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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间，驻滨玉村已四载有余。此
地多水田，仲夏尤盛。黄昏时分，日暑渐消，
晚饭后我总信步走在村委会外那片连天的
青绿水稻田。那日，天象奇绝，一场骤雨初
歇，西天堆叠着沉厚的云山，黑压压如泼
墨，缝隙间却透出熔金般的光柱，直刺向广
袤的稻田。

心念一动，我立刻拿起手机。镜头里，水
田如镜，倒映着天上翻涌的墨色与金光。仲
夏水田此刻被那束破云而下的天光精准地

“点燃”了。光柱所及之处，阡陌镶上了金边，
水面上跳跃着碎金，整片稻田仿佛瞬间获得
了神谕，充满了某种庄严而蓬勃的大地生命
力。我屏息按下快门，将这“天光破云照阡
陌”的瞬间，凝固在光影之间。

整理出来照片效果极好。那束光，像一
柄巨剑，劈开了沉闷的云层；更像一管饱蘸
希望的金色颜料，被一只无形巨手，慷慨地
泼洒在滨玉村的沃野上。看着照片，驻村以
来的点点滴滴，便如这水田里倒映的云影，
清晰地浮现在心头。

初来时，滨玉村的水田也曾映照过迷
茫。田埂上，常遇这片承包种田大户老张。
他蹲在田头，望着脚下的水，眼神如同这夏
日雨前的天空，带着化不开的浓愁。“好水
好田，可种出的稻子，卖不出好价钱啊。”他
粗糙的手指捻着稻叶，叹息声沉甸甸的。那
时的水田，映着的是老农人身影，是年轻人
远行背影的模糊倒影，好似村庄静默画卷。

照片里那束破云的光，让我想起工作
队驻村后，在村委会那间办公室里熬过的无
数夜晚。灯光下，我们反复盘清村情村貌、研
读政策，与“两委”干部和乡亲们，如同在密
云中苦苦寻找那道能照亮前路的光隙。推广
稻虾生态种养、提升农特优品牌、对接销售
平台、盘活扶贫资产、筹建党组织合作社、近
郊农文旅一体……每一项决策，都如同试图
撬开厚重云层的一道微光。

阻力，如同照片上那浓重的乌云，也曾
密布。老张起初对入股合作社抱怀疑，田间
与工作队聊天：“我祖祖辈辈种田，发不了
大财，但旱涝保收。这市场千变万化，网上
卖米、卖油看不见摸不着，能成？我还是种
我的田。”这沉甸甸的怀疑，像压在稻禾上
的云影。

改变，如同天光的渗透，往往始于微处。
2023 年春节，在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第一
年分红大会上，股东接过 8000 元、5000 元、
2000 元鲜红的分红牌时，吸引了围观的村
民。老张紧锁眉头逢人必说：“我当初入股的
话主席台上分红的肯定有我！”他带着老伴
在分红现场就要求入股。今年已是合作社连
续三年分红了，老张攥着那沓实实在在的钞
票，面对采访记者的镜头，黝黑的脸上绽开
了沟壑般的笑容。那笑容里闪烁的光，竟与
照片里稻叶上的金芒如此相似。

更令人心动的光，在村民眼中亮起。年
轻大学生开始返乡创业就业，带着外面世界
的见识和闯劲，在直播间里吆喝着家乡的稻
米和纯木榨油。昔日沉寂的老学校，传出的木
榨声、彩灯的清水港农家乐、团建活动的声声
喇叭、第一届滨玉半街集市人头攒动……

此刻，我再次凝视这张照片。那破云的
天光，已不仅仅是一道自然奇观。它是政策
精准滴灌的甘霖，是乡村全面振兴赋予田
野的新生力量，是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融入
市场机遇为滨玉村打开的一扇窗，更是村
民们心底被重新点燃的对土地、对家园的
那份滚烫希望与自信之光。

