清代的林则徐作
为政治家，他的表达更为直接：“家
少楼台无地起；案余灯火有天知。”
乾隆进士、曾任协办大学士、吏部
尚书的彭元瑞的书斋联则用设问
的方式自问自答：“何物动人？二
月杏花八月桂；有谁催我？三更灯
火五更鸡。”可见，孜孜不倦、挑灯
夜战，是很多读书人成功的“通关
密码”。

抒发抱负、彰显风骨，是斋联
的另一突出特点。清代中叶著名
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用隶书写了
一副题碧山书屋联：“沧海日，赤城
霞，峨眉雪，巫峡云，洞庭月，彭蠡
烟，潇湘雨，武夷峰，庐山瀑布，合
宇宙奇观，绘吾斋壁；少陵诗，摩诘
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
帖，南华经，相如赋，屈子离骚，收
古今绝艺，置我山窗。”此联选取典
型的自然景观与杰出的文学艺术，
不仅给人以广阔的联想，而且较为
充分地体现了邓石如“胸有方心，
身无媚骨。”的高尚品格。

鲁迅先生在风雨如晦的黑暗
时代为革命事业奔走呼号，他将书
屋取名为“绿林”。他在北京寓所
的书屋里还悬挂有一副集句对联：

“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
这是屈原《离骚》中的两句，先生以
诗句为联，勉励自己及时努力，不
虚度光阴。后来，他在这间书屋里
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振聋发聩的战
斗檄文。

当代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
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他的书斋联
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
句空。”在我国广为传播，影响深
远，成为许多学者的座右铭。著名
作家老舍先生的书斋联是作者严
谨创作态度的真实写照：“付出九
牛二虎力，不作七拼八凑文。”郭沫
若题茅盾书斋联“胸藏万汇凭吞
吐，笔有千钧任翕张。”言简意赅，
含义深刻。

此外，还有一些书斋联如刘海
粟的“去留无意，望天边云卷云舒；
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徐渭
的“雨醒诗梦来蕉叶；风载书声出
藕花。”陈元龙的“水能性淡为吾
友；竹解心虚是我师。”袁枚的“放
眼读书，以养其气；开襟饮酒，用全
吾真。”等等，都文采飞扬，启人心
智，读来意趣盎然、妙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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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宁静的清河小镇上，有一个叫
吴子琦的小女孩，她的童年如同波涛汹涌
的大海，充满了无尽的坎坷与挑战。她3
岁时不幸患上脊髓灰质炎……然而，她并
没有因此而放弃，相反，她的坚强和勇敢
深深地感染了周围的人。

吴子琦开始懂事时，她的父母就给她
讲张海迪的故事，还给她读《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告诉她要战胜生活中的困难，保
持乐观，勇往直前。

虽然她的身体无法像其他孩子那样
自由活动，但她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渴
望。她希望像其他孩子一样，上学，玩耍，
交朋友。她幻想着有一天和小伙伴一起
追赶着上课铃。

时间，如白驹过隙。她通过锻炼和康
复治疗，先是能够扶着墙站起来，还可以
移动轮椅，后来能够依靠拐杖行走。

子琦 10 岁那年秋季,她开始了学
习生活。在学校里，她努力学习，成绩
优异，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她常常
控制饮食，尽量不喝水。她的坚韧和毅
力让她在同学和老师中赢得了赞誉。
然而，生活并没有让她一帆风顺。一次
在放学的路上，她的轮椅被大风吹进路
边的沟里，轮椅砸伤了她的头、划破了
她的手。她强忍疼痛慢慢将轮椅推了
出来，最终在路人的帮助下，她重新坐
到轮椅上。

她坚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因此她更
加努力学习，最终成功考上大学，成为一
名身残志坚的大学生。毕业后，吴子琦
被分配到市残联工作，她不仅克服了自

