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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我与儿子漫步在小城的街头，清爽的风丝丝缕缕吹过，淡淡
的花香，阵阵袭来，好不惬意。

你看，路边的木芙蓉花开得好艳啊，白的、粉的、红的，一朵朵，一簇
簇。不知不觉秋，已来了多时，木芙蓉花也在不知不觉中开满了一树树和
一条条街。硕大的花朵如一个个别致的灯笼，挂满了树，它们互相挨着，
彼此绚烂着，就像一张张笑脸，仿佛在向路人频频招手问好。浅青色的叶
子衬托着它们，愈发显得它们娇美、好看，使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记得第一次认识木芙蓉花，是在上初中那会。有一次我和几个同
学结伴去上学，无意中看到路边有一棵树开满了花，又大又美的花朵立
即吸引了我们。我们几个不由自主地停下来观看。有一位认识此花的
女同学说，这是木芙蓉花。我被惊呆了，从没见过如此漂亮的花，看着
忍不住地想去摘，那位识花的女同学赶紧把我拦住说：“不要随便摘，爱
花更要惜花，况且，摘下来的花一下子就枯萎了，花朵在树上，好多天都
是鲜艳的，你如果欣赏它，喜欢它，就应该保护它，这样，木芙蓉花就会
被更多的人去欣赏。”女同学说得非常在理，我向她投去了钦佩的眼
神。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路过那条路，都会看到娇艳欲滴的木芙蓉
花，每次看到，我的心情就十分的美，就像这花儿一样美……

“老爸，快看！这朵花特别好看！”儿子欢快地叫着，把我从遥远的
思绪里拉了回来。我顺着儿子手指的方向看去，一朵半粉半白的木芙
蓉花正迎风摇曳，开得特别鲜艳，十分好看。落日余晖，彩霞满天，黄昏
里的木芙蓉花风情万种、顾盼迷离，好像在向你倾诉它的万千柔肠，让
你得一瓣清香，获一枕美梦。喧嚣的城市，林立的高楼，到处都是忙碌
的身影，如果他们在工作之余邂逅一树木芙蓉花，也会被她们的美所吸
引，也会暂时忘却岁月里的纷繁。

有人说，赏木芙蓉花不宜太近。是的，太近了，反而闻不到香、看不
到美。稍远一点，清风自会把花香徐徐送来，婀娜多姿的花朵儿，也会
摇曳生情，让你沉醉不已。记得有位名人曾说:“适当的距离，会使每一
个人成为一个完美而独特的风景；适当的距离，会使人跟人在距离之外
产生思念。”是啊，人与人相处要有适当的距离，如果太近了，就会有摩
擦，就会滋生许多嫌隙，弄不好，还会互生怨恨。距离产生美，如果隔上
一点距离，反而会思念，会更有亲切感。适当的距离，才会淡雅馨香，悠
远绵长。

我希望世间的情谊如木芙蓉花的清香一样，不温不火，不远不近，
萦绕牵念，幸福久长。

今夜秋风萦萦，今夜，木芙蓉花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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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日的呼伦贝尔草原上，几乎每天都有一场
急雨降下。

常常太阳还高悬在天上，大片大片的云朵也在
肆意游走，大雨却突然而至。在天空的一个角落，
厚重的乌云下面，形成一个奇特的雨柱，仿佛天空
被谁无意中戳下一个大洞，于是汪洋大海瞬间倾泻
而下，大雨重重地砸在草原上，所有的牛羊马匹都
无处躲藏，便在空旷的大地上，低头承受着这一场
夏日的突袭。

有时狂风大作之后，暴雨会像一头猛兽从天
而降，在草原上呼啸狂奔，并用响彻云霄的怒吼，
震撼着路人。随即，一道闪电划破长空，照亮寰
宇。赶路的人心里怀着惧怕，屋檐下的人也止了
步，院子里忙碌的人，则啊啊大叫着匆忙跳进房
间。果然，雷声轰隆轰隆地疾驰而来，瞬间在头顶
炸裂，紧接着，瓢泼大雨从被雷电撕裂开来的天空
上倾泻而下。

