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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愿做辽阔草原上只愿做辽阔草原上
一只幸福的小羊一只幸福的小羊

吃饱喝足之后，背起行囊出发，到达了中俄边界的
小镇室韦。室韦意为“林中人”，是“鲜卑”的同名异译或
别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现在这里基本每家每户都是
一个小宾馆。

骑着马，在中俄交界的河边，慢悠悠地享受着傍晚
的好时光，真是无比惬意。这边的人在忙着准备夜市，
对面的俄罗斯人也支起了烧烤，还有几个妙龄女子，拎
着洗完的衣物，说笑着，向袅袅升起的炊烟方向归去了。

一排铁丝网两边，两个国度，可以对歌，甚至会打招
呼，各自忙碌着，又一起快乐生活着，听说还有几户隔河
相望的人家是亲家，真是个有趣的地方。

■宗禾 朱婕 文/摄

在这片地域辽阔、风光旖旎的地方，有水草丰美
的草原、松涛激荡的林海、纵横交错的河流、星罗棋
布的湖泊、洁白无瑕的蒙古包。走进这样一幅绚丽
的画卷，你只愿做一只草原上幸福的小羊。

金帐汗蒙古部落位于呼伦
贝尔大草原的腹地，被老舍先
生誉为“天下第一曲水”之称的
莫日格勒河缓缓流淌而过。

800 年前，铁木真在这里一
举击溃札木合等部，奠定了蒙古
高原东部地区的统治。大胜之
后，铁木真在此架起可汗金帐，
庆祝胜利，金帐汗部落由此得
名。而金帐汗部落景点的布局，
就是当年成吉思汗行帐的缩影
和再现。

这里大概 3 点左右天就亮
了，登上敖包山，欣赏草原的日
出，当太阳升起的那一刹那，绿
色的草地仿佛披上了一层金沙，
泛着星星点点的金光，那是绿草
上的露珠在反射初生太阳的金
色光芒。

在中国的版图上，最早和俄罗斯
铁路接轨的地方就是满洲里了。从
1900 年左右中东铁路的建成开始，这
里就有了第一个国门。满洲里市居住
着蒙、汉、回、朝鲜、鄂温克、鄂伦春、俄
罗斯等20多个民族，素有“东亚之窗”、

“北疆明珠”的美誉，是一座独领中俄
蒙三国风情、中西文化交融的口岸城
市。到了满洲里，一定要去看国门、套
娃广场和呼伦湖。我尤爱呼伦湖，碧
波荡漾，纤尘不染。

一望无际的呼伦湖，在微风下轻

轻荡漾，灵动的蓝色从眼前一直延伸
到天际，在这份自然力量的感召之下，

“一碧万顷”从抽象的成语演化成了眼
前的现实。难怪呼伦湖又被称作“达
赉湖”，在蒙语里，“达赉湖”就是海一
样的湖。

水天之间，铺展得浩浩荡荡的蓝，
蓝色的天，蓝色的水，天上的云与水中
的云交相辉映，流云在水上的天空变
幻出奇异的云影，又在水中透射出最
真实的幻景，若不是天地间的鸟儿不
知疲倦地歌舞，若不是河岸边的水草

多姿多彩地摇曳，根本分不清哪里是
天，哪里是地。这是来自天地生命间
的和谐共处，是最原始最坦白的真情。

吸引我的是那个古老的传说：草原
青年贝尔爱上了美丽淳朴的牧羊女呼
伦，两人为了能长相厮守在一起，化成
了两颗硕大的明珠，镶嵌在辽阔的大草
原上。从此，便有了呼伦湖和贝尔湖，
人们也就把这里称为呼伦贝尔大草
原。呼伦贝尔大草原是我国目前保存
最完好的草原，一片绿色净土，时刻上
演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观美景。

旅游日记

诗抒胸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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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智慧

