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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游内蒙散记
李绍彬

我又一次去内蒙了。 和上次一
样， 游走内蒙的记忆里写着两个
字：深刻！ 然而，这深刻却因心境不
同而透着无奈与畅快。

第一次是 2021 年 10 月和朋友
结伴，奔着额济纳深秋迷人的胡杨
去的，结果邂逅了当地新冠疫情的
突发，在宾馆里苦苦淹留 28 天。 那
种眼前有景赏不得的无奈，和昼夜
思乡归不得的惆怅交织着。 彼时，
突如其来的疫情既不解人意，也不
解风情。 身似楚囚的感觉，深深地
嵌进了我的记忆。 这从我当时的两
首拙作可见一斑。 《问雁》：寒来风
似刀，秋尽雪如霜。 晓问南飞雁，何
日到吾乡？ 这是被困 20 天时所记。
解封之日又作了 《浣溪沙·归去
来》：禁门既开即刻走，北国此行赛
楚囚，自此不叹月如钩。 不堪回首
驾车去，一如快马踏清秋 ，辞罢雍
州向豫州。

癸卯年 7 月初，再游内蒙。 这
次是我和妻及朋友两口一起去

的，目的是领略夏日草原的风光，享
受高原凉爽的夏风，当然还有心仪
的青冢和成陵。 由于是自驾，游程
轻松而随意。 游历还算丰富，有远
观亦有近赏，有走马观花式的到此
一游，也有沉浸式的流连忘返。 一
路赏玩，一路欢笑，一路思索，一路
感叹。 虽然舟车劳顿，却也甘之如
饴。

置身蒙古高原，顿觉天之高远
地之广袤，“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的意境会随着你
的身临其境而突然真切，仿佛触手
可及。 如此广阔的自然空间，会使
人顿然觉得自身原本很渺小，从而
平添对天地的敬畏之情。难怪生活
在高原的人们，大都怀有自然崇拜
情结呢。

在内蒙，放眼凝望长天上变幻
莫测的白云，你会一下子联想到纤
尘不染的无瑕白玉，自然会有摘一
片下来的冲动；欣赏绿海一样的草
原风光， 眺望略显苍凉的远山，面
对茫无际涯的戈壁原野，都会感受
到视觉冲击力的震撼。在草原上漫
步，脚下极具弹性 ，会让人怀疑自
己的触觉是否真实。阵阵清风把不
知名的花香和着青草的味道塞进

鼻腔， 像羽毛拨动着嗅觉中枢；把
自己丢进沙浪， 忘情得像个孩童，

全然忘却我们是一群老人。大快朵
颐地品尝地方美食，感叹于食材的
道地及加工的考究，味觉已经得到
了极大的满足，躁动的味蕾勾引着
食欲， 使你胃口大开而不忍停箸。
惬意写在脸上， 畅快已融化入心。
这是大自然的恩赐，也是地域人文
的魅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域人
文也是大自然的产物。人类不正是
大自然的儿子吗？人类在大自然面
前怀揣赤子之心 、敬畏之情 ，才是
人间正道。

我和妻以及朋友一家，在内蒙
逗留了 8 天时间。 我感触最深的就
是大自然深深地眷顾着这块土地，
赋予了蒙古高原大气磅礴的立体

色彩。 大空间，大戈壁，大荒漠，大
视野 ， 大宝藏 ， 就连我们的母亲
河———黄河，也在这里拐了个大大
的“几”字弯，天造了富饶而美丽的
河套平原。 这一切，无不彰显着撼
人心魄的大自然的力量。 之于大自
然的神秘力量 ， 人类可以有所作
为，但毕竟有限，甚至是卑微的。 放
眼无际的草原，仿佛自己就是脚下
的一棵小草，抑或是一朵不知名的
小花 ； 把自己放进浩瀚无垠的沙
漠 ， 似乎自己就是眼前的一粒沙
子。 小草小花也好，沙子也罢，正因
为大自然之手成就了它们的相聚，
积细小而浩大， 聚弱小而强大，从
而无边无涯蔚为壮观，成就了内蒙
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尽人
皆知的乡俗俚话。 “人是环境的产
物 ”， 这是西方哲人罗伯特·欧文
的话。 马克思又说“人是一切社会
关系的总和”。没错，大自然的慷慨
恩赐， 造就了高原人特有的性格，
彪悍、豪爽、包容、热情、冲动，同时
特别大气。 高原人民的大智慧、大
气魄、大胸怀、大格局 、大手笔 ，古
往今来赓续不断 。 人与自然的默
契，铸就了蒙古族文化的灵魂 ，书
写了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人文史