好在，草原上的风雨，总是以大扫荡的姿势稍
纵即逝。不过半个时辰，一切便倏然停止。草原恢
复宁静，牛羊马匹在风雨中重现身姿，仿佛片刻之
前，它们从大地上全部消失。但其实没有一头牛从
风雨中离去，它们顺遂地接纳着瞬息万变的草原，
不去逃避，也无处逃避，于是俯首便成为它们在大
地上永恒的姿态。

雨后寂静的草原，仿若从大地母亲的子宫里，
刚刚诞生的婴儿，散发着迷人的芳香。每一寸土
地，每一株野草，每一条河流，每一处纹理，每一丝
褶皱，都闪烁着恒久的生命之光。风停雨驻，所有
的喧哗都忽然消失，只剩这片温柔起伏的草原，用
无与伦比的美，将途经此地的人们，瞬间击中。

想起黎明时分看到的太阳，千万年来从未有过
改变的太阳，在晨露悄然沐浴整个草原的一刻，竟
然像从大地母亲的子宫里，刚刚诞生的一个太阳！
它睁着新奇的眼睛，在短短的几分钟里，就从大地
母体中剥离出来，而后用尽全身的气力，从地平线

上一跃而出。我站在湿漉漉的草地上，眼眶有些潮
湿。大地的子宫，我第一次体会到这样一个词语的
深情。某一天，当我即将离开这个世间，我一定不
会难过。因为，我只是重新回到了大地的子宫里。
我将在这里安眠，化为泥土，孕育花草，生生不息。

午后从海拉尔市区返回草原的路上，看到起
伏的山脊上，与云朵相连的最高处，一头奶牛现出
诗人般的忧伤，它背对着我，深情地眺望着远方。
远方有什么呢？一头牛在吃草的间隙，抬起头来，
一定无数次地这样想过。它想去走到更远的地
方，看看那里的山坡，尝尝那里的水草，听听那里
的虫鸣。可是最终，它什么也没有做，只以永恒的
俯视大地的姿态，站立在脚下的草原上。那沉默
犹如神祗的身影，向着泥土，深深地扎下根去。于
是一头牛，与成千上万头牛，相连在这片丰美的大
地上，并成为大地的一个部分，生机勃勃又永生不
息的部分。

秋天尚未抵达，但呼伦贝尔草原已经将行人打
包，丢上朝着深秋疾驰的列车。人坐在窗户旁边，
看着飞快后退的树木，在冷嗖嗖的风里瑟瑟发抖，
忍不住也裹紧了衣服。好像，列车即将抵达的，是
大雪封门的深冬。

而伊敏河的上空，正有成群的水鸟，自由地翱
翔。隔着车窗，我听不到激越的歌声，却被它们直
冲云霄或俯击水面时的凌厉身姿，深深地打动；仿
佛我就是其中的一只，在苍茫的大地上，在这片永
恒的草原上，在我灵魂的故乡，不息地飞翔、飞翔，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每日浩浩荡荡吹过这片草原的大风，从未改变
过一株草，弯向大地的深情的姿态，或者一只鹰，击
破长空的壮志豪情。流浪生死的旅者，如果抵达这
片呼伦贝尔草原，一定会被它的美丽、苍茫、辽阔深
深地吸引，会想化作骏马驰骋的道路旁，一朵悄然
绽放的野花，一只在草叶上栖息静默的飞虫，一头
蹲在高高的草垛上荒废漫长午后的山羊，留在此

地，永不离去。
黄昏时分，大地湿漉漉的，露水沾满每一株植

物；夕阳温柔地洒下来，于是每一片草茎上便顶着
一个晶莹剔透的王国。鸟儿归巢，牛羊回家，只有
骏马，尽情地享受着一天里这稍纵即逝的美好片
刻沐浴在流光溢彩的金色河流中，低头享用着自然
的恩赐。

我在草地上站立片刻，凉意沿着脚踝蜿蜒而
上，侵入我的每一寸肌肤，直至细胞和血液。那一
瞬间，我仿佛重新成为一个胎儿，躺在母亲的子宫
里，世界不复存在，一切回归虚无。夕阳，只有这金
色静谧的生命之河，化作羊水，温柔地流淌过我，包
裹着我。

当夜色降临草原，路灯便次第亮起。这是现代
文明对草原的进驻，在此之前，这个明珠一样的草
原小镇上，没有一盏路灯，于是夜晚便只有墨汁一
样浓郁的黑，弥漫整个的大地，彷佛大地陷入永恒
的沉睡之中。

