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戈三同

2022年，《北国风光》版所刊发的
诗歌作品，秉持和接续了以往追求主流
意识和审美意蕴相融的传统，进一步拓
展诗歌的视域，在回应时代关切、关照
现实生活等方面，都有不同维度的诗意
开掘，呈现出令人可喜的局面。除了深
度、广度、可读和耐读等诗歌的品质外，
还在体现时效性、贴近性，小切口表现
大主题等方面，呈现出“风雅颂”的时代
新气象。

聚焦时代发展，体现诗人的使命与
责任担当。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面对这一宏大的时代主题，诗人们
积极承担起责任使命，用诗歌的形式，
讴歌党和人民波澜壮阔的历史伟业和
美好的未来。这类题材无疑是宏大的，
但诗人注重用小切口介入，尽可能规避
了生硬的口号。在此，个体生命的独特
体验，折射出的是时代风貌。比如阿古
拉泰的《十月出发，拥抱一个崭新的春
天》，马亭华的《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
海》，王法艇的《在祖国的春天写意江
山》等等，诗歌艺术化地抒情状物，表达
了人民的心声。

助力生态建设，体现诗人的情怀
和自然写作自觉。自然是诗歌永恒的
主题，“自然写作”为越来越多的诗人
触及，并以各自拥有的得天独厚的地
缘优势和资源，重新思考和定位人与
自然的关系，力图透过遮蔽洞悉自然
的本质。苏和的《夜牧》，马英的《在乌
兰布和沙漠》，高坚的《回到草木之
间》，北琪的《白描夏日》等，他们在自
然、自在的状态下，将生命体验和诗歌
写作融为一体，呈现出一个异样的诗
歌空间。通过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
将自然的审美属性转化为诗歌的意象
符号，再通过读者的阅读，来实现经验
的共享与互动，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
深度交流。

地域性写作的出新，体现了对文化
底蕴的尊重与人文价值的追寻。很多
诗人依托具体的地理环境，在诗作中发
掘出关于文化、地理学方面的诗歌元
素，写出了富有地域特色的优秀诗篇。
这些地域性写作既体现了群体性特征，
比如草原的壮阔与粗犷，农事的沧桑和
神性，又融入了个体对时代与社会的独
特思考，写出了深刻的人性和鲜明的时
代性。悠久而丰富的文化，让坚持地域
性写作的诗人找到了自信歌唱的依

据。农子的《阴山书》、刘晓娟的《来路，
或者归途》等诗作，是这方面的努力和
实践。

纵观以上诗歌作品，我们会发现诗
人们的创作是自觉的，少有刻意，却为
读者留下了深深的人文烙印。无论是
宏大的叙事，还是细微之物的抒情；无
论是婉约还是唯美，都契合了物我两忘
的境地，有其强烈的代入感，也营造出
别出心裁的意境。比如书写草原，尽可
能与走马观花式猎奇草原题材不同，大
多数诗歌细化了草原的元素，尽可能在
生命意识触及到的地方，发现、整合，诗
化那些还显陌生的事物，不满足于广袤
苍凉无边旷野现成的物像，不在司空见
惯的物像上放任自己的惰性，而是试图
尽最大可能，在已知和未知之间搭一座
诗意的“桥”。即使是漠耕的《年味里腾
跃》、董海的《父亲的村庄》这类写实类
短诗，对素常事物的解构后，也有一种
让人震动、历经沧桑后存储于记忆中久
远的力量。

所以读者有理由相信，对内蒙古这
一块充满活力，蕴藏了无限生机和可能
的土地上，对于在这片土地上站立的那
些诗人和诗歌，在新的一年怀有更多的
敬意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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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锦贻

我与《北国风光》这个文学专版缘分
很深。我与它，同呼吸，共甘苦，共同沐
浴在党的文艺路线的光辉中，共同见证
了内蒙古文学的靓丽和灿烂。2022
年，为迎接党的二十大的召开，为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的精神，《北国风
光》意气风发，讲好内蒙古故事，构建一
种新风貌；反映内蒙古新变，呈现一种
新风气；展示内蒙古精神，表达一种新风
尚。《北国风光》风光依然，表达出时代精
神与民族精气交汇交融的熠熠风采；风
光依旧，凸显了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共同奋斗的铮铮风骨；风光依依，
展示出自治区各个地区的优美风情。