岁月悠悠

春江水暖 ■种楠

雷锋，有你在身旁
■费平

老人享受着被人相助的安详
孩子沐浴着长辈关爱的阳光
这是一个博爱的世界
那是因为雷锋——
有你的影子伴随在我们身旁

河水在家园中静谧流淌
高楼矗立于花丛中央
这是一种红火的生活
那是因为雷锋——
有你的英名镌刻于我们心上

雷锋，半个世纪的情怀
人们无法把你遗忘
社区的和谐有你而稳固
居民的平安有你而久长

“为人民服务”之花
早已在后辈们的胸中绽放

“做一颗螺丝钉”的豪言
成为推动几代人前行的力量
雷锋，你的名字闪耀光芒
雷锋，你的精神永远辉煌

绚丽红尘一世倾情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放歌春天

春的情绪
从一场细雨里涌出
点亮了一片嫩绿鹅黄
燕子衔满春泥
追逐生命的交响
海棠花开了
落成一抹羞红
成片的桃花
笑弯了腰
花瓣上的露珠
甩下一串丰盈的畅想
杏花的一个媚眼
惊飞了
树枝上的翠鸟
蝴蝶在花丛中垂钓
柳丝撩开江南的面纱
唐诗宋词的意象
鼓涨水乡的胸膛
水牛吃着嫩草

“咯咯”地笑出声响
吐出满眼的绿色
我拾起一地的春雷
金色的童话在田野里绽放
心灵的回归留下深深痕迹
激情被春雨浇得发烫

■韩云珠 文

到厦门的第三天晚上，我们登上
鹭江道中山路口的鹭江宾馆顶楼的
大露台，坐在预定的餐桌旁，尝海鲜
观海景。

听说这里是观看鹭江对面鼓浪
屿的最好位置，所以夜夜客满，非预
定不可。大露台上差不多坐满了客
人，每张桌子都配有一盏取暖灯。
在温馨的灯光照射下，从身背后吹
来的，来自东面台湾海峡的海风，也
没了冬日的寒意。大露台的扶栏
上，间隔地放着一盆盆开得正艳的
喇叭花。

我们点了铁板黄鱼、多春鱼、白
灼草虾、干煎带鱼和生啤。黄鱼在
铁板上油煎前，已经曝盐过了，入口
微咸，柔嫩鲜爽。细长的多春鱼包
着一肚子的鱼籽，味道很鲜美。我
们边呷酒边吃鱼，打量着对岸鼓浪
屿一盏盏密如繁星的街灯，拉长了
的灯影倒映在鹭江中，“半江瑟瑟半
江红”。我吃不准碧蓝清澈的鹭
江，到底是江还是海，也许是亦江
亦海吧。

此刻，鼓浪屿连绵起伏的山岗
上，有三个景点灯火辉煌，照耀如同
白昼——左面是郑成功的花岗岩雕

像，中间是日光岩，右面是厦门博物
馆。郑成功雕像高达六、七层楼，因
为灯光的关系，闪烁着汉白玉般的光
泽，高耸在当年他挥师东渡收复台湾
的誓师之地，皓月园的海边。当是时
也，艨艟云集，樯桅林立，炮口张开，
延平王的“郑”字大旗在风中猎猎作
响……

再看日光岩和博物馆，被灯光照
得通体透亮，仿佛晶莹璀璨的水晶
宫，尤其是日光岩的圆台和博物馆的
欧式半圆形红顶，玲珑剔透地好像童
话世界。日光岩是鼓浪屿的主峰，有

“不登日光岩，不算到厦门”之说。博
物馆陈列着来自欧美的各种管风琴，
这些管风琴，或曾在教堂的唱诗班伴
奏，琴声悠扬，宛如清泉出山般一路
叮咚；或曾在北欧的家庭演奏，多雪
的冬天，一家人就着温暖的壁炉，主
人抽着烟斗，倾听着琮琤的琴声在客
厅盘旋回荡……

