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奶奶八十多岁，平时耳不聋、眼不花，思维
敏捷，办事不糊涂。那日，杨奶奶白天还好好的，
夜里却犯了心脏病，家人马上把她送进医院，儿
媳第一时间请来护工照顾老人。

护工来到杨奶奶病床前打招呼，杨奶奶一眼
认出来，这不是上次住院时请过的护工贾姐吗？
不愉快的往事立即浮现在眼前：“我不用护工，你
回去吧。”儿媳不知道内情，满脸疑惑。那护工赶
紧笑着对杨奶奶说：“老太太您住院了，需要我来
照顾您啊。”杨奶奶不屑地说：“我可不敢用你。
上次住院，请你来照顾我，不但给你护理费，还管
你的三顿饭。我大孙子给我买的新鲜水果，我舍
不得吃，却让你偷着吃了。你说，你是怎么照顾
病人的？”

原来事出有因。一年前，杨奶奶突然感到胸
闷气短，前心后背疼痛，赶紧去医院做了心脏造
影。杨奶奶住进双人间病房，看到邻床的陪护忙
前忙后地照顾病人，不禁夸奖说：“这闺女真勤
快，照顾得多好啊。”邻床的病友说：“这是我请来
的护工。”杨奶奶不禁寻思，儿孙们工作都忙，到
医院伺候自己太辛苦，不如也请一位护工，可以
减轻家人的负担。杨奶奶便和儿媳说了自己的
想法，儿媳立刻打电话给朋友帮忙请护工。

杨奶奶上午做了手术，中午，儿媳托人请的
护工就来了。一见到杨奶奶，那护工就亲热地
说：“老太太好！我是护工贾姐，专门来照顾您
的。瞧您气色多好啊，哪像个病人。”一番话说得
杨奶奶心情舒畅，她打量着眼前这个护工，约有
五十多岁，一头短发，浅灰色的工装看上去干净
利落，还能说会道的。杨奶奶满意地和儿媳对视
一笑，便将护工贾姐留下来了。

杨奶奶为了让护工贾姐照顾好自己，拿出儿
媳买的小笼包、香肠、蛋糕等，让贾姐吃。贾姐也

不客气，拿起这些食物就吃起来，边吃边和杨奶
奶说：“我是邻县人，托这边亲戚介绍来的。我
们那个地方很多人都在医院干护工，一年下来不
少挣钱，有的都盖起了二层小楼。我因为照顾生
病的婆婆，晚出来了几年。”杨奶奶听着，都插不
上话。

手术室护士要接杨奶奶去做造影
手术。杨奶奶的家人跟着去了，贾姐留
下来收拾东西。她从病房的立柜里取
出杨奶奶的物品，放到了病床下面，将
自己带来的大包小包塞进立柜里。

快中午时，杨奶奶出了手术室，待
家属陪同老人回到病房，惊讶地发现护
工贾姐竟四仰八叉地躺在病床上，正高
一声、低一声地打着鼾，护士都看不过
眼了，奇怪地问：“谁是病人啊？”贾姐惊
醒了，见状慌忙溜下病床。

杨奶奶输液时，贾姐坐在旁边，和杨奶奶说
起自己的家事，婆婆如何虐待她，儿媳怎么不孝
顺。杨奶奶听得心烦，闭眼睡觉，贾姐索性搬着
椅子坐到病房门口，找人去聊天。杨奶奶的液体
输完，静脉回血了，幸亏被邻床的护工看到，急忙
按铃叫来了护士。

杨奶奶术后，感觉手臂疼痛，护士送来了止
痛药，叮嘱贾姐按时给病人服药。贾姐接过药，
顺手放在床头柜上，拿起手机看视频，忘了给杨
奶奶服药。杨奶奶疼得在病床上左右翻动，病床
上的护栏没有拉起，不慎摔下病床。

杨奶奶很生气，想和她理论，又怕吵闹起来
惹气伤身，便劝自己忍下了，也没和家人提起，她
打定主意不再用这种护工。谁能想到，自己这次
住院竟又见到了这个贾姐，不由得发泄起心中的
不满：“你每天不是找人聊天，就是看手机，出去

