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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秋风送爽，凉露惊秋，人们来到长白山，来到吉林

大地，只见到处都是五花山。说是五花山，其实就是彩色的

大山，呈现出五色斑斓的光辉，而且处处都是丰饶美丽的丰

收和代表性的丰满、成熟、充实的景象。我们知道，仅以长

白山的许多地名、植物名等来讲，就有“红叶谷”“白石山”

“黄泥河”“黑木耳”“金达莱”，而且到处都是一派“色彩”的

景象表达。许多人，特别是在秋天的时候，都会给亲人们写

信，发邀请：来吧，吉林的五花秋天到了！丰收了，亲人们，

回来吧！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这是一个五花山的季节，是

一个美丽的季节，一个思念的季节，是一个心花怒放的季

节，亲人们回来吧……

秋天，这是一个招呼的季节，吉林到处都闪现着迷人

的五色光芒，大地闪现出五谷丰登的希望色彩。在这样的

日子里，瓜果梨桃都熟啦。斑斓的色彩铺盖在大地上，铺

盖在万水千山的吉林大地，而且这些色彩，多像北方民族

的服装啊，你看，生活，就像海兰江畔盛开的金达莱一样，

美丽多姿。

每当金风送爽，阳光普照，在绚丽的丰收季节，海兰江畔、

长白山以及松花江两岸，到处都披上了五花色的光芒，那也是

吉林大地的服饰的色彩，是美丽的山衣、地衣、水衣，也是吉林

人心中的期昐。比如，朝鲜族的服装文化就和五色的金秋形

成了统一的色彩文化存在，而这种存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

明的地域特色。

这种文化，包括朝鲜族的服饰文化,都融合在大自然当

中，成为吉林人心中的文化、情怀的文化、情感的文化。这种

文化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它来自民族，来自自然，来自生

活，来自大地,而且清晰美丽，生动感人。服饰文化的传承人

崔老师，她从小就和奶奶、母亲学习织布，采集颜料。那些颜

料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色彩,有着金达莱的光。她长大成人以

后，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念念不忘民族文化的手艺，

又跟婆婆学习服饰制作的老手艺。婆婆故去，把绝活儿留给

了她。直到今天，她手中还保留着奶奶、母亲、婆婆留下来的

珍贵的老线团儿。那美丽的线团儿，不单单是一种五彩的老

线啊，还是民族情怀的传递，是大自然色彩的凝聚。

每当秋季万水千山都呈现出五色光芒的时候，当她走进

工作室，她都会在心中默默地叨念：“母亲，你好！”每当这时，

她的眼中都含着思念的泪水。她就干得更加出色了。当万山

红遍的时候，她的服装厂也更加热闹，会举行丰收的庆典。她

把这里办成了一种民俗文化的博物馆，把海兰江的金秋尽收

馆内。

每当秋季，每当海兰江畔展现出五花山色彩的时候，吉林大

地和民族博物馆都收藏了金色的秋天。而这些服饰就像大自然

的风情，点缀着美丽的长白山、海兰江畔，松花江两岸。

文化和自然是长白山最珍贵的遗产。自然力量、文化力

量，是人们永远难忘的心灵的记忆。

吉林：风光如画
□曹保明

解忧牧场是小七的家，在阿勒泰

市的郊区。它离城很近，就在我们赶

往机场的沿途。去她家的路是水泥

道，两侧是玉米地，没有田地的平整

地方是些石头院墙，石头院墙里是石

头房子。我们找了半天，终于在小七

的电话引导下摸索到解忧牧场。

我问小七，你这个院子多少平方

米啊？她想了想说，大概五亩。那就

是三千多平方米。一个人莳弄这么

大个院子可得点好功夫，这点我是有

体会的，看着不起眼的花花草草、茄

子、辣椒、西红柿，干起活儿来可不轻

松。我不禁再次打量了一回眼前的

这个女人。她很朴素，普通得和当地

的农村妇女没什么区别，衣着随意，

就是平常干活穿的，额头散落着碎

发，眼睛本来就小，再一笑都没了。

没看过她那些散文的话，你怎么也无

法把她和大作家联系到一起。

来的路上，当地朋友说这里冬

天下雪，把雪往路两侧一推，上面就

是滑雪的轨道。小七在作品里也多

次提到过，说她的小羊驼“糖糖”经

常和孩子们在这样的雪道上玩耍。

我们在小七的院子里看到了她作品

里的那只羊驼，这只名满天下的羊

驼，肯定见过不少世面，进来一院子

人，一点也不惊慌。全国很多读者

都是先知道小羊驼“糖糖”，然后才

记住了阿瑟穆·小七的。

不知道隔壁那家住的是不是老

奴尔旦大叔，我对这个哈萨克老牧民

