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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吉县，被人们称为“旱码头”，这不仅仅是
对这片土地干旱少雨的描述，更是对这片土地充
满生机与活力的表达。

西吉曾被联合国列入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
地区之一。2020年 11月，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
同努力下，同全国人民一道迈上脱贫奔小康的康
庄大道，创造了人类脱贫致富的奇迹。在脱贫致
富的经济链条中，牛无疑是农人眼中的“明星”。

牛是农人进行农业生产的得力助手。在西
吉广袤的田野上，牛的身影随处可见。它们默

默耕耘，将干硬贫瘠的土地变为松软肥沃的良
田。无论是播种还是收割，牛出力流汗，发挥着
巨大的作用，它们是当地群众丰衣足食的坚强
后盾。

牛产品交易市场被称为“旱码头”。在这座
“旱码头”上，以牛肉、牛奶为主的牛产品是当地
的特色和支柱产业。西吉的牛肉以其独特的口
感和高品质远近闻名，成为区内外市场上的抢
手货。“旱码头”市场不仅挤满宁夏客商，还吸引
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外地客商常年入市交易。

同时，牛奶也因其丰富的营养和独特的口感而
备受青睐，这些牛产品的热销不仅为当地农民
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也为西吉的经济发展注入
了活力。

在西吉，牛不仅仅是协助农耕的伙伴，更是
一种文化的象征。人们通过饲养牛、制作牛产品
等方式，传承着古老的农耕文化和手工艺文化。
这些文化不仅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精神生活，也为
西吉的文化发展注入丰富内涵。

此外，牛还在西吉的生态建设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在干旱少雨的西吉，牛粪是宝贵的有机肥
料。人们将牛粪收集起来，用于农田施肥和改良
土壤。这不仅提高了土地的肥力，也促进农业生
产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牛还在防止土地沙漠
化、保持水土流失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为西
吉的生态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在金黄的田野间，在热闹的“旱码头”，牛的
身影无处不在，人们在它们的帮助下，创造着丰
饶，孕育着生机。在尘世间，它们犹如田野里的
精灵，勤劳而执着，只知奉献，不求回报。牛肉，
鲜嫩多汁，香气四溢；牛奶洁白如玉，甘甜可口，
滋养着孩童的成长，陪伴着老人的岁月；牛粪，朴
实无华，滋润着作物的根系，助力庄稼茁壮成长。

默默无语的牛，用奉献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
命的真谛，为西吉这片土地带来无限的希望和美
好，它们是农人眼中最璀璨的“明星”。

农人眼中的“明星”
□ 闫宝珍

张建忠先生是中卫老一辈著名作家，曾
担任吴忠市作家协会主席，退休后依然文思
沛然，笔耕不辍。他将最近几年创作的古体
诗词和部分朗诵诗结集出版，取名为《故乡的
一片云》。

拜读书稿之后，我心中涌起很多感慨，感
触颇深的是以下几点。

首先，心态年轻。张建忠先生的诗集，按
题材分为9个部分。通读诗稿，能感受到一位
文艺工作者年轻似火的热情和诗心。诗心似
火，激情昂扬，这样的精神状态，源于他大半
生深厚的学养，源于他对我们党和国家，对人
民，对山川，对人世真情，对中华文化的深沉
的热爱。这种爱充溢着他的身心，他的目光
投射到哪里，心灵的触动就回响在哪里，诗歌
的泉水也就流到哪里。在《忆母逝二十周年》
里，作者写道：

鹤鸣寒月对空啸，夜静鹃啼惊树魂。
母去西归游北漠，儿侬相见梦梁园。
难忘慈育一生毕，不忍心酸两处言。
终独遗风踪不灭，青松铭记雪添痕。
真情挚语，读来让人喉哽鼻酸，潸然

泪下。
其次，勤于笔耕。文学创作是艰苦、艰辛

的工作。从在脑子里构想到笔底呈现，从到
一个地方去游览和把游历凝练成文字，这是
两码事。从诗稿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建忠先

生是一位勤于笔耕的诗人。他的心总是关注
着、回应着时代，总是应和着自然的节令，总
是脉动着亲情、乡情和友情。而他的训练有
素的笔也总是能够顺应他情感的脉搏，忠实
地记录下内心、情感、感悟。《黑山峡风光》一
诗写道：

黑峡筏飘荡，暗礁滔涌狂。
峰峦云际插，山色路间茫。
杏雨飞荒野，梨花落晚塘。
霞镶河朔碧，世外枣园香。
铿锵顿挫，让人如临其境，神思飞扬。
再次，博闻广见。从诗集中我们可以看

