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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珠儿问道：

“爸爸，虽然我年幼无知，

但知道我们不能凭空站立，

是什么将我们坚实地托起？”

“那笑得非常可爱，

闻起来香喷喷的，该怎么称呼？”

伏羲答道：

“珠儿，我的宝贝女儿，

甘愿卑微地躺下躯体，

将我们毫无怨言托起来的，

只有仁慈的大地母亲。

她以博大的胸怀将我们接纳。”

“那笑容让我们眼睛一亮，

芳香让我们的毛孔都醉了的，叫花朵；

那长了一双翅膀会飞的花，

是花朵调皮的妹妹，叫蝴蝶。

那蓝莹莹悬在我们头顶，

让我们永远神往的，叫天空。

那照亮天地，无私洒下灿烂光芒，

映到水里红莲一样艳丽的，叫太阳。”

二

珠儿问道：

“它，多么神奇，

在水里游走如鱼，

在草地上行走如飞，

冬天钻进洞穴不吃不喝又饿不死，

它叫什么名字？”

伏羲答道：

“它是山林中的灵物，叫蛇。

蛇有异常顽强的生命力，

有朝一日，它会成为飞龙！”

珠儿问道：

“这一条清得能看见游鱼的河流，

是不是应叫清水河？

这片让河流拐了一个弯儿的土地，

是不是该叫大地湾？”

“那名叫马蹄莲的花，

是不是马留在大地上的蹄印，

在雨水的滋润中，

发出的芽开出的花？”

珠儿问道：

“该怎么称呼，咱们出生的，

这片亲切而又美丽的大地？”

伏羲答道：

“咱们出生的这片大地，

是创世的第一滴圣水，

滴落的地方，叫天水。”

“我们仰望的星星，

是滴滴圣水，映在天空的面容。”