诗。
走进昭君墓园，钩沉昭君出塞

的历史真相，不禁让人沉思。 昭君
出塞其实是一段悲情的故事，但汉
匈和亲却衍生了极致的人文效果。
边关无战事， 鸣镝销声半个世纪，
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定祥和。 和
亲的故事至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

可是谁又能理解红颜薄命的昭君

的幽怨呢？ 然而，这正是彼时的呼
韩邪单于大智慧编导并主演的一

幕历史正剧。 如今的民族关系已经
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翻到了新

的一页，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地抱在一起。 王昭君和文成公主们
也只有在那个时代，才能成就特定
的历史价值，而名垂千古。

如果说昭君墓园留给我的是

几分景仰几分悲叹的话，大漠之上
规模宏大的成陵带给我的就是足

够的震撼和悲壮。
徜徉于成吉思汗陵，听讲解员

带着几分肃然 、几分自豪 、几分虔
敬，如数家珍的讲解 ，你会深切感
受到，成吉思汗在蒙古族人民的心
中就是一代天骄 ， 是大英雄大圣
明，是神一样的存在。 因为成吉思
汗统一了蒙古各部之后，为了蒙古
民族的利益和发展，数十年矢志不
渝，先后三次率军西征，开疆拓土，
挥鞭波斯，饮马黑海。 这极大地满
足了马背上民族的征服欲望，客观
上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融。 这
为蒙古民族的崛起奠定了雄厚而

坚实的基础。
走出成陵，我的心情良久难以

平静。 金碧辉煌的穹庐式奉殿，就
是天花板级别的蒙古包了。 庄严肃
穆的祭坛，完全是北京天坛公园里
祭坛的克隆， 气势雄伟的牌坊，在
我所见过的皇家牌坊里绝无出其

右者。 跨马挺刀的成吉思汗雕像高
大威猛、挺拔伟岸。 陵前宽阔笔直
而且悠长的神道，以及与之相连的
一排排一群群呈奔突状的雕塑，仿
佛金戈铁马战车如云一往无前的

历史画卷就在眼前； 鼓角阵阵，战
马嘶鸣，仿佛穿越了时空在耳边回
荡。 我的心灵显然是被震撼了！ 蒙
古族人知道，民族英雄的灵魂一定
要安放在足够宏大的地方。 尽管只
是衣冠冢，但每每都要虔诚而隆重
地祭祀，长久而无尽地追念。 这里
已是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圣殿。 其
实， 放在世界历史的大格局中，成
吉思汗的西征也是腥风血雨，所到
之处生灵涂炭。

于是我想，对历史人物功过是
非的评说，放到彼时彼地 ，用彼情
去审视，才不致失之偏颇。 对历史
人物的扬弃一定要坚持古为今用。

毫无疑问，成吉思汗知人善用的大
谋略、纵横捭阖的大气魄 、咬定目
标的大定力，不也是新时代所需要
的吗？ 沉思中耳边似乎响起了国歌
的旋律。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与圆梦路上的风风雨雨甚至是暴

风骤雨作斗争，需要全民族的浩然
之气，需要一往无前的成吉思汗般
的英雄气概。

走进乌兰夫纪念馆，你会为高
原人民的大情怀大担当所感动。 不
论是北平和平解放的“绥远模式”，
抗美援朝时的踊跃参战和全力支

前，还是三年困难时期 ，无数内蒙
古额吉不顾自家困难，无怨无悔地
领养 3000 多个来自上海的孤儿，一
张张图片讲述着内蒙古人民朴厚

的担当，让人不禁联想到他们的身
躯像连绵的阴山一样坚实而宽厚，
他们的情怀像塞上八千里辽阔的

土地一样博大而厚重。
站在高原草场，当一排排一片

片数不尽也望不到边的风电装置

映入眼帘，你会惊诧于天造与人为
的妙然结合。 顺势躺在绿油油的草
地上 ，仰望风车叶片旋转 ，听着叶
片转动带起的节奏固定的风声，仿
佛听得见大地的呼吸，安逸闲适之
感油然而生。 据说这是亚洲最大的
风力发电厂。 我不禁惊叹于这片高
原的活力，惊叹于高原人民大手笔
的创造、大气魄的建设。