到，作者真正达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识
百样人”的人生境地。张建忠先生心之所向、
足之所履、目之所触、耳之所闻，皆通过他的
内心进行过滤和审视，再经由他自然、真诚的
笔墨，变成了一行行、一首首、一章章的诗
句。这些诗是积极、进取、乐观的生活态度的
表达，也同样是平和、幸福、自足的内心世界
的写照。他的《喀纳斯湖》：

友谊奎峰怀叠秀，高山林野碧烟湖。
谷风吹起枯藤木，霞绮重添花草驹。
云海日斜生佛境，天涯秋老落骊珠。
人间净土胜宫阙，遥望游魂梦欲苏。
眼中景实为心中景。在喀纳斯湖与诗人

的凝望里，我们读到了诗人的胸中丘壑与眼
底云烟。

第四，敏于感受。对一个优秀的作家和
诗人而言，长期的读书、游历、思考、创作，已
经使他的心灵与大自然、与社会、与人生息息
相通。因此，一些事件、节日、节气、物件、细
节、景观，在很多凡常人看来也许习以为常，
但在张建忠先生的艺术视野里，都会引发他
心灵的强烈触动。这触动本身就是一个良好
的艺术心灵的素养和禀赋的显现。《中卫素擀
面》写道：

掺须和面坨揉光，擀杖来回推薄张。
巧妇沏汤红配绿，辣酸味窜袭人香。
活色生香，读来流利俊爽，让人口齿

生津。
张建忠先生诗集中诗歌的情感价值指

向，为一个“爱”字。爱我们的党，爱我们的
国家，爱我们的人民，爱在我们这个时代中
堪称中国脊梁的那些平凡劳动者，爱生活，
爱人间真情，爱我们的文化，爱文学，爱文
字。这种爱是博大的、强烈的、执着的。正
是这份爱，能够使一位年逾七旬老人的精神
世界，跨越年龄的限制，表现出一种青年般
的青春生命所能表现出的生机勃勃和宽广
豪迈。

向年轻的张建忠老先生致敬。
作者简介：房继农，笔名房子，男，1967年

1月生，正高级教师，自治区骨干教师，宁夏作
家协会会员，宁夏诗歌学会理事。

爱 的 吟 唱
——简评张建忠《故乡的一片云》

□ 房继农

《故乡的一片云》，是一首关于爱的吟
唱。作家诗歌的情感价值指向一个“爱”
字。爱我们的党，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
人民，爱平凡劳动者，爱生活，爱人间真情，
爱我们的文化，爱文学，爱文字。这种爱是
博大的、强烈的、执着的。正是这份爱，使作
品表现出生机勃勃和宽广豪迈。

《母亲烙饼》，碧绿成片的春玉米，点缀
在一望无垠的金黄色麦浪中；随风飘来的麦
香味儿，擦过车身，挤进车窗，顽固地钻进我
的鼻翼，追忆母亲烙饼的麦香味儿，那是岁
月深处最难忘的记忆。

《农人眼中的“明星”》，是这片土地充满
生机与活力的一大象征。在金黄的田野间，
在热闹的“旱码头”，牛的身影无处不在，人
们在它们的帮助下，创造着丰饶，孕育着生
机。在尘世间，它们犹如田野里的精灵，勤
劳而执着，只知奉献，不求回报。

人们对天地万物的敬畏深藏于心，溢于
笔尖。很多事物不仅给予我们陪伴，也给予
我们教导。

宋代诗人李觏所著的《广潜书十五篇
并序》在哲学层面上，提倡仁义礼智，重视

“人心”，文中说：“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
师。”意思是，向善的根本在于教育，教育的
根本在于老师。可见，老师在育人向善中起
主导作用。

这里说的是传统层面上的教学。教育
不是管束人，而是发展人；不是死守教室，而
是走进生活；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学会创造；
不是死记别人的思考，而是产生自己的
思考。

然而，当一个人有了一些阅历，就会发
现，一个人最好的老师，是自己。

自己的优缺点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是
最好的伯乐，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去认清自
己、战胜自己、超越自己，不断提升，不断完
善自己。

如何才能看到问题的本质，找到最佳的
途径与方法？

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有一句话这样
说：“根本善，出根本智。”这个说法曾在一
些学术著作中被使用。

这句话的意思是，解决问题或面对困境
时，需要从根本上思考和寻找智慧或智能的
方法，而不是片面或表面的方法。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面对问题时，洞察事物的本质，找到核