2022年，在《北国风光》上，好的内
蒙古故事多着呢。将内蒙古故事讲得
最多、最好的，要数内蒙古知名作家艾
平和安宁。她们有很多的不一样，却又
很多的一样。艾平写《瞻望山林》，写
《卉木蒙蒙》，写内蒙古的林木、草地、漠
野，写山上、林中的飞禽走兽，写草原、
牧场的青草野花。我在内蒙古工作、生
活了一辈子，看了草原，见了野兽，也不
过是知道了寥廓、窥见了苍茫，对于那
些在这片土地上长起来、大起来的动植
物，只是一知半解，更谈不上内心情感
中的珍惜和珍爱。艾平在《卉木蒙蒙》
中娓娓道来：“……对于大草原，草是最
渺小的不可或缺，是最平凡的奇迹，是
最强大的柔弱。……”那是塞外苍天之
下的蓬蓬现实，是内蒙古大地之上的勃
勃生机，细细地品读，静静地思索，那里
面蕴含着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哲
理？何况，在艾平接下来的对碱草的描
绘、描述中，蕴涵着多少关于青草、关于

畜牧、关于生物学的知识，蕴藏着多少
关于历史前行、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
学问。这样的文章，岂止于知性和理
性，作家还自然地写到了那些终年坚
守在森林和旷野、护卫自然和大地的一
线工作者，他们的辛劳和辛苦那是说不
完也写不尽的。作家热爱家乡和祖国、
挚爱民族和生活的内心情感的自然流
露，都是从作家心里流淌出来的。我们
常说，真正的散文，总是写出了百姓的
真实生活，映出了作家的真切情感，透
出了时代的发展进步。艾平的散文就
是这样的。那些由高山小溪、花草树木
构成的《北国风光》，就是这样的风姿绰
约、风光无限。安宁同样爱恋着这里的
每一棵小草、每一只小鸟，眷恋，于这里
的每一首情歌、每一缕芬芳。她的《在
乌兰浩特，两株草说了很多的话》《大地
上的精灵》《在科尔沁草原上深情歌唱》
等似乎更具一种美丽的幻想和美妙的
韵致。两位作家，对“北国风光”崭新的
描摹描绘，使广大读者对内蒙古的新貌
新变、新样新化，就会有新的感触新的
感受。难能可贵的是，报社的资深编辑
李广华，写出一系列富有西部特色、富
含乡土意蕴的散文，如《古瓷器》《跨越
二十六年的回访》，如《洁白的奶食》《美
味的羊肉》，都有很强的历史性、社会
性，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和文明价值。

还有知名作家王建中的《碧映河山》
《一幅山水相依的风情画》，都是写黄河，
第一篇作品写黄河流经鄂尔多斯高原东
南部的丘陵地段，两岸绝壁悬崖、双峰对
峙，刀劈斧削般的险峻而形成的“黄河三
峡”。第二篇作品写了“万家寨孤寨耸
崖、四面断涧、兀立深谷”之险要，写了

“宽阔的河面上，舟楫罗帆，船桨相接”之
繁盛，真正是开阔眼界，开扩胸怀。而

且，就是这位写出黄河大气魄、大气度的
王建中，却又写出了地道、独特的《祖母
味道》。民以食为天，他写准格尔旗简单
朴素、俭省好吃的一天三顿饭，既写了勤
劳节俭的祖母，又写了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的百姓的日常。写得很贴心，很接地
气。写工业的作品少了一点，老一辈作
家巴·那顺乌日图的《稀土之光闪耀的地
方》，别开生面，独树一帜。

诗歌创作每期都有，有很多好作
品。如勒·敖斯尔的《腾格里沙漠抒
怀》、白涛的《雪漫柴河》、马英的《在乌
兰布和沙漠》等。阿古拉泰的长诗更是
风格独具，如《2022，从一朵雪花开始》
《十月出发,拥抱一个崭新的春天》，都
想象丰富、节奏明朗，很适合朗诵。

这一年，最令人高兴的是，几乎每
一期《北国风光》都有新作者出现。而
且，这些新作者的作品，大都有新的内
容、新的思考、又常常采取新的艺术手
段、撷取新的语言方式，大有一种不鸣
则已、一鸣惊人的气度和气势，如林子
的《穿越横断山脉》，在结尾处写道：“过
了一山又一山，一山过去一山拦，山山
连着天；过了一水又一水，水水奔流入
大海，水水来自山。这就是神秘、博大、
厚重、令人敬畏的横断山脉。”短短几
句，令人震撼、震惊，使人铭心、铭记。