就在这照亮深夜草原的灯光中，我与童年时的
萤火虫不期而遇。它们穿过二三十年的漫长光阴，
突然抵达我的面前，让我几乎受到惊吓。我从未想
到它们如此热爱光明，已经携带了灯盏，却依然飞
蛾扑火般，向着更明亮的地方飞去。

我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抬头看了许久，直到露
水浸湿了鞋子，我才唤了女儿阿尔姗娜，回去入睡。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喜欢灯光？阿尔姗娜
问我。

因为它们一生向往光明。我温柔地回她。
（安宁，生于上世纪80年代，山东人。在《人民

文学》《十月》等发表作品 400 余万字，已出版作品
26部，代表作《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遗忘在
乡下的植物》《乡野闲人》《迁徙记》《寂静人间》。获
华语青年作家奖、冰心散文奖、丁玲文学奖、三毛散
文奖等多种奖项。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委会委
员，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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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燠热难耐的夏天，他匆匆走了。连日来，翻看朋友圈他的留
言和点赞，回放全民K歌中他留下的歌声，恍惚间觉得他并没有远行，他
还会及时为我点赞，还会早早地在十一或春节前张罗着小聚。我不敢
相信，老天爷对一个那么仁厚善良、踏实上进、热心快肠的好人竟会如
此不公和绝情！我不敢相信，那些美好的过往、短暂的相聚都已成为珍
贵的回忆，等着在今后的岁月里再被一遍遍拾起。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20多年前，我住在四楼上，他跟着另一位朋友
前来造访。那应该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时我们正年轻，精力旺盛，热
情满怀，喜爱交往。而他更是一个热情如火的人，笑容真诚坦荡，说话
风趣幽默，我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了解到他出生农家，年纪轻轻就
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由孩子王携笔从戎，在祖国的心脏站岗放哨，
脱下戎装后放弃留在大城市的机会，坚决要求返回家乡工作，我对他又
增添了几分敬意和好感。

初次见面我就认定，我们都是那种很实在的人，可以做朋友。此
后，我们各忙各的，很少再有交集。直到四五年后，我有幸和他成为同
事，朝夕相处，接触才变得频繁起来。那时工作节奏很快，加班加点、熬
更守夜是常事。而他的岗位更琐碎更辛苦更操心劳神，却从没见他有
过任何怨言，发过一句牢骚。哪怕通宵达旦彻夜未眠，第二天早上他用
凉水抹一把脸，照样强打精神继续忙碌，照样对领导、同事笑脸相迎。
他那非同常人的踏实肯干、任劳任怨，让我钦佩不已。

更让我叹服的，是他对人的真诚友善和无私帮助。他经常善意地
提醒我一些事情，处处主动替我着想，帮我分担压力。我有事向他求
助，无论公事私事，他都满口答应，然后一定能帮着办好。其实有些事
他也很难办，可他总是不怕麻烦，不惜委托很多人，直到办妥为止。那
时在我和同事们眼里，他是工作勤勉的“小黄牛”，是性格开朗的“开心
果”，更是助人为乐的“及时雨”。他的豪爽义气和古道热肠，让我一次
次深受感动，认定他是值得深交的朋友。

数年后，他提拔外调，先后换了好几个单位。我们接触少了，但结
下的友情并没有因此而淡漠。他还是那么风风火火，每到一个新岗位
都想干出一番成绩。他打电话来，或跟我见面，聊的多是工作上的事
情，或征求我的建议，或请我修改文稿，或分享他的工作成果。有时甚
至在深夜，他也会来电探讨工作上的事情，可见他是多么用心和执着。
年岁见长，他没有变得世故和懈怠，依旧热情如火，干劲不减，这是多么
的难得和可贵。

再后来，我离开了家乡，他也调到了荆州，我们的交往变成了电话、
微信联系和一年一两次的聚会。地理的远隔，并没有疏远我们的友
情。他总是热情地在微信上为我点赞，给我打气加油，让我深受鼓舞。
我漂泊异乡，每当想家的时候，只要想到老家还有他和一帮关爱我的朋
友，就倍感温暖，不再孤独。

