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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中部横亘着一座东西向山
脉，蒙古语称“达兰喀喇”，汉语意思
是“70 个黑山头”，也就是阴山。它的
平均海拔在1500至2300米之间，仿佛一
座天然屏障，在阻挡了南下寒流的同
时，也阻挡了北上的湿气。因此，它也
是草原与荒漠草原的分界线。

阴山西起狼山、乌拉山，中为大青
山、灰腾梁山，南为凉城山、桦山，东
为大马群山，长约1200公里。据史料记
载，阴山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非常悠
久，是内地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往的
重要场所。我们耳熟能详的民歌“天苍
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和唐代
诗人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
胡马度阴山”等，记载的就是阴山的风
光和人类的活动。

草原明珠乌兰花

四子王就在达兰喀喇中部大青山北
麓的一片草原上。

说具体点，如果你从呼和浩特出发，
向北，翻越大青山继续前行，便会踏入一
片美丽的草原。这片草原的名字叫格根
塔拉，是夏日放牧的营盘。在这片美丽的
草原上有个漂亮的小镇，它有一个非常
好听的名字——乌兰花。“乌兰”在蒙语
里是“红”的意思，“乌兰花”就是一朵红
格艳艳的花。它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
子王旗的首府，我生于斯长于斯。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是片荒漠草
原，绵延起伏、一望无际，但四季分
明。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国家“三北防
护林”工程、“退耕还林”和“退牧还
草”工程的推进，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
精准扶贫的实施，这里的面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四子王，只要夏
天有一点雨水，便草木茂盛，生机盎
然。它像一位丰满漂亮高大的蒙古族姑
娘，走出毡房，面带微笑，把美酒和哈
达捧给远方的客人。秋天，云淡风清，
天高气爽，绿浪起伏，在马头琴的伴奏

下，酒喝干再斟满，到处是丰收和庆祝
丰收的景象，不管你从哪里来，不管你
是为何来，总会被这景色感染，即使多
愁善感的诗人也难觅“万里悲秋”的踪
影。冬天，或风和日丽或风雪交加、雪
窖冰天。春天虽不和鲜花、绿色同步，
但头年留下的植物，枯萎了也绝不倒
下，依然要完成阻击风沙、哺育生灵的
最后使命。在这景色分明的四季里，加
上成群的牛羊、奔腾的骏马、沉稳的驼
队、挺立的白杨，可以想见，是怎样一
幅漂亮的图画！

史诗英雄四子王

四子王虽然不大，但历史悠久，早
在 1 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古人
类在这里生活。这片草原上，至今留存
着王爷府、锡拉木伦庙。离我的老家并
不远，我有幸都曾去过。这些饱经风霜
的清代建筑，见证了四子王的历史。

1206年，经过多年征战，一位名为
孛儿只斤·铁木真的英雄终于统一了蒙
古各部，建立起“也客忙豁勒兀鲁思”

（大蒙古国）。在这一战争频仍的过程
中，涌现出不少功臣，其中一位是他的

胞弟哈布图哈萨尔。他的这位长弟，史
书上记载足智多谋、力大无穷、弓箭精
准。他追随成吉思汗参加了统一蒙古高
原、攻打金帝国和西夏的战争，战功显
赫，深受成吉思汗的信任与器重。因
此，大蒙古国建立后，成吉思汗将贝加
尔湖以东、海拉尔以北的蒙古东部草原
赐为哈布图哈萨尔的封国。

哈布图哈萨尔本人英勇善战，他的
后代亦威武骁勇。四子部作为哈布图哈
萨尔后裔的分支，形成于他的第十五世
孙诺延泰时期。诺延泰育有四子，四子
皆聪慧善良，宽厚勇敢，兄弟间关系和
睦，兄慈弟恭，受到部族的尊重和拥
戴，被誉为“四驹子”。宝马名驹是蒙
古人对所尊敬之人的爱称。四子执政
后，各自领地不断扩大，部众逐渐增
多，形成四子部落。最早，他们和科尔
沁部落、乌拉特部落、茂明安部落活动
在大兴安岭以北一带，统称阿鲁蒙古。

顺治六年，即 1649 年，清政府颁
旨，令四子部、乌拉特部、茂明安部等
西迁至阴山北麓，也就是今天的乌兰察
布草原。同年，四子部落正式置旗，称
四子部落郡王旗。