心，看到根源，从而可以做到洞若观火。

N 且听风吟

沁园春·宝鸡旅怀

宝地神鸡，古邑陈倉，陇右藩屏。
仰巍巍秦岭，中分禹域；湯湯渭水，流

润西京。
肇始人文，续承祖脉，炎帝周王青

史名。
惊当世，奉法门佛骨，公鼎尊铭。
岐山金凤翔鸣，八百里秦川稷麦青。
建陸桥枢纽，四方辐辏；通衢絲路，欧

亚驰行。
科创新区，工商技贸，蓄势腾飞迊

振兴。
今华夏，看西陲重镇，誉满寰瀛。
注：
1.宝鸡古名陈倉。其市郊鸡峰山有石

鸡啼鸣为祥兆，唐，玄宗御口金言为“宝地
神鸡”乃宝鸡之由来。

2.周王，周朝始祖为太王，建都于现宝
鸡岐山县。

3.公鼎尊铭，毛公鼎，迄今发现的西周
最大的青铜器毛公鼎（藏于中国台北“故
宫”博物院），国宝青铜何尊底部铭文有“宅
兹中國”为中國两字最早出现之文字记
载。皆出土于此。

踏莎行·汉中石门栈道游

破雾穿空，盘岩凿壁。石门古栈通
云驿。

昔时羽檄越褒斜，今朝雉堞空余迹。
松壑苍茫，天湖澄碧。长桥岭隧扬

鸣笛。
遥望江汉绿平畴，循踪太白留吟屐。

游张良庙感赋

飞阁重檐出翠篁，
留侯祠里叹兴亡。
灭秦平楚江山易，
匡汉扶刘帝业昌。
位极辞封远龙辇，
功高逸世别朝堂。
千秋谋圣归田去，
紫柏岚峰隐莽苍。
注：张良庙在陕西秦岭紫柏山下留坝

县，被誉为谋圣的张良功成名就后辞封万
户侯归隐至此，得以善终。

诗词三首
□ 宗 西

列车正在银（川）西（安）高原上风驰电掣。
窗外，繁荫遮盖的白杨，像一只只受惊的

鸟儿从窗前一掠而过；远处，黛色迷蒙的山
峦，犹如大海中一群逍遥嬉戏的鲸脊，时隐时
现、连绵不断；近处，碧绿成片的春玉米，点缀
在一望无垠的金黄色麦浪中，随风飘来的麦香
味儿，擦过车身，挤进车窗，顽固地钻进我的鼻
翼，不由让我追忆起母亲烙饼的麦香味儿。

母亲是一位勤劳朴实的农家妇女。不识
字，个头不高，她烙饼的手艺曾经让村子里的
同龄主妇们自愧不如。

那时，母亲烙的饼既没有泡打粉，也没有
干酵母。她用的都是供销社里买回来的、廉
价的碱面儿。

记得，刚丢下早饭碗，趁生产队队长公鸭
似的“催工”嗓音还没有响起，母亲便端来常
用的面盆，舀来足够的面粉、清水，把面粉与
清水搅和在一起，经过反复抄拌、弯折、扭转、
搓揉，不一会儿，面粉就和清水糅合在一起形
成面团。当面团的表面光滑度达到理想的效
果之后，她拿来面板覆盖在盆口上把它静置
在一旁，醒着。

中午，生产队收工了。母亲回到家的第

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揭开面盆上的面板，
查看静置面团“醒”的效果。见面团已经膨
胀、蓬松开来，她便洗手、挽袖，把事先准备好
的碱水兑入面盆中，一边兑碱水，一边轻揉。
等碱水均匀地、充分地被面团吸收之后，从盆
中取出面团，切成大小相同的面剂子，再用擀
面杖擀成适中的面饼，开始生火烙饼。

那时，农村用的锅灶不像城里烧的炉子，
我们家家户户用的都是自制的土灶。

母亲烙饼，从来不需要第二个人帮忙。
村子里主妇们烙饼，一般是两人。一个在锅
上，负责翻烙；一个在锅下，负责烧火。即使
这样，她们常把锅中的面饼烙糊。母亲虽然
一个人，但她从来没有失误。有时，一旁闲着
的父亲实在过意不去，凑过来想帮助母亲一
把，母亲说：“别添乱。”

母亲烙饼用的柴草，或是经过碾轧后的
麦秸或稻草。等铁锅烧至七八成热之后，她
双手托起擀好的面饼舒展地放入锅中。随
后，一边续火，一边照看面饼。等面饼饱吸热
量，蒸发去多余的水分，两面呈现出金黄的颜
色，她拿起锅铲，熟练地挑起面饼把它放置在
一旁的干净簸箩中。