身的障碍，还成了激励他人的力量，用实
际行动为残疾人谋福利。与此同时，她
开办了一个网上“爱心工作室”，为需要
的人提供心理健康咨询，并为残障人士
答疑解惑。

一次，子琦在“聊天室”接待了一位
叫“ 远 方
有 亲 人 ”
的 网 友 。
她 求 助
说：“子琦
姐 姐 ，你
能帮我叫
外地打工
的爸爸妈妈早点回家吗？我奶奶生病
了。”子琦在其“爱心志愿者团队”群里发
了帖子，并亲自去“远方有亲人”的家中
了解情况。得知她叫瞿燕，年仅 12岁。
她向子琦讲述：“我的父母在外地打工，
每年春节才回来，家里只有我和70岁奶
奶的相依为命。这段时间奶奶感觉总是
头痛，最近奶奶头疼得厉害了。我给爸
爸拨通了电话，说奶奶病了。爸爸说他
的工作忙实在离不开。让我们先去村卫
生室给奶奶买点止痛药。”

瞿燕接着说：“有一天中午，我放学
回家，看到奶奶躺在炕上双手揉着太阳
穴，眼睛微闭着，发出‘哼哼’的呻吟声。”

“我感觉奶奶的病情比之前更严重
了，急忙再次拨打爸爸的电话，可是
一直无人接听。”说到这，瞿燕直跺
脚，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

瞿燕多么渴望听到爸爸的回

话，多希望亲人尽快回到奶奶的身边。
这时，瞿燕急切和委屈的心变成了

心酸的泪水，她抱着奶奶的头号啕大
哭，口里喊着“奶奶您别吓唬燕子，您快
好起来！我送您去医院！”

瞿燕的哭声，使奶奶那干涸眼窝闪
出晶莹的
泪花。她
用微弱声
音劝瞿燕
说：“燕子
别 哭 ，奶
奶头痛是
老 毛 病 ，

不要紧的，刚吃了药，一会儿就好了。”
……
在子琦和“爱心志愿者团队”的帮助

下，不但联系上瞿燕的爸爸，还把奶奶送
到了医院……

还有一次，在塞北滴水成冰的时
节。傍晚，子琦坐着电动轮椅下班回
家。在路上，她看到一位老婆婆急匆匆
地走着，还不停地向四周张望。子琦想
老婆婆一定是在寻找什么？于是，她来
到老婆婆跟前聊了起来。得知老婆婆叫
冯桂芝，家住市郊。昨天，患阿尔兹海默
症的老伴胡玉祥走失了，离开家时没有
穿厚棉衣。老婆婆的孩子们都在外地打

工，家里只有她和老伴。老婆婆
在村里没有找到，心急如焚。于
是，她走路来到市里寻找，刚好遇
上子琦。

子琦了解了老婆婆的情况，马

上带着她到附近派出所报了案，并通知
“爱心志愿者团队”协助查找。很快，志愿
者王强在市长途客运站的候车室里找到
了胡玉祥老人……

王强开车将两位老人送回了家，老婆
婆激动不已，泪流满面。

子琦深知，现如今随着社会生活节
奏的加快，激烈的竞争压力与原生家庭
中的关系等许多因素，有很多人会有心
理失衡和恐慌烦躁等情绪，这种情绪得
不到及时心理疏导很容易上升到心理
疾病。

张宝霞在读高三时，对高考产生恐惧
感，出现失眠郁闷、上课精神不集中、班级
摸底考试成绩逐渐下降等现象。老师与
家长沟通，说张宝霞可能心理出现了毛
病，应该看看医生。

宝霞的妈妈也感觉到女儿有些不对
劲，如她放学回到家，总是把自己关在房
间里愣愣地坐着，很少与家里人交流，饭
量也比以前明显减少……

她们慕名来到子琦的“聊天室”，经过
子琦专业的、耐心的疏导，宝霞逐渐解开
了心结，走出了灰色地带，开始了阳光生
活。后来她顺利地考上了师范大学。

吴子琦的“爱心工作室”，成了一个连
接社会的平台，帮助很多人找到了心灵的
归属感。她的善良和热心得到了人们的
赞誉。

此时，子琦更渴望的是让更多人远离
心理疾病，健康快乐成长。她将会把善良
与温暖不停地传递下去，用内心的光芒，
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渴 望
□康有生