其实， 内蒙古人民的大气魄、
大手笔也淋漓尽致地书写在城市

建设的画卷上 。 宽阔笔直且干净
敞亮的城市道路 ， 比起土地金贵
的中原显然是大号的 。 在鄂尔多
斯市府驻地康巴什新区 ， 你会顿
时觉得想象力太小儿科了 。 大马
路，大群雕 ，大到望不到尽头的街
心市政公园，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
止。 遗憾的是车稀人少，虽无堵车
之虞，却有空寂之感。不过我想，假
以时日这里一定会发展起来，十里
繁华万家灯火的岁月一定不会辜

负这片热土。
此时此地此情此景，这里的山

水人文每一处都是视觉盛宴，每一
处都是精神大餐。 亲戚一路驾车陪
游，还安排我们的食宿 ，让我们尝
遍了当地的美食， 既饱览了风光，
又大饱了口福。 一路赏玩，一路吟
哦，感念于斯，好不快哉！ ③22

随笔

故乡的水和月
秋煦

我居住的村子周围，有很多古
时遗留的坑塘， 乡亲们叫她寨河。
春天，雨季到来，河水上涨，涟漪迭
起，碧波荡漾。 每当这时，我和一帮
小伙伴就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到那

里，或捉鸟捕鱼，或游泳嬉戏，常常
是饥肠辘辘，不思归期。

我喜欢水， 喜欢她沉静含蓄，
温婉如玉。 我也喜欢月，喜欢她如
明镜高悬 ， 统摄幽暗 。 秋天的傍
晚，我在水边玩耍 ，看月亮静若处
子，动若脱兔 ，忽然发现傍晚的水
塘和白天不一样 ， 特别是被月光
照耀时，河水变成了修女 ，纯朴而
安详。 这时你会感觉如梦如幻，不
知身在何处。 抬头看天，天上有个
月亮，低头看水，水里也有个月亮。
不知道是天上的月亮掉进了水里，
还是水里的月亮挂到了天上。我不
知道天上的月亮和水里的月亮哪

个圆、哪个亮，只知道当我离开时，
水里的月亮会与我诀别，而天上的
月亮则一直跟着 ，抚慰我 ，潜入我
梦乡。

我的童年是月光和水组成的。
在我尚未摆脱少年烦恼时，就接过
了沉重的生活担子———挑水。母亲
说，只有小时候勇挑重担 ，长大才
会有出息，并把挑水形象地称之为
“蹲苗”。 因为白天要上学，蹲苗一
般在晚上。 每当繁星闪烁，地上铺
满月光时，我便担起水桶 ，忧郁不
安地奔向井台，身后总伴随一个小
人儿。 我知道那是我的影子，是月
老指使他为我撑腰壮胆的。我挑着
水晃晃悠悠往家走。我掂起水桶往
缸里倾，月亮便从窗口跳进屋。 这

时我看到桶里有个月亮， 缸里也有
个月亮；屋里有个月亮 ，心里也有
个月亮。 腾地，从记忆深处冒出一
首儿歌：月亮走，我也走，我和月亮
手拉手。扑通———咣！我摔倒了，水
和月光洒落一地 ， 分不清哪是月
光，哪是水痕。

儿歌是母亲教的。因为我惧黑
闹夜，母亲无奈 ，便编了这首儿歌
拍打着床帮哄骗我 ：哦 ，哦 ，月亮
走，我也走，我和月亮手拉手 ；哦 ，
哦，快睡着，乖乖睡着妈干活！母亲
一边拍，一边张着大嘴打哈欠。 等
我进入梦乡， 母亲早已疲惫不堪，
最终趴在床边睡着了。后来我就经
常做梦， 梦见最多的就是坑塘、井
台和月光，常常在漆黑夜里猛然看
到一道光亮 ， 那光亮就像母亲的
脸，慈悲又安详。

