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马力

一
我 住 的 酒 店 前 ，开 着 一 圃 花 ，

红 得 鲜 ，粉 得 娇 ，黄 得 艳 ，像 是 画 出

来 的 。

弧 形 阳 台 上 ，三 五 人 ，意 甚 闲

旷。他们看花，响出细语；花看他们，

飘出蕊香。

太阳照来，所有的花全笑了。

怎 能 不 笑 呢 ？ 花 径 间 ，走 来 老 花

匠 。 带 了 灵 性 的 花 ，一 声 声 传 着 消

息 ：格 桑 花 告 诉 黑 心 菊 ，月 季 花 告 诉

薰衣草。伊犁多薰衣草，草原、河谷，

一 片 明 蓝 ，一 片 暗 紫 ，空 气 都 是 香

的。老花匠洒下的汗水，就像那拉提

山 和 巩 乃 斯 河 带 来 的 养 分 ，金 贵 得

很 。 离 了 这 儿 ，它 们 会 长 成 什 么 样

子？难说。这里是它们的家。

花 花 叶 叶 ，一 朵 挨 一 朵 ，一 丛 挨

一 丛 ，不 嫌 挤 。 满 目 的 花 贴 得 近 ，老

花 匠 听 见 了 柔 细 的 花 语 。 花 是 他 带

的 一 群 娃 ，亲 得 不 行 。 天 天 在 一 块

儿，说着话，心里熨帖。

花 开 时 节 ，老 花 匠 总 这 样 在 花 间

走，背着手，打这头走到那头，又返回

来，像时令一样循环。他的腿脚瞅着

不紧，两眼却忙着。他细心瞧花的长

势 ，修 修 剪 剪 ，侍 弄 得 一 分 不 差 。 他

额 头 挂 着 的 汗 水 ，他 手 掌 裂 开 的 口

子，每一朵花都记住了。

花 也 会 老 的 ，像 人 一 样 。 花 开 透

了 ，便 死 掉 。 叶 瓣 萎 落 ，茎 蔓 依 着 发

冷 的 泥 土 匍 伏 ，开 始 漫 长 的 等 待 ，也

在他的叹息中入了梦。就这样，他和

花 一 起 送 走 了 春 ，送 走 了 秋 ，走 完 一

个 花 期 。 飘 雪 的 冬 日 ，天 野 一 片 宁

寂 ，他 的 心 好 静 。 静 下 来 的 他 ，想 得

深 ：春 来 时 ，花 盛 开 ，他 看 见 自 己 的

芳 华 ；秋 来 时 ，花 枯 谢 ，他 看 见 自 己

的 晚 暮 。 长 年 陪 花 活 着 ，他 明 白 了

生 命 周 期 。

花的学问，他懂 ；草的根性，他也

摸透了。牧民育着草，让它绿。

对 面 是 山 。 我 和 他 望 着 ，如 赏

丹 青 。

这 是 那 拉 提 山 ，还 是 天 山 ？

我 问 。

那拉提山就坐在天山嘛！他答。

这个“坐”字，用得好！

他 的 话 没 错 。 我 从 伊 犁 谷 地 奔

东 来 ，看 见 长 黄 的 麦 子 ，看 见 拔 高 的

玉米，两侧的山更是伴了一路。北面

的 阿 吾 热 勒 山 ，南 面 的 那 拉 提 山 ，根

都扎在天山中。

这对姊妹山，是天山的支脉。

一 山 树 。 山 根 是 胡 杨 ，山 腰 是 东

北 松 ，山 顶 是 雪 岭 云 杉 。 在 新 疆 ，雪

岭云杉是极美的风景树。更远处，还

有 山 ，一 道 又 一 道 ，没 个 断 。 石 峰 负

雪，长着雪莲花。

坡上 不 见 牛 马 。 眼 下 是 六 月 天 ，

牛 马 都 在 高 高 的 山 后 放 着 呢 ，那 里

是 夏 季 牧 场 。 过 了 八 月 十 五 ，该 转