□雪孩

披着星空的二连草原

在风接近大地前
披着星空的二连草原
没有折痕的嫩绿
一场雨后会向天边伸去

草原丝绸之路
苍茫驿道 驼铃声声
驮着皮毛、盐
驮着茶、陶瓷、丝绸、布匹……
隐秘的岩层被河流不断翻出
白垩纪就将自己搁置在那
牛羊如落叶踏在上面

恐龙变成化石
湿地变成半风沙草地
从此，脱壳的恐龙魂
与星月对话，在时空回溯
与草木对饮，渡西风猎猎
戈壁绿洲需要太阳光线那么多

的雨水
那不朽的化石
正在原野救赎
祈福绿色的梦缓缓降临

鸟鸣划破之处都绿意葱茏

大青山岩体腹腔
乌素图果园林一座座白色大帐

草甸上雾气缥缈
小桥流水花草栈道
陪着长廊清秀古雅
豪宕雄劲的书画
风吹字摇。深陷草堂浪漫诗意
鸟鸣震荡石坡瀑布飞泻又坠落

仿佛银白色的群马天降雪岭
徜徉在曦光斜射水边
驻扎的大帐此时就是白帆
恍惚间缓缓行进在梦幻城堡

孩童手拿青草投喂幼羊、小鹿
嬉戏间穿向帐篷周围林荫小道

俯视悠长古道
左肩挑着一棵棵杏树
右肩担着一片果林
从溪流山涧走来
盘活一座村庄的生态
连虫草的气息都是新鲜的

圣水梁原上行

我们来时这里下着毛毛细雨
草坪柔软无限伸延起伏
一眼望去天空掉在草地
一朵朵云被拴在坡上慢慢滑翔
游走在草的身体上

远处一个、两个或三五成群的人
像一个个逗点，在骏马
飞奔过的篇幅上分段

拉远镜头，草甸渐宽
勒勒车硕大的轱辘
如储藏时间的日晷
我和已故大姐的外孙女思齐
走在郊野圣水梁坡上
天，蓝的像一座宝石城

花丛草坪上方的云
似乎用鲜奶刷过的桂冠
落入凡尘上空，来给超度过的
什么人或事佩戴。我俩不由得

一起
往高踮了踮脚尖

土窑的今生来世

山坡羊肠小道旁
随处都能看到黄土脱出的窑洞
这些被坚硬的土山包裹的拱式

门窗
像半枚月亮反射出弧形的废墟
像被掩埋了半截的酒坛
芳香四溢的醇香被风尘劫走

一生的乡音沉到乡土
承载着变迁的古村
深邃到沧桑。有时与牧羊人交流
与老牛湾的河水攀谈
与海红果、花菇王
诉说万壑溪绕、峭壁神雕

远远望去阡陌纵横
仿若被剔骨的文字
躺在崭新的古镇，以特殊的身世
让我解读。而生态绿、陶瓷记
小香米、红砖窑
和新落成的清水河博物馆
与日出长河早已谱成壮美的歌
浩荡回肠

新绿满目
（组诗）

小
说

阅
览

□□素心

越野车行驶在沙日他拉至乌兰敖
都的穿沙路（图拉线）上，没有了往日的
颠簸，丝滑的柏油路面，平稳而舒坦。
路两边的防护林，白杨一棵挨着一棵，
像极了手挽手、肩并肩的好兄弟。放眼
望去，科尔沁沙地已经被一丛丛沙柳、
白柠条等沙生植物所覆盖。绿色越来
越浓，越来越美的风光高低起伏着撞入
眼帘。野兔、雉鸡不时在车边闪现，又
很快消失不见。树枝上站着的太平鸟，
梳理着美丽的羽毛，发出悦耳的鸣叫。