印象深刻。小七的作品里，这位大叔

很有个性，他的每只羊都有名字，什

么阿任、白脸、圆肚……那些羊就跟

他的孩子一样。我小的时候家乡也

有羊倌，羊倌的羊不全是自己的，很

多家把羊搁他这儿，雇他放。他的羊

大概也是有名字的，他从不会弄丢，

从不会弄错，我常见他在收拢羊群进

圈的时候，嘴里念叨“它在、它在、它

也在……”动物们和这些人真的就是

朋友，他们彼此间甚至比家人还熟

悉。老奴尔旦说啥也不进城的原因

之一，就是放不下他的那匹老马。那

匹老马已经成了老奴尔旦生命的一

部分，它在别人对老奴尔旦言语不敬

的时候挺身而出，冲过去一头撞倒那

个家伙，吓得对方趴在草丛里不敢起

身。小七和羊驼，老奴尔旦和他的老

马，我家乡的羊倌和他的羊，我相信

他们互相都了解彼此的秘密，并且在

隐秘的生活里且歌且行，有笑有泪，

把平常的日子过成了一首童话诗。

在院子里，我看到了小七花一百

块钱从一个牧民手里收来的马槽

子。为了这个马槽子，小七被警察问

话，警察把她当成了偷羊的贼。幸亏

有放牧的牧民认出了她，知道她就是

那个爱收集老物件的著名作家小七，

这才解开了误会。小七收购的马槽

子是哈萨克牧民喂马的工具，早些年

很常见。这样的物件木质大多是松

木的，硬而沉，因为转场不便携带，现

在基本没有人家用了。也是因为它

太沉、太硬不好劈，才摆脱了沦为烧

柴的命运，得以保存下来。这样的老

物件今天很难见到了，但它们身上的

色彩，却像谜一样被时间封存着，只

有在小七这样的眼睛注视下，谜底才

被揭开，然后在解忧牧场的院子里，

在小七的作品里一点一点复活，然后

被讨论，被传播，或者被怀念。

西北、东北很多地方相似，土地

辽阔，天高云淡。对一路上的茫茫

戈壁、辽阔天空，我总是觉得似曾相

识。只是要轻易穿透它们外在的辽

阔和粗粝，体会沧桑历史下地域的

魅力与信仰的高贵，还要看你有没

有对生活的耐力和慧根，非如此不

能企及。我远道而来，在小七的院

子只是短暂的停留，一下子勾起往

事的回忆，就是因为这些相像的地

方。放下别的不说，小七的模样就

很像我的一个熟人，说不好是什么

地方像，可能就是她身上的质朴和

厚重让我感到熟悉。

一个老物件，必须在它适合的空

间里才有生命。几十年来，它们纷纷

隐入尘烟。在解忧牧场，同样的问

题，对生活也提了出来：究竟是搬进

城里，住进楼房；还是回归自然，保持

悠久的传统，和牧歌、田园、草场、老

屋融为一体。看来小七选择的是后

者。我无法判断两种选择的优劣，但

我同样向往简单的生活。对生活，我

有自己的判断，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

知道，不能只图好看。小七是旧物收

集者、非遗文化传承人，我看了她手

工制作的肥皂，特别麻烦，所有的材

料均来自日常生活，所有的工序都要

经过时间的打磨和等待，光是从骆驼

刺的燃烧物中提取天然碱液就要耗

费很大的精力，那块皂是真正意义上

的纯天然、手工皂。她是慢生活的倡

导者，同时也是一个真正在享受生活

的人。

小七的牧场上原生态的生活就

像她名字一样，让我很好奇，为什么

一个女子给自己取名小七？后来明

白了，七在哈萨克民族里是吉祥的

数字，逢七、十七、二十七，牧民们都

像过节一样集会，自发地拿来家里

的好吃的和邻居们分享，孩子们等

这一天等长了脖子。我小的时候，

东北过年，杀了年猪、蒸了豆包必定

会把左邻右舍请来，要不也热气腾

腾地端过去一碗，那时候的年，真热

闹……多年后，在异乡，我又找到了

小时候的这个感觉。

眼看十月份了，阿勒泰已经下

了一场雪。解忧牧场的菜园里还有

一些熟透的西红柿，我们不管不顾

地踩进去摘了就忙不迭地往嘴里

送，冰凉酸甜，别有风味。可能一个

人只有在远方，更能获得乡愁和诗

意，继而唤醒秉性中柔弱动人的部

分。一个马槽子勾起我那么多回

忆，可见这些旧物的身上藏着的内

容，已经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独

有的文化记忆了。

在小七的院子里我还找到一副

犁，它和我小时候的犁是一样的。松

嫩平原是黄金玉米带，早些年遍地是

这样的犁。犁是十分古老的农业工

具。最初是由耒耜发展演变来的，耒

耜的造型很多人在博物馆看到过，它

有点像弓弩。耒是一个柄，耜是耒下

端起土的部分，到了商朝，耒耜逐渐

演化成犁，那时的犁和今天我们看到

的已经很相像了，但并不完善。后来

到了隋唐时期，犁的构造才基本成

型。陆龟蒙《耒耜经》记载，当时的犁

有十一个木及金属构件组成，至此，

犁，除了体型庞大，再没做过多大的

改变。小七家的这张犁就是这样

