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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世界

八闽风光

散文随笔

我说要去蒙古走走，朋

友们都说内蒙古草原美啊，

海拉尔、满洲里、阿尔山等

都值得一去。我总是强调不

是内蒙古，是蒙古国。的确，

蒙古似乎有点神秘陌生。其

实，从北京飞往蒙古首都乌

兰巴托仅 2 个小时，比厦门

飞到北京还快。这几年去蒙

古旅游的中国人开始多起

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乌兰

巴托之夜》正在流行，相信

再讲起“蒙古”不会下意识

地以为“内蒙”。

蒙古面积近 157 万平

方公里，人口约 300 万，天

然牧场辽阔，占全国面积

的 83%，人均草原面积居

世界之首。我在蒙古十天，

每天驱车八、九个小时，除

了牛羊和路边的电线杆，

很少看到密集的人群和汽

车。不过，乌兰巴托就拥挤

得很，号称世界交通“首

堵”。当地导游说，蒙古土

地那么大，不知道大家为

什么都要挤在首都生活，

希望善于修路造桥的兄弟

中国能帮他们拓展一下行

路空间。

到蒙古，首先讲到的肯

定是成吉思汗。这位一生征

战的英雄于 1206 年即蒙古

大汗位，此后，成吉思汗及

其继承人窝阔台、忽必烈等

继续进行对外军事扩张，势

力最大时，疆域包括中国北

部，中亚和欧洲部分地区，

号称拥有“半个世界”。大蒙

古帝国时代的首都哈拉和

林是 13 世纪成吉思汗的政

治中心，也是蒙古人征服欧

亚两百年的行政指挥中心。

今天这里的山顶建有一个

巨大的“蒙古版图纪念碑”，

记录人类有史以来出现的

最大的一个帝国版图。我站

在巨碑下，俯瞰鄂尔浑河壮

观景色，想象不出蒙古铁骑

是如何一路万里攻城掠寨

的。今天的蒙古国内，有多

少成吉思汗的塑像可能谁

也数不清，但特日勒吉国家

公园附近 40 多米高的世界

最大的成吉思汗雕像令人

印象深刻，而乌兰巴托苏赫

巴托广场议会大厦正中的

成吉思汗坐像雕刻手法精

湛，造型气宇轩昂，已成为

蒙古人心目中最理想化的

领袖形象。我在这个广场邂

逅了一场千人大联欢，上百

个演员在成吉思汗坐像前

的台阶上用马头琴演奏民

族乐曲，一些国家级的演艺

明星与身穿五颜六色民族

服装的群众互动同乐，跆拳

道、武术、自行车队轮番上

阵，健康咨询、测量血压、制

作恐龙模型等活动同时进

行。“成吉思汗”则一动不动

地注视着阳光下的这些子

民们。

时值深秋，蒙古草原没

有了夏日的绿色，却有满山

遍野的金黄色，那是秋天树

木特有的基调。几个小时的

车程，我进入了巴嗄努尔的

阿尔不罕合勒敦山。蒙古国

重要的庙宇巴拉登巴莱本

寺就坐落在山下。这里是建

于 1660 年的蒙古第一所佛

教哲学学校所在地，在 1938

年斯大林清洗运动之前的

鼎盛时期，僧院里曾居住着

8000 多名僧侣，如今寺庙孤

寂地掩映在秋意浓烈的树

林中。在王殿的边上，是一

处废墟，是寺庙原先的建

筑，用石头建成的。在废墟

周围，散落着许多经文图案

的摩崖石刻，其中最引人注

目的一个石刻图案即是今

日蒙古国旗中的图案，上部

是太阳和月亮，象征永恒的

大自然的光明；中间是一个

类似太极图的圆形，代表着

人文；图案中的四条直线围

住这个圆形和上下的两个

指向相反的三角形，比喻国

土不让侵犯，也不外侵他

国。在甘丹寺、博格德汗宫

等主要寺庙都有这个图案

出现在廊柱或经幔上。在蒙

古民族博物馆，有一块古代

石碑同样出现了这个图案，

应该是年代最早的吧。我在

想，蒙古国人对祖先应该是

很敬仰的，成吉思汗近一千

年来一直是他们的唯一领

袖，其地位不论朝代如何更

替，没有哪一个王者敢取而

代之，今天，成吉思汗画像

依然“坐镇”在全国最主要

的地方。国旗图案沿用古代

图腾的形制，1922 年国庆日

至今，也没人会与时俱进地

改用其它设计。

蒙古国人口有一半在

乌兰巴托，这个城市颇具现

代都市气派，但其它城镇则

显得有些简陋。我终日行

车，偶尔会在广阔的天地中

看见一片低矮的民房，那就

是所谓的城市了。蒙古是世

界第二大内陆国，远离海

洋，风沙多，所以总觉得到

处都罩着一层沙尘，草原山

脉仿佛不太明朗，使广袤的