忙自己的事，半天找不见人。我怕给你添麻烦，
不在床上大小便，每次上卫生间你都不扶一把。
那次我从病床上摔下来，至今还腰疼呢。唉，我
年纪大了，不想再和你计较这些，你赶紧出去吧，
我不想再用像你这样的护工。”

病房里的病人和陪护交头接耳，病房门口也
有人向屋里张望，议论纷纷：“这护工忒差劲，陪
吃陪喝，不干活，还多要钱。上次有病人早上出
院，她要了人家一天的工钱，病人没和她计较，她
接了钱就走了，也没给病人收拾东西。”“这么没
素质的护工谁还用？这些天，她在各个病房转
悠，推销自己做护工，可没人理她，最后让护士长
给轰出去了。”“病人摔下床是护工的责任，应该
把她告上法庭。”

护工贾姐看到杨奶奶气得浑身发抖，又听到
众人的谴责声，有些慌神，意识到如果就这样被
轰走，饭碗就砸了。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怨谁
呢？都怨自己没把病人当回事，没照顾好病人，
忘记自己是干什么的了。良心发现，她扑通一
声，跪在了杨奶奶面前，愧疚地说：“老太太！我
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是一个农村家庭妇
女，看到别人在医院当护工赚钱，眼热了。我第

一次干护工，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怎么去照顾
好病人，害得您摔下病床，给您造成了伤害，老太
太，对不起了，我给您赔礼道歉！”她抹了一把泪
水继续说，“从那时到现在，一直没有人用我，都
一年了还没活干。春节过后，当家的和朋友合伙

做买卖被骗了几十万元，家里拉了饥
荒，当家的暴病身亡。儿子、儿媳妇不
给还账，和我闹翻了。为了活下去，我
只能出来找活干。我参加了护工培训
班，学会了护理病人。老太太，您再给
我一次机会吧……”

杨奶奶心软了，躺在病床上，闭着
眼睛不言语。这时，导诊员走进病房，
通知杨奶奶马上去做心脏彩超。贾姐
听了立即站起身，擦着眼泪对杨奶奶
说：“老太太，我陪着您去做检查。”一边

说，一边把杨奶奶从床上扶起来，帮她穿上外
套、戴上帽子，扶着坐到轮椅上，跟着导诊员去
做检查。

护工贾姐就这样留下来了，24小时在岗，勤
快、负责任，眼里都是活儿，仿佛换了一个人。清
晨，贾姐扶着杨奶奶去卫生间接大小便取样，然
后放到护士站的容器里。回到病房，她洗干净
手，打来开水，晾上一杯凉白开，接着给杨奶奶测
体温、量血压。杨奶奶好奇地问：“这些你都学会
了？”贾姐说：“这是我在护工培训班学的。”杨奶
奶血压有些高，贾姐遵医嘱，给杨奶奶服下降压
药。她拉开窗帘、隔帘，打扫卫生，收拾床铺，把
病床摇起来，扶杨奶奶坐好，取出洗漱用品给杨
奶奶洗脸、刷牙、梳头，顺便做了全身按摩。

早饭时，贾姐看到老太太有些瘦了，需要增
加营养。转天，她买来了鸽子汤、鸡蛋羹、小笼
包、酱牛肉，放在小饭桌上招呼杨奶奶吃。杨奶

奶坐到饭桌前，拿起饭勺挨样品尝，脸上露出了笑
容。贾姐看在眼里，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杨奶奶急脾气，输液时嫌输得慢，自己把液体调
快。贾姐好言相劝：“老太太，护士说了，这个液不能
输快了，您心脏受不了。您看看——这个速度可以
吗？”她哄着杨奶奶，把输液的速度调到正常。杨奶
奶一天输好几瓶液，从早到晚，贾姐始终守护在杨奶
奶病床前，一瓶液输完了立刻按铃，唤来护士换液。
杨奶奶要方便，贾姐拉上隔帘，把便盆放在病床上，
为杨奶奶接大小便。杨奶奶咳嗽时，尿失禁，贾姐及
时清洗，给她换上了干净的衣裤。