的。不知道犁是什么时候在新疆出

现的，我觉得哪里先出现这样的东西

不重要，作为农业生产的工具，犁代

表人们的智慧很重要。

不管是牧人还是农人，这些在

生活中出现的工具和他们朝夕相

处，都有了他们身上的灵气，都有了

他们的性格。林则徐当年在南疆、

北疆开垦荒地百万亩，修建的水渠

“林公渠”，使用了 120 多年，直到

1967年新渠建成才退役。林则徐一

生大公无私，清正廉洁，修渠时自掏

腰包往工程里添钱，这种精神境界

令人赞叹！现在，阿勒泰地区的援

疆干部大多来自吉林省，哈巴河县

有我的白城老乡40来人在此工作。

这次采访，我特地去了他们的办公

室，到了他们的寝室，感觉我的老乡

们状态很好，生活和工作都已经接

通了地气。吉林—阿勒泰，民风有

些地方很像，性情相通有时比语言

还重要，心领则神会。他们的领队

王副县长说，刚开始来的时候可能

是水土不服，有点过敏，胳膊上、大

腿上起了一些红疙瘩，越挠越多，上

啥药也不好使，后来干脆不管它了，

也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慢慢自个儿

好了。

小七的这张老犁已经很破旧

了，犁头的尖儿都断了，但在它的身

上仍然散发着岁月的“亚光”，深沉

而厚重。在同质化的空间里，守卫

这些有个性的东西不雷同于他人，

记住时代，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很

佩服她，不止是因为写作。

还有她炕上的那对木箱子，看

着一定是重新维修过了，但是她本

着翻新如旧的原则，只在箱体表面

做了清洁和加固的处理，就是盖子

上的铜鼻儿显得有些新了。我想起

我家炕上的木柜，我们管它叫“炕

琴”，和这个柜子差不多，长短跟炕

一样长。它们的作用也差不多。炕

琴装行李、装衣物，还装平时舍不得

吃的食物和家里自认为宝贵的物

件。后来我都上中学了，这架炕琴

还在，那时它已经很破旧了，一些门

和抽屉都不好使了，但倚靠在上面，

还是给人以说不出的踏实感，仿佛

里面装着自己所有的梦。炕琴是当

年家里一件最光鲜的家具，摆在炕

上，岁月安稳，它一直是我家的门面

和底气。在那上面，有玻璃的箱门

全都描龙画凤，现在想想，当时绘画

的技法是很粗糙的，连油彩和颜料

都极为廉价，一些应该饱满的花瓣

因为工具和颜料的问题出现断条和

镂空。但它们代表的喜庆、热烈和

温暖，就像艰苦岁月里的年节一样，

时刻给我们以希望。

在小七家，让大家感兴趣的，几

乎全是她收集的这些老物件，看到哪

件都会勾起我们很多往事。她那里

当然算不上旧物展览馆，零零星星找

回来的那些农具、生活用具都不名

贵，甚至可以说是粗陋，但它们真实、

质朴、原生态。看着这一院子旧物，

大家想到的可能和我一样，都是往

事。记忆不管是忧是喜都是一个人

的财富，我们其实活的就是记忆。幸

好有这些东西，确认我和过去的关

系。人生短暂，但老物件的寿命长，

它们历经沧桑，久经风雨，存在的价

值，已经远比其本身更加深远。

那天我和小七照的两张相，她

全是闭眼睛的，整的就好像我在解

忧牧场，她在九霄云外一样。不知

道是照相的人手艺太差，还是小七

的眼睛太小。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

有机会重新合影了，不过那时候我

们都更老了。

在
解
忧
牧
场
看
到
故
乡

□
小

白

深秋时节，万山红遍，层林尽
染。秋意尚未褪尽，一场初雪已
急急降临，点点雪花落在红叶之
上，晶莹剔透。

“ 碧 云 天 ，黄 叶 地 ，秋 色 连
波”，走进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立
即被这诗情画意的美景深深吸
引。整个公园红绿白相间，五彩

斑斓，就像打翻了的调色板，美景
藏在这一帧帧的彩片中，令人沉
醉。

走在公园的木栈道上，吹着
微风，感觉舒服、亲切。

红 石 ，如 诗 如 画 ，多 彩 的 秋
叶，舞动在风中。黄金、红、棕，无
尽的色彩，在明媚阳光下，闪烁着

光彩。迷人的森林，是诗集，每一
片叶子，都是一首诗。

红 石 ，深 邃 而 神 秘 ，漫 步 其
中，仿佛走进古老的诗篇。森林
中的生灵，静静地诉说着关于自
然的力量和生命的轮回。

红 石 ，如 诗 如 画 ，丰 富 的 色
彩，让人心醉。在这个季节，让我
们一起走进森林，感受大自然的
美丽与神奇。

红石之韵
□李广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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