四子部是蒙古民族中一个历史悠久
的部落和重要组成部分，足智多谋、勇
敢彪悍，为祖国的统一和蒙古民族的发
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四子部在清初编旗
时，将兄弟四人的属民皆编为七个苏
木，由四子分别统领。四子部共历经十
五代王爷。1905年，第十三代王爷修建
了郡王府，至今保存完好，既可见宗室
的气派威严，又可见精巧的工艺装饰。
我第一次去是在1996年。

王爷府建成后，四子部基本结束了
游牧生活。民国时期，“四子部落旗”
正式定名为“四子王”，一直沿用至今。

今朝腾飞航天城

每年一届的草原那达慕，是四子王
最盛大的节日，就在格根塔拉草原举
办。活动有祭祀、赛马、摔跤、射箭、

刁羊、大型文艺演出、民族风情展示，
吸引众多海内外游人。其中，属祭祀活
动最为隆重，主要是祭祀哈布图哈萨尔
和他的苏鲁锭。

文旅搭台经济唱戏，四子王的发展
在内蒙古的旗县中处于领先地位。近两
年，在四子王 11 个民族的共同努力下，
脱贫攻坚亦取得全面胜利。

四子王之所以引人关注，还缘于它
是中国“神舟”系列航天飞船的主着陆
场，神舟一号到神舟十号载人航天飞
船，皆平安降落在四子王旗这片神奇的
草原。杨利伟、景海鹏等航天英雄遨游
太空打马归来的地方是四子王，或者说
作为英雄，他们上马的地方是四子王。乌
兰花也因此被誉为“航天城”“英雄城”。

如果有人认为四子王只是彪悍、血
性、好客的，我认为并不全面。因为只要
你对一批又一批都贵玛式的草原母亲有
所了解，你还能感受到一种母亲般的大
爱，如蒙古长调一样温情悠扬。上世纪60
年代初，年仅19岁的都贵玛，在极其困难
的条件下，主动承担起养育 28 名上海孤
儿的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
了大爱无疆，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作出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这
位“草原母亲”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
誉称号，以她为原型的电视剧《国家孩子》
搬上银幕后，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夏天将到，红格艳艳的花朵又将开
满格根塔拉草原。

（侯志明，内蒙古人，系中国作家
协会全委会委员，出版散文集《行走的
达兰喀喇》等。）

上图：内蒙古四子王旗格根塔拉草
原。 本文图片均来自图虫创意

四子王旗：心中的草原
侯志明

四子王旗：心中的草原
侯志明

太阳落至地平线下，余晖渐散，一大抹蓝从天际蔓
延开来，由浅蓝变深蓝再逐渐变暗、变黑，夜幕就拉下了。

我对夜晚一直有份敬畏。儿时，长辈总叮嘱我不能
用手指月亮，“月亮神仙会在你睡熟的时候下来割耳
朵”。不过，淘气的我仍会跑到院子里仰头盯着月亮，想
捕捉它移动的轨迹，等回过神来，脖子早已酸透。环顾
四周，一片静悄悄，只有月光洒落枝头的声音。我因怕
黑，只得乖乖回屋。

随着年岁渐长，我心中夜的形象也丰富起来。从春
秋到冬夏，从北方到南方，无数个夜晚，因赏夜的心境
不同，夜也是不一样的。成都锦里的夜晚是繁华的。听
当地人说，锦里定得晚上去才行。为此，我专程跑了两
趟这武侯祠旁的锦里，只为看袅袅动人的水波灯影。黄
昏褪去，红彤彤的灯笼亮起来，一串串，一片片，映红
了蜿蜒曲折的街巷与水岸。湖泊、荷塘、石桥交相呼
应，小吃坊也叫卖起来。游人几乎是白天的两倍，但并
不拥挤，各个悠哉悠哉，反倒透出几分巴适。

与巴蜀的夜不同，呼伦贝尔的夜晚则是寥廓的。有
年初夏，夜宿额尔古纳草原上的一处蒙古包，民宿老板
热情地邀我们去蒙古包外看看星空。6月的大草原还有些
微凉，我本没抱太大期待，但禁不住劝说，只好裹紧风
衣，走出蒙古包。一抬头，满天繁星，肉眼可见，着实
令人震撼。很多年没有见过如此璀璨的星空。草原与浓
浓黑夜融为一体，伸手不见五指，唯有繁星点缀，方能
见到一丝轮廓。