陪同我们的人，是典型的东部牧
民，脸黑黑的，个子不高却精壮。他告
诉我们，他来到阿什罕时，这里的治沙工
作早已开始。

早些年，阿什罕人响应号召，采取
“以路治沙，以水治沙”的综合治理模式，
启动了“京津冀风沙源治理项目”，发誓
要把这条肆虐的沙龙锁住、困住，最终让
它变成一条绿色的生态威龙。

这里原来是没有路的。风沙肆虐时
很少有人敢从这里穿越，一是怕车陷进
去出不来，二是怕迷路，生活在沙漠的人
都知道，茫茫大漠中很难分辨方向。

阿什罕苏木位于翁牛特旗乌丹镇东
76公里处，畜牧业是苏木的主导产业。
过去，老百姓盖房，烧柴，再加上过度放
牧，致使这里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几
十年前，翁牛特旗沙化面积占全市沙化
面积的 25.5%，而阿什罕苏木沙化土地
面积较大，是全旗重点治理的区域。

“要治沙，先修路”，沙漠治理，没有
路一切都免谈。

阿什罕人有自己的治沙模式，前边
修路队在加班施工，后边的造林队紧跟
其后，修完一公里，就沿着路用稻草画网
格，然后再种树种草。治沙不能蛮干，而
是要有成熟的做法和经验。

阿什罕人经过这些年的治沙，早已
有了自己的一套好办法，他们先机械清
除沙障，然后扦插黄柳、牧草飞播，最后
封闭孕育……

阿什罕苏木平均以两年一条穿沙公
路的速度，六年修了三条穿沙公路，总长
度达到 100 公里，治理沙地近百万亩。
经过这些年不断治理，这里植被覆盖率
已经达到了 80%，成活率更是达到了
90%以上。

如何保护治理成果，从他们治理之
初就开始捉摸这个问题。因地制宜，边
治理边保护，他们想了很多富有成效的
办法。例如：移民搬迁。

朱日甘格日嘎查位于阿什罕苏木生

态最脆弱的图哈线上，这
里是图哈线生态治理的一
个重要节点，为了保证工
程的进度和成效，苏木决
定将这个嘎查实施搬迁。
世代居住的地方，乡愁难
舍，搬迁岂能那么容易。
抵触情绪在一些牧民心中
弥散开来。经过苏木干部
们的不懈努力和说服工
作，他们制定了搬迁户补
贴计划，一人一亩水浇地，
连续补贴五年的政策来鼓
励牧民搬迁。实在故土难
离的老人，每户只能留一
匹马，人可以不出来，但是
牲畜必须迁走的基本原则
不能动摇。

没有了过度放牧，朱日甘格日嘎查
脆弱的生态环境得到了缓解，再加上飞
播牧草、扦插黄柳等组合拳，这里如今已
经是绿草如茵的草原了。

牧民就要放牧，这似乎是天经地义
的事，千百年来，我们的牧民朋友都是这
样过的，羊群悠然地在草原上吃着草，享
受着老天给予的恩赐。“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多么美的画面。可是
如今面对黄沙的侵蚀，要治理，势必要减
轻草原的负荷，“禁牧”势在必行。

可是，几千年的习惯，一朝改掉，难！
乌日图歌唱得好，看着他唱着歌无

比陶醉的样子，别人的幸福感也会跟着
爆棚。他个子不高，面色微黑，一看就知
道是个务实的角色，乌日图是阿什罕苏
木林草队中的一员。他从20多岁开始，
就一直做生态保护这一行，一直到现在
从来没想过离开。

夏季是偷放牧的高发期，管理难度
大，乌日图和林草队的同事们吃住在山
上，在帐篷一住就是个把月。挨骂遭白

眼是常有的事，可他们都已习
以为常了。一次乌日图和白
音凌晨 3点上山，正好遇到两
位老牧人在偷着放牧。他二
话不说，双膝跪地，预备磕下
的 头 被 两 位 老 牧 人 死 死 拦
住。两位老牧人二话不说，赶
着羊群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
违规放过牧。“男儿膝下有黄
金”，乌日图说“为了保护生
态，这一跪，值了！”