晚上，杨奶奶睡着了，贾姐给她盖好被子，拉上
病床两边的护栏，自己躺在病床旁边的折叠椅上。
半夜时分，贾姐迷迷糊糊中，听到杨奶奶痛苦的呻吟
声，慌忙起身下地，拉亮电灯。只见杨奶奶呼吸急
促，双手按着胸口，大汗淋漓。贾姐大声呼叫：“老太
太，您醒醒，您哪儿不舒服？”杨奶奶没有反应。贾姐
急得三步并成两步找来医生，并及时通知家属。

医生检查后说，老太太是大面积心肌梗死，应送
急救中心抢救。经过紧急救治，杨奶奶终于从昏迷
中苏醒过来。医生说：“幸亏发现得早，晚了就危险
了。”杨奶奶和家人对贾姐表示感谢，周围的人无不
称赞。

贾姐不嫌脏、不怕累，无微不至地照顾杨奶奶，
得到了杨奶奶的认可。杨奶奶给贾姐发工资，还奖
励了一个大红包。贾姐接过钱，心里五味杂陈，眼泪
溢满眼眶。杨奶奶痊愈出院时，家人来接，贾姐帮着
收拾东西，依依不舍地说：“老太太，您回家可要好好
修养，按时吃药，适当活动，多晒太阳，遛遛腿脚……”
杨奶奶看到贾姐对自己真心实意，也诚恳地说：“你和
我一起回家，做我的住家保姆吧。”贾姐喜出望外，激
动地说：“托老太太的福，我求之不得啊。”说完，她们
一起乘车，朝着家的方向疾驶而去。

天气热得让人发晕。工地上的民工除了特殊工
种，大都袒胸露背，扔下手里的活计，从没有完工的钢
筋混凝土建筑框架上，从混乱的七扭八歪的砖垛里，从
山一般高的沙堆旁，从倒上水准备和水泥砂浆的场地
边儿，把时间随意地打包放在衣兜里，一窝蜂似的赶到
位于工地西边的简易工棚。

那工棚是他们心里神圣的地方，那里有他们的食
堂，他们吃饭的地方。已经到了吃晌午饭的时候，没人
招呼他们，也不用谁用心想着他们，因为这是雷打不动
的吃饭时间，要不然下午就没有力气干活。

他们顾不得像火一样炙烤的天气，填饱肚子是此
时最要紧的事。他们不知道食堂为什么建在这里，也
不知道等工程完工后，拆了工棚这一小片地方留下的
空地会留作何用。在这个所谓的工地食堂的工棚里，
随处可见的是匆忙移动的杂沓的脚步，听到的是高高
低低的喊声和无来由的尖叫。

或许是辛苦劳作的人们感到了疲乏，这些
建筑工人要找到发泄和释放疲劳的方式，又或
许这种喊声和尖叫是最不需要成本投入又行之
有效的宣泄手段。在这种一锅粥一样混乱的情
形下，民工们的两只手都没闲下来，一手端的是
饭碗，一手端的是菜碗，还要紧走几步，这确实
需要练就一种特殊的硬功，跟杂技演员没什么
两样，只不过姿势不像杂技演员那样讲究美感
和艺术。

走到木板钉成的简易长条桌案旁，碗边滚
烫的热度袭来，几乎烫得手指有了痛感，急忙把
盛着饭菜的两个热碗重重地趸在案子上，趸也
讲究分寸，趸得轻了，碗会倾倒，饭菜就会掉落
到地上，人就得因为自己的失误而挨饿；趸得过重，力
道拿捏不准，碗会破碎在桌案上，那中午的吃食就什么
都没有了。

