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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敖包相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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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光华

夏日的草原，绿茵似毯，一碧千里。漫
步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草原上，毡包点点、炊
烟袅袅、鲜花烂漫、奶香芬馨、牛羊欢叫、马
儿嘶鸣，而蒙古长调悠扬飘荡……

有了母亲河的滋润，辽阔的草原才生
机盎然。草原以它的温存与博大印证着生
命的生生不息。而在这里，随处可见的敖
包，令我想起一段往事。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为什么旁边
没有云彩……”这首充满草原风情和人间
真情的电影歌曲《敖包相会》，已传唱了70
年之久。而歌词中描绘的两位主人公原
型，就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
左翼后旗伊胡塔镇。1945年的寒冬，一对
年仅17岁的青年男女喜结连理。丈夫乌
恩英俊潇洒，妻子塔木能歌善舞。他们未
曾经历过浪漫的恋爱时光，但婚后生活却
恩爱和美。1951年的秋日，正在家坐月子
的塔木，遇到了一位前来门外讨水喝的陌
生人。按照蒙古族的传统礼节，客人理应
进屋内喝茶。然而，这个人的异常举动让
塔木心生疑窦。紧接着的一幕更是让塔木
疑虑重重，一阵风吹起这人披着的毯子一
角，竟露出了枪支的枪口。聪明的塔木沉
着冷静，设法稳住嫌犯，最终在他人的协助
下，通过一番搏斗成功将这个陌生人制
服。塔木赤手空拳擒坏人的英勇事迹，也

受到了当地政府的表彰。
那一年，身为内蒙古文联文艺编辑的

玛拉沁夫，听闻了这桩震撼人心的事迹，被
塔木热爱新生活、捍卫新政权的忠贞品质
与勇敢精神深深打动。他深入探究塔木的
事迹，反复思量、精心构思，利用工作之余
开展创作，完成了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
人们》。之后，玛拉沁夫鼓足勇气将作品寄
往《人民文学》。很快《人民文学》杂志就以
头条的形式刊发。

对于新中国反映内蒙古草原现实生
活的开篇之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的问
世，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很快，中央电影
局决定将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搬上
银幕，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承接了这项任
务，派人前往内蒙古与玛拉沁夫接触，聘
其为特约编剧，并指派专职编剧海默与之
合作改编，最终确定以萨仁格娃和桑布的
劳动、爱情以及英勇对敌斗争为线索展开
故事情节，从侧面展现出内蒙古大地日新
月异的变化。

电影局对影片拍摄极为重视，专门调
派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徐韬前往执
导。影片注重民族题材风格的渲染，一方
面通过诗意化的镜头结合牧民生活展现自
然风光，增添民族特色；另一方面充分借助
音乐和歌曲营造草原风情。1952年，根据
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的电影
剧本《草原上的人们》，由中央电影局东北

电影制片厂开拍，而由玛拉沁夫和海默作
词的《敖包相会》，也成为影片的主题歌。

《敖包相会》的歌词精练，曲风显得自
然亲切，恰到好处地运用了生活口语。而
歌词唯有配上曲谱才能“飞翔”。著名的达
斡尔族作曲家通福完成了这项任务。创作
中，通福反复斟酌乐句、音、和声等每一处
细节，还亲赴故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最终为
《敖包相会》谱下浪漫且富有民族特色的爱
情旋律。

为找到合适的演唱者，导演和曲作者
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20多位歌唱演员召集
至会议室逐一试唱，最终选定王树理和吴秀
云。男女声对唱的《敖包相会》，唱出了山峦
的起伏、流水的清澈、草木的蓊郁、花朵的绚
丽，也唱出了千里草原的无限风光。

编、导、作曲家通力合作，围绕影片主
人公萨仁格娃的成长历程，在劳动、生活、
斗争等主要场面精心安排了插曲。影片
中，风暴大雪过后，桑布在幽静的草原敖包
前等待与心上人萨仁格娃见面，此时主题
歌《敖包相会》响起，如原生态溪流，沁人心
脾……老一辈音乐家用音乐表达对世界和
生活的看法，抒发心中诗意，将大自然与人
的情感巧妙融合。

