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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花艳

令人向往的桃源世界

看了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之后，内心久久
不能平静。剧集中颇具质感的画面、广阔辽远
的草原、在风中轻轻摇曳的白桦林、月光下的歌
舞弹唱、阳光下那条波光粼粼的溪流、草原之上
那慢慢萌发、自由生长的爱情，这一切都美丽得
如同一场梦幻。正如散文作者李娟所说，别人
以为她写的是自己的生活，其实写的是自己向
往的生活。这是过滤掉生活中的烦恼之后的纯
净世界，是现实世界之上的绚烂烟花。因其淳
朴，所以感人；因其美好，所以让人向往；因其遥
不可及，所以又让人充满幻想。李娟用她的文
字打造了一个王国，制造了一场梦幻，而电视剧
还原了她的王国，实现了她的梦幻，呈现了她在
阿勒泰生活的美丽画卷，也为观众打造了一处
精神上的桃花源。

电视剧中有许多美丽的画面，如同一首首散
文诗一般照拂人们的心灵。文秀在开满黄色野
花的草地上睡觉，如同一个自由生长的精灵，如
一场梦幻的开始。这一幕被牧羊的巴太看到
了，策马向她奔腾而来。远处是连绵起伏的皑
皑雪山，山下是云朵一样静静吃草的羊群，恬
静、美好的姑娘睡卧花丛，高大俊朗的牧马人摘
下一朵小黄花别在她的耳边，还在她的一双靴
子上系了一个牧童结，然后跑得远远地要看她
摔倒。这个画面十分唯美，就像顾城的《门前》：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
不说话/就十分美好。这么美丽的画面，这么美
好的场景，很适合爱情的发生，在文秀的梦里，
李娟见到了她的麦西拉。

还有一个洗衣服的画面。文秀和她的好朋
友托肯和库兰去河水边洗衣服。那条宽阔的
河流在静静流淌，河流之上波光粼粼，三个人
有说有笑。托肯的表妹要和库兰的堂兄结婚
了，会举行拖依。她们一句接一句地说着即将
举办的舞会。说男孩子要在拖依上认识女孩
子，然后秋天休息的时间就结婚了。结婚的时
候又有舞会了，然后跳跳舞又有新的小伙子跟
姑 娘 恋 爱 了 ，然 后 又 结 婚 了 ，然 后 又 有 舞 会
了。这个世界变幻万千，但是这里的一切似乎
一直以来都不曾改变。欢快的音乐、舞动的身
姿、奔腾的骏马、牧马的少年，在这片远离喧嚣
的世外桃源，冬天里的极寒天气、被风刮走的
屋顶、漏雨的帐篷，这里的人们直面着大自然
给他们的种种考验。但是他们还是把欢乐的
精神、悦动的旋律刻入了生命之中。在她们谈
笑的过程中，哈萨克民族的那种欢快的舞曲已
经响起来了，仿佛大家已经到了舞会的现场。
阳光无限温暖、水上波光闪烁，谈笑中的她们
的眼睛中也闪耀着点点星光，那场马上要举行
的拖依对于年轻的她们来说也是闪闪发光、无
限美好的存在。微风温柔、溪水清澈、阳光明
媚、世界明亮，在这片广袤无边的大地上，美好
的一切正慢慢发生。

剧集中为我们呈现了那片土地上的美好情
感。其中以文秀和巴太的情感为主线，宽阔的
草原、奔腾的骏马、骑马的少年，人世间最美好
的事情莫过于发现你爱的人刚好也在爱着你。
初次见面时那个高大俊朗的少年，开满鲜花的

原野上那被系在一起的靴子，叼羊比赛中那骑
艺超群、夺得头筹的冠军，那被一刀刀割下来、
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的桦树皮，那个只说给马
儿的秘密，那个在月光下歌唱心中挚爱的时刻，
那个为了救心爱的人而痛失爱马的他，那个消
失了三年、又在绚烂的烟花之中归来的他。一
年四季的时光还在流转，马儿自在地在草原上
奔跑，羊群还在静静地吃草，溪水在缓缓地流
淌，那一场曾经绽放的美好爱情，经历了春的萌
动、夏的热烈、秋的欢喜和冬的冰封之后又在绚
烂的烟花之中重新绽放。