看着桌案就在眼前，他们的手能够到的位置，民工
们两条腿一前一后地从同样简易的长条凳上迈过去，
用定力稳住身体微微的晃动，然后用趸碗一样的力度，
一屁股坐在板凳上，开始吃饭。尽管饭菜质量不高，但
吃饭还是可以产生劳动时没有的愉悦感，当饥饿的感
觉一点点消失，工棚里开始传出说笑声，午餐时间也就
在不经意间度过了。

这时候，德芳拿着自己的小包，来到工棚的外面，
找了个墙角避风的地方，摞上两块砖当座位，面前再摞
两块砖当桌子，便轻手轻脚地坐下，打开手里的包，拿
出饭盒，放到眼前的砖摞上。他掀起饭盒盖，里面一半
是雪一样白净的米饭，另一半是黄色的蒜苗炒鸡蛋。
每当这时，德芳要先闻一闻饭菜的香味，先让鼻子感觉
到一种满足，一种家庭饭桌上的味道，之后，饥饿感便
迅速袭来。他把饭盒里的菜夹到放在砖块上的饭盒盖
上，听一听工棚里工友们吃饭的声音和他们笑闹的声
音，好像是在寻找一种信号，证实命令已经下达，这样
他就可以郑重其事地开始吃饭了。

德芳从盒盖上夹起一口菜，然后从饭盒里扒拉一
口饭，有规律地吃着，等把肚子里的饥饿感压下去，他
吃饭的速度也明显降下来，开始品味饭菜的味道，心里
不耐烦：又是蒜苗鸡蛋，再不就是熘豆腐。昨天吃腻了
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先是吃饭的速度一降再降，直到
吃下一大半的饭菜后便只用眼睛瞧着，不再动一筷子，
忍不住埋怨妻子粗心大意，总给他带这种从不变样的
吃食。

按说德芳也应该在工棚里和工友们一起吃饭才
对，但食堂那种清汤寡水的饭菜他吃得不舒服。刚来
工地上工时，他试图在工棚里和工友一起用餐，结果吃
了半个月就感觉不习惯。说白了，他自己带饭真正的
原因，是每月老板可以少扣几百元的伙食费。这笔钱
对生活宽裕的人家不算什么，但他不行，家里的生活一
直在贫困线上，妻子身体不好，孩子在外地上大学，省
下这几百元钱是儿子近半个月的开销。而且，他不和
来自外地的工友一起住在工地，他的家在这个城市二
十多里外的郊外。他没什么本事，只能在建筑工地上
干活，只要肯花力气，比别的活计能多挣到一些钱，他
都认头干。

这种午餐的习惯德芳一直坚持着，因为饭盒里的
饭菜总是没什么变化，他每次都想回家责问妻子，憋了
一下午的怨气，就等着到家里发泄。可骑上破旧的自
行车回到家里，天已经是漆黑一片，在这以秒计算的生
活节奏里，他随便糊弄一口晚饭，袭来的困意让他倒头
便睡。早晨从床上爬起来，又是狼吞虎咽地吃了早饭，
他必须争取时间赶回工地，不然老板就要理直气壮地
扣他工钱。这样下来，昨天的事情就都忘在了脑后，和
时间一样，所有情绪都已经属于昨天了。

过了一阵子，德芳午餐的时候多了一个伙伴，和德
芳一样，也是一个钢筋工，在一个班组里劳动，年龄要

比他小十来岁，而且是个女工。她吃不惯工棚里的饭
菜，看德芳是带饭盒解决午餐问题，就加入了德芳。原
先，他们在一起劳动时，手里有活，闲不下来，张不开嘴
说话，也没有说话的时间，似乎把劲儿都使在了手上。
德芳有时注意过女工劳动时的形象，早晨里的朝霞之
中，黄昏时的夕阳之下，他看着女工单薄的身形在光影
里的轮廓，剪影一样让人产生一些触动。这种情形对
于德芳来说，只是感动，没往深处去想。中午吃饭的时
候，两个人倒有很多话说了，几乎是同样的顺序，掀开
饭盒盖，把闻饭菜的香味当成一种享受，吃下去的时
候，渐渐地产生了厌烦。女工看出了德芳脸上的表情
变化，顺势问：师傅，不愿意吃带的饭吗？