这光，落在田里，是沉甸甸的稻穗，是
水面上跳跃的金鳞；落在村庄，是焕然一新
的村容，是夜晚亮起的灯火，是空气中弥漫
的稻香与乡亲新生活的气息；落在人心，是
老张们眼中驱散暮气的晶亮，是年轻人返
乡创业的笃定，是整个滨玉村向上拔节、奋
力生长的勃勃脉动。

光影定格的瞬间，真正的光芒，正在这
片曾被云翳笼罩的土地上持续释放向阳生
长的强大内生动力。它穿透了观念的壁垒，
照亮了乡村发展的路径，最终，必将温暖每
一个滨玉人心灵的角落。这束破云之光，便
是滨玉村乡村振兴路上最生动、最温暖的
注脚。我们驻村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有幸
见证并参与这光的诞生与蔓延，在泥土的
气息里，在稻禾的拔节声中，在乡亲们日渐
舒展的笑纹里，感受这份沉甸甸的、充满希
望的重量。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检察院）

天光霞影
陶俊

慢腾腾地挪动着身子的暖阳，那喷
薄而出的光，将世间万物，压缩成一条
线状，再晕染出一片灿灿的金黄。

掉落在窗帘上的阳光，将那浅灰色
幕帘，勾勒出了一道道金线，反弹在窗
玻璃面上，宛如山花烂漫……

1.
“老师好！你曾经关心与嘱托的那

个女孩子现在已经毕业了，在一个城市
里就业。前天，她打来电话，让我代她谢
谢你……”

刚刚进入蛇年正月节令，清晨，伏
案办公的我，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本省
某市纪委监委一位颇有交情的原来年
轻同行，来电告诉我这么一件并不遥远
的往事。

说 句 真 心 话 ，这 位 朋 友 所 说 的
“她”，其实我未曾谋面。至于她的事，我
却熟知。那事大约发生在五六年前。

“假如我是家长，肯定给他……”蹇
着眉的老杨，拉着脸，一进门便如此没
有好口气。

一天，我院第一检察部专门办理未
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检察官老杨到我的办
公室谈工作。他那一脸痛心的样子，刻写
在眉宇之间，让我觉得他心中一定有事。

“哟，一向以威严示人的老检察，今
天何以如此憋屈？”看着他那气咻咻的
样子，我有意将了他这么一句。

只见他把一叠厚厚的卷宗往我的
办公桌上那么重重一放，再坐了下来。
那叠卷宗，像他一个样，也跟着没好气
地晃动了起来。

“啥事，说来听听？”我端给他一杯
茶，特地问了这么一句。

“这是县公安局的民警刚才移送过
来的一个审查批捕案件，看了心里窝
火。”老杨喝了一口茶，指着卷宗，瞪着
眼珠子，狠狠说道，“办案去！”说完，他
抱起卷宗，又自顾自走了。

数天后，我差点把此事忘了。倒是多
嘴的同事说漏了此事的来龙去脉：那是
一起极为让人气愤的严重的校园性侵刑
事案件。一名在校学生山花被欺凌了，那
些作案者，手段令人发指……

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老杨下了一
番绣花针一样的较真功夫，就案件所有
证据链条，寻踪觅迹，引导公安机关侦
查取证，三天三夜，马不停蹄，将一部分
没有收集到的证据搞扎实，一个一个蛛
丝马迹，捕获，深挖；恨不得把这群恶魔

的所有作案手段，一一刨了出来。铁证
如山面前，那些作恶者，被绳之以法。

讲述者告诉我，现如今，估计老杨
还要央求我，将此案件修改修改，向上
级机关报送典型案例。

果真，半个月后，来事了。
“老哥啊，求求你，改改？”老杨一脸

求情的样子。
“另请高明吧，案情不清楚，从何下

笔？”我故作姿态，吊吊他的胃口。
“行行，我详细介绍啊。报送典型案

例这件事，别人写不出子丑寅卯来，我
也不放心。”老杨一脸求情的老实样子。

还真应了那句“下得苦功夫，铁杵
磨成针”，这典型经验一经报送，被上级
检察机关评选为“全省十大典型案例”，
当年度还被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联合
评选为全国“关爱妇女儿童典型案例”
之一。这下子，老杨高兴得宛如孩子，一
见我，总是嘻嘻地笑，啧啧地夸。