再后来我参军去了部队，远离
了水井坑塘，但沉浸在水里的那轮
明月，却一直飘忽在心上。 再后来
我转业到了地方，被分配到县城工
作，面对车水马龙高楼大厦 ，我突
然觉得身边少了点什么。 少了什么
呢？ 县城所在地是一座古镇，周围
有烟波浩渺的护城河，一天下班归
来，在路过一座桥时 ，蓦然感觉眼
前一亮，看到水中有片云 ，云里有
颗夜明珠似的发光体，我知道那是
小时候的月。 虽然时光已久，但她
看上去依然是那样明亮圣洁。 我怦
然心动，知道她是在等我。 人不论
走到哪儿，恐怕都很难摆脱月光的
跟随， 不论你是否在意她的存在，
她一直都在远处向你招手。 这时我
又想起母亲教的那首歌： 月亮走，

我也走……
我怀念过去，怀念月光、坑塘。

面对世俗百态， 我常常神情恍惚。
是啊，很久没有回家了 ，母亲现在
怎样了呢？ 生活之于人，就像秋风
扫落叶，最终收获的 ，只是几许白
发，一缕惆怅。 由于各种原因，自打
离开家乡后， 与母亲便疏远了，别
说拉手，一年到头连面也难得见几
次。 这时的母亲仿佛已不是母亲，
而是变成了月宫里那个捣臼的老

人。 她捣啊捣，已经积攒了很多米，
在等待她的儿女们回去吃。 而她的
儿女们却远在天边，只是偶尔向星
空望一眼。我问月亮：想我没？还认
得我不？ 月儿含笑不语。

记忆中的坑塘小溪 ， 井台水
缸，或许已随时光变了模样 ，唯有
月亮时隐时现，独自徘徊。 不行，我
得回老家， 再看看当年的水井，还
有那口缸！

在一个秋日 ，我回到了老家 ，
又看到了田园 ，看到了村寨 ，看到
了水塘，看到了月色。 正值中秋时
节，苍穹高远 ，云燕齐飞 。 我沿村
路向家走 ，在一片高墙夹缝里 ，看
到一排破砖房，那就是我的家。 月
光依旧 ， 水桶仍在 ， 只是水缸没
了。 母亲的脸如那残墙破壁，斑点
密布，皱纹深陷 ，这让我想起月宫
里那棵菩提树。 母亲已九十高龄，
没有大疾 。 见我归来 ，先是惊诧 ，
继而欣喜 ，但眼神已远不如过去 ，
走路也像风吹杨柳 。 她不顾年迈
体弱，执意要为我下厨。 我没有阻
拦，因为我想看看母亲烧火 ，看看
那久别的炊烟 。 我知道母亲一生

需要我感恩的地方很多很多 ，但
遗憾的是 ，我只记住了那首儿歌 ：
月亮走 ， 我也走 ， 我和月亮手拉
手。

离厨屋不远有个水泥台，我知
道那是原来的压井，是我当兵那年
打的 。 后因自来水管伸到了家门
口，再说母亲年事已高，压不动了，
才被迫废弃 。 在紧靠堂屋的窗台
下，放着一辆架子车 ，车架已经腐
朽，抬手就能掰下一块。 当年我曾
用它送肥运土，转眼间已经物是人
非。 看来这世上任何事物都有生有
灭，真正留存下来的 ，只有感伤和
回味。

傍晚时分， 下起蒙蒙细雨，我
打伞走出村子 ， 想看看村边那个
坑，还有村后那条河。 后经询问才
得知，原来寨河早在十年前新村规
划时就填平了，那片新兴楼群就坐
落在原来的坑塘上。

这时雨过天晴，一轮圆月从天
边升起，光芒照耀大地。 我望着明
月悲喜交集 ，嘴里不停默念 ：月亮
走，我也走，我和月亮手拉手。只是
隐隐地感觉到，今天的月亮似乎已
没有昨天圆，这从母亲那蹒跚的脚
步和迷离的眼神里能明显地感觉

出来。
我不知道倾在地上的那桶水，

还有那片月光， 最终会流到哪里，
只知道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母爱
就是光和水，不可或缺。 在你困惑
迷茫时， 她是你的航灯和路标，在
你空虚无助时，她是你的执念和依
靠。