在草原宽阔、明亮、奇异的星空映衬
下，《敖包相会》演绎着尘世间美妙的爱情
故事。一曲《敖包相会》，也让内蒙古的敖
包遐迩闻名。

而因《敖包相会》而被世人熟知的敖
包，其实是蒙古族重要的祭祀载体。祭敖
包这一习俗已被列入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每年农历五月，绿草遍野，燕子归来，
鲜艳的经幡飘扬，云朵被染成了多样颜
色。牧民们身着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赶
来，带着美酒和供品，向敖包献上洁白的哈
达，虔诚祈福，期望草原人畜两旺、万物吉
祥。淳朴善良的蒙古族同胞心怀感恩，把
这份感恩融入生活与信仰，默默践行。

祭祀完毕，人们围坐一处喝马奶酒、吃
羊肉，并举行赛马、摔跤、射箭等文体活
动。夜幕降临，悠扬激昂的马头琴声在草
原飘荡，篝火旁人们轻歌曼舞，姑娘小伙则
借机相约，躲进草丛倾诉衷肠，这便是敖包
相会。如今草原交通便利，牧区青年相会
不再困难。但当皓月当空时，情侣们依旧
喜欢在敖包旁互诉情意，让敖包见证他们
圆满的爱情。

新时期，敖包的形式不断创新。它不
仅是蒙古族文化的象征，还形成了敖包文
化这一民族风俗和文化传统，成为草原文
化节必不可少的内容，发挥着独特的民族
文化功能。

此刻，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敖包星
罗棋布，彩旗飘扬，仿佛在向着远方的人们
呼唤，欲与其携手共赴华夏民族大团结的
盛典……

回望她的一生，仿佛能看到她那孤独而坚

定的身影。她守望着那份爱情，如同守望着心

中的一座灯塔，照亮了她整个生命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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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敖包星

罗棋布，彩旗飘扬，仿佛在向着远方

的人们呼唤，欲与其携手共赴华夏

民族大团结的盛典……

■ 姜玉坤

门外的雨，越下越大。我起身走到门
口，感受着偶尔飘进来的雨滴，记忆中第一
次到江西省瑞金市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
博物馆采访时也是下着小雨。

透过雨幕，我第一眼就看见一座两名
女性并排而坐的雕像，这座雕像依照真实
人物比例打造。雕像中的年长者神态安
详，手里捏着草绳；年幼者端坐一侧，边搓
草绳边倾听老人说话……年老者名叫陈发
姑，她脚下堆放的75双草鞋，是她为自己
逝去的丈夫做的。

从讲解员的口中，我得知了陈发姑那
长达75年的等待和守望。我无法把一个
普通的老人与75双草鞋以及75载的守
望联系在一起，尽管红军中悲壮的爱情故
事不在少数，然而如此传奇的，我却从未
听说。

那是1934年10月，陈发姑的丈夫朱
吉薰怀着满腔热血与坚定信念，作为一名
红军毅然踏上了长征之路。临行前，陈发
姑将连夜赶制的一套衣服和一双布鞋交给
丈夫，并对他说：“你安心打仗，不要担心
我。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回来的！”那一
刻，陈发姑站在送行人群中，眼中满是眷恋
与不舍，她望着丈夫渐行渐远的背影，在心
中默默祈祷着他能平安归来。

自此，陈发姑开始了漫长而执着的等
待。日子一天天过去，她的青丝渐渐在时
光流淌中染上白霜，岁月如无情刻刀，在她
脸上刻下深深浅浅纹路，她的双眼也在无
尽思念与期盼中逐渐失去往昔明亮，变得
浑浊黯淡。