场 了 ，一 群 群 牛 马 就 在 鞭 声 中 回

来 。 河 谷 岸 坡 是 春 秋 牧 场 。 依 提 根

塞 的 毡 房 前 ，立 着 转 场 的 群 雕 ：哈 萨

克 族 牧 民 吆 喝 着 牲 畜 ，行 走 在 千 年

牧 道 上 。 有 人 说 ，他 们 追 赶 最 美 丽

的 季 节 。

绿 是 养 出 来 的 。 山 岭 叫 林 草 装

扮 着 ，翠 色 春 水 一 般 漫 开 ，抹 平 了 山

的褶皱。阳光舞蹈，树色愈新了。

那 拉 提 ，最 先 见 到 太 阳 的 地 方 。

这句蒙古语，满蕴着诗意。

二

那 拉 提 草 原 上 ，巩 乃 斯 河 淌 着 绿

色的乳汁。河的南岸延展大片沃土，

连向天山阴麓。

田牧肥饶之壤。

哈 萨 克 族 人 把 美 丽 的 山 沟 叫 做

“ 塔 吾 萨 尼 ”。 我 一 进 去 ，迎 着 的 是

平 旷 草 野 ，可 不 算 小 。 说 是 山 沟 ，有

点 亏 。

这个“山沟”，成为河谷草原上的

一处景观。

逃 离 人 的 控 御 ，季 节 的 钟 摆 总 在

自 主 地 摇 动 ，准 确 无 偏 。 冰 雪 覆 盖 ，

草 原 成 了 一 个 莹 白 的 梦 ；百 卉 滋 生 ，

草原又欣然醒来。草叶荡起的纹缕，

一 层 层 扩 向 远 方 ，如 那 粼 粼 的 涟 漪 ，

似那闪闪的琴弦。大地的乐章上，谱

线飞动，袅绕着清扬的牧歌。

草长得高，花更繁密，更烂漫，胜

过草色。杏花开完，报春花、马兰花、

野苹果花，也随它一起去了。留在草

原 上“ 一 一 斗 新 妆 ”的 ，是 勿 忘 我 、阿

山 金 莲 、黄 花 苜 蓿 、野 油 菜 花 。 野 油

菜花一派明灿，嫩薄的花瓣摇曳于青

草之间，星星似的。油菜花籽被风带

到 这 里 ，或 说 被 命 运 安 排 到 这 里 ，就

在泥壤扎下根，从此畅吸着草原的温

润 空 气 ，饱 吮 着 河 流 的 清 甜 汁 液 ，在

和煦的日光下绽出花。无论坡岭，无

论河滩，散着花香的众精灵睁着晶亮

的眸子，“花燃山色里”恰是它们的所

盼 。 没 人 挥 镰 去 收 割 这 无 边 的 金

黄 。 花 草 把 一 生 中 最 好 的 年 华 献 给

世人，谁也不忍戕毁大自然的美。

在 这 幽 娟 的 林 麓 前 ，在 这 芊 绵 的

碧 草 间 ，群 芳 不 寂 寞 ，我 们 是 它 们 的

伴 儿 。 不 ，应 当 说 ，花 儿 是 人 类 的 朋

友 。 它 让 漂 泊 的 心 灵 觅 到 栖 居 的 绿

洲 。 讲 得 深 些 ，在 中 国 ，天 人 共 生 也

是古来之意。

失去花草的世界，冰冷。

一 团 一 团 的 白 云 在 晴 蓝 的 天 上

漫 踱 ，经 过 哪 座 山 ，就 投 下 片 片 浓 淡

无 定 的 影 子 ，茂 草 摇 荡 的 山 ，也 便 翳

暝。转瞬，云飘远，山又亮了。

草 原 永 远 有 歌 声 ，惹 人 侧 耳 带 笑

听。斯布孜额，形如洞箫。一个青年

拿着它，贴嘴吹。什么调子呢？《绑着

的 枣 骝 马》，还 是《额 尔 齐 斯 河 的 波

浪》？我没听出来，只能说，音色圆润，

很抒情，亦极动心。吹奏完，他又唱。

唱法有点怪：低低的声音在嗓子振着，

颤着，一冲出口，打得远。闭眼听，气