“哥啊，都是你妙笔出彩哦，厉害厉
害！”老杨的大拇指，逼到了我的鼻子底下。

“老没正形哦，还不是你做得好，才
有得写，不然也是白费。”推开他的手，
我高兴着他的高兴。

这时，我想到了一句话：于心田种
花，凡间瑰丽；赠岁月芬芳，大地锦绣。

2.
几个月后，老杨又上门来了：“哥

啊，这次还要邀请您同行，去山花家一
趟，任务，装老师。”

“装什么老师？”我一脸疑惑，还要
我装老师？美得你！

原来，山花的案件办结后，担心这
件事在原学校可能出现以讹传讹，影响
山花的学习，当时经办此案的老杨，不
得不以善意的谎言，帮孩子的父母自圆
其说，还多次请求县教育部门给予跨校
转学，为那些可能引发的是是非非抑
或满天飞的流言蜚语，布设起一道拦
阻网。

而现在山花快要初中毕业了，家里
穷，难以支撑她完成学业。这孩子认真，
会读书，成绩不错，可心里毕竟有个结，
思想负担太重。一旦在校期间因承受不
了压力，或者家长要她辍学，可能就会
耽误了山花一辈子的前程。

还别说，这位在公堂上义正词严、包
公似的检察官，却有着一副菩萨心肠。

让曾经遭遇风霜雨雪的蓓蕾娇艳
绽放，既彰显法治人文之光，也是作为

检察官应该履行的职责。
毕竟我曾经当过老师，与家长沟通

比较顺畅，于情于理，场合匹配。老杨要
我假扮老师，骑驴看唱本，顺势而为；一
来规劝，二来解疙瘩。

那天，是星期日。只有女孩的父母
亲在家里。

“山花呢？孩子班级的张老师前来
家访，看看有啥可以帮到你们？”老朋友
一样的老杨，一踏足门槛，就毫不虚言。

“去鲍鱼场分拣鲍鱼苗了，一天每
人可是 200 元，顶得上干杂活一个月
啦，挣些钱给自己做伙食费呢。”山花的
父亲拉过几张凳子，扑了扑上面的灰
尘，请我们坐下。

这是一户农村家庭。这位 40 来岁
的父亲是个残疾人，常年吃药，母亲也
是残疾人。双残家庭，可想而知的困境：
一间低矮的房子，勉强遮风挡雨，虽然
不是家徒四壁，但也好不到哪儿去。我
环顾一下，不免觉得心酸。生病的都是
穷人，穷人真的生不起病啊。这家初长
成的女孩子，那件“事”如果一经“作
妖”，这整个一家子，无疑就塌了架。

“老师好，请你帮帮忙，我家的孩子
有哪里不乖，你就批评教育，咱心里还
敬重你。”与老杨招呼过后，这位暂且称
之为大春又佝偻着腰的农家汉子，转过
头来向我笑笑道，山花的母亲也一直在
夸自己的女儿聪明懂事。

“孩子很认真，也很聪明，很用功，学
习成绩也很好，在班上还是班干部。请你
尽管放心，老师会做好的。我正想向你说
起，请你支持她的学习，如果中考考上高
中，学校还会依照低保政策规定，给予减
免学杂费。”好在来时我做了一些功课，
再加上原来当过老师的功底，回应起大
春的问话，还是绰绰有余。