但她心中的爱从未有丝毫消减。她独
守在那间熟悉的小屋，坐在那张陈旧的木
凳上，回忆着与丈夫相处的点点滴滴。那
些曾经的欢笑、温暖与关怀，如同一幅幅珍
贵画卷，在她脑海中不断浮现。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前时，
她便开始新一天的忙碌。她用布满老茧的
双手，熟练地拿起麻线和布料，一针一线地
编织着草鞋和布鞋。每一针都饱含着她对
丈夫的思念，每一线都寄托着她的期盼与
希望。在她手下，一双双草鞋和布鞋逐渐
成形，仿佛是她向远方爱人传递的一封封
无声情书。

时光流转，这其间，她身边发生了许多
变化。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驻
扎苏区的红军被迫转移，朱吉薰所在的部
队奉命北上，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
长征。红军北上之后，国民党重新占领瑞
金。由于陈发姑既是苏区时期的妇女干
部，又是红军家属，不幸被捕。敌人对她严
刑拷打，逼她声明脱离革命队伍，与丈夫离
婚。但她始终不曾屈服，相信革命一定会

成功，丈夫也一定会凯旋归来。经过敌人
酷刑的摧残，她顽强地活了下来，之后又经
历了十几年的逃亡生涯。直到全国解放，
陈发姑也一直没有等回自己的丈夫。

她白天耕田，晚上打草鞋，就这样一
个人维持生活。之后政府进行调查，认为
她的丈夫在长征途中牺牲了。但她始终
坚信丈夫没有死，逢人便讲：“我丈夫是红
军，我一年盼一年，一月盼一月，一天盼一
天，很希望我丈夫回家跟我们团聚。”陈发
姑每年都要编织一双草鞋，寄托对丈夫的
思念。

1958年，已经64岁的陈发姑挑着24
双草鞋住进了瑞金叶坪乡光荣敬老院。尽
管丈夫没有回来，她仍然每年为丈夫打一
双草鞋，即便双目失明也不间断，直到凑齐
这75双草鞋。

然而，命运的捉弄并未停止。陈发姑
的生活中还充满了各种艰辛与挑战。战争
的硝烟虽然渐渐散去，但生活的困苦却依
然如影随形。她要面对物资匮乏的困境，
还要应对身体的疲惫与疾病的困扰。但她
从未放弃，始终坚守着对丈夫的爱与承
诺。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她的草鞋仿佛
成了她生活的支柱，给予她力量与勇气去
面对一切。

在漫长等待中，这位被誉为“共和国第
一军嫂”的陈发姑，身体渐渐衰老，行动变

得迟缓，步伐不再稳健。但她的精神始终
如同一座巍峨的山峰，坚定而刚强。她依
然每天坚持编织鞋子，依然怀着那份坚定
信念，等待着丈夫的归来。

终于，在生命尽头，她带着对丈夫的无
尽思念缓缓闭上双眼。那一刻，她脸上似
乎浮现出一抹淡淡的微笑，仿佛看到了丈
夫归来的身影，听到了他亲切的呼唤。

这一年，她整整115岁。
她的那75双鞋，成为她留给后人的珍

贵遗产，让人感受到了爱情那震撼人心的
力量。

陈发姑的故事，如同一首悠扬的古
曲回荡在历史的天空中。她的等待，是一
种超越时空的深情，是一种永不磨灭的精
神力量。

想象着陈发姑坐在窗前，望着远方的
神情，是一种怎样的期盼与执着？她的目
光穿越岁月尘埃，仿佛能看到丈夫在战场
上奋勇杀敌的身影。她知道，丈夫是为了
一个伟大的理想而奋斗，而她所能做的，就
是在这里默默等待，给予他最坚实的后盾。

那一双双草鞋和布鞋，不仅仅是普通
的鞋子，每一针每一线都蕴含着陈发姑的
心血。岁月变迁，陈发姑始终没有放弃对
丈夫归来的期盼，而那长达75年的等待，
承载的不只是她对丈夫的爱，还有他们对
党的忠诚与共同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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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根源先生与吴郡的山