在《北国风光》，我还看到了一个可
喜的现象，就是较多刊发基层作者的作
品。他们的作品生活气息、乡土情味都
很浓，是真正的新时代的乡土文学。不
少文学爱好者在投稿中得到肯定和鼓
励 ，一年年过去，这个文学专栏也就成
为了培养内蒙古作家的一个基地。

回眸2022年的《北国风光》，风光
这边独好！愿2023年的《北国风光》，
风光无限，好上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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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城

又是一年岁末，又是一春迎
枝。

回顾走过的时光，总有那么
多人，那么多事让我感恩。感恩
有你，让我留存那么多刻骨铭心
的感动和对生命的诸多感慨。
感恩有你，让我在逆境中感受肩
上那根扁担的分量和担当。感
恩有你，让我在困惑和迷茫的时
候看到冲破黑暗的曙光，大踏步
走向黎明。感恩有你……

“北国风光”是中国的一方
田园，这里长破土而出的春天，
长蝶舞飞扬的夏天，长颗粒饱满
的秋天，也长踏雪而歌的冬天。
长共克时艰，长风雨同舟，长开
拓进取，长众志成城。长太阳月
亮，长绿水青山，长挫折坎坷，也
长风调雨顺。一路跋涉，一路拼
搏，一路凯歌。蒙古马属于这片
土地，直面风雨，以海的坦荡，奋
蹄奔驰。期待这片沃土更加生
机勃勃，风光无限。

扔下一句话容易，举起一行
文字好难。

去且听风吟里倾听时光碾
过岁月的风声；去惬怀絮语中描
摹生活长卷那抹青绿的浓淡；去
朝花夕月间高歌草原烈酒和奶
茶酿成的牧歌；可以在私语茶舍
里小坐，让流淌的香茗溅出笑醒
的梦；一条大河从文字间滚滚东
流，文脉赓续，在中国的正北方，
步入这片塞外诗境，就不再想出
来。

目光说出双唇锁不住的喜
悦，在自言自语的风声里，缝一
件春天的衣裳披在十二月的肩
头，把澎湃的青春种进心怀憧憬
的垄沟。在饱满的阳光下，分行
的幸福更加茁壮。

奋斗中沉思，沉思中奋斗，
以山的巍峨崛起，以风的形式驰
骋，用奔涌的激情托起瞩目的北
国长卷。一滴墨，在纸上圆梦。

一张报纸，一页北国风光。
丰美大地，溢出盛满太阳的

热情。奇美北疆，尽显亮丽山河
的辽阔。娓娓道来的真挚，侃侃
而谈的淳朴，阅读这片净土，感
受高原别样的风景，体味工作的
精益求精，品味生活多姿多彩，
既开阔了视野又涤荡了心灵。

敞开心扉，用春天的风吹散
旷日的阴霾。说出你的心声、你
的向往、你无法擦掉的记忆。在
坎坷、拼搏、掌声中成长，在鲜花
和喝彩的背后，留下更深的思
考。

方寸之间，一片沃土。见证
你的努力，留住淌汗的笑声；见
证你的奋斗，留住含泪的掌声；
见证你的无私，留住双手托起的
大爱；见证你的执着，留住梦里
璀璨的灯火。

来吧，我们一起共建心爱的
家园！用博爱、大美、纯朴、坦
荡、真挚为之添砖加瓦。以北国
春天的名义邀约：用你落墨的目
光，展开巨幅北国风光，见证欣
欣向荣春天的到来。

感恩有你，让世界的目光透
过文字，见证我们风景无限的内
蒙古。感恩有你……

感恩有你

■邮箱：nmbgfg@163.com

执行主编：徐亚军 责任编辑：阿荣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2年12月29日 星期四10 / 北国风光 /