每当这时，德芳不想回答，却又没有理由不说话，
就跟女工说：天天一样，千篇一律，不吃腻才怪呢！而
且这饭凉，早晨不管带来什么好饭好菜，到了这个时候

也都没味了。女工站起身，用力地看了一眼德芳的饭
盒，仿佛不这么看一眼就会忘记什么似的，而德芳自尊
心作祟，生怕人家窥探到了自己的秘密，想用手把饭盒
挡住。

女工的眼睛总要比德芳的手快很多，但看过饭盒
之后，她什么也没说，也没让德芳察觉到什么情绪上的
变化。第二天上工之前，她把德芳的饭盒要过来，和自
己的饭盒一起用报纸包好，放在工棚做饭的灶台上。
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德芳发现他的午饭有了温度，对
此，他很感激女工，心里想：女人就是比男人心细。从
这以后，两个人的关系就显得近了一些，在一起聊天的
时间也就多了一些。德芳在几次和女工的谈话中得
知，女工是个离了婚的女人。女工说，也是在一个建筑
工地上，她认识了一个外地打工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常
常一起劳动、一起吃饭，感情发展到了，于是便结婚了。

小伙子是个聪明人，总想自己挣到一笔钱，改变命
运。小伙子跟老板的关系不错，干了几年之后，有了自
己的工程队，从小打小闹开始，做到开发房地产这样的
大项目。有了钱之后，女工就心甘情愿地在家里做了
全职太太。好日子没坚持几年，那个当初的小伙子就
有了另外一份感情，开始厌烦女工的婆婆妈妈，开始疏
远女工。女工知道了，心里的温度开始下降，觉得这个
家已经无法挽回，她什么都没要，就一个要求，离婚。
小伙子同意了，给她留了一套房子安身，之后便离开了
这个城市。女工给了他在这个城市生存的机会，并且
让他发了财，但他还是伤害了爱他的人。

说到这里，德芳问：就这样离了？
女工说：是，离了。
德芳说：男人的脾气不应该惯着，可能你把他给惯

坏了，让他有了野心。
女工说：不管怎样，我们毕竟相爱过，这比什么都

重要。
德芳心里想，这是个理想主义者，很容易受到现实

的伤害。
他告诉女工：那些财产是属于你的，你什么都没

要，太便宜他了。
女工说：财产有什么用，感情没有了，多少物质也

补不回来，见到那些让人伤心的东西，我也许更放不下。
德芳慢慢地叹口气，心里想，那些东西要是我的，

我就不用来工地上工，可以用钱供儿子上学，给妻子治
病。但他没有，他有的只是一把子力气，用劳动换取生
存下去的机会，这是德芳的命。他理解女人的难处，劝
说女工生活上要坚强一些。每当这时，德芳都要抬头
看一看头顶的太阳，以免在忧伤中停留得太久，他觉得
阳光是无辜的，跟这无辜的女人一样，让人同情她的生
活经历。他同样发现了这个单纯而又美丽的女人，有
一颗纯真的心灵。

女工仿佛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充满了生活的信心
和坚持下去的勇气。德芳以为，受到伤害的不是女
工，是他德芳，这个时候，他会远远地望一眼工地之外
的城市，城市天天在扩版，在延伸他的视野，可他的心
却变得越来越小，连一小块地方都腾不出来，完全被

生活挤得满满的，一种无法挣脱的现实。
女工说，前夫离开之后，她自己又回到工地上，用

劳动养活自己，又找到了从前的快乐和幸福，这是一件
很难得的事情，她重新拥有了有尊严的生活。她还说，
她不想改变自己，今后的爱情观还是这样，只要相爱，
就不在乎有没有钱。

德芳想，女工的想法是对的，就是他德芳现在是个
百万富翁，他也同样支持女工的想法，女工要过的，是
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这很关键。