困苦人家的孩子，哪个不是喝着苦
涩的咸水长大，哪个不曾心中蕴藏着难
言的伤疤？我们这份宽心的话语，兴许能
够传达一份温馨的暖意慰藉，能够让这
户飘摇，犹如在风雨中的一艘扁舟，得以
进入宽广的“避风港”，暂且得到休息与
生养，那就是我们满心的欢喜与宽慰。

“好啊，有老师这么费心，我就放心
了。”大春微笑着对老杨夸赞道。

“我们也会随时与张老师联系，你就
放心吧，孩子肯定错不了，就是你要照顾
好自己的身体，让孩子能够安心在校学
习。”老杨拉着大春的手，如此掏心道。

家长里短，半晌过去，我们告别。我

觉得，这次的家访，虽未曾见到小山花，
想必其父母的转达，应该会解开她心中
的那个结。但愿如此，我祈盼。

回程时，我看到在大春家的屋后半
山腰，一丛丛紫红色的山花摇曳。那是
什么花？尽管长在贫瘠之地，葳蕤的样
子，却极为顽强。

3.
转眼间，中考来临。老杨再次来到

我的办公室，一坐下就一声叹息：“唉，
这孩子，可惜了。”我莫名其妙：又是哪
一位未成年人有事？

“山花，准备不考高中了，她想考职
业中专学校。这不可惜了吗？”老杨自言
自语道。

山花想啊，如果考上高中三年，再
考大学，家里的负担太重。如果能够考
上职业中专，仅仅二年，出来再考就业，
就能够为家里分担拮据。老杨转述山花
的心愿，向我解释道。懂事的孩子——
她的选择，难道不是独到的一份心愿
吗？此时，我的眼前浮现著名的“华坪女
中张桂梅”。张校长的独到眼光——让
那些穷困女娃走出大山，她背负重荷，
深谋远虑，家国情怀，目光如炬！

苦难，也许是一笔人生财富，虽然
我们很不期望发生。

实诚的孩子。听了老杨一字一句的
介绍。我很是理解——穷人的孩子早当
家。经历过坎坷的孩子，成熟得快啊。当
一个人，在艰难中作出抉择，作为旁人，
我们能说那是对与错？那些所谓符合常
理的答案，只能作为中规中矩的标准，
而不适合这种必须“破圈”、应该突围的
人生赛场。

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件事情我也一
天天淡忘。

“考上了，考上了……”一天上班，
迎面一路小跑过来的老杨，如此兴奋地
向我高声喊道。是山花考上了？我想他
向我分享的喜讯，应该就是这个。

“到办公室说说，到底如何了？”我们
边走边谈。我终于得知山花考上了一所
职业中专，再考大专，正在办理入学。可
那些学杂费等一干费用，却难倒了她。

原来，经山花自身的努力与发奋，她
终于考上了一所中专，中专毕业之后，再
接再厉考上了一所职业大专院校。上大
专，学费难倒小山花，家中一贫如洗，日
常生活都难以为继，如何筹措高昂学费？
获悉情况的老杨，赶紧联系了县妇联实

施救助行动并积极向市检察院争取了一
万元的助学金援助，且多方为山花争取
到了能够让其上学缴纳的费用。

“哦，我也尽一点绵薄之力。这点钱，
你转给她。还有山花就读的这所学校，我
有一位当地纪委监委的朋友，恰好在驻
该校纪检监察组工作，可以请他出面，向
校领导提请保密，提供助学援助，帮一帮
山花渡过在校就学期间的难关。”我道。

一经与之联系沟通，这位年轻的纪
委监委同志，满口答应，一定尽力而为。
几年来，这位朋友，像一位老大哥一样，
帮衬小山花。从学杂费减免、勤工俭学、
生活关心，一直到如何注意校园内外的
复杂环境应对。他在一路悉心呵护，亦
师亦友亦家人。此时，我记起了一句问
句：我是谁？为了谁？