川、街巷和千年文脉永久融

合，他的精神血脉和风骨情怀

留在这方寸之地，值得后人去

缅怀、思索和传承……

■ 金晨曦

在苏州城西南方向的吴中区穹窿山东南麓
印泉路一带，原是辛亥老人李根源的松海别墅，
号为“小隆中”。这里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涵
盖了小王山摩崖石刻以及李根源墓。

来自云南腾冲的民国时期著名的爱国民主
人士李根源，曾隐退在苏州14年，后于北京病
逝。依其遗愿，骨灰被安葬在苏州小王山。

到访那日，小王山树木葱茏，鸟语花香。清
冽的溪涧，似在诉说着风云际会的历史故事。小
王山是穹窿山的支脉，背靠穹窿、面向太湖。李
根源在苏州时的日子，曾经在此隐居10年之久。

小王山有一座高大的李根源石雕像，雕像
横握手杖，双目凝重、从容坚定，其形象取材自
国画大师徐悲鸿绘制的著名人物画《国殇中执
绋者》，呈现的是李根源为抗战烈士送葬执绋的
模样——“九一八”事变后，李根源组织苏州民
众抗敌后援会，支持前线。他为淞沪抗战多方
奔走，动员爱国人士捐款，救治伤兵、收容难
民。他与苏州爱国绅耆买棺殡殓，将战斗中英
勇负伤、后在江苏抢救无效为国捐躯的78名将
士，安葬在苏州藏书镇善人桥北马岗山麓，堆冢
立碑，并为纪念碑题写“英雄冢”。彼时，他手执
掸绋，策杖走在为抗战烈士送葬队伍的最前
面。李根源写诗志记：“霜冷灵岩路，披麻送国
殇，万人争负土，烈骨满山香。”“爱国”是李根源
先生始终坚持的价值追求，并付诸实际行动。

飞檐翘角的中式建筑李根源纪念堂里展陈
着大量的图文资料，介绍李根源先生的生平与
事迹。展台里陈列着李根源先生所著的各种书
籍，包括《吴郡西山访古记》《吴县志》《曲石诗
录》《叠翁行踪录》《雪生年录》等。细读展板，在
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里，仿佛聆听到了历史在
风中的诉说。

1904年，李根源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中
国同盟会。他与蔡锷领导云南起义，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袁之
役与护法斗争。他曾任粤滇军总司令兼滇军第四师师长、陕西
省省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署国务总理。自1923年起，李根
源归隐苏州，前后有14年，苏州成为他的第二故乡。1937年
冬，日寇进攻苏州，他被迫离开。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他出任
云贵监察使，奔赴滇西抗日前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政
府国策顾问，呼吁和平、停止内战。新中国成立后李根源历任
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
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纪念堂除了记载了李根源的生平，还记载了他与朱德的交
集。李根源主持的云南讲武堂曾培养了大批著名爱国将领，朱
德和叶剑英两位开国元帅都曾在那里学习。1909年，朱德前往
云南投靠陆军讲武堂，时任讲武堂监督兼总办的李根源以“培
养有志青年”为由，破例将非云南籍的朱德留了下来，这里成为
朱德军事生涯的起点。纪念堂中展陈着朱德元帅赠送的电风
扇、小时钟，那些带着岁月痕迹的小物件，贴心又温馨。李根源
逝世后，朱德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在公祭时主祭。

李根源墓位于小王山祖茔李母阙太夫人墓西，一座圆形坟
丘，静谧庄重，墓基由青石围护。拾级而上，青石墓碑上有些许
苔藓，李根源和夫人马树兰就合葬于此。

那是1927年，李根源的母亲离世。他买山葬母，营建田园
别墅，寄庐守墓，在“阙茔村舍”的厢房里，度过无数不眠之夜。
他开山筑路，疏泉凿石，植松数十万株，精心营造小隆中，并创
办了“阙茔小学”。小王山下，古井“罔极泉”井水清澈。罔极，
指父母恩德无穷尽。当年李根源挖此井，表达对父母的感恩和
哀思。而“爱父母”的异乡人李根源也将“爱苏州”融入血脉。