剧中还写了文秀与家人的和谐相处。李娟
这样描述她的妈妈：“她是最强大的一株植物，
铁 锨 是 最 贵 重 的 权 杖 。 她 脚 踩 雨 靴 ，无 所 不
至。像女王般自由、光荣、权势鼎盛。”为了生
计，她卖过杂货，收过废品，开过裁缝铺。在城
里赚不到钱，就去牧场，还跟着牧人到处转场，
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为了采摘木耳，她在寒
冷的冬季进山，回来的时候面部和手上满是冻
疮。但她对文秀却没有任何限制和要求。文秀
想帮家里做一些事情，因此去牧民家要账，但是
因为不懂哈萨克语而窘态百出，最终却稀里糊
涂地要回了一头骆驼。她满心欢喜地对妈妈
说：“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
不对？”而她的妈妈却说出了这一番话：“啥叫有
用 ，李 文 秀 ，生 你 下 来 ，是 为 了 让 你 服 务 别 人
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
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
在草原上也很好嘛！”有用并不是这世界上唯一

的意义，存在本身也是一种美好！
这部剧不仅有让人惊叹的电影画面、悠扬的

田园牧歌、纯洁美好的爱情，还充满着哲理的韵
味。剧中有许多发人深省的话。开场的时候，
作家刘海波告诉李文秀“如果不打算继续上学，
就要写作，那你就试着从自己的生活写起，去
爱、去生活、去受伤”。年少的时间我们会以为
爱就是生活的全部，其实生活的粗糙、情感中的
伤痛也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泥沙俱下
的人生才是生活的本质。或许正因为这些才衬
托出生活的明丽、情感的无价。人生是一个瑕
不掩瑜的旅程，一时的乌云密布、冰雹飓风，并
不能遮盖住雨过天晴后的美丽彩虹。

整部电视剧，如同草原上自由自在生长的牛
羊，如同穿越旷野、呼啸而至的风，如同夜空里
那轮高高悬挂而又清冷无声的月亮，如同骤雨
过后，湛蓝天空上出现的彩虹，记录了北地边疆
的生活场景，把那一片土地的广袤、原始、荒芜、
诗意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一部草原牧歌式的
爱情缓缓拉开帷幕，并留驻在我们心间。让我
们随着剧情一起重温了青春的美好和悸动，一
起超脱现实，一起奔赴梦想。即便是一场不会
圆满的梦，那又如何，就像那绚烂的烟花终于归
于平淡，但那划破天际、璀璨夺目的光辉曾经照
亮过每一个迷惘的心灵。生命永无止息，而幸
福将永驻心间。

《我的阿勒泰》是作者李娟的桃花源，也是
无数读者和观众曾经驻足、久久徘徊、无法停留
却又永远向往的桃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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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一定是在山洼蛰伏很久，迅捷杀出来的。
我正在树下看书，猛然看树在剧烈摇晃，叶子四
处飞舞，脚边的那只垃圾桶呼啦一下被卷走，一
路咚咚咚，撞到一只石凳子上，旋了一个圈，又歪
歪扭扭地往前滚。正准备迈腿去追，一声炸雷在
头顶轰然嘣开，倾盆的雨当头浇过来。

退回房间，站在窗前，不远处的那座山被浓
密的雨线包裹，像是起了雾。屋檐下尚未成熟的
柿子和板栗散花般地往下落。整个山洼被风雨
裹覆，混沌一片。

这是我在这个叫作“龙腾山”的山洼小住几
天后遇到的第一场雨。大山深处果然是个奇妙
世界，连风雨雷电都不同凡响。

雨住风停之后，天空现出大海般的蓝。蝉开
始神气，在树上叫。暑气散去，它们的叫声听起
来也有几分清凉意。

出了院门，旁边是农家菜园，几只白色的蝴
蝶落在紫色的茄子和红色的辣椒上，还有几只花
色的落在油亮亮的小白菜上，像一幅幅简笔画；
一排瘦瘦高高的竹竿挑起丝瓜藤，碧绿、细长的
丝瓜悬在藤架上，屁股后面拖着灿灿的黄花——
它们刚才是躲在藤叶之间，才没被风发现吧？