翌日畅游鼓浪屿，身临皓月园郑
成功雕像、日光岩、博物馆，才知道这
三个地方，前后左右，高低上下，都设
置了探照灯，从各个角度打灯光，仿
佛舞台上的主角一上场，便被一束束
的追光灯追赶着。昨天晚上我们看
到的三个辉煌景点，就是在灯光簇拥
下所勾勒出来的亮丽轮廓。

■陈田 文

张爱玲是当年名动上海滩的才
女，是绚丽红尘中拥有一生传奇色彩
的作家，年仅21岁就写出了“生命是
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样的
旷世绝句，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
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

《十八春》是张爱玲生平第一部
长篇小说，后来被拍成了电影《半生
缘》。就是这部作品，成就了其独特
的凄婉之风。张爱玲传奇人生的开
场白源自她的家世，外曾祖父是大名
鼎鼎的李鸿章，在这样特殊家庭里成
长起来的女子并不幸福，父母的离异
使她幼小的心灵早期就蒙上了一层
忧郁，这样的境遇促使她后来展露出
的文字总是透着淡淡的忧伤，敏感与
笑世。诞生于一个翰墨书香之族，未
必是幸运，早熟早慧使她对旧式生活

的腐朽与没落有着真切的体会，而她
亦将自己的亲身体验写入了后来的
作品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张爱玲是勇敢而坚强的，在那个
“女人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
社会中，她将内心的苍凉孤独全部投
射到笔下的人物中，于是一部部惊世
骇俗的小说诞生了。《金锁记》、《倾城
之恋》、《沉香屑系列》等都引起了读
者的关注热爱，一夜间，张爱玲的名
字响彻了整个上海滩，她红了，也证
实了那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决心：出名
要趁早。

张爱玲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
人，过着普通的一辈子，倒不如做一
个特别点的人，做点特别的事情，大
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惟
有张爱玲敢把大俗变成大雅。她对
服装设计上的造诣毫不逊色于在文
学上的成就，她勇于突破，谁敢在那

个年代中穿着自己设计的奇装异服
走在大街上，完全不顾忌别人的目
光，谁又能毫不关心政局，一心一意
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孜孜不倦地
写小说，独乐融融。又是谁冲破了黑
暗旧式家庭的封锁，踏上异国之路，
放开胸怀去追求自己的文学梦。她
擅长描写凡人的世俗生活，描写他们
没有美感，却具有合理存在的价值，
她对环境与细节的描写总能刻画地
入木三分，令人回味无穷，这就是她
天才的一面，无须任何写作技巧，水
到渠成，自然而不做作。

张爱玲的爱情世界也与众不同，
她爱上了才华横溢的作家胡兰成，纵
使知道他在外面还有其他女人，却始
终对其慷慨相助，不离不弃。甚至在
胡兰成顶着“大汉奸”的帽子四处逃
亡的时期里，张爱玲还是坚持寻找他
的下落。他们的相逢是上天安排的，
他们的相爱是源于对文学共同的炽
热情怀。可张爱玲深知胡兰成对她
未必是那么真心，但她还是如飞蛾扑
火义无返顾。因为爱过，所以慈悲。
因为懂得，所以宽容。看她的文字，

感觉她好像是一个脱离俗世的圣人，
远远地看着她笔下的人物在尘世中
痛苦挣扎。其实，她自己的情感世界
亦如是，蝴蝶飞不过苍穹。关于她的
第二段婚姻，还是基于两人对文学的
共同爱好，她一边照顾着生病的丈
夫，一边靠自己的文字来养家糊口。
她的晚年是凄凉寂寞的，但她从来就
不排斥寂寞，只有她在享受过无比荣
耀之后，还能默默忍受着刻骨铭心的
悲凉。

张爱玲本身就是一本耐人寻味
的书，静心阅读后，你会发现：这样
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这样
一个感性坚毅的女子，还是难逃一
个“情”字。

绚丽红尘一世倾情，张爱玲留给
读者的是“余韵悠长”。 她的一生是
伟奇的一生，正如同她笔下的人物一
样，苍凉而捉摸不定。她常说自已是
个俗人，实际上，在她澄澈悲悯的眼
光之下，“俗”是对于无奈生命的一种
达观和认同。她的风姿绰约，她的魅
力文字告诉了我们：原来，生命能够
如此张扬，我们也可以那样活着。