入夏后夜短昼长，气温升高，人们都爱出来活动，
在饭后散步消食。夏天的夜晚也因此比秋冬热闹许多。
这时的广场总是挤满了人，有孩子在疯闹，也有大人在
跳广场舞，更多人则摇着扇子乘凉。如果是在乡下，大
人们想必早已把乘凉用的竹床搬到院子里或是家门口的
走廊上，再往地上泼点井里打来的清水，不一会儿便凉
快了。以前在外婆家过暑假时，我总会第一个爬到竹床
上躺着。拿着蒲扇，翘起二郎腿，数着天井上方的星
星。偶尔传来几声蛙叫和蝉鸣，不过渐渐，它们也和我
一样随着夜色入眠。乡下的夜晚总归是寂静的。

虽说每一季的夜晚大致相同，但总有一些是漫长而
特别的，比如旅行前夜，毕业前夜，离家前夜……夜晚
承载了太多情感，也难怪古人总在夜里发出感慨。夜里
有“星垂平野阔”的豁朗，有“对影成三人”的浪漫，
有“夜深知雪重”的孤寂，也有“海上明月共潮生”的
壮阔，“不知秋思落谁家”的乡愁。夜晚总是迷人的。不
过，不论黑夜如何漫长，待到翌日的第一缕阳光从云层
射出，我知道，新一天
的故事便又开始了。

上图：北京玉渊潭
夜色璀璨，花儿静静绽
放，美景令人留恋。
刘宪国摄 （人民图片)

品读夜晚
何欣禹

一个午后，阳光普照，微风
徐徐吹拂，撩拨起出游的心思，
于是我们几个文友相约驱车前
往，去“观澜”。

何处观澜？在当地文友的引
领下，我们来到目的地——位于
晋江西溪东北畔的安溪县参内乡
罗内村。

下了车，穿过村道小巷，步
行来到一座低矮的小山上。只见
山头上几块硕大的石头乌黑泛

白，紧挨耸立，雄踞一方。石头
间隙杂草丛生，枯黄的荆棘或灌
木交错横亘。路边，离石头不远
处，建有一座六角亭子，料是供
人闲坐赏景的。看到如此情景，
我们不禁哑然失笑，心底里嘀咕
着：这哪有什么好看的景点？正
当扫兴之时，再走过一段稍平坦
的石路，来到几块矗立的石头边
稍作站立，眼前的景致令人豁然
开朗——

俯视，悬崖数百米，山坡之上
草木茂盛苍翠。山坡之前，蓝溪水
滔滔奔流，哗哗作响，弹奏着一曲
奔腾不息的凯歌。阳光下，微风迎
面徐徐吹来，溪水波光粼粼，如同
一把把碎银撒落在蓝溪水面。远
眺，乡村平屋瓦房或楼宇错落有
致，笔架群山若扇状逐一展开升
高，如同孔雀开屏一般壮美，而溪
边树木苍翠摇曳多姿……构成了
一幅山乡村野水墨画。

我们皆赞叹：太美了！继而
发问：此为何处？文友曰：此处
为观澜。

原来这里就是“观澜”，难

怪我们能看到如此壮观的美景。
转过身子，便看到一人多高

的石壁上，镌刻着两个字：观
澜。落款乃是“明万历丙寅年夏
蔡国宾为黄贻益书”。据说，蔡
国宾系泉州贡生，当年他偕友游
风，见蓝溪水浩浩汤汤奔向泉州
湾，似脱缰的野马，放眼望去，
波澜壮阔，因而触景生情挥毫写
下“观澜”两个大字。如今，这
两个字烫了金，遒劲有力，大气
宏伟。不过，字迹周围已经泛
黑，落款之处略显模糊，想必有
不少人曾到此临摹字迹。

看着这几个字，我心中如同
眼前这蓝溪水般荡漾起一圈圈涟
漪，思绪也随之穿越，好像看到
了历朝历代文人骚客慕名而来，
亲临此地观澜的场面。

尽管这里没有什么水榭楼
阁、栈道或其他人工装饰，一切
都显得那么质朴野趣，却因有了
这摩崖石壁上的“观澜”二字而
弥足珍贵。我们在石前拍照，于
是，“观澜”二字嵌入了我们的
背影，留于心间而定格于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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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溪沟位于重庆酉阳县后坪乡乌
江岸边绵延起伏的群山沟壑中。沟内
竹海茫茫，密林苍翠，石瀑飞流，峡
谷幽深，绿水青山的原生态峡谷风
光，引来无数旅游者探险寻幽。

