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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勒车

蜿蜒的路，通向草原深处
路的尽头是辽远、空寂
是野草的扶摇。勒勒车的木轮已

经腐烂

只剩下云字勾的图案，散落在草地上
像是一种图腾，解析着科尔沁的某种

密码
有形的交给大地，无形的交还给时间

马头琴

把马放南山，把自己放在北岸
和着西拉木伦的水声
马头琴弹奏的曲调绵远悠长
弹奏的古老曲调，让河水呜咽

弹尽高山，弹流水
弹完雪花，弹牧场
一匹白马缩成的琴身
弹出一个牧人经年的孤独

敖包

放牛的人修仙去了
只剩这些石房子和敖包
以及满山乱跑的风
还有被日子拉长的阳光
守着时间和空山
寻找凋敝和破灭的初始之美

七色彩幡在风中念着经文
奔跑的神鹿化成一棵古榆树
石头挨着石头不说话，
野草挨着野草摇头不语
空荡荡的山，空寂寂的地
吉祥回归草原

草原上的冥想
（组诗）

诗星
空

由呼和浩特小井沟穿越大青
山，往东北走，沿路皆山，当地人唤
作后山，山山相连，山外有山，可谓
山外山。

山与山之间的缓坡是绿色的草
地，和缓的山峦被绿草密密实实地
覆盖着，草地是绿色的，山也是绿色
的，波澜起伏的绿色，一层层荡漾开
去，像绿色的波浪，可谓山海壮阔。

绿色的山坡上耸立着一片片苍
绿的松林，漫山遍野的绿色有了层
次。浅绿、翠绿、深绿……色彩以山
的轮廓为界限，层层变幻，极远处的
山呈现出美妙的淡蓝，融化进深远
的蓝天里，让人想到极具装饰色彩
的山野和森林的绘画。

同行的人说这段风景像欧洲
的一个地方，又走一段，说像瑞士。
我感觉，直观上很像我去年阅读的
一本诗集封面鲜艳、纯净、充满诗性
的绿。有些路段两边的色彩则像诗
集封面柔和而深沉的绿色。沿途一
座座山、一条条谷、一处处草地，就
像一本本诗集；书橱里一排排、一格
格诗集就是一座座山、一条条谷、一
处处草地。

在一个叫“大拐弯”的景点，俯
瞰浩瀚绿色中拧成“6”字的土黄色
弯道，亮丽而神奇。这一人工的道
路，成了巧夺天工的风景。其实人
工也是天然的一种，人是自然之子，
人走出的道路和蚂蚁在细沙上走过
的痕迹，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过了“大拐弯”，有人喊：“鹿、
鹿、鹿——”远处草地上奔跑的几头
鹿，很快隐没在松林里。相隔一公里
的样子，又有一群鹿出现在近处，这
群鹿很悠闲，对人很友好，我们看鹿，
鹿也翘首向我们张望。

沿途不断有各种动物出现，马、
牛、羊、山鸡、斑鸠、白脖鸭、花喜鹊、
灰喜鹊、红山雀、麻雀……它们的出
现让寂静的原野生动起来。三五成
群的马，俊美而矫健，尤其是黑白相
间的花马，显得奇异不凡。牛群缓
缓移动，像一大块飘动的棕色地
毯。白色羊群像浮动在半山腰的云
朵，大片的羊群在山顶吃草，就像随
时会飞上天空的云彩。绵羊群里有
山羊就热闹多了，山羊好动，蹦蹦跳
跳，有的还喜欢顶头打架，似乎有意
要把沉静的山野激活，把时空扰动
一番，把万古空蒙搅出几个快乐的
旋涡。

中途是红石崖，远远望去，没有
看到红色的岩石，但见远山之巅坐
落着一处寺庙，安详而庄严。寺庙
就像风景的眼，给风景起了画龙点
睛的作用，让风景有了神，有了魂。

后来发现这一带山上的寺庙不
止一处。有座孤零零的小庙，让人
想到《西游记》中孙悟空和二郎神打
斗中的变相，突兀而醒目。

大家在车上有些倦了，遇到一
棵大树，友人请大家到树下喝茶。
大家席地而坐，或以石为凳，热水泡
红茶，用茶的温暖浸润身心。野外
泡茶，颇有茶道古风。

饮茶观山，近处三山层叠，肌
理不同，一山横纹重重，如国画的
折带皴；一山花草簇簇，如米家山
水的米点皴；一山绿草平铺，像西
画的敷彩用色。人类用语言文字
表达自我，山川的纹理就是它们表
达自我存在的语言，而且各自有各
自的语言，表达着各自的特点和与
他者的区别，差异性构建出宇宙万
有蓄意丰富的美。