愿母爱永在，月色不老！ ③22

传承中医药 我们在行动
王志冰

青年中医说：
小时候先辈告诉我，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长大了老师告诉我，
传承中医是我们的志向。
历史告诉我，
中医是祖国的国粹，
中医药文化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
从此我选择了中医，
要为祖国的传统医学贡献力量。

壮年中医说：
一把草药一根银针，
是我们医治疾病的法宝。
辨阴阳、化五行、走经络，
不再那么深奥与玄妙。
《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

《伤寒杂病论》，
引领我们走入中医殿堂。
名医扁鹊、 医圣张仲景、 神医华

佗、药王孙思邈，
这些中华医史上璀璨的明星，
闪烁了中医的星空，
照亮了悬壶济世之路，
增强了我们传承发展中医的信心。

老中医说：
中医是祖先留给我们 的 宝 贵

财富 ，
千百年来护佑着人们的身体，
传承发展中医是吾辈的责任。
中华医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中医以其辨证的思想和确切的疗

效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

青年中医说：
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
满怀豪情跟师学习，
诵读经典，研习临床。
一句句经典，
一味味中药，
一张张药方，
一个个医案，
逐字逐句读，
逐味逐症辨，
读辨悟践，守正创新。

壮年中医说：
整体观念是中医的特长，
养生保健治未病是中医的特色，
中药、针灸、推拿、拔罐、食疗 、气

功无一不是国之瑰宝，
八段锦、五禽戏养生保健显奇效。
阴阳五行，五运六气，
气血津液，五脏六腑，
八纲辨证，四诊合参，
君臣佐使，理法方药，
无一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老中医说：
草药银针医大病，
丹心妙手挽沉疴。
传承本草医文化，
推陈出新惠民生。
弘扬岐黄之术，
展示杏林风采，
薪火相承永流传。
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传承，
传承是中医永续的源泉。 ③22

我们是新时代中医人
刘俊宏

中医，你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草木山川蕴藏着奥秘， 古法针灸

展现着神奇。
回眸历史长河， 中医是先祖智慧

的结晶。
神农氏尝百草，始有医药，
扁鹊首创望闻问切，四诊合参，
张仲景作《伤寒杂病论》，提出辨

证论治，
华佗创制麻沸散，开手术之先河，
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创经络

针灸理论，
孙思邈著《大医精诚》，彰显医者

仁心，
李时珍辑《本草纲目》，流传千古，
叶天士巧治霍乱 ， 创瘟疫防治

体系。
时至当代，大师辈出，
120 名国医大师，200 多名全国名

中医，
千年经验展现实力， 古老智慧又

焕生机。

中医药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国家的

支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国务院印发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

划纲要》，
国家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

药法》，
无不体现着国家对中医药事业发

展的关注与支持。

中医药的蓬勃发展离不开老百姓

的喜爱。
推拿拔罐，疏通经络。
顺应四时，和于节气。
预防为主，辨证论治。
治未病理念深入人心， 养生之法

风靡。

中医药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对传承

创新的坚守，
传承不泥古，把握中医药的精髓，

创新不离宗，守住中医药的根本，
兼容并蓄，大胆创新，
促进中西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
让古老的中医药焕发新的光彩。

中医药， 是我们与世界友好交流
的桥梁。

中医针灸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
《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入选世界

记忆名录，
丝绸之路上拔地而起的中捷中医

中心，
疫情期间传播到 150 多个国家的

中医药诊疗方案，
北京奥运会上不少外国运动员身

上的火罐印儿，
都是中医药从华夏大地走向世界

之林的缩影。
重视整体平和，强调个体差异，
中医药蕴含着深厚的中国哲学、

中国智慧，
彰显独特的文化魅力。
中医药走向世界有助于增进中外

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
让世界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进一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理念。

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时代的召唤催人奋进，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现实目标，
迫切需要中医药在治未病、 重大

疾病治疗、疾病康复治疗中发挥作用。

历史的潮流激荡人心，
我们要抓住新的发展机遇， 担负

新的历史使命，
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

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
增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
传承数千年的中国智慧、 历久弥

新的中医药，
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 绽放出更

璀璨的光辉。 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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