女工的眼神里多了一些温柔和闪闪烁烁的光芒，
有时让德芳心动。他甚至不敢去直视女工的眼神，那
是一团火一样的东西，让德芳望而却步。每当德芳脸
上产生那种过去一段时间里常有的微小情绪时，女工
就把德芳的饭盒夺过去，把自己的饭盒放到德芳手中，
德芳很难为情，但看到女工一脸的真诚，他只好掀开女

工的饭盒，发现那里面不是青椒炒肉，就是黄瓜
鸡蛋，有时还有鲅鱼炖豆，几乎一天一个样，很
少重复。德芳觉得，女工是用心的，为此他心里
很感动，也朦朦胧胧地多了一份情感，那份情感
直往德芳心灵深处冲去，使他情感上产生了一
阵惊慌，还多了一份渴望。不知是什么原因，德
芳干活时都觉得比平时更有力气了。

时间慢慢地过着，从春天到了秋天。一天
中午，他们刚刚坐下来面对面地吃饭，工地上突
然刮起了一阵狂风，那风很快就到了他们吃饭
的墙角。女工马上站起身，去抢救他们饭盒盖
上的菜，她也就刚抓到饭盒盖，风就猛烈地吹了
过来，女工本想躲开那阵疾风，身体却站立不
稳，在风中倾倒下来。德芳立即站起身，迅速拦

腰将女工抱住，以免女工摔到地上。女工停在德芳的
怀中，也许前面的动作都是无意识的，但现在她是有意
坚持着，用火辣辣的眼神盯着德芳俯视的眼睛。

德芳马上有了一种冲动，他吻了女工，嘴唇几乎完
全贴在了女工的嘴唇上，他在一刻间尝到了除了妻子
之外的另外一个女人的温情。他什么都忘了，天昏地
暗之后，他们的饭菜都是土灰，完全没法吃了。他请女
工在附近的小饭店简单地吃了一顿，尽管饭菜依旧简
陋，但两个人都很开心。

早出晚归的日子，德芳依然风尘仆仆，几乎忽略了
家的概念，有时看着让人食欲全无的早饭和晚饭，他便
想和妻子大吵一次，一次就把家吵翻，一次就删除这个
家庭所有存档的情感文件。但一次次蠢蠢欲动的想法
刚刚露头，看到妻子病恹恹的身体，他又一次次把火气
压了下去，他竟然无法质问妻子，勒紧裤腰带省钱到底
是为了什么。

深秋时，工地上突然就忙了起来。这也不能说是
毫无预兆，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施工工地最忙的时候。
一天早晨，他刚吃完早饭，妻子照常递给他装着饭盒的
包时，他只是觉得比平时沉了一些，并没在意。中午去
吃饭的时候，他发现工棚的灶台上没有他的饭盒，他以
为是自己这么长时间，没给出女工心里渴求的答案，女
工和他生气所为。他觉得自己终归是理亏，便去厨房
原来他常放饭盒的墙角去找，那是他中午的饭食，对他
这一天的工作尤其重要。果然，包就在那里，他没费什
么力气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午饭。

他提着包挤出厨房，向工棚外面走去，到了他经常
吃饭的角落，一如既往地坐下，不假思索地拿出饭盒，
谁知那饭盒变魔术似的变成了圆柱形。他使劲儿看着
饭盒出神，顾不上和他每天共进午餐的女工说话。然
后，跟往常一样，他想先闻闻饭菜的味道，但这次德芳
打开饭盒之后便感到了一阵热乎乎的气流冲到脸上，
饭菜也多了两样放在饭盒的最上方。

德芳意识到，妻子给他带的饭盒是新买的，是一款
保温饭盒。他一瞬间惊讶得想喊出一声什么，表现他
心里的讶异，但他抑制住了，仿佛就这样生活惯了。就
像他们夫妻一样，从没有过多语言，始终不温不火，但
生活始终需要温度。

女工还是坐在德芳的对面等他一起吃午饭，看见
德芳盯着手里的保温饭盒出神，神情尴尬地说道，师
傅，你今天的饭盒没法热饭……

德芳第一次没有回答女工的问话，低着头慢慢地
吃着自己饭盒里的饭菜，品味着饭菜的香气，饭菜的温
度在身体里渐渐地蔓延开来，直到心底。他迅速地用
手抹了一下眼睛，怕让女工发现，动作就显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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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度
郭金龙