■丁国平 文

一
读书不难见疑，难的是心中无

识，说不出疑的内涵。
二

善读书者，必有善进书中的小
径，可若不知出门，只能说善进不善
出，其办法打对折。

惟有能入，又能出，才是真正的
读书人。

三
书一多，便滥。无定性的人，会

失去方向，反而不及没有几本书的
人，眼光深邃，如炬燃烧于长夜之中。

四
无书可读，是人生的悲剧；有书

可读，就一定是人生的喜剧吗？
五

看书一成为习惯。便不必为之
担忧，因为手头之书一读完，其便不
甘寂寞，一定会寻更多的书来读，所
以教孩子的读书方法，不是其他，而

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如俗语说：习惯
成自然。好的习惯，使人受益一辈
子，而恶习也会害人一辈子。

六
许多专家学者谈起读书，都主

张读经典名著，以为一本名著抵几
十本、甚至几百本非名著给人的帮
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许多名
著不但前人读不懂，后人也读不懂，
原因是能读懂名著的，本身水平已
接近作者。

七
最好的读书，乃为运用，如顾炎

武的“学致以用”，这种观点用于读死
书的人身上，颇见疗效；用在不读书
的人身上，可能会出问题。因为读书
太少，受之于书的影响就大，万一是
本不科学的书，不理性的书，不优美
的书，匆匆忙忙就去运用，很容易遭
受挫折。

八
书犹如鲜花，一朵独压群芳，固

然可赏，却比不得百花齐放，万紫千
红的热闹非凡。连比较的花卉都没
有，赏花极易走偏，反而失去审美的
观照，依此类推，读书胜似赏花，没有
书，或仅有少量的书，依然不行。

九

看书有时抵不上读书，眼过千
遍，不及读书一遍。看无法品出语
音、语调、语气、语韵以及语言的优
美，更无法品出书中的感情。读书就
不同，读时，自己已不是自己，自己是
作者，倾吐的是自己的心声，抒发的
是自己的感情，久而久之，可以使自
己的思想更为严密，语言精美，而文
势不减。

十
读书有时不及抄书。书读后，时

间一长，很容易忘记；忘记了，书读了
等于无用；抄书就不相同，或多或少，
记下书的要点和精华，仔细品评，效
果甚佳，所以有人称：不动笔墨不读
书，真是至理名言。

十一
抄书的根本，不仅仅在于积累知

识，更重要的是从中激活自己的创造
力，有所感则有所发；有所悟则有所
评判，这样在无形中，梳理了自己的
思想，鲜明了自己的观点，周密了行
文的逻辑，优美了文章的语言。

十二
对于一种能启迪思想的好书，肯

定少不了在书中作各种符号，有时在
空白处，添一点眉批，于“天地”之间
加上一些综述，这样的书，才能算是

自己的书。只做到这一步，尚欠火
候，一定要将全部的评价在书阅完后
写出。不写出，时间越久，感受会模
糊，而每写一次，则加深印象；每次重
读，都会涌出新的见解。

十三
读书要有重点。每捧起一本书，

最好是打歼灭战，集中自己的精力，
如泰山压顶一下子扑灭“对方”的气
焰，不然，一仗未了，另起一仗，常常
会弄得人“精疲力尽”，而岁月若奔，
光阴似箭，生命不再，哀伤不已。

十四
寂寞才读书，不知是谁的发现！

在红尘中，总是忙忙碌碌的人，每天
要做许多事情，根本没有多少闲空来
读书，对他而言，怎么可能寂寞？真
正寂寞的人，缺乏交流的对象，需要
填补心灵的空白，也只有寻书，进行
彼此的沟通，才能熄灭内心的“炎
热”。从历史上看，沉默总是在红尘
中活跃的分子，能留下有价值的东西
的人，恰恰是寂寞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