息用得妙，好像不是一个人在唱。这

是“呼麦”。我若没到草原上，也许听

不到。此种民间歌唱艺术，很古了。

歌 声 中 ，好 多 人 尽 兴 把 身 子 舞

动，那么快活，那么亢奋，全部的心都

剖露出来。这里就是整个世界！

三

草 原 上 的 路 ，河 流 般 向 前 延 伸 ，

似无尽止。

到 了 依 提 根 塞 ，巩 乃 斯 河 谷 上 的

一个景点。它的里面，列着馕坊和毡

房 ，皆 不 空 荡 。 馕 坑 、锅 灶 飘 出 阵 阵

香，是酥软的烤馕，是稠润的酸奶，是

微膻的抓饭。

依 提 根 塞 临 着 两 汪 水 ：连 心 湖 。

说 是 湖 ，似 还 不 够 ，跟 平 常 的 水 塘 差

不 多 。 塘 边 一 片 草 。 草 尖 的 水 珠 儿

亮眸那般，晶晶的，闪闪的，含着梦的

光 。 有 木 桥 ，两 汪 心 形 的 水 ，叫 它 连

上 了 。 连 心 ，连 心 ，怎 不 叫 人 遥 想 那

段和戎的旧史呢？

密 叶 杨 投 下 浓 荫 ，遮 住 树 边 的 凉

亭。风吹来，惊飞枝头歇着的鸟。叶

片轻摇，摇进清凉的水中。有了这倒

影，水色愈绿了。

下 桥 ，布 着 一 片 没 踝 的 野 草 。 草

间早被人踩出一条灰白的小径。我只

顾奔深处走，不管哪脚深，哪脚浅。前

头闪出一道栅栏，中间戳起坊门式样

的架子，算是给它豁了一个口。坊柱

上绑着牛角，翘向天。极强的装饰感，

刻意显出古野荒旷的气味。横楣吊着

一块木板，有字：乌孙部落。

四 围 悄 静 ，人 迹 像 是 一 点 也 寻 不

到。倏地，林野气息攫紧我的心。一

座座尖顶毡房立在草丛间，如半张的

伞 ，看 去 已 旧 得 很 了 。 毳 毛 为 毡 ，自

是 胡 貉 风 习 。 空 地 上 ，有 张 木 桌 ，摆

了几个陶罐，罐面横竖错叠的印纹也

还瞧得清。矮架搭着褪色的布条，篾

筐、竹篓零散地歪斜。周遭一派久无

人 来 的 样 子 ，连 鸟 音 也 听 不 到 ，风 貌

朴 野 、宁 谧 ，咫 尺 有 幽 旷 之 异 。 我 如

同闯入边荒，恍若又见草原古岩画上

谜 一 样 的 图 符 ：牛 、马 、鹿 、狗 、山 羊 、

骆驼，韵致简逸，颇含些先民的遗意。

受 着 一 种 奇 异 力 量 的 导 引 ，我 似

乎 感 知 布 景 设 计 师 运 用 舞 台 装 置 艺

术营构的古远的时空环境，并及诗性

意象。

日 头 把 景 物 照 得 极 亮 ，一 处 暗 角

也不存。有一棵老树斜偃着，披覆沧

桑的身子紧贴泥草，像一条伏卧的巨

蟒。呵，是密叶杨！它是怎么倒掉的

呢 ？ 那 粗 实 的 身 躯 向 高 天 告 别 的 瞬

间 ，发 出 过 不 甘 的 呼 声 吗 ？ 胡 杨“ 倒

而一千年不朽”，它行吗？我细看，遍

刻皱襞的树身上，依然挂着墨绿的苔

藓 ，而 那 树 冠 更 是 杂 枝 交 缠 ，枝 头 繁

密 的 碧 叶 向 阳 光 坦 露 并 未 绝 望 的

心 。 此 刻 ，绿 色 的 叶 光 盈 满 我 的 双

眸 。 我 宛 如 面 对 一 位 微 笑 的 长 者 。

它的身姿，也曾挺拔；它的气质，也曾

清傲。它多想回到从前，再做一次年

轻的树。树皮上布满的细圆斑纹，眼

睛似的，仿佛透出会意的神情。深蕴

着人生哲理的述说，响在半空。