□ 汪 渺

《伏羲创世》（节选）

一道道绿柳的门帘里，一树树红色的槐花

伸进来，红太重了，就要往下滴落。绿云间铺

泄流淌的色彩，让人欢喜、敬畏。海棠、白榆、

丝棉木、樟子松、云杉、连翘、榆叶梅、芍药、鸢

尾、萱草、沙棘、柠条、四翅滨梨、紫叶稠李、金

叶 白 蜡 …… 彩 叶 木 将 梦 幻 般 的 色 彩 奉 献 给 这

个季节。浓稠得令人目眩，激起对生活的无限

热爱——这里，是临泽县鸭暖镇古寨村西北面

与巴丹吉林沙漠的南缘接壤处。

面对茫茫沙海，栽种苗木，播撒绿色，是何等

豪迈，而做出如此坚定的决策，该是怀揣着怎样

的雄心和壮志！

曾经，这里是一座连着一座的沙丘，几乎没

有 一 棵 绿 色 植 物 。 沙 梁 上 孤 零 零 的 几 棵 白 蒿

子，被风沙连根拔起，从这边的沙梁上滚到了那

边的坡下。对沙漠的荒凉、冷峻，我有过触目惊

心的经历。那年和母亲到沙窝里拾柴，背着柴

捆回家的半路上突然狂风大作。暴风把我们卷

进昏黄的尘雾里，一米外什么也看不清。风和

沙子直灌进脖子，脚下轻飘飘没有了根基，被风

卷着往前。母亲说遇上了“黑风”，急忙拉住我

趴在沟坡下，牢牢地抱住柴捆。半夜风停了，见

到前来寻找的父亲和哥哥，我腿软得面条儿一

样站不起来。惊心动魄的经历让我对沙漠充满

恐惧。沙漠一旦起风，一夜间一座沙丘就会被

风移到几十米甚至上百米外。

村子里有一群治沙人，每天早上骑摩托车

跑三十多公里，中午在牧羊人遗留的羊棚里休

息、吃干粮。后来，为了不再天天跑路耽误时

间，他们干脆就在羊圈棚住下，临时在沙漠安下

家。风沙抽打、烈日炙烤，仅仅凭着文字描述是

难以体会其中艰苦卓绝的滋味的。夜晚狂风大

作起来，呼啸着把帐篷连根拔起，那些治沙人赶

紧爬起来加固，等把帐篷再次稳固好时，启明星

都升上来了。肆虐的风沙把治沙人陷在更深的

孤独里。平静的夜晚，他们仰天躺在沙地上，看

辽阔寂远的天空，看星星闪闪。有时荒凉中的

诗意，就是生活的真谛。

请专家评估、测绘，雇挖掘机、推土机，挖出

五六米深的坑，填埋沙子，整平土地，施有机肥

料……2017 年春天，治沙人辛辛苦苦栽下的树

苗干枯了。站在茫茫的沙地上，看着一棵棵树

苗 渐 渐 地 发 黑 干 枯 ，他 们 有 种 撕 心 裂 肺 的 心

疼。几年下来，治沙人始终满怀绿色的希望跋

涉在治沙路上。他们四处学习治沙经验，到武

威市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

口县乌兰布和沙漠学治沙；到新疆吐鲁番学林

下肉苁蓉种植技术；从中南大学请来专家指导

沙漠植物栽培……

梭梭是最早在这里安家的，主干被风沙扭

得七拐八弯，枝叶披散着，但它们还是拧着身子

向上伸展。梭梭用针形的叶子光合营养，供给

生死相依的苁蓉，苁蓉通过梭梭媒介寄生于土

地。肉苁蓉有“沙漠人参”之誉，它的生长是奇

妙的——芝麻一样大的种子，细发般的胚芽钻

出 针 孔 一 样 的 缝 隙 ，刚 强 地 成 长 。 2020 年 ，

1500 亩梭梭在治沙人的泪水和汗水中终于繁茂

起来，他们又种下 1500 亩的彩叶木。

树木招来各种鸟儿。麻雀呼啦啦从这边飞

到那边；喜鹊不慌不忙在树荫下“嘎嘎”，声音有

沉稳简洁明亮的金属质感；一只雉鸡“咯咯”叫

着，翘着紫红长尾羽，肥硕的身体从容地漫步。

在这片林子里，飞禽鸟兽与草木和谐相处，享受

着这里的一切馈赠。

林子里劳作的人们，心情也是愉悦的。树

木在沙漠里扎下根来，成为新的风景，不仅吸引

来了旅游者，也成了当地人致富的“金银地”。

□ 王升君

筑梦沙海筑梦沙海

每到年底，我都要将过去一年里发表的

文章，按时间顺序重新整理一遍，分报纸、杂

志装订起来，注明装订日期，写上“自存”字

样，盖上自己的印章保存。在茶余饭后翻阅

这些散发着油墨香的铅字，品味这些经过不

辍笔耕才有的小小成就，往往会情不自禁喜

上眉梢。

多年前，我的一位堂兄举家落户到了甘

南。一年春，他回故乡走亲访友，无意间带来

了一份《甘肃日报》。我展开有点皱的报纸一

张张看个不停。这是我初识《甘肃日报》。“我

的稿件要是能登上《甘肃日报》该有多好！”那

一刻我曾这样想。但我一直没有付诸行动，

主要原因是心里胆怯。

2019 年冬季，一个雪花纷飞的日子，久在

异乡为异客的我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撰写了

散文《澄澈通透的白》，记述儿时家乡的雪景

雪事，描摹雪后初晴、夕阳晚照下的村庄美

景，然后投给了《甘肃日报》，不承想竟被采

用，刊发在“百花”版上。我深知这是编辑老

师 对 我 的 鼓 励 和 鞭 策 。 梦 想 终 于 变 成 了 现

实，自豪的心绪一时难以平静。当收到编辑

老师千里迢迢寄来的两份样报时，我如获至

宝。随后，我照例将这期报纸随同其他报纸

合订起来珍存。

我生活在位于中原地区的郑州市，居住

在陇海西路附近。由于与《甘肃日报》有了这

样的机缘，自然而然开始关注起甘肃的山水

风情、人文风俗来。每天一早，我就像按时打

卡似的，打开手机浏览《甘肃日报》电子版。

特别是和“陇”字有关的农桑故事，更是关注

有加。长此以往，《甘肃日报》成了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份重要读物，像亲密朋友似的，