按捺不住对长溪沟秀美风景的向
往，近日，我和老友前往后坪，踏上
长溪沟峡谷的穿越之旅。

我们坐车从后坪的乡场出发，一
路村落点布，山花烂漫，炊烟袅袅。
陶醉在风景如画的宁静乡间，不知不
觉来到与贵州省沿河县思渠镇一江之
隔的后坪乡聚宝村。在这里，我们转
乘游船，沿乌江上行前往长溪沟。同
行的向导告诉我们，聚宝至长溪沟这
一段，是乌江百里画廊荔枝峡精品
段，这里山似斧劈，水如碧玉，一江
碧水、两岸青山的景观，描绘出“船
在画中行，人在画幅中”的山水画卷。

大约半个小时的航行，游船在一
个叫船老壳的地方靠了岸。就在船老
壳峡口入口处，长溪沟秀美的峡谷风
光直扑眼帘。我们迅疾踏上江岸，向
长溪沟走去。

由于鲜有人迹，只见沿途修竹遍
布，树木枝繁叶茂，藤蔓密布。透过
密林望去，群山苍翠碧绿，远山石柱
直刺蓝天，近山逶迤起伏松峰耸翠，
千仞绝壁刀砍斧劈，山泉清澈哗哗奔
流。盛开的杜鹃花、映山红，在高山
密林之间粉白交错，美不胜收。

沿着如羊肠小道般的棉布台古道
一路穿行，大约40分钟后，一个叫二
梯岩的只有 4 户人家的地方呈现在我
们眼前。4 户人家分布在小溪两边，
一边两户。右边的两户建在离溪沟300
米远的高台上，路上长满杂草，不便
通行。我们就好奇地向左边的两户房
屋走去，只见木屋紧锁，不见一人。
透过窗口向屋内看去，牛角土灶和火
铺一尘不染，但不见烟火。同行的向
导告诉我们，这里属于后坪乡长溪
村，原来住着姓李的四户人家。由于

极其封闭，几乎与世隔绝，20 年前，
四户人家相继搬迁到10余公里外的后
坪乡场上。20年来，偶有老人割舍不
下历尽艰辛修建的房屋，会不定期回
到这里，打扫房屋卫生，点起柴火，
让烟雾散去房屋的潮气。其中有一
户，门上的锁还泛着黄光。房屋四周
和关牲口的猪圈牛栏干净整洁，磨面
的石磨印着时光走过的痕迹，老木屋
散发着岁月留下的阵阵醇香。

望着这几座土家吊脚楼，我不由
得敬佩曾经坚守在这里的人家，仿佛
看到他们在这与世隔绝的深沟峡谷
里，与大山为伴，顽强生活的情景。

向导说，尽管当年常有野兽出没，
但在没有修建后坪到聚宝公路的那些
年月，这里一度是后坪连接贵州的主要
通道，人们沿着这条蜿蜒盘旋的棉布台

古道，往来于后坪和贵州思渠古镇之
间，穿行在长溪沟狭长的深沟里。悠扬
的土家山歌，无数次回荡在山间。而保
存相当完整的古道，密密麻麻地印刻当
年人们用打杵歇气时留下的杵印。

历时 2 个小时走出深沟峡谷，我
们来到后坪的半边山，站在半边山绝
壁峰顶，鸟瞰刀砍斧劈，顿生“无限
风光在险峰”之感，不由惊叹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和沧海桑田的造化。听
说，乡里将结合乌江漫游带的打造，
推出长溪沟徒步旅游线路，吸引人们
走进长溪沟。放眼望去，群山绵延起
伏，伟岸雄奇，长达数十公里的长溪
沟峡谷直抵乌江，撩人心魄。我不禁
想象起长溪沟的美好未来。

上图：乌江百里画廊。
陈碧生摄 （人民视觉）

寻幽长溪沟
邱洪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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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建路桥集团承建的河
北容城县大水大街与荣乌高速
互通项目，是雄安新区的重点
工程项目之一。为切实做到防
控疫情与施工建设“两手抓、
两不误”，该项目目前发起了争
时间保质量的攻坚之战。

（王山玉 张世红文/图）

旅游漫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