北国晨曦北国晨曦 李海波李海波 摄摄

□宋复泉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
同”，年末岁首，不少识文断字之士都
会想起唐代诗人刘希夷《白头吟》中的
这一名句。是的，人非草木，因有思维
和情感而存在于天地间。草木物种，
一岁一枯荣，百年不变，而人世沧桑，
命运蝶变，常常在反掌之间。学界有
文学即是人学一说，文学宣示人的理
想，讴歌时代新人的风范，反映人的命
运多舛，阐释时势变化的轨迹。因此，
文学眼里的岁岁年年更为丰富多彩，
更能使人陶冶性情，升华精神。《北国
风光》专刊一年一度的约稿，有着迎时
应势、承前启后的实际意义。作为这
一阵地的作者和读者，深感责任在肩，
提笔回眸一年的路程，自然是一种发
自内心的自觉。

2022年，是新中国史上极不平凡
的一年，党的二十大的隆重召开，《北
国风光》作为党报的文学副刊，以自己
的定位和表达方式，以文学描摹时代、
抒发情感的优势，为之击节歌唱，为之
展示辉煌，推出许多名篇佳作，与党报
各项重大主题宣传一道引领了社会主
流舆论，发挥了渲染情感、理性冥搜的
独特作用。既承载了党报的责任担
当，又体现了文学固有的特色；既把握
了导向，又奉献了精品。究其原因，也
极为简约。在追求奋斗目标的时候，
我们既需要先贤哲人的闪光思想给我
们指点迷津，确立我们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也需要平凡庶人的妙文华章，陶
冶我们的性情，提升我们的修养，启发
我们日日“三省吾身”,做好我们该做
的事情，从而在人世繁华中淡泊明志，
保持高尚的操守。

文学眼中的岁岁年年，有争分夺秒
笃行不怠的，如“天地转，光阴迫。一万
年太久，只争朝夕。”有劝人珍惜当下、
不误时光的，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
人。”“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悲伤。”也有
感叹人生苦短、岁月无情的，如“无可奈
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等等。无
数难以言状的情感，凝结在这个时间节
点，既是及时生情，也是人之常情，更是
文人墨客大发感慨的时刻。这里，我们
谈文学记忆、文学思维，乃至文学的贡
献，也是在这样一个回首、展望、奋起的
高光时刻。不管是何种难以割舍的情
结，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岁月不居、天
道酬勤，人间正道、沧海桑田，依然是铁
定的客观规律，人类历史的进程，人类
文明的步伐，绝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情绪
而停了下来。

文学眼看人世沧桑，不仅仅是虚
泛的，更是具体的、形象的、实在的。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文学的任何一种
符号，都是世间万象、人情百态的缩
影。不管是记录真实，还是奇思妙想，
往往可以把抽象变为形象，把宏观变
为具体，把千里变为咫尺。一部优秀
的文学作品，往往就是一本人生教科
书。因此，我们每当议论文学特性的
时候，总要牵扯到一个社会性的话题，
文学究竟有什么用？回答这个问题，

已经有过许许多多的答案。其中，不
乏学理严谨、道理透彻的真知灼见。
说起文学眼里的时光话题，我油然想
起了亲身体验过的一件小事。那是十
多年前，有幸去绍兴鲁迅故居参观，百
草园与三味书屋的附近就是先生《孔
乙己》里写到的“咸亨酒店”。旧的“咸
亨酒店”仍在，门前有一个孔乙己的塑
像。因酒店的生意扩张，旁边又矗立起
一座六层高的“孔乙己大酒店”。生意
火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到绍兴的前一
天预定的散座，据说订雅间得提前两到
三天。至于营业额，由一小盘茴香豆的
价格就可以判断了。茴香豆实际上是
蚕豆加盐煮熟的，一小盘也就有三十多
粒，价格为三十元，差不多一粒蚕豆一
块钱，而茴香豆是每一位食客必点的。
其原因嘛，人们心里都很清楚，就是鲁
迅先生小说里孔乙己常吃的下酒小
菜。鲁迅先生在百年前写“孔乙己”
时，万不会想到给后人带来这么大的经
济收益。当时，品尝着绍兴菜品，蓦然
想到，“孔乙己”的惊世骇俗，不仅仅是
参透了当时的国民性，还给后辈子孙创
造了不可估量的物质财富。我想，今天
的咸亨酒店的经营者们肯定会与时俱
进，不断续写自己的繁华。这就是文学
的力量，文学有什么用，这个小小的成
例，完全能够提供佐证的。

文学眼观世界，难免有片面性，体
会无情岁月，亦不例外。还是那句老
话：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遗憾常
相随，奈何几多时？前两句是杜甫的
名句，后两句是作者的感悟。

文学眼里的岁岁年年文学眼里的岁岁年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