岁 华 迁 流 。 老 去 的 是 时 间 ，唯 生

命之树常青。

在 这 倒 而 不 朽 的 老 树 旁 ，一 些 夏

花 还 在 疏 疏 地 开 着 。 我 叫 不 上 它 们

的名字。蒲公英我是认得的，弯下身

采 了 一 朵 。 直 出 的 一 根 茎 上 托 着 白

色 绒 球 ，冠 毛 结 成 的 。 粗 壮 的 大 树

前 ，这 绒 球 仰 着 圆 圆 的 脸 ，那 么 天 真

又 那 么 柔 ，只 一 吹 ，丝 丝 冠 毛 便 飞 散

开 去 ，轻 飏 于 晴 光 下 ，飘 飘 忽 忽 。 落

在哪里，哪里就是新的家。

巩 乃 斯 河 边 ，丰 茂 的 牧 草 中 也 摇

着 蒲 公 英 。 细 浪 溅 来 ，这 花 不 躲 ，不

闪 ，挺 在 那 儿 ，反 更 精 神 了 。 它 还 起

劲 儿 唤 着 别 的 花 ：苕 子 、大 蓟 、骆 驼

刺 、百 里 香 、野 薄 荷 、一 枝 黄 ，在 岸 滩

铺开一幅画。

岸 滩 是 绸 ，是 布 ，绣 娘 把 画 飞 针

绣上去。

养蜂女偎着彩花笑。

那拉提的花，酿得出最醇的蜜。

□ 侯美玲

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写道：“荡

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八川分

流，说的便是“八水绕长安”的景致。

八 水 之 一 的 浐 河 发 源 于 陕 西 蓝

田秦岭北麓，流经白鹿原、长安区，绕

西 安 之 东 汇 入 灞 河 。 家 住 浐 河 边 一

个 小 区 ，从 落 地 窗 向 外 眺 望 ，视 野 开

阔 ，浐 河 水 由 南 向 北 一 路 高 歌 猛 进 ，

两 岸 高 楼 林 立 ，宽 阔 的 公 路 沿 河 修

建 ，天 气 好 的 时 候 ，能 看 到 远 处 绵 延

起伏的秦岭。

西 晋 潘 岳《西 征 赋》有“ 玄 灞 素

浐”之说，说的是灞河水浑且深，浐河

水清且浅。在我看来，清清浅浅的河

水 恰 恰 赏 心 悦 目 。 一 年 中 大 部 分 时

间 ，浐 河 水 总 是 不 疾 不 徐 ，平 静 而 又

舒 缓 地 流 淌 ，河 面 不 时 荡 起 层 层 涟

漪，让人陶醉其中。浐河潺潺流向远

方 ，最 终 消 失 在 目 光 尽 头 ，看 着 无 忧

无虑的河水，人的思绪也仿佛跟着河

水流到天边。

河 岸 夹 峙 ，浐 河 像 一 条 细 长 的 腰

带 ，轻 轻 缠 绕 于 古 城 之 上 ，更 像 一 位

无 私 奉 献 的 母 亲 ，滋 养 着 三 秦 大 地 ，

哺 育 着 千 万 子 民 。 浐 河 两 岸 修 建 了

长 长 的 步 行 道 ，方 便 市 民 健 身 ，宽 阔

处 是 湿 地 公 园 ，桃 树 、柳 树 、红 叶 李 、

银 杏 树 交 错 栽 种 ，春 天 一 到 ，桃 花 粉

杏 花 白 柳 树 绿 李 树 红 ，争 奇 斗 艳 ，好

不热闹。古人有折柳赠别的习惯，浐

河 两 岸 娇 柔 的 细 柳 也 多 了 挽 留 的 意

象。细长的枝条倒映在河面，呈现淡

淡 的 绿 色 ，有 的 柳 枝 半 淹 在 水 中 ，宛

如一群撩起裙裾，站在朝阳下梳洗长

发的翩翩少女。