国土显得更加无边无际。导

游是当地的几位年青人，自

学中文，讲得还不错，他们

说这几年大家对中国兴趣

日渐高涨，学汉语的很多，

每天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

前签证的队伍都要排起长

龙。大使馆门外的大路就叫

北京街，一个极具中国味的

大牌坊竖立其中，很是突兀

显眼。

同行的几位老人问导

游，温都尔汗在哪儿？导游

会心一笑说，温都尔汗现已

改名成吉思汗市了，想看看

林彪坠机的地方是吧？去温

都尔汗来回要一两天呢。于

是，我们将行程增加了去温

都尔汗的项目。十个小时到

了温都尔汗城，再花两三个

小时在荒芜人烟的戈壁草

原腹地驱车寻找，终于在一

片已日渐枯黄的地方，看到

了一块半米见方的石碑，导

游说这就是 1971 年 9 月 13

日 2 时 27 分林彪坐机的坠

毁地。飞机残骸现已不见，

但草丛中还可看到一些小

的螺丝或残片。导游不太理

解，这帮中国人为何要专程

前来探访此地。

第二天返回乌兰巴托，

已是夜晚，我登上坦克纪念

碑后的小山，看乌兰巴托璀

璨而朦胧的夜景。灯火如繁

星，仿佛在讲述不太明晰的

往事。

夜雨剪春韭
□黄 颖

早上老家托人带上来一大

袋蔬菜，地瓜叶、红萝卜、芫荽、

小葱，还有就是一大把春韭，都

是春天的菜肴。

春韭新摘还氤氲着清晨田

间地头的水汽。韭叶细长狭小，

并不肥美，但有着浓烈的韭菜香

味，这才是经过风雨，晒过春阳

的农家地头韭菜。

这几日下春雨，出暖阳，地

头的蔬菜长得欢实，尤其春韭更

是噌噌往上冒，割一茬，长一茬。

《尔雅》说其为“懒人菜”，“以其

不须岁种也”。

公元 759年的春天，杜甫被

贬为华洲司功参军，路过奉先县

遇见了二十年未见的老朋友卫八

处。他乡逢故友，在感叹世事无

常，岁月蹉跎之余，老朋友连夜到

菜园剪下新发春韭招待老友。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

粱”。清炒春韭配上掺有小米的

米饭，就是一餐招待贵宾的饭

菜。春韭在古代可是贵物，司马

迁的《史记》写道：“若千亩卮茜，

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万户侯

等。”如能种上千畦的韭菜，那地

位就和万户侯一样了。

到了唐代，韭菜的贵重程度

更甚了，《唐制》写有这么一条：

“立春，以白玉盘盛生菜，颁赐群

臣。”生菜指的就是韭菜。立春的

日子，韭菜盛放在白玉盘里用来

款待大臣，让大臣尝鲜，由此可

见韭菜在当时的贵重了。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别时容

易见时难，沧海桑田，春韭又新

发，人生曾几何？

现在的春韭已是飞入寻常

百姓家，韭菜入馔，荤素可搭，清

炒风味亦是独特。最常见的就是

韭菜炒鸡蛋，韭菜切小段，蛋液

打好。至于是先炒韭菜，还是先

炒鸡蛋，或两者混在一起炒，请

君自便，无论如何料理，这道韭

菜炒鸡蛋都是春天饭桌上的一

道亲民好菜。

最喜欢的是韭菜炒豆腐，老

家用柴火烧锅，大火，下油，油

热，下豆腐，就加盐巴还有酱油，

大火翻炒。故意把豆腐压碎，锅

底的那些碎块碎过了油，炸得金

黄，再下韭菜翻炒，锅里剩下的

油被韭菜吃透，急火热油起锅，

豆腐带着春韭特有的香气，金黄

的豆腐油汪汪，点缀着丝丝缕缕

的绿春韭，悦目美味。

而风味更独特的就是近年

来在烧烤界异军突起的烤韭菜

了。烧烤本是肉类的天下，但不

知是从何时起，烤韭菜风靡烧烤

界。在烧烤架上放上用竹签穿好

的韭菜段，烧烤炉里的木炭闪着

火光把韭菜的傲气慢慢消灭，抹

上香油，撒上各种调料，韭菜特

有的气味在暗夜里勾引着路人

的馋虫。

一物一期，春雨绵绵，万物

生发，正是春韭最好的时节！如

您正好家有薄田两亩，也刚好有

友人深夜来访，不如也剪下两把

春韭款待老友。如果没有，也无

关系，第二天起个早，农贸市场

总有老农挑着自家精心饲弄的

蔬菜在等待有缘人。我想，肯定

会有一把心仪的春韭在等待你！

福安畲乡万亩桃花绽放
□吴庆堂

福安市穆云畲族乡虎头村、玉林村、南山村一带的万亩桃花绽放，呈现

出一幅多姿多彩的田园画卷。

□李世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