这位每天凌晨 3 点起床，
骑着摩托车巡视在治沙项目
区的老林草员，这一跪，跪出
了一个翠绿欲滴、生机盎然的
阿什罕。

说到保护生态，70多岁的
八里香有话说。这位硬朗的阿妈是当年
打“根登井”时铁姑娘队的成员。她
1968年嫁到乌兰敖都，目睹几代人奋战
在生态治理的第一线，对于保护生态更
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别看八里香70多岁了，腿脚却非常
灵活，走路生风。她们这一代人，一直
秉承“根登精神”，埋头苦干了一辈子，
对于来之不易的绿色更是爱护有加。
老人只要看到白色垃圾就会猫腰捡起
来，她说：“保护要从小事做起，老人更
要给小孩子做榜样。”这位蒙古族阿妈
每年都会出去旅游，脸上挂着幸福的笑
容，她说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养好身
体，才能对得起政府的照顾。原来阿什
罕苏木不但给老人办了低保，还为她免
费盖起了三间砖瓦房。

提到“根登”，不得不说乌兰敖都村史
展览馆。展览馆是记忆最珍贵的储藏库，
阿什罕几代人传承打造绿色家园的艰辛
历程，就浓缩在这座朴素的院子里，无声
地为人们讲述乌兰敖都那些光辉岁月。

对着满屋的黑白照片，年代感和荣

誉感扑面而来。
1951年，新中国第一个畜牧业合作

社在乌兰敖都诞生了，根登正是乌兰敖
都牧业合作社的创始人。

说到根登，老一辈人记忆犹新。牧
民没水吃，根登急在心里，千难万难打出
的“根登井”，至今还在使用。吃水不忘
挖井人，当年打井的艰辛，现在的乌兰敖
都人记在心中，成为一种力量。

八里香阿妈回忆起打井的岁月，一
些往事还历历在目。沙土上打井，塌方
的危险无时不在，采石砌井壁至关重要，
根登那时才40多岁，砌井壁这种危险的
活都是他一个人干，不怕苦不怕累，把危
险留给自己的根登让牧民们信服。他带
着牧民们干合作社，盖新房，建草牧场；
为了改善牧民的生活水平，还先后办了
缝纫厂、乳粉厂、酿酒厂、修配厂，还建起
了沼气池，他创造了内蒙古草原上好多
个第一。

面对一张张黑白照片，那些朴实无
华的脸带给我太多震撼。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翁牛特草原上有
12个牧业合作社先后建立，成为新中国引
领牧区生产发展的排头兵。1958年，《中
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开篇刊登
了《翁牛特旗建立十二个畜牧业生产合作
社，使牲畜大为发展起来》的文章，编者按
语：可供一切畜牧业合作社参考。

草原是书写传奇的地方，那些载入
史册的、正能量的事物必将是社会发展
的推动器，现在的阿什罕人，不忘“根登
精神”，始终走在保护与传承、治理与发
展的最前沿。

望着眼前被绿色包围的阿什罕，完
全不记得以前的沙漠是什么样子了。

自然生态是文明的产物，那种豪情
壮志，无疑在阿什罕得到了很好的实践
与印证。自然与生态之间的平衡是至关
重要的。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
相互关系，或者说存在的状态也就是自
然生态。自然生态有着自在自为的发展
规律，而人类长期的社会活动打破了这
种规律，把自然生态纳入人类可以改造
的范围之内，这就使自然生态上升到了
文明的层次。

穿行于绿意盎然的科尔沁沙地，找
不到荒凉与疏离感。相反，满眼绿色的
舒适让人非常享受。总觉得一丛丛黄
柳、一棵棵沙打旺、一片片紫花苜蓿，就
是我的前世情人，正站在那里呼唤着
我，等待着我。

此时绿意蓬勃的阿什罕，像一首首
肆意行走的诗，在蓝天白云下汩汩流淌，
你会情不自禁地迷失在无尽的诗行里，
出不来，散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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