围坐饮茶处，有一大片野生的
灰灰菜。灰灰菜是可以和面蒸着
吃，或者做菜吃的。被人们忽略的
灰灰菜，让人觉得可爱又可惜。转
念一想，这种人们关注之外的野逸，
才是庄子的逍遥自在。仰视树冠，
在极高处有几个鸟巢，这里的鸟巢
高蹈于红尘之上……

树下饮茶，抬头望去，道分两
路，一条道路劈开草丛向北延伸，通
向远山；一条道路转折向东，通向武
川县城，两条道路之间是一处村庄，
农民在农田里劳作。这里主要的农
作物是莜麦和向日葵，地广人稀，让
人羡慕。

往县城方向走，村落多起来，田
地与草地交错穿插，人气和烟火气
引导你回到人间。

再回首，山外有山，山外又山，
远山在呼唤……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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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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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春暖相反，秋凉是由北向南徐
徐展开的，如候鸟迁徙般，浩浩荡荡，
势不可挡。秋风和秋雨，是最好的助
力，加速了秋凉的延展。

街道两旁的行道树叶，有的四季
常青，大多随季节凋零。行人的脚
步，也开始变得匆匆。在我居住的小
城，有一条宽阔的大街，街道两旁生
着两排整齐的银杏树。这个时节，是
银杏生命最辉煌的时刻。它仿佛接
到了什么指令，或是受谁的嘱托，摇
身一变，金灿灿、明晃晃，散发着太阳
的光芒。阳光在银杏叶脉上，闪烁
着，跳跃着，光影迷离。风起时，一把
把金扇子在空中翻转、盘旋，飘摇而
下。据说，银杏出现在数亿年前，是
裸子植物中最古老的孑遗植物，和它
同纲的其他植物皆已灭绝，只有银杏
这一种幸运地逃过此劫。我，何其有

幸，无数次在它身旁走过，见证了它
四时的成长与蜕变。每年深秋，生活
在小城的人们行至此处，总会忍不住
放慢脚步。常常有人迎朝阳、沐晚
霞，来这里拍照，中国红的大衣或是
围巾，与金黄的银杏叶，构成了小城
一道独特的风景。

用不了多久，就会在城市一隅邂
逅一池残荷。冷凉的雨中，
它们或躬身池里，或虬曲水
面，或相携而立，或摇曳风
中。微微皱起的水面上投

下一个个孤傲的倩影，有的学着睡莲
的模样，伏于水面，亲吻秋风拂起的层
层涟漪；有的将自己蜷缩成了河蚌的
姿态，让人忍不住想去扒开看看里面
究竟有没有孕育出晶莹的珍珠；有的
高高擎起莲蓬、莲子，迎风而立，说什
么也不肯低下高贵的头。曾经的清香
远溢，曾经的凌波翠盖，曾经的“小荷

才露尖尖角”，曾经的“映日荷
花别样红”，全都收敛起来。突
然记起乌兰托娅那首《莲的心
事》：“我是你五百年前失落的

莲子/每一年为你花开一次/多少人赞
美过莲的矜持/谁能看懂莲的心事/我
是你五百年前失落的莲子/每一年为
你心碎一次/多少人猜测过莲的心事/
慢慢风干变成唐诗宋词……”生命蓬
勃之际，每一朵都可用一个“美”字来
形容；生命终结之时，却是一池的“千
姿百态”。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

从秋分这个节气开始，白昼渐短，
黑夜渐长。天，一日凉过一日。农人
秋收，辛苦，但喜悦，且“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一切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大多开始了披星
戴月的日子。行走在城市的街巷中，
秋风飒飒、秋雨潇潇、秋叶簌簌，似乎
是在讲述人间的繁华与落幕，诉说着
四季的更替和生命的轮回。想着，在
慈悲的光阴里，安守草木荣枯的随意，
未尝不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