须臾陪伴在身边。

我 读 报 的 目 的 ，在 于“ 拿 来”为 己 所 用。

当看到《甘肃日报》“百花”“文化·阅读”等版

面上的精选美文时，便乐此不疲地一一抄写

在笔记本上，以便自己学习、揣摩、领悟，取其

精华。读报开阔了视野，提升了认知，受到了

启发，使得我在写作上也向前跨了一步。若

有“灵感”从脑海中浮现，便“夜点明灯下苦

心”，将人生经历、生活片段、思想感悟等用文

字连缀起来，谋篇布局成短文，满意后发给报

纸副刊，并先后被多家报刊采用。我喜欢读

书看报，读得多了，不免潜滋暗长一些心得感

想，写出的读书见解小文，还曾被《甘肃日报》

“文化·阅读”版选用刊发，每当收到编辑老师

寄来的样报时，总会感受到一种厚重的情义。

与《甘肃日报》结缘将近 20 个年头，我越

来越喜爱图文并茂的《甘肃日报》。这张报纸

走过 75 个不平凡的年头，结出了累累硕果，让

一代代读报人汲取丰厚的营养。

□
刘
传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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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到了

一切按照蝉鸣声

把大地分割成诗歌和散文

以及小草般粗细的文字

竖写的狼毫还没完全收尾

那时，正值月亮划过夜空

草坪铺开一扇

孔雀盛开的翅翼

月亮有时候

把自己切成蛋糕的模样

喂饱天空

就像土豆把自己切成

笑脸的形状

也酷似故乡把自己切成

锄头和犁铧

土豆藏在草坪下

牵出一串藤蔓来

那时

月亮正躺在草坪中央

一篇童话跃然纸上

汩汩流淌出来的月色

填满山谷和眼睛

□ 肖进雄

草坪月色

初 夏 的 一 个 夜 晚 ，我 择 小 径 登 卦 台 山 。

入蔽野柏林，枝拂额角，荆棘盈履。月光微

细，如梭织摇曳，山顶尚远。我伸手向一株幼

柏求助，略有刺痛，但精神陡然抖擞起来，像

是依靠在了桥山的黄帝柏上，顿时又听见了

发达九地的黄钟大吕：“继武羲农，奋起神州，

斩棘披荆。”

我无数次登过卦台山，无数次拜谒过人

文始祖伏羲。

“朝阳启明，其台光荧；太阳中天，其台宣

朗；夕阳返照，其台腾射”。卦台山是伏羲画

八卦的地方，也叫画卦台。伏羲，在《史记》中

也称伏牺。伏羲在中国古史系统中，既是创

世英雄，又是人文始祖。

我继续往卦台山顶攀爬。一缕风从树间

吹到我的颈窝，微凉，微麻。天空中的月光直

落在树林中我的额前，好像是伏羲投来的眼

光——他在看我。

伏羲氏的时代，《礼记》上说“未有火化，

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

麻丝，衣其羽皮”。这时候，伏羲站了出来。

他要改变世界，他要肇启文明。他，开始了在

黑暗中的探索。

他登上了当时一定不叫卦台山的卦台山。

天空灰暗，乌云密布，大风狂舞……他对

自然的不测作了足够的估计，他对接下来的

孤寂也作了足够的估计，他没有被混沌与蒙

昧所牵绊，他也不知道自己前行之途的明暗，

他需要时间需要博览需要观察需要演绎需要

论证，需要琢磨一片树叶上的花纹、一只乌龟

的变化，需要环顾四方揣摩日月经天斗转星

移，需要猜想大地上的寒暑以及花开花落的

变化，需要如何为人的身体裹体，甚至需要手

舞足蹈地去教化人织网补鱼……《易》曰：“古

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

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

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

万物之情。”

