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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画卷上的明珠—和田丝路画卷上的明珠—和田
□□ 李恩全李恩全

和田古称“于阗”，一个充满了厚重
历史、令人遐想、魅力无限的地方。居于

“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脚下，世界第二大
沙漠塔克拉玛干之边缘，享有“国玉之
都”的地位和美誉，大美山川、无垠大漠、
万千绿洲记忆着千年沧桑；文明世界的
古丝绸之路，满载着古老厚重历史文化
符号，到和田是向往、是追忆、更是心中
的爱。

历史悠久的和田

这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据
《山海经》《穆天子传》记载，早在荒蛮时
期，这里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商代，
和田玉已输入中原地区，形成了早于丝
绸之路的“玉石之路”，促进了和田地区
与中原地区的交流融合。西汉神爵二年
（前60年），西汉王朝设置西域都护府，昭
示着和田始终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先后隶属于西域都护府和西
域长史管辖，唐时属毗沙都督府管辖，乾
隆年间平定准噶尔部与大小和卓等叛
乱，统一了包括和阗在内的西域，定名为
和阗，1959 年改和阗为和田。在漫长的
历史长河中，踏着古人的足迹，我们可以
看到西汉张骞、东汉班超在和田为祖国
辽阔疆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楼兰
古城、尼雅遗址、圆沙古城、丹丹乌依里
克遗址，书写了“丝绸之路南道”厚重的

历史文化；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
域记》详细记载了于阗佛教的盛况，现存
的热瓦克佛寺、达玛沟小佛寺遗址见证
了昔日的佛国辉煌；沙海老兵纪念馆、康
西瓦烈士陵园、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骑
兵师先遣连进藏纪念碑，记载着英雄们
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

“问勇路”更是唱响了新时代“清澈的爱
只为中国”。今天的和田，既是探寻秘境
的旅游胜地，也是丝路文明的重要宝库，
更是永远铭刻的英雄之城，穿越时空的驼
铃声虽已远去，但沙海中往昔的古城遗址、
玉龙喀什河中的子玉、大漠边关留下的脚
印，仍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千年传奇，记载
着千百年来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山川俊美的和田

这里是一个有着无限神韵的地方。
坐落在昆仑山北麓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
缘的和田，是集雪山、大漠、冰川、绿洲于
一体的天然地理博物馆，这里既有昆仑
山的巍峨壮美，又有沙漠与绿洲的生死
相依，独特的地貌与人文交织，构成了一
副磅礴而灵动的和美画卷。古老而恢宏
神秘的昆仑山，像一条蜿蜒的巨龙，以其
巍峨的庞然之躯，自西向东横卧于中华
大地，相融相生的喀喇昆仑山，在对敌斗
争中见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怕牺牲、
敢于斗争的“喀喇昆仑精神”；无边无际

的金色沙海塔克拉玛干，延绵不绝的沙
丘诉说着沧海桑田；星云遍布的绿洲，滋
润着千百年来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各民族
兄弟姐妹，雪山与大漠相生相伴，互诉衷
肠，凝结出昆仑神话、丝绸之路、玉都古
韵。和田的山川之美，是冰川与沙漠的
对抗，是绿洲与荒原的共舞，更是人类极
限之地的生死诗篇。在这里，每一粒沙
都听过佛窟的梵音，每一块玉都藏着雪
山的魂魄，每一阵风都吹过千年的驼铃，
每一寸土地都刻着中国心。

美食天堂的和田

和田美食文化源远流长，独特的大
漠绿洲环境、多民族交流融合以及丝路
文明的传承，形成了传统风味与地域特
色的“和田味道”。仪式感十足的烤全
羊、独特木香的红柳烤肉、汤汁浓郁的羊
肚包肉，记载着游牧与农耕的融合发展；
带着孜然焦香与炭火气息的烤包子、包
满浓郁汤汁的“沙漠披萨”库麦其、自带天
然维生素的手抓饭；带有传统元素的土月
饼、消暑圣品酸奶粽子、驱寒助消化的和田
药茶、醇厚甜美的玛仁糖，更是大漠绿洲对
远方客人的甜蜜馈赠。品尝和田美食不仅
是味觉的盛宴，更是一部用和田独特食材
书写的丝路文明史，从馕坑烤肉的炭火余
温到夜市小贩的吆喝声，从洋葱的沁人心
脾到孜然香，每一口都能尝到大漠绿洲的

真诚、和田人的智慧、多元一体文化的交融
之美。

魅力人文的和田

这是一个充满诗和远方的地方。和
田自然资源与人文历史交相辉映，历史
文化与民俗风情互为补充，巍巍昆仑山
孕育了盘古开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
嫦娥奔月、女娲补天等众多的上古神话
和民间传说，汉武帝钦定于阗南山为昆
仑山，使昆仑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
精髓，也使普通老百姓心心念念的“寿比
南山”更具象化。书写千年历史的桑皮
纸、“穿在身上的丝绸之路”——艾德莱
斯绸、沙漠里的声音史诗——木卡姆充
满了时光里的文明基因；渗透血脉的玉
石之魂，成为绿洲人民的精神隐喻……
和田的人文魅力，在于海纳百川、在于共
生共存，这里的人们像昆仑山下的河流，
携带着历史的泥沙，却始终想着往开阔
的天地奔涌。

和田，这颗镶嵌在丝绸古道上的明
珠，驼铃余韵未散，丝路华章已新，当新时
代的春风拂过昆仑山麓，千年玉都正以昂
扬的姿态焕发出蓬勃生机，站在历史与未
来的交汇处，让我们一起携手同行于这片
机遇与梦想交织的热土，以奋斗为笔，以热
忱为墨，共同创造和描绘属于我们这一代
丝绸之路画卷的辉煌奇迹。

诗歌园地诗歌园地

绿 洲 赞 歌绿 洲 赞 歌
□□ 薛梦倩薛梦倩

飘渺的歌声从远山传来飘渺的歌声从远山传来
遗忘是插上翅膀的彩虹遗忘是插上翅膀的彩虹
雪融水在上游奔腾翻滚雪融水在上游奔腾翻滚
嫩绿的青草铺满河岸嫩绿的青草铺满河岸
梭梭树染上新绿梭梭树染上新绿
点缀在沙海点缀在沙海
成为一只沉默的骆驼成为一只沉默的骆驼
只管穿行在无垠的沙漠只管穿行在无垠的沙漠
谁家的炊烟迟迟不肯散去谁家的炊烟迟迟不肯散去
桌上温热的苞谷馕桌上温热的苞谷馕
留存着妈妈的体温留存着妈妈的体温
门前的桑树掸去整个冬天的睡意门前的桑树掸去整个冬天的睡意
在密密麻麻的年轮上增添新笔在密密麻麻的年轮上增添新笔
岁月的痕迹悄悄爬上眼角岁月的痕迹悄悄爬上眼角
深沉的爱意如米酒般甘甜醇厚深沉的爱意如米酒般甘甜醇厚
梧桐花盛开时梧桐花盛开时
花香弥漫小巷花香弥漫小巷
舍不得一片花瓣掉落舍不得一片花瓣掉落
春风收集红柳树的讯息春风收集红柳树的讯息
葡萄架上的藤蔓吐新芽葡萄架上的藤蔓吐新芽
又是收获的