红 日 西 坠 ，落 日 余 晖 洒 在 水 面 ，

浮光跃金。轻风吹拂，水面荡起阵阵

波浪，起起伏伏，缓缓向前，而那些涌

起的小小浪花，顶端总是闪着耀人的

光 亮 。 河 水 闪 烁 着 、荡 漾 着 ，远 远 望

去 ，像 一 尾 尾 金 鳞 鱼 正 摇 着 尾 巴 畅

游、嬉戏。

盛 夏 时 节 ，室 外 温 度 不 断 攀 升 ，

从 外 面 走 进 屋 子 ，坐 在 阳 台 上 歇 息 ，

看着缓缓而流的河水，不由自主感到

一 阵 清 凉 ，汗 水 慢 慢 散 去 ，燥 热 的 心

绪渐渐平复，就那样心无挂碍地看着

浐河水，直到靠着椅背睡着。

数 九 寒 天 ，浐 河 水 少 了 往 日 轻

快 ，显 得 有 些 凝 重 ，靠 近 河 堤 的 水 面

结 了 一 层 薄 薄 的 冰 ，光 洁 透 明 ，在 阳

光 下 闪 闪 发 亮 。 到 了 中 午 ，薄 冰 一

点 点 消 融 ，不 知 何 时 已 经 消 失 得 无

影 无 踪 。

千 百 年 来 ，浐 河 承 载 了 很 多 。 城

市 的 过 去 与 未 来 ，时 代 的 进 步 与 变

迁 ，历 史 的 厚 重 与 传 承 …… 无 论 怎

样，它总是不急不缓，以最适宜的节拍

前行。每日数次观看河岸四周，看鳞

次栉比的楼房、川流不息的汽车，看绿

树 与 繁 花 、朝 阳 与 落 日 ，看 蓝 天 与 白

云、月亮与星辰，所有这一切，因为有

了浐河，显得格外迷人，富有生机。

天 色 渐 晚 ，黑 夜 悄 悄 来 袭 ，城 市

的喧嚣渐渐褪去，远处的群山消失在

无尽的黑暗中，四周的建筑物变得模

糊 不 清 ，夜 色 流 动 ，浐 河 像 一 幅 失 真

的 水 彩 画 ，让 人 浮 想 联 翩 。 月 色 渐

浓 ，浐 河 寂 静 无 声 ，月 亮 的 光 辉 投 射

到水面上，泛起点点银光。月光是柔

和 的 ，浐 河 水 是 柔 情 的 ，像 娇 羞 的 少

女，带给人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好。

再 过 一 会 儿 ，河 岸 彩 灯 烁 烁 ，组

成一条明亮的光带，在茫茫夜色中蜿

蜒曲折。河面流光溢彩，在灯光的映

衬 下 显 得 格 外 美 丽 。 马 路 上 穿 梭 的

汽车像一只只萤火虫，来往车流又似

两 条 发 光 的 龙 在 悄 悄 游 动 。 横 跨 江

面 的 小 桥 上 ，陇 海 线 跨 河 而 过 ，火 车

在铁路上驰骋，一块块黄色灯光你追

赶着我，我追赶着你，呼啸而过。

“忽一日，天气暴暖，是二月间时

令，离了僧房，信步踱出山门外立地，

看着五台山，喝彩一回。”鲁智深在春

天看五台山喝彩一回，我也常常站在

落地窗前欣赏浐河两岸的最美画卷，

无 数 次 为 之 喝 彩 、动 容 ，萌 生 出 身 处

太平盛世的幸福感。

“ 门 前 溪 一 发 ，我 作 五 湖 看 。”住

在浐河岸，每日眺望永不干涸的潺潺

水 流 ，胸 中 总 会 涌 出 一 种 豪 迈 之 气 ，

感 觉 自 己 像 拥 有 五 湖 的“ 女 王 ”。 不

用 出 门 ，坐 在 家 里 就 能 望 得 见 山 、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何其有幸。