刚出锅的面饼色泽金黄、香气四溢，犹如
一轮初升的、金黄的圆月。随后，母亲按部就
班、有条不紊地继续重复着上一次的程序。

等所有面剂子烙完，母亲收拾好面板，拿
起菜刀，把簸箩中的一个个“金黄的圆月”切
成大小均匀的小块，整齐地码放在簸箩中。
接着，她端来腌渍好的嫩绿的蒜薹、萝卜丝，
拌上切成细丝的鲜红辣椒，淋上几滴香油，再
把熬好的玉米粥端上来，别说饥肠辘辘，就是
酒足饭饱，我照样能吃下去一个“金黄圆月”。

每每如此，母亲便坐在一旁，一边擦去额
头上的汗水，一边爱怜地看着我。

工作以后，我所在的单位离家20多公里，
每次回家母亲总要为我烙一次外焦里嫩、香
糯可口的面饼。饱餐之后，母亲把多余的面
饼用塑料袋装好，吩咐我临走时带上。

就这样，直到年过八旬，母亲才恋恋不舍
地歇下手来。

96岁高龄的母亲因年迈体衰又感染新
冠，辞世了。她烙饼的麦香味儿永远留在我
的唇齿间、记忆里。

此刻，坐在车窗前，火车正以雄浑悲壮的
气概奔向我的家乡。

母 亲 烙 饼
□ 桑文家

早驻宁夏，戊边关，
峥嵘岁月。看今朝，
沧桑巨变，健步未歇。
四十年日新月异，
江南风味更浓烈。
忆往昔，少年已鬓霜，
无憾缺！
枸杞红，滩羊雪，
煤炭火，酒如血。
乘高铁，
辽夏旅游炙热。
贺兰胸襟谁人知，
凤凰翱翔不停歇。
喜长乐，山河美如画，
追赶越。

《满江红·塞上江南》
□ 马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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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斗草之风可谓风靡民间，达官
显贵子孙亦游乐其中。虽不比古代斗茶风
雅显贵，古代斗草之娱却自有妙趣及深厚的
文化内涵。

斗草，又称斗百草，乃古代民间流行的
一种游戏，本属端午节民俗。古时，每年端
午节，人们去郊外采药取草、插艾门上，以解
溽暑毒疫，此习俗慢慢衍成定俗。端午节古
人收获诸草之余，遂以草自娱，往往把草作
为比赛对象。或对花草名，狗尾草、鸡冠花
等百草皆属比赛之列；或以草的品种多寡参
斗，多则胜，少则败。儿童或以叶柄相勾，捏
住相拽，断者为输，然后换一叶草相斗。起
初的斗草虽简，却也极具生活性和娱乐
之趣。

斗草由来已久，明代罗颀《物原》云：
“（斗草）始于汉武。”先秦时期的斗草，最初
只是简单的游戏，用植物枝茎互相比拼，分
出胜负。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简易的斗草
在我国南方已演变为端午节风俗，时称“踏
百草”。采集百草过程中，娱乐式的斗草游
戏，自然便发生并流行起来。探究事物原始
之属的史料《事物纪原》，记载了古代斗草之
娱的起因与形成。《事物纪原》说：竞采百药，
谓百草以蠲除毒气，故世有斗草之戏。

到了唐代，斗草游戏称“斗草”，或“斗百
草”。不仅仅是妇女儿童的最爱，成年男子
也对此颇好。此时文人墨客亦走进斗草之
列，他们不再单单比草的韧性，还比谁认识
的植物更多。外出春游时，随口就能说出百
草名字的，即可获胜，便受人尊敬。后来演
变成不但要说出名字，还要讲得出名字由
来、历史掌故。再后来，则演变成以这些植
物为题，吟诗作对，遂将斗草变成了诗文盛
会和风雅的游园竞赛。这种早期将植物互
相拉扯分出胜负的斗草，叫“武斗”。而文人
之间，比拼知识和文采的斗草则称为“文
斗”。具体说来，“武斗”是斗草者各执一草
在手，以草茎相互交叉成十字状，并各自用
力向后拉扯，断者为负。另一种“文斗”，孩
童也乐于参与其中，他们将采来的百草，以
对仗形式互报草名，谁采的草种类多，谁对
仗水平高，并坚持到最后，谁就获胜。

唐代诗人李商隐，曾赋诗《代应二首》，
描述了当时的斗草之事。诗句曰：昨夜双沟
败，今朝百草输。关西狂小吏，唯喝绕床
声。到了宋代，斗草之风盛行，除端午节外，
清明节也有斗草比赛。北宋词人晏殊作词
《破阵子》，也记述了斗草之乐。《破阵子》云：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
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
东邻女伴，采桑径里相迎。疑怪昨宵春梦
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斗草，在古人的生活中生根，并一步步
长成具有民间特色文化的绿苗，体现了中国
历史民俗的多元性和深厚的思想基础。

古代“斗草”之乐
□ 伊羽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