月亮从山脊浮出头。顺着被踩得发白的田
间小路往田野里去，有青气扑过来。气味是有颜
色的，我看到了青色的气味，是青草的气味，是禾
苗的气味。蛐蛐也看到了，在草丛里唧唧唧。萤
火虫当然也看到了，徐徐地飞，发出忽明忽灭的
信号。萤火虫有多少年没见过了。最后一次见
它们，我还是个少年,也是这样的夏日夜晚，和同
村的小侉子捏着手电筒，在田埂上弓身寻泥鳅、
黄鳝。稻田边有浅浅的沟渠，水清亮亮的，泥鳅
和黄鳝在乘凉，灯光照着它们油光水滑的身子，
它们动也不动，小侉子手握一根尺把长的棍子，
一头绑着一根嵌着大头针的牙刷，瞄准泥鳅或黄
鳝，用力钉下去，一提溜，泥鳅或黄鳝就进了我手
中的木桶。

这一幕似乎就是昨天，但已是40年前的事，
小侉子去世30多年了。

有灯光在远处甩动，是手电筒的光，一只影
子慢慢移过来。迎面走过去，是旁边村庄的苏

婶。我在山洼大院子借住的这几天，去她家的
小店买过几次香烟和啤酒，跟她和她老伴儿都
熟悉了。

我怕吓着苏婶，咳嗽一声，又轻轻叫了一声
“苏婶”，苏婶见是我，问：“这么晚你在做什么
啊？”我回一句：“瞎转转，也没啥事。”大婶接了一
句：“转转好啊！田里好香!”我说：“田里真的香！”

苏婶手臂上挽着一只篮子。
“洗衣服去？”
“对哦，溪水干净咧！”
那条溪我见过，是从山谷流下来的山泉，带

着沙、草，还有露水。
我走在前面，苏婶跟在后面。月亮已经爬到

半空，此时的它更淡、更白、更薄、更亮，细细看，草
尖和禾苗尖上亦有白光闪动。

苏婶掐灭手电筒，把衣服倒在石头上，提起
一件在水中摆动，又抡起棒槌敲打，啪啪啪，声音
传到对面的山，山又给还回来。

小溪哗哗哗，苏婶的棒槌啪啪啪，我一个人
在田埂上走，任风抚摸着，草丛里的蛐蛐不知道
是被搅了梦境而生气，还是想在我这个陌生人面
前炫耀歌喉，叫得更欢。弯下腰，循着声音在草
丛里扒拉，一只头顶发光的蛐蛐一跃而起，蹦到
了溪边的草丛里。

溪水里有千万道光线，是月亮撒下的金子
在闪光。一些裸露的石头蹲在溪水里，清亮的
水撞过它们的身子，流走了，它们的身子明明暗
暗。远处的溪水里有一团光在晃动，像是舞台
的聚光灯打在上面，走近才发现是一汪水从高
处往低处流，银白的月光落在白亮亮的水里，水
光和月光揉在一起，水更白，月光也更白，水在
流，月光也在流。

心中生出惊喜。好久没看到这么亮的水，好
久没看到这么亮的月光。

抬头看天，又大又圆的月亮正在空中缓缓而
行，它在看着我，我在看着它。

再低头，水中原来有这么多的月亮。水亮汪
汪的，月亮亮汪汪的，我觉得自己的脸上也亮汪
汪的。

一时间，竟忘记溪水和蛐蛐的叫声。

人与自然

♣ 魏振强

月亮出来亮汪汪

荐书架

♣ 秦雪莹

《当燃》：书写重庆密密匝匝的烟火人间

该书书写了在重庆密密匝匝的烟火人间，一出治愈
又动人的创业故事：程斐然、钟盼扬、方晓棠三个重庆妹
子，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中却处处埋藏着失控，每个人都
面临着人生的暗流和崩塌，却让命运的齿轮重新转动。

周宏翔19岁时出版的长篇处女作《时间浪潮》，便是以
重庆为背景的家族故事。他作为第一批进入主流文坛视野
的90后作家，曾凭借《少年们无尽的夜》获得巴蜀青年文
学奖，随后他创作了一系列有关都市生活的职场故事。