看得见浐河的日子

□ 张庆和

一 队 凌 乱 的 人 马 ，行 色 匆 匆 ，甚

至 有 些 慌 张 。 怎 么 能 不 慌 张 呢 ？ 他

们刚刚摆脱齐军的追杀，宛若逃出虎

口 的 羔 羊 ，求 生 的 本 能 告 诉 他 们 ，只

有 飞 步 疾 行 ，远 迁 高 徙 ，才 是 唯 一 的

出路。

穿 山 涉 水 ，披 荆 斩 棘 ，不 知 赶 了

多 远 的 路 ，也 不 知 到 了 何 处 何 境 ，一

片 渺 无 人 烟 的 荒 山 野 地 横 在 了 他 们

眼前。人困，马乏，实在走不动了，那

就趁机歇歇脚吧。

有 臣 子 来 报 ：此 处 真 乃 神 境 。 说

山 不 像 山 ，言 峰 不 是 峰 ，顶 上 平 坦 宽

阔，周边崖险石峻，上有清泉喷吐，足

下沃土可耕，莫不是上天赐予大王的

安身之地？

这 大 王 不 是 别 人 ，正 是 春 秋 时 代

纪国末代君主纪哀侯。这处“神境”，

相 传 便 是 山 东 省 沂 水 县 泉 庄 镇 的 纪

王崮。

听 了 臣 子 的 报 告 ，纪 哀 侯 注 视 着

眼前被莽林野荆覆盖的陌生之地，又

望望身后远离的故国城邑，怀念与感

叹 ，无 奈 与 悲 凉 ，乱 云 般 萦 绕 上 他 的

心头。

是 呀 ，纪 国 曾 是 商 朝 东 方 的 诸 侯

国，一直延续到西周再到春秋。而现

在呢，国都陷落，那片面朝大海、水肥

土美的领地被齐军夺走，剩下的只有

自 己 和 这 群 落 荒 而 奔 的 残 兵 败 将 与

老少遗民。想到这些，纪哀侯不由哀

叹 ：纪 国 位 邻 于 齐 ，疆 域 不 亚 于 齐 鲁

两国，当初是何等辉煌。只因周夷王

年 间 ，言 传 祖 上 有 人 进 谗 ，致 使 夷 王

烹 杀 齐 哀 公 ，齐 纪 结 仇 。 此 后 ，齐 国

一 直 伺 机 吞 并 纪 国 ，报 仇 是 一 个 原

因 ，而 灭 纪 更 是 齐 国 扩 张 的 必 选 之

策。纪国曾经试图交好鲁国，借齐鲁

两强的矛盾而自保，鲁国也力图保存

纪国，以抑制齐国扩张。

这 场“ 三 国 演 义 ”一 直 持 续 到 纪

哀侯时期。在齐军的强力攻势下，纪

国 终 于 顶 不 住 了 ，加 上 内 部 出 现 分

裂 ，哀 侯 之 弟 纪 季 力 主 降 齐 ，无 心 抵

抗。无奈的纪哀侯只好放弃国都，余

域任由纪季处置，自己则携带一行人

马弃城而去。

纪 哀 侯 究 竟 去 了 哪 里 ，无 人 知

晓 ，也 无 一 文 半 字 记 载 ，只 留 下 崮 乡

人祖祖辈辈的口口相传：这里是纪王

崮，相传是古代一位诸侯王落败时的

栖 身 之 地 。 因 山 崮 高 达 570 多 米 ，当

地人又称其为“天上王城”。

就 这 样 ，一 段 鲜 为 人 知 的 历 史 故

事 被 人 们 世 代 猜 测 着 、遐 想 着 、口 口

传续着，直到清康熙、道光年间的《沂

水县志》，方载有纪王崮为“纪哀侯去

国居此”一说。

如 果 说 两 段 方 志 记 载 是 对 当 地

传说的认可，那么 2012 年山东省文物

局 宣 布 在 纪 王 崮 顶 发 现 春 秋 时 期 国

君 级 别 的 一 座 墓 葬 ，则 佐 证 了《沂 水

县志》的记载或非虚言。尽管一时还

没 有 确 定 这 座 墓 葬 到 底 是 不 是 纪 哀

侯墓，但纪哀侯逃离时踏出的那条曲