我很感谢，替小山花及其家人，衷
心地感谢这么多人为了她能够渡过难
关，扫除霾雾，祛除心结，而做出的一份
真情付出。为了一介平民家庭，而尽力
付出努力，调动诸方面因素予以援助，
所彰显出来的意义是什么？是“春风梳
柳，春雨润物”之无声潜入？是“人文法
治辉光，国徽正义闪烁”之法治要旨？我
觉得，只有在我们如此的大爱国度，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伟力，才得以彰显，
才都能具备。

“叔叔好！我在学校里一切都好，现
在我已经进入见习期，请勿挂念……”
老杨在这几年里，只要山花一有微信报
喜，他都如是向我展示：班级的班长、学
生会干部、学习成绩每学年优秀、获得
奖学金、参与校外帮困……

这应该就是大千世界里的物华天
宝——生命所显示出来的奇迹。

寒暑易节，春种秋收，弹指一挥间，
在白驹过隙中，一件心心念念的事情终
于赢得曙光一片。山花就业的喜讯传
来，大家都为这个孩子、这个家庭感到
欣喜异常。这就好似大家一直呵护着一
颗玻璃心，把一件易碎品暂且蕴藏在寻
常世界里，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慢
慢得以坚定，培育其再发光、耀眼。

和风起，一园香，墙头挂满花。也许
每一株草，都蕴含着独一无二的芬芳；
也许每一朵花，都经受过难以言表的风
霜；也许每一份期许，都丰富着满怀希
望的过往……昨天，车过山花这个村庄
的后面，猛然间瞧见一丛丛花儿，在那
山边沿上一片灿然。我想，那是雨露的
滋润，阳光的惠及，生命的傲然。

我似乎看到在曾经折伤枝头断处
的一株树木，长出了一道新枝芽，当下
虽然仅是嫩嫩的，却能预见到暖阳之
下，此生命力正在勃发。

（作者单位：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检
察院）

山花也烂漫
黄喜祖

新疆在中国的最西北，塔城在新
疆的最西北，所以塔城在中国的最西
北。在阿勒泰有个地方叫西北之北，塔
城应该叫西北之西北。

塔城的一切，因风而起，风云、风
雨、风雪、风车、风景、风俗。随风而来
的云，伴风而下的雨，裹风而降的雪，
风云、风雨、风雪，这一切似乎都离不
开塔城的风。

老风口、三十里风区、玛依塔斯风
区，光是这些带风的地名，就能感受到
这里的人们走路都带风。难怪塔城的
人们调侃：“这里的风一年只刮一次，
从春刮到冬。”塔城，一城水，半城树，
满眼绿，还有那四季的风啊！

李娟写了《我的阿勒泰》，阿勒泰有
条额河。有趣的是，塔城也有条额河，
只不过这里不是额尔齐斯河，而是额
敏河，水流量也不能同日而语。但是，
额敏河，白杨河，还有与之而来的锡伯
提水库、小锡伯提水库，是塔城、是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人民的生命之
源。一股清水奔流而下的时候，是万亩
良田得以灌溉，万千民众欢呼的时候，
更造就了塔城芳草碧连天的壮美景象。

我想写一本《你的塔城》。同为北
疆，一个在新疆的东北角，一个在西北
角，纬度相同，风光相近，习俗相通，虽
然上帝偏爱了阿勒泰，给了它禾木的
静谧风光，给了它蓝宝石般的喀纳斯
湖，给了它水草丰美的草原，但是塔
城，这个同样风雪天气，同样风光旖
旎，同样有哈萨克族牧民，同样拥有草
场牛羊，骏马奔腾的地方。这里的人们
挑战极寒天气，战天斗地，英勇无畏的
精神，还有那些“放牧就是巡逻，种地
就是站岗”，一代一代赓续戍边的兵团
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更值得人
们钦佩，值得去书写。