人到中年，我一直以为来日方长。万万没想到，可恶的病魔会逼着他
在顽强抗争近四年后遽然离去，从此我们阴阳两隔，此生再难相见。人活
一世，草木一秋，这辈子真正在意你，又让你在意的朋友，其实不会太多。
他就是这样的朋友，却永远离我们而去，这是何等的悲怆和无奈！

这些日子，在对他不绝如缕的怀念中，我不止一次想到了家乡的火
棘。如果要把他比作一株植物，我相信他是一棵火棘树。不管环境多
么贫瘠，火棘都拼尽全力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像极了他刻苦努力、积极
上进的一生；火棘花素雅洁白，待所有花儿都谢了才悄然开放，就像他
纯洁的人品、谦虚内敛的性格；火棘果一串串一簇簇红艳艳地挂在枝
头，亦像他对工作、对他人如火的热忱和热情；温暖、慈悲、红火、好运，
这是火棘的花语，也正是他带给这个世界和人们的。

那一树火棘红，永远燃烧在我们心里！

追追忆故人

大地苍茫大地苍茫
□□ 安安 宁宁

我第三次登上鼓浪屿，竟然有点“莫名其妙”的
感觉：一切都似陌生，却又特别熟悉。

鼓浪屿被称为“女王皇冠上的宝石”，位于厦门
岛西南隅，与厦门市隔海相望，面积1.9平方公里。
鼓浪屿古名“圆洲仔”，因西南海滨礁穴受浪冲击，
声如擂鼓，明代改称“鼓浪”屿。岛上气候宜人，四
季如春，无车马喧嚣，有鸟语花香，素有“海上花园”
之誉。特别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外风格各异的建筑
物在鼓浪屿汇集，有“万国建筑博览”之称。

或许是职业使然，在近观远眺鼓浪屿壮观美景
的同时，我对鼓浪屿历史建筑脉络清晰、风格迥异
的“分期分类”有了进一步的感性认识，当然，这种
认识既是基于对不同时期代表性建筑的专业认知，
也是来自于对观赏建筑实体的普遍认同。

既然爱上鼓浪屿的历史建筑，就有必要记住这
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历史，无论它是民族文化的传
承，还是屈辱历史的见证。

“四落八厝”是鸦片战争以前鼓浪屿的代表性
建筑之一，它具有闽南三角区的原始民居形式。围
着这片修旧如旧的建筑群，络绎不绝的游客无不驻
足兴叹，马鞍式山墙的立面造型是中华建筑特色的
重要元素，因此在鼓浪屿众多西洋建筑中“四落八

厝”鹤立鸡群，韵味十足……
“日本领事馆”是鸦片战争以后鼓浪屿成为中

国近代公共租界而兴建的西式风格建筑之一。在
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包括建筑形式在内的东西
方文化在鼓浪屿深度交融，“日本领事馆”建筑立
面所采用的闽南特色清水红砖外墙就尤其醒目。
可是，我发现在此参观的游客却寥寥无几，应该是
睹物生情，不屑一顾吧，因为国人鄙视侵略者，痛
恨殖民统治。

“海天堂构”是1920年至1930年代，鼓浪屿中
西方建筑风格相结合的典范。走进这片采用中国
传统建筑对称格局，规模宏大的别墅区，眼前是一
栋栋中式重檐斗拱、飞檐翘角与古希腊立柱、西洋
窗纹相互交融的特色建筑，游客无不惊讶，表情凝
重，心情复杂，“海天堂构”毕竟代表了那个时期鼓
浪屿大兴土木，现存70%中外建筑拔地而起的历史
遗存，反映了那个阶段鼓浪屿建筑风格“百花齐
放”，建筑形式多有雷同的历史事实……

我知道，建筑分时期，历史分时代，建筑可以同
日观赏，历史却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全天的游走止于皓月园，遗憾的是，此时
太阳西下，皓月园已经闭园，谢绝入内，我们只能在

园外拉长相机镜头，遥望民族英雄郑成功的雕像侧
影了。据说，皓月园景色迷人，园中明代建筑特色
与海滨的沙鸥、树木、海景山色相辉映、构成了一幅
天然的图画，覆鼎岩上临海顶天立地的郑成功雕像
则是园中的主体建筑，它也是中国历史人物雕像中
最大的一座。这座雕像屹立在鼓浪屿海滨的深远
意义，远远大于它作为中国人物雕像之最的影响
力。因为，这座雕像象征性地密切了闽台之间的地
理相接、血缘相近、习俗相同、感情相融的传统关
系，时时刻刻在向先人和世人、向历史和未来宣誓
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永久主权……
这是鼓浪屿建筑的民族灵魂！