闲话秋凉闲话秋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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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锯琴，是在周末的河套非遗小
镇，这里是祖国北疆河套平原腹地、黄
河左岸一个人文璀璨的小村落，这里有
50多个特色文化大院，每个大院都载
有不同的非遗项目。北疆文化的熏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荟萃，使这里经常开
展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传承活动。

又是一年丰收季，非遗小镇被喜悦
和欢快浸染成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
里，成熟饱满的向日葵如同一朵朵金色
的太阳花微笑绽放，仿佛在欢迎着远道
而来的贵宾；成群的鸡鸭纵情欢唱，仿
佛在向人们展示它们精彩的表演；金黄
色的葫芦娃调皮地倒挂在凉亭上，一个
个小巧玲珑的金钟奏响了风铃般清脆
悦耳的欢歌。漫步在这古朴而宁静的
小园香径上，迎面吹来朗朗清风，身体
的每一个细胞仿佛被注入了新鲜的血
液，让人身轻如燕、清爽自如。

一阵悠扬的琴声飘过田野，那声音
宛如云端绽放的花朵，从遥远的天际飘
然而至；又仿佛山间清澈的小溪，行云
流水般流淌到心田。如此美妙的天籁
之音，美到让人窒息，让人倾倒，让人陶
醉，让人不知何处是家乡。

“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
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湖边的芦
苇中,藏着成群的野鸭……”清风徐来，
这声音时而深邃悠长，时而欢快跳跃，
时而轻柔舒缓，时而热烈奔放，时而低
回婉转，时而高亢激昂，仿佛在诉说着
小镇的美好过往与青春年华，让人久久
回味那段激情燃烧的如歌岁月和浓浓
乡愁。那声音仿佛在与灵魂对话，让你
远离尘世的喧嚣与纷扰；那声音又似与
情感相拥、与虫吟相伴，恰似一曲妙趣
横生的乡村奏鸣曲。

“此音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闻。”穿过那片金黄的葵园，但闻幽琴
声，终见抚琴人。小镇的文化广场上正
在上演着一场“奏响最美北疆”锯琴音
乐会，来自海内外的20多名锯琴演奏
家齐聚一堂，他们心手合一、敲拉并用、
收放自如，用奇妙的钢锯奏响了天籁之
音，给辽阔的北疆增加了一抹亮丽的风
景。艺术家们的精彩演奏，让本来幽静
的广场一次次掀起狂欢的高潮。他们
个个手持造型别样的锯琴，轮流上演扣
人心弦、直击心灵的乐曲。那激昂的旋
律似潮水般在耳畔萦绕。我仿佛听到
了大地柔软的呼吸，那是轻拂而过的微
风，那是潺潺流淌的河水，那是枝头欢
唱的鸟儿。

锯琴，又叫乐锯，就是把钢锯当琴
拉，是一种会唱歌的锯子。这种特殊的
乐器，无弦、无键、无品尺标记、无定
调。只一块锯条、一根拉弓，简单到不
能再简单了，但在演奏者的手中却焕发
出了无限的光彩，拉出天人之乐。

锯琴源于劳动，却高于劳动，它以
精湛的艺术方式，表现了劳动之美、生
活之美。从2000多年前鲁班发明“锯”
开始，这种劳动工具就以最古老、最原
生态的艺术形式，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音乐独特的神秘韵味和无限魅力，散发
着迷人的光彩。

据说在17世纪，一位意大利伐木
工人在锯木之余，随意拨动钢条，发现
它居然能够发出好听的与众不同的声

音，就试着把这
件劳动工具当
琴来拉，于是，
锯 琴 出 现 了 。
后来它就被带
入艺术的殿堂，
原来的钢锯华
丽 转 身 ，有 了

“锯琴”这一高
雅的称谓。自
此以后，锯琴便
拉开了它漫漫
的 音 乐 之 旅 。
锯琴一路漂洋
过海，于 19 世
纪 初 传 入 我
国。20世纪中
叶，我国器乐演
奏家在演奏锯
琴时，采用中国
的二胡拉弓，中
西合璧，完美融
合，独具特色的

“中国锯琴”由
此产生。 1945
年前后，在革命
圣地延安，艺术
家曾用锯琴演
奏《黄 河 大 合
唱》《白毛女》
《血泪仇》等乐
曲。有人称赞：
劳动创造了世
界，劳动创造了
音乐，也创造了
锯琴。