身为90后作家，周宏翔形容这一代人“生活在千禧
年的交替之间”，有过“从前慢”的生活，也经历了翻天覆
地的变迁。他想在飞逝的时间中留下当下的标点，也想

在变动中寻找共通的经验。周宏翔坦言，对于任何一个
作家来说，当下都是最难写的，因为没有经过历史的萃
取以及时间的检验，任何词句和描写都可能迅速过时；
但同样的，任何一个作家又绝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放弃
对当下的叙述。所以，他决定将小说的城市落地在他的
家乡重庆，想去尝试写一写当下的故事，那些虽然可能
很“轻”，却仍旧有着社会意义的世情人事。

这部重庆味道十分浓郁的小说《当燃》，最初在线上
连载时，就收获了1000万阅读量。小说的人物对话均
采用重庆方言，行文之中处处浸润着重庆风物与习俗，
也在不断升腾的烟火气中弥漫出生活本身的味道。

知味

♣ 薛宏新

说不尽的面条

在中国悠久的饮食文化长河中，有一种食物，
它简单朴素，却千变万化；它穿越时空，贯穿南北，
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纽带与味蕾记忆——这
便是面条。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不仅仅是饱腹之
物，更是情感的寄托，文化的传承，历史的见证。

面条的起源，如同许多古老的食物一样，难以
确切追溯。但根据史书记载与考古发现，早在汉
代，中国就有了类似于面条的食物——“汤饼”，这
或许便是面条的雏形。随着时代的变迁，面条的
制作工艺日益精进，种类也日益繁多。从北国的
宽面、拉面、烩面、刀削面，到江南的细面、阳春面、
拌面，再到川渝的担担面、重庆小面和新疆的拉条
子……面条以其独特的形态和风味，遍布大江南
北，成为中国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北国的广袤大地上，面条往往以粗犷豪放的
姿态出现。陕西的奤奤面，宽如裤带，筋道十足，搭
配上浓郁的肉臊子和鲜美的汤汁，一碗下肚，浑身
暖洋洋的，仿佛能驱散所有的寒冷与疲惫。兰州拉
面，以其“一清（汤清）、二白（萝卜白）、三红（辣椒油
红）、四绿（香菜、蒜苗绿）、五黄（面条黄亮）”的独特
风格，吸引了无数食客。每一根面条都蕴含着拉面
师傅的汗水与匠心，轻轻一拉，细如丝线，入口爽
滑，回味无穷。

相较于北方的豪迈，南方的面条则更显细腻温
婉。江南的阳春面清汤寡水，却能将面条本身的麦
香发挥到极致。简单的面条，撒上几片葱花、滴上

几滴酱油，便能勾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而广东的云吞面，则是将面条的细腻与汤底的鲜美
完美融合。云吞皮薄馅嫩，面条幼细如丝，汤底清
澈而富有层次，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极致挑逗。

手擀的面既要软和，又要筋道，能拿捏好这个
分寸的，都算是面案上的高手。和面时能做到面
光、手光、盆光者算是顶尖高手。

上手揉面，做面条的面团儿一定要偏干一点
儿，如果太软，下锅一煮就烂，煮出来的面条不筋
道。高筋面粉做出来的面团儿不太好揉，需要多揉
一会儿才行；把面团儿揉光滑以后用保鲜膜包起来
醒发 20分钟，再揉。擀面团儿的薄厚程度根据自
己的喜好而定，擀好后要在上面撒上一层薄薄的面
醭以防薄面片儿粘连，然后将面片儿对折为约 10
厘米宽的长条，用刀切成宽、窄合己意的条儿即成。

白生生的面煮熟了，用筷子捞上一碗，上面浇

上一大勺子做好的卤子，搅和匀了趁热吃，入口顿
感滑溜溜、香喷喷的。

酷热的夏天，人多喜食凉面降温。煮好的面条
儿过凉水，越凉越好。吃凉面时，菜要多，碗要大，
抓上一把黄瓜丝儿，浇上两勺蒜醋汁儿，再来些咸
菜豆瓣酱，搅和匀了，吃到嘴里，那叫一个香！