如此，他是不被禁锢的伟大灵魂、是伟大

事物的缔造者。

他就是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

不灭光……

光最远的路不在寰宇，而在人心。心路

有多宽广，心中的光就有多敞亮、璀璨。

“文书难写伏羲书”。我常登卦台山，是在

伏羲的呵护下，或看三阳开泰，千家烟村，万里

春光；或思太极显象，一川星月，二条银汉，八

面云出；或赏大地苍茫、千山万壑、灵雾腾涌。

月光盈天，我走出幼林，见八卦柏影，深

邃沉静，望先天大殿，飞檐兀自向天。

□ 卜进善

伏羲之光

小时候读《桃花源记》，里面写：“山有小口，

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我很喜欢这样

的句子，好像那个幽深神秘的小巷就在眼前，虽

然空间小，但是前后都有微光。小巷的魅力就

在于狭窄，那种一步步走向另一端的感受，如同

一场似有若无的绮梦。

你踩着婆娑的树影走进小巷，角落里的青

苔伸出娇嫩的触角，热情地招呼你。邻家院子

里高大的石榴树也将枝丫伸到小巷里，偶有阳

光照进来，在小巷里洒下一片浓荫。石榴树毫

不吝啬地将落叶铺在小巷里，成为一张天然的

地毯。在你的小巷里，每一株植物都有名字，四

季的轮回变得很慢，而你脑海里的想象从未停

止。你静静地待在这里，和大自然的角落对话，

和自己对话。那些熟悉的瞬间，有些是你经历

过的，有些是你想象过的。在一些朦胧的时刻，

想象填补了你的记忆，那些美好的瞬间，是你从

温润童年里淘洗出的宝石，你小心地珍藏，轻轻

地为它们擦去浮尘。

多年以前，有人在路上走着走着，他就走到

秦州小巷这里来了。他站在小巷的这一头，朝

着小巷的那一头张望。噢，这就是秦州小巷，是

拿光滑灵透的青石砌出一条很窄很窄的街来，

像古装戏里的长长细细的水袖，柔柔的，也有的

时候有点弯，这弯，就弯得很有韵味，叫你一眼

望不到边，感觉很深，很深。有一辆人力车过来

了，他的身体就已经靠在路边的墙上了，等人力

车过去，就看见他身体的一侧，左边或右边的肩

膀那里，已经擦着了白色的墙灰，他是用平静的

眼光看了看身上的墙灰，用轻轻的手势拍一拍，

继续往前走。

小巷深处是一片静谧的世界，老汉坐在门

前喝茶，老太太在拣菜，婴儿在摇篮里牙牙学

语，秦腔的声音高高低低弥漫在小巷里，偶尔有

摩托车穿越，过后，又有卖菜的过来，他们经过

之后，小巷更安静了……这个人走着走着，他呼

吸着弥漫在小巷空气里的烟火气，他看到一扇

半掩着的褐色的门，他的手情不自禁地触摸到

了生锈的铜环，门柱在门臼中吱吱嘎嘎地响。

他不曾想到，他推出了另一个世界。盛夏

的风渐渐地起来了，院子的石榴叶落了，叶子落

在地上，铺出一层墨绿的色彩。他踩着树叶，听

到松脆的声音，有一些乌青的砖，让脚下的小路

绕过障目的回廊，延伸到院子的深处，有一个亭

子的亭柱剥剥落落，上面的楹联依稀可辨：书声

读落三更月，窗影斜穿数点星。旧了的小院，是

另一种风景，留得残荷听雨声，他想起了从前读

过的句子。这是一个深藏着精彩的天地，它是

小巷的品格，结庐在人间，而无车马喧。将它留

在僻静的那里，他是要继续走路的，他又经过小

巷里这一扇和那一扇简朴的红漆门，他是明晓

了。在这个简单的门和这个土色的墙背后，是

有许多东西的。假如我是个诗人，我会写诗的，

他 想 。 后 来 ，他 听 到 一 个 妇 女 在 说 话 ：“ 喔 哟

哟，隔壁丫丫，好久不见哉。”他是完全不能懂

铿锵秦语，但是从她们的神态里，他体味到了日

常的可亲。

从前，在平常的日子里，一个人在秦州的小

巷里随随便便地走走，真是好啊。秦州的小巷，

苔痕泽巷，墙润缝湿，朴素、深邃，清瘦如竹，憨

实如简，更像一位躺在藤椅上，满是闲情逸致的

老人，阖着双眼，还在阅尽沧桑。

□ 赵 源

秦州小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