如 今 ，山
东、北京、上海、
广州、河南、江
苏等地的锯琴
艺术家，不断研
习和进行舞台
表演，将这一中
华优秀的文化
遗产很好地传
承保护下来。

钢锯本是
冰冷生硬的劳
动生产工具，却
在艺术家的手中有了温度，有了热度，有
了力度，更有了高度和情感。它幻化成
灵动的乐器，让每一个音符都拥有了生
命，让每一个生命激情地跳跃飞舞，触动
着人们的视听，拨动着人们的心扉。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喜欢一
把锯子就要从喜欢音乐开始。“锯琴音乐
教会我们聆听生活，从而不感到寂寞。
当你也随我弓起琴弯，去聆听那锯琴瞬
间流淌出的高低错落有致而又连贯的
乐曲，你会感到它像天外来音，似迎面
扑鼻的芬芳。”深圳锯琴演奏家李元庆
如是讲述锯琴的魅力。锯琴已经伴随
着他走过了34年，成为他一生的艺术至
爱。他说：“正因为它的取材不
易，并且演奏难度极高，所以，迄
今为止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未看过
锯琴演奏。在中国传承锯琴、登
台演奏者也不足百人。”幸运的
是，今天我们都听到了锯琴演奏

家的精彩表演，
品出了精湛，也
品出了芳醇。

锯琴音域
宽 广 ，音 色 悠
长，表现力非常
强。它既可以
演奏中国的民
族音乐，也可以
演奏外国的古
典音乐。在以
《哈 佛 音 乐 词
典》为译述依据
出版的《大陆音
乐 词 典》中 描
述：锯琴，非西
方乐器，用一根
棒来摩擦发声，
用锤敲或者马
尾弓拉奏，使之
震动，而发出声
音。同时，左手
弯曲锯片的曲
度 ，来 产 生 音
高，演奏过程全
凭艺术家用心
用脑用耳用手，
两腿还要不时
微微颤动，帮助
锯琴发出颤音，
完全达到琴人
合一、物我两忘
的境界。

钢锯本身
具有一定的弹
性和张力，演奏
者独具匠心，修
长的手指随着
悠扬的旋律起
承转合、张弛有
度、灵动跳跃，
仿佛一位翩翩
起舞的少女在
锯条上优雅地
跳动。他们左
手握住锯片，不
停地把它按成
不同弧度的 S
形，右手不停地

上上下下拉弓锯背，巧妙地控制着的音
乐的节奏和抑扬顿挫。就像钢琴的黑
白键一样，手指按压不同的强度和地
方，锯条产生不同振动的频率和幅度，
产生丰富多彩的音色、音高和音量。高
音区域，声音尖锐明亮，仿佛能穿透云
霄，给人激昂振奋之感；中音区域，声音
平稳醇厚，如潺潺流水，使人内心宁静；
低音区域，深沉厚重，宛如大地的沉吟，
给人沉稳坚实的力量。通过这种独特
的发声方式和对音高、节奏的精准控
制，使得锯琴能够展现出别具一格的音
乐魅力。表演者只有全身心投入其中，
舒张有力的动作协调和分寸掌握，才能

游刃有余地让如此美妙的乐曲
飘出锯条，走进听众心间。

简直太神奇啦！这古老的
乐器，带着它特有的神秘面纱，
穿透历史的尘埃，以独有的魅力
缓缓向我们走来。一把钢锯竟

然能够拉出如此倾心彻骨的旋律，让大
自然的每一个生命、每一种元素在这里
都有精彩的呈献，更让人惊叹锯琴所蕴
含的神奇魅力和视听震撼。

锯琴最大的特点，就是音与音之间
能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出的声音，
或委婉缠绵，或铿锵有力，或悦耳动
听。音阶和音域跨度越大，飘出的声音
愈加婉转迷人。而真正富有魔法的并
非在于钢锯本身，而是人类对音乐的不
懈追求和生活的热爱。从乐理的角度
来看，锯琴能够发声并且产生美妙的旋
律，本身基于物体振动发声的原理。而
人类对声音的独特感知和对艺术的敏
锐洞察力，才让一把普通的钢锯绽放出
绚烂的光彩。