塔城的云，天阴的时候是水墨画，
有的地方淡而白，有的地方浓而黑，大
自然是丹青妙手，寥寥几笔，或明或
暗，或浅或深，影影绰绰，便已是气象
万千。天晴的时候又是水彩画，蓝布背
景，白纱飘过，蓝天白云，相映成趣。塔
城的云有三层境界：有时候晴空万里，
万里无云，如洗一般；有时候天高云
淡，云淡风轻，清新淡雅；有时候又乌
云滚滚，黑压压一片，满满的压迫感。

晴空下的蓝天，如蓝漆泼过，一泼
万里，蓝得那么纯粹，蓝得那么放肆。
傍晚的天空不再那么蓝，而是带一丝
灰白，而太阳落下的地方，残血般红
艳，烈焰般灼烧，云蒸霞蔚，给人以一
道斜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的浪
漫，云彩像炼钢炉里沸腾的钢水，橘
黄，血红，抑或是别的什么颜色，总之

是难以名状的色彩绚烂。
塔城的云，应该是中国最美的。

美到太阳和月亮同时为它出现，同时
闭月羞花般躲藏。甚至还有连塔城人
民自己都很少看得到的单体风暴云。
天空中的云不再平铺，而是站立了起
来，像龙卷风一样搅成一团，像一个
巨大的火炬状的冰激凌，也像一个巨
大的棉花糖，形成了一种非常罕见又
非常好看的自然奇观。塔城的天有多
蓝，塔城的云有多美，恐怕画家无法
临摹，作家难以言表，歌唱家即使再
怎么放声高歌，也难以表达内心的震
撼与激动。

很多时候，风云伴随而来的便是
风雨，但是在塔城托里县的铁厂沟，在
170 团，我们感受到了没有风云的风
雨。仰望天空，天上有几朵云，头顶没
有云的地方，却下起了雨，叫白雨，就
是大白天，有太阳，却下起了雨。雨不
是云朵下面垂直下来的，不知道雨水
在空中经历了什么，一如光的折射，还
是什么，搞不清楚，总之，就是在头顶
没有云的地方，下了雨。

我来这里已经半个月了，说来也巧，
刚好半个月的时候，夜里下了一场雨。一
夜之间的奇怪还不只这雨，还有这里的
花和树，几乎是一夜之间有了绿色，一

夜之间的开花。我原本以为，忽如一夜
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只有在轮台，
只有在南疆，没想到在这里也是一样
的，开得突然，开得冒昧。也许前些时
日，一次又一次的风，便是几多次的彩
排和铺垫，只为了这一夜醒来的惊艳。

也有风雨也有晴。有雨的时候，毛
毛细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那么烟
雨，那么江南，而晴朗的时候，它又晴
得那么纯粹，那么令人陶醉。雨也分大
小，有时候和风细雨，配得烟花三月，
柳芽新绿，有时候又山雨欲来风满楼，
乌云滚滚，继而风雨大作。

塔城的风，塔城的雨，塔城的风风
雨雨，说不清，道不明，纠纠缠缠，过了
一春又一春。

比起塔城的风云风雨，塔城的风
雪，也是出了名的。不似夏日的塔城，
以其独特的美景吸引南来北往的游客
自愿前来，冬天的塔城，用它厚厚的积
雪逼停行人，驻足欣赏。厚的地方可以
淹没人的膝盖，半个人深的雪，只有铲
雪车向两旁推开一条道。难怪在塔城
的很多地方可以看到一个全国少见的
交通标志，那就是风雪标。因为冬季，
大雪覆盖了道路标线，不注意就会把
车开到路下去，空中悬置的风雪标，给
司机师傅指引道路，防止交通事故的

发生。这些年因为风雪极端天气，不得
不在玛依塔斯等地加盖了临时停车
区、紧急避险区。

即使是在 5月的山里，当祖国处处
鸟语花香，莺歌燕舞的时节，我们除了
能见到绿得可爱的草地草原，也能看
到白得出奇，不可思议的雪墙。厚厚
的，高高的，敦敦实实的雪墙。这白色
的雪墙背景、天然造景呀，丝毫不逊色
于故宫、武侯祠的红墙，不逊色于寒山
寺的黄墙。