1923年，时年44岁的李根源退出北洋政府后，离开了上海
来到苏州，起初住在城中心十全街的宅子“曲石精庐”。在那居住
的3年里，他遍访城内的虎丘山、狮子林、拙政园等古典园林。他
对老友章太炎说：“养老以苏州最为宜。”这句话也促成了太炎先
生晚年定居苏州、讲学。

苏州山清水秀，名胜古迹众多。后来，他把目光转向城郊，开
始吴郡访古之旅。

遥想当年，李根源专门购置一叶小舟，自胥门枣市桥一路
向西，历时三个月，遍访苏州城以西的横山、穹窿、天平等数十
座山峰，一路探寻吴郡文化的肌骨与灵魂。清晨时，听山间鸟
鸣；白天时，仰望天穹、俯瞰群山，赏山花观奇石……他以船为
家，白天访求古文物、古建筑、先贤祠墓，寻访顾野王、范氏三太
师、韩世忠、唐寅、文徵明等名人冢墓约200座。夜深后，他返回
小舟，在局促的船舱内，在一灯如豆的油盏下，整理记录，奋笔
疾书。那时的他，心境或许恰如刘禹锡所说的“目览千载事，心
交上古人”吧。

夜宿晓行，踏勘考察，他终凭借一己之力完成《吴郡西山访古
记》，不仅记录所见古迹，还记载当时吴县地区农村实况。在此基
础上，李根源与曹允源合著了《吴县志》。他的访古之游，促使当
时的苏常道尹李维源发布了地方法令《保墓文》，通令苏州、常州
地区。多年后，李根源从北京回苏州小王山扫墓，将收藏于苏州
寓所的文物，包括图书、金石、拓片等，其中含唐代墓志石刻93
块，全部捐给了苏州文管会。

走在曲折的山路上，松树挺拔，松影婆娑，清幽宁静。不时
可见石壁上李根源和他友人留下的数以百计的摩崖石刻，风格
各异，镌刻精美，令人惊叹。这里堪称一座“露天书法艺术博物
馆”，摩崖石刻中有他自书对小王山的历史描述、对父母的百字
哀思诗文，以及他的祖训、师训。李根源专门请工匠在坚硬的
摩崖上凿刻，方寸之地却集中了众多名家墨宝，雄浑古雅、遒劲
有力、气韵高古。

李根源的家族有着自己的家规家训。他年幼时，祖母教导：
“为学宜恒，立身宜正，做事宜诚。”在山下的碑廊中漫步时，就能
看到他敬书先祖母“勤朴俭肃”箴言，以及补书恩师赵端礼“忠孝
廉节”等碑刻。爬上高高的摩崖山坡，一处摩崖的右上方又可见
祖训：“孝悌忠信，勤俭早起，爱众亲仁，自立知耻……”

李根源先生将他的祖训师训铭刻在小王山的摩崖上，亲身
传承，并传之后世。石刻所书，亦代表着他做人做事的准则和
价值取向，字字千钧。曲石墨迹，涵养吴山。李根源先生与吴
郡的山川、街巷和千年文脉永久融合，他的精神血脉和风骨情
怀留在这方寸之地，值得后人去缅怀、思索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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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夕拾

漂浮在水上的村庄
（外一首）

■ 木汀

山脚下的湖水
不断地漫上心头
一个村庄
就在恍惚之间
无中生有

一个村庄一旦浮现
就雕刻般坐落于此

烟火渐盛
没日没夜地生长着
向空中长高
向周围无边际地蔓延

在这样的村落
容不下一丝的叹息声

福
化为灯笼
挂在牵住街道两侧的天线
这条街的福
用中国人喜欢的红
向天地祈愿

光在地上渐变
由小慢慢地往大了填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