曲弯弯的路径，却宛若一个长长的问

号，一直横亘在关注者面前。

所 谓 崮 ，其 实 就 是 四 周 陡 峭 、顶

部 平 坦 的 山 。 这 样 的 山 在 沂 水 县 境

内 有 72 座 ，泉 庄 镇 独 占 50 多 座 ，其 中

便 包 括 山 体 高 大 、平 顶 宽 阔 的 纪 王

崮。千百年来，泉庄人以身居崮乡为

荣，世代敬重祖先，守望历史，努力保

护着纪王崮。如今，依山就崖筑起的

数丈高巨石城墙仍巍然屹立，向世人

宣 示 着 一 个 王 国 的 存 在 。 那 一 夫 当

关千军难入的堞口石门，仍声声诉说

着曾经的峥嵘岁月。崮上的点将台、

崮下的拦马墙，还有王宫大殿前深 50

厘 米 、直 径 40 厘 米 ，相 传 曾 经 安 插 过

纪氏旗杆的左右两个石窝，让走近它

的人们心生惊喜，遐想联翩。

在 纪 王 崮 出 土 的 春 秋 时 期 国 君

级 别 墓 葬 内 ，人 们 只 发 现 了 殉 人 、殉

狗 、车 马 ，以 及 男 用 青 铜 器 和 女 性 陪

嫁 媵 器 等 ，此 外 并 未 发 现 其 他 骨 骸 。

所以考古专家们认定，此处虽属国君

级墓葬，纪哀侯却并未安葬在这里。

纪 哀 侯 究 竟 去 了 哪 里 ，没 有 记

载 ，无 从 查 考 。 有 的 说 ，他 领 悟 了 百

姓 求 安 宁 、天 下 谋 统 一 的 大 势 ，只 在

纪王崮住了 20 多年，便再一次弃城而

去，独自游走他乡；也有的说，他自知

势单力薄，难与强齐抗衡，为求善终，

便自行遣散众人，王室后代则以纪为

姓氏，以此祭奠自己的祖国。

天上王城

□ 彭生茂

此刻我要赞美一枝芦苇。

它 隐 藏 在 纷 杂 的 家 族 背 影 之 中 ，

以清丽而高挑的身姿招呼我，将我引

入 微 波 荡 漾 的 湖 面 ，与 鸟 鸣 、夏 风 和

蜿蜒的栈道融为一体。

这 是 江 西 余 干 琵 琶 湖 的 一 隅 。

在 经 过 近 两 年 的 河 道 治 理 及 基 础 设

施改造后，这个早年默默无闻的湖泊

重新焕发生机，业已打造成市民健身

娱 乐 的 好 去 处 。 7.1 公 里 长 的 环 湖 景

观大道、28 米高的琵琶雕塑、108 米高

的 摩 天 巨 轮 、360 度 的 全 息 投 影 以 及

2409 亩 的 湖 面 与 绿 地 …… 这 一 组 组

数字背后，彰显了一座现代化城市公

园的人文气息和文化品位。

琵 琶 湖 曾 是 赣 东 北 重 要 水 系 信

江的一条支流，后因泥沙冲积而成为

现在的样子。其形状宛如一面琵琶，

当 地 人 便 把 它 唤 作 琵 琶 湖 。 自 古 以

来 ，众 多 名 臣 墨 客 或 遭 放 逐 、或 旅 行

途 经 余 干 之 际 ，都 喜 欢 泛 舟 湖 上 ，留

下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李白、

刘 长 卿 、苏 东 坡 、黄 庭 坚 等 都 曾 莅 临

此 地 ，他 们 顶 着 星 空 和 理 想 ，在 山 水

间寻找生命的道场与神谕，为后人所

推崇和怀念。

帆 影 散 尽 ，流 水 依 旧 。 如 今 的

“ 干 越 新 八 景 ”在 琵 琶 湖 湿 地 公 园 重

现昔日的曼妙意境，赋予这座历尽岁

月 颠 沛 的 湖 泊 以 新 的 思 想 境 界 和 艺