塔城的风很大，很多时候给这里
的人们带来了烦恼和困扰，但是现在，
风，这个妖怪变成了精灵。在风口，甚
至在山上，安装了很多风车，一台台发
电的风车在优哉游哉地转动着，旁边
就是牛羊优哉游哉地吃着草，同一片
蓝天下，你昂首转你的，我低头吃我
的，一样的悠闲，一样的节奏，一样的
时光静好。风车，一个个旋转的精灵，
摇头晃脑，点缀了这里的空旷，成了继
白云、雪山之后的另一道白。

有人曾开玩笑说：“塔城只有风，没
有景。”我却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塔
城不仅有风景，而且还有最美的风景。
这里有东北一样的黑土地，有南方一样
的火烧云。烟雨塔城，如梦境般奇幻；明
朗塔城，蓝天如洗练般清澈；夕照塔城，

晚霞如血红般灿烂。这里有潺潺流水，
亭亭白桦，沙棘在戈壁地里扎。额河的
水啊，塔城的风，送我一生自由驰骋的
心。金黄的油菜花，紫色的榆叶梅，蓝天
白云，大自然是最高明的调色师，明暗
对比，层次分明，勾勒出最美的画卷。风
吹草低见牛羊，这就是诗意塔城，无数
人神往的诗和远方。空旷的原野上忽然
出现一棵树，就像菩提树的突然出现一
样令人叫绝。悠悠几千年的塔玛牧道，
延续着牧民世世代代转场的传说与故
事。湖水中突然振翅飞起的灰鹤、天鹅，
早已将沙孜湖视作它们的天堂。

塔城，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旱獭
出没的地方”。诚如其名，这里的旱獭
也很多，褐黄色毛茸茸的旱獭，灵活闪
躲，东躲西窜，它们是这片大地上的灵
动，与高空中翱翔飞过的苍鹰天地呼
应。它们也是这里最原始最古老的土
著居民。

放牧是塔城牧民一年四季的生
活。这里有许多草场，譬如巴依木札。
巴依是地主的意思，木札是草场的意
思，巴依木札就是地主家的草场。人
们听到巴依老爷最多的可能就是阿
凡提的故事里出现的、吃得肥胖的地
主老爷。吐鲁番也有个巴依老爷的家，
这些名字都是因巴依老爷而来。这块
水草丰美的地方，源于这里的巴依木
札河。巴依老爷家的草场，无底湖旁边
的樊梨花点将台，仿佛在诉说着唐朝
女将樊梨花征西时候的故事和传说，
而陈列馆里锈迹斑斑的高炮，又在诉
说近代以来塔城的坎坷。路边经常可
见的是满车拉去买卖和屠宰的牛羊，
可见这里游牧民族食肉的习俗。哈萨
克族人，喝着酥油茶，吃着奶疙瘩、甜
点、果酱、风干肉，骑着马儿，赶着牛
羊，一路牧歌。时代变了，俄罗斯风格
的房子慢慢变了，不再是红砖，而是水
泥墙面，不再骑马，而是骑着摩托。驯
鹰老人，振臂一呼，苍鹰腾空飞起，飞
向蓝天，飞向遥远，自由地翱翔。

就连这里的乐器也与风有关，塔城
是中国手风琴之城。每年这里都会举办
百人手风琴演奏活动。这里的哈萨克
族，很多人拉得一手好手风琴。手风琴
一拉，这里便是喀秋莎响起的地方。

这里有北欧阿尔卑斯山一样的雪
山，三峡风光一般的水库，伊犁那拉提
一色一望无际的草原，这就是中国的
边境小城塔城。

风雨塔城、风云塔城、风雪塔城，
一切因风而起。诗意塔城，魅力塔城，
一切因风而美。

（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
门关市人民检察院）

塔城的风
方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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