在众多的乐器中，锯琴这种民间
“小众”，也许不够炫酷，也许不够时
尚，但它是劳动人民发现的，更是劳动
人民智慧的结晶。劳动创造了美，酝
酿出生活的激情。它低调而不奢华，
朴实而接地气，是最本土本真的民间
乐器。它以独特的音色和演奏方式，
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
朵奇葩，在我国民间文化中绽放着独
特魅力。它承载着先辈们的心血与情
感，见证了岁月的沧桑与变迁，在瞬息
万变的现代社会中，宛如这宁静的非
遗小镇，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得到些许的心灵慰藉。

“何以百炼钢，化成绕指柔。”一把
锯琴，就是一段故事。它从岁月深处飘
来，倾诉着那些被遗忘的故事；它从心
灵彼岸召唤，荡起我们心中层层的波。
一曲《我爱你中国》奏出了我们心中的
柔软，也奏出了心中的激昂，这是对祖
国山河的豪迈赞颂，这是对祖国母亲的
温柔倾诉。这是一次心灵与乐器的交
融，那悠扬的旋律如梦如幻，仿佛在讲
述着一个民族伟大光辉的故事。那散
发独特魅力的音色仿佛是从灵魂深处
流淌而出，时而激昂，如汹涌澎湃的海
浪，诉说着对祖国山河的赞美；时而婉
转，似潺潺流淌的溪流，倾诉着对祖国
母亲的依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与
手指的触碰；每一段旋律都是情感与岁
月的交融；每一丝颤动都是琴师与乐器
的深情对白；每一缕乡愁都是希望与坚
守的交织。

游走在这样的乡间小路上，感闻浓
厚的乡土气息，聆听大自然深处的优美
旋律，感知传统文化的厚重，锯琴以它
独有的魅力，打开了我们对传统文化认
知的新大门。它不仅是一种音乐的呈
献和技艺的传递，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
和精神的寄托。在锯琴的世界里中，我
们听到了坚韧不拔的力量，我们看到了
艺术家们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以及为
保护和传承好这一文化遗产所做的不
懈努力和贡献。

锯琴之声，如同灯塔，照亮了我们
追寻传统文化的道路。它提醒着我们，
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更
不能忘记那些扎根于土地、源于人民智
慧的传统文化瑰宝。让我们像珍爱自
己的眼睛一样，让优秀文化遗产代代相
传，让锯琴之声以及更多如锯琴一般的
艺术瑰宝，永远在舞台上大放光彩，为人
类的文明增添无尽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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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秋

山岭上的人

幽静确是你的窖藏
鄂伦春，安睡在这里
做着千百年与大自然
对话的梦

这些“山岭上的人”
受上苍恩赐的绿色之子
同云彩、森林、空气
在一起沐浴清纯，透悟天灵

鄂伦春，隐居时间的一角
天地，无缝连接的秘境
真想再去探险曾经的
猎枪，木屋，围栏……跨上骏马
去采写你的骁勇与彪悍

嘎仙洞内，肯定还会响彻——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
森林里面住着勇敢的鄂伦春……

民间雕塑

最好把他们都塑在街边
告诉路人，他们是诗人
一群属于鄂伦春的诗人
巧手精工中，其语言
就是树皮、木料
是兽皮、骨头和针线

最好把他们都安放书中
告诉读者，他们是
一群属于鄂伦春的战士
放下猎枪，拿起剪刀、手钻、锯子
似法术，让死亡重新呼吸
让静止突然灵动

最好把他们都刻在心里
告诉自己，他们同样是一群
大兴安岭的先人
以跋山涉水，来培植雕艺
记住他们，就是记住岭上热土
就是记住璀璨的历史

一路向北

一路向北，走着走着
你将踏进银白世界
天地苍莽，山峦奔跑
洁白童话，密密麻麻的宣言
以树的姿态
静立北方的阳刚
那些弥漫的白雾
枕着冰雪之梦，睡得正酣

一路向北，睁大双眼
你惊异悄悄落入这世外桃源
绿，在喧闹起舞
不知名的花香裹着夏
让你终会感觉到山野
真能够拧出绿汁来
那种惊奇，叫人明白这辈子
真的可以重生，真的
是结交到一位
原始而纯朴的朋友

鄂伦春情韵
（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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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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