术 魅 力 ：“ 烟 波 涌 月 ”“ 琵 琶 微 雨 ”“ 双

桥飞虹”“越溪唱晚”……互为串联并

映 衬 的 景 点 延 续 了 人 们 对 美 好 事 物

的向往，使其在城市的功能定位上更

具现实价值和人文精神。

夜 幕 降 临 ，忙 碌 了 一 天 的 市 民 纷

纷来到琵琶湖畔，或奔跑，或漫步，或

欣 赏 夜 景 。 当 沿 岸 楼 宇 的 霓 虹 倒 映

在 湖 面 ，当 摩 天 轮 变 幻 着 奇 异 的 影

像，当琵琶雕塑在栈道射灯的映照下

释 放 出 五 颜 六 色 的 光 晕 —— 偌 大 的

公园是何等瑰丽和扑朔迷离。是的，

这 里 是 市 民 自 由 选 择 的 空 间 。 靠 近

闹 市 区 方 向 ，一 些 人 跳 起 了 广 场 舞 ，

另一些人则摆上了水果摊和烧烤，喧

闹 声 不 绝 于 耳 。 而 在 相 对 僻 静 的 南

岸，也有人支起了摊位。摊主是几个

青年，他们卖的是现场调制的鸡尾酒

等 饮 品 ，一 块 白 色 围 布 上 写 着“ 属 于

你的深夜小酒馆”。小椅子和矮桌旁

坐 满 了 学 生 模 样 的 人 ，他 们 低 语 、含

蓄 ，不 惊 扰 他 人 ，微 弱 的 灯 光 衬 托 着

一 张 张 青 春 勃 发 的 脸 。 这 些 姑 娘 小

伙 已 经 没 有 旧 时 年 轻 人 对 电 影 院 的

兴 趣 ，他 们 的 世 界 更 安 静 ，充 满 着 浪

漫氛围。他们显然也陷入了爱情，但

看上去似乎都不动声色。

这 一 切 都 是 我 喜 欢 的 。 我 徜 徉

在人群与灯影之中，似乎重新找回了

青 春 和 懵 懂 的 爱 情 。 没 有 人 觉 察 出

我这个从异乡归来的人的欢喜，那种

像柔软的波浪一样的欢喜，将我推至

七月的夜的纵深。

是 的 ，七 月 的 芦 苇 像 一 个 个 害 羞

的 女 子 ，它 们 青 涩 的 外 表 被 鸟 鸣 擦

亮，展示出草木的丰盈与禅意。我显

然被它们打动了，那轻视功名和随遇

而 安 的 样 子 ，令 人 感 佩 且 肃 然 起 敬 。

我 看 见 芦 苇 的 边 上 ，还 生 长 着 垂 柳 、

菖蒲和野菊花，它们或许都是在生命

中 走 失 的 人 ，经 过 千 辛 万 苦 ，重 新 回

到了故乡。

这 是 一 个 日 新 月 异 的 小 城 ，水 系

治 理 和 棚 户 区 改 造 使 其 走 上 了 发 展

快 车 道 ，百 姓 的 幸 福 指 数 与 日 俱 增 。

与此同时，即将开通的昌景黄高铁无

疑将给它带来新的契机，那些寻梦的

人 ，那 些 怀 揣 着 悲 悯 和 乡 愁 的 人 ，都

将 在 湖 水 的 指 引 下 辨 认 出 自 己 的 精

神之地。

我 沿 着 琵 琶 湖 畔 的 栈 道 独 自 前

行，一只水鸟突然从身侧的芦苇丛慌

忙 蹿 出 ，继 而 拍 打 着 翅 膀 飞 了 起 来 。

天空为此摇晃了一下。

被一枝芦苇打动被一枝芦苇打动

那拉提，绿色的远方

编辑：李凤 美编：王超 电话：010-85168163 E-mail：lf@ctnews.cn

4 版 江山 2022 年 8 月 9 日 星期二

CHINA TOURISM NEWS

那拉提草原 刘运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