人间最美的事，便是搅和。能搅和到一块儿，
就成了，搅和不到一块儿，就坏事了。原汤化原食，
吃完面盛一碗老汤合着菜汁儿溜溜缝，完美一餐，
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面条的口感如人生，酸甜苦辣皆有，只有用心
品味，才能领悟其中的真谛。

身上五脏六腑只有胃对自己最忠诚，吃惯了啥
饭食，走遍天南海北，活到地老天荒也不会变，总想
寻找孩童时候的味道。当父母亲给孩子擀面条，是
融进了慈爱，和进了父母的念想，细揉慢擀认真切，

精心煮巧手烹，唯恐孩子们吃不好。因而，父母亲
做的饭在儿女味觉的记忆里都是唯一的，一辈子也
不会忘掉。

一个人，无论脚步走多远，只有家乡的味道最
顽固，它就像一个味觉定位器，一头锁定了工作的
异地，另一头，则永远牵绊着记忆深处的家乡。这
种味道，以其独有的方式在味蕾上提醒人们，无论
脚步多么匆忙，不管聚散悲欢，始终不能忘记故
乡。突然间，我想起了操劳一辈子的爷爷奶奶父亲
母亲，禁不住泪湿眼眶，很多美好的回忆，也许最终
会在记忆中消失。

面条，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还承载着丰富
的文化内涵。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面条象征
着长寿与团圆。过生日时吃一碗长寿面，寓意着
岁岁平安、长命百岁；逢年过节，全家人围坐在一
起吃面，则象征着团团圆圆、幸福美满。这种习
俗，从古至今，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文
化记忆。

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面条依然以其独特
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与味蕾。无论是忙碌
的上班族，还是悠闲的退休老人，一碗热腾腾的面
条总能带给他们最质朴的满足与幸福。面条的千
变万化，不仅体现在其种类与风味上，更体现在它
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与情感寄托上。每一根面条背
后，都隐藏着一段段动人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去发
现、去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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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煮茶

白云煮茶
浇灭心中的惦念
把平静归还给日子

小鸟 把鸣叫还给了天空
花朵 把香气还给绿叶
蜜蜂 把甜蜜还给花蕊
太阳 把白云还给了蓝天

傍晚 挎着生活
从夕阳里穿过
随手牵起柔软的云朵
随风去远方
一杯茶的心事
无人知晓

给杯阳光就灿烂

给我一杯阳光
就着夏日的灿烂
连同童年的快乐
连同歪歪斜斜的脚步

给我一杯离愁
一饮而尽这孤独
连同生活的艰辛
连同数不清的日月

给我一杯思念
清澈可见的深渊
连同浪花
连同波涛汹涌的绸缪

给我一杯深情
涂抹缤纷的面包
连同飞流的瀑布
连同龟裂的大地

一起吞下热烈的过往吧
用童年的天真
用一杯阳光的温暖
种植绿芽

远方依然年轻

五月挽着细雨
和风密谋
六月蠢蠢欲动
探头看着夜空
若即若离的花朵
说着心事儿

燥热的星空下
不只是滋长童话
还疯长希望
懵懂的星星
总让人想起寂寥
想起古老的语言
想起树枝上的诗句
还有冬夜边缘的新绿

风筝衔着明亮
歪歪斜斜地飞在天空
她想将远离的青葱
与这光对接上
让这座古老的城市
为曾经的爱情做个见证

云朵下面

盛大的夜空
在闪电里留下裂痕
寂寞的山谷
将激流敲出回声
为了
找一些快乐的证据
为了
在平淡的日子里找一些美好

不知道
天空还蓝吗
不知道
哪一朵飞奔的云朵下面藏着惊喜
也不知道
打坐的雨滴
能否点亮时光的回忆

在傍晚时分
看一位年老的歌者
演绎初夏的温度
如何找寻多年前的自己

此时有微风
甜蜜而厚重
还有马可波罗的身影
来的来，走的走
留下的
成了人间烟火

意中人啊
在风里雨里奔跑

诗路放歌

♣ 苏小七

云朵下面
（组诗）

♣ 贺红江

意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