四方走出的诗行
武自然

我骑着马儿趟过哈拉哈河

阿尔山的深处有一条河

她的名字叫哈拉哈河

魂牵梦绕在我心中流过

她是云朵梳妆的明镜

是一曲婉转的牧歌

今天我与马儿结伴同行

马蹄溅起了我归乡的欢乐

额吉啊，额吉

你是否还在故乡盼着我

阿尔山的泉水孕育了一条河

她的名字叫哈拉哈河

昼夜不舍向着远方

她在异国他乡流来流去

又辗转反侧回到了祖国

正如我游子真切地归来

唱响长调悠扬感怀的我

姑娘啊，姑娘

你是否还在毡房等着我

我的泪水与河流一起奔涌

一经走来我便拥抱了辽阔

你一个

天空飘过那么多云朵

痴痴地我就盯住你一个

草浪溢出那么多花香

醉醉地我就采撷你一个

毡房飞出那么多歌儿

真真地我就倾听你一个

敖包撒落那么多方向

切切地我就朝着你一个

追梦鄂尔多斯

蔚蓝的天空

有鹰在振翅飞翔

只为守护这片故土

升腾起高远的梦想

广袤的草原

有骏马驰骋边疆

只为眷恋这片草原

英雄策马向着远方

黄河的岸边

有长调婉转悠扬

只为挚爱的倾诉

歌儿在此浩瀚成海洋

圣洁的毡房

有美酒醉人的浓香

只为豪情的释放

这里成为酒的故乡

辽阔的牧场

有泪水打湿的衣裳

只为生生的眷恋

把牛羊描绘成画廊

璀璨的星光

有无数浪漫的想象

只为额吉的期待

追梦童年最美的时光

彩虹上的笑容

雨过天晴

彩虹挂满笑容

站在水汪汪的草原

想你神经或紧或松

我要好好地爱你

让四季都浓缩在春天

就像额吉唱着陶爱格

把羊羔深情地抱在怀中

杜甫草堂

每当看到这世界

无家可归的人们

就会想到成都的草堂

想到颠沛流离的你

在此地四年

抱着一个世纪的孤寂

放飞了240首诗的心冀

你用善良的积蓄

把千万间广厦粲然筑起

宁愿一个人在寒秋

在被风雨击打的茅屋中

瑟瑟站立喜极而泣

杜甫——杜甫

你是我的灵魂的兄弟啊

用惊天不死的中国文字

书写着浪漫情怀的世界格局

殷墟沉思

恒河，是一面镜子的记忆

泪流满面地讲述着

商的繁华，商的败笔

秘密，深藏了千年的秘密

随着一扇门被打开

便震动了盘古开辟的天地

就震惊了本不平静的寰宇

我们必须来到废墟

来到这片令人向往的废墟

沿着考古人的足迹

就像敬仰高峰一样

敬仰中国文字的奠基者

为我们认识自己

记录自己带来的重大意义

3300年前，在安阳

在中原最早的都城里

宫殿穿着华丽的外衣

文字的语言滋润着肌体

商人智慧的刀子很锋利

龟甲兽骨，甚至青铜器

都留下了文字生动的魅力

甲骨文用每个字的细节

立起一个民族文明的骨气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新在华夏儿女的灵魂里

如江河潇洒走来生生不息

人间天画——八里沟

这是天成的梦境

这是自然的神功

它直挂在天地间

它醉卧在我怀中

让我抓住了太行的魂灵

让我激越的诗行绿色葱茏

刀劈的崖是我的个性

雨打风吹我依然坚挺

飞泻的瀑布是我的痴情

为爱而执着地去爱

纵身一跃不惜碎骨永生

天然氧吧

孕育出我绿色的从容

我是自然景观的写照

我是人文景观的象征

别在阴霾中锁住自己

来这里你会踏响粲然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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