而我之所以爱上鼓浪屿，不仅是因为岛上有
1000余栋中西荟萃的历史建筑，也是因为岛上还
有数不胜数的文化名人，更是因为民族英雄郑成功
的光辉形象。鼓浪屿历史建筑所彰显的文化底蕴，
文化名人所表现的家国情怀，民族英雄所昭示的民
族精神，正是鼓浪屿不同凡响的“申遗核心要素”，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因此而成功地被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

在我看来，这见证的不仅是鼓浪屿悠久的历
史，而且是鼓浪屿美好的未来！

三国公园坐落在荆州古城的西北角，它东临
三义街，西抵荆州古城的安澜门（西门），北临荆
州古城墙，南接荆州博物馆，占地26万平方米，
其中水域面积17万平方米。三国公园大片水域
为古城北湖。公园以北湖的天然风光为依托，分
东苑、西苑、珠岛、中岛四片，自然天成，湖中波光
粼粼，荷莲飘香；岸边鸟鸣声声，绿柳成行。三国
公国是以三国历史故事为主体，以荆州古城墙为
背景，利用北湖自然风光而建造的一座历史文化
公园。

我站在三义街口向西望去，在大门城楼的上

方，由张爱萍将军亲笔题写的“三国公园”四个金色
大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格外醒目。走进东大
门，大门宽约50米，仿汉代古建筑。青色城墙上有
白色浮雕，战车连连。

走进东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刘关张”大
型塑雕，塑雕以反映三国故事大型照壁为背景，照
壁上那栩栩如生的造型，精雕细刻的工艺，一下子
把我的思绪引向了硝烟弥漫的古战场——仿佛目
睹了三国时期两军对垒、剑拔弩张的战斗场面。照
壁的后面是诸葛亮的《隆中对》，隆中对全篇内容详
实，读罢使人浮想联翩、思绪万千……

告别东大门，穿过陶静轩烈士铜像广场，我
来到了在绿树掩映下的“煮酒亭”。煮酒亭呈四
方形，高约10多米，四根红柱支撑了整个亭身，
亭身雕龙画凤，门柱上刻有一幅对联——青梅煮
酒英雄气，红袖添香处事风。亭内塑有曹操、刘
备两尊塑像，再现《三国演义》中的青梅煮酒论英
雄一景。

沿着青砖铺就而成的人行小道，就来到了与古
城墙一水相隔的铜雀台，铜雀台垂柳环抱，四周围
栏古香古色。

穿过绿树成荫的怀古路，越过芳草茵茵的绿化

带，即到了南湖北岸的“鼎足亭”，此亭呈八卦型，寓
意魏、蜀、吴三国鼎立之意，站在此亭东眺，可见南
湖之全景，南湖水中建有一小岛，岛上绿树成荫，繁
花簇拥，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

参观完“鼎足亭”，沿着人行小道继续西行，映
入眼帘的是孔明书院，孔明书院占地面积近200多
平方米，书院内塑有孔明像，塑像前有书案，书案上
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再现孔明当时运筹帷幄、决
胜千里的大智大勇，书院墙上藏有孔明《诫子篇》，
书院西侧建有孔明桥亭，它连接南湖与中湖的桥
梁，亭上就有“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对联，再现了人们对这位贤达的赞誉之情，穿过孔
明桥亭，继续西行，我又来到偃月桥，此桥东西长
100多米，桥身有三孔组成，取关公偃月大刀而得
名，偃月桥的西端，建有一亭，取名“结义亭”，寓意：
桃园三结义。

站在三国公园制高点——“怀古台”，三国公
园全景尽收眼底，它四周绿树环抱，繁花锦簇。

碧水波光映古城风采，画廊亭桥浮三国云烟。
我相信，风格古朴典雅、景色秀丽明媚、游览形式丰
富多彩的三国公园，将为市民和外地游客带来不一
样的游园体验。

秋游三国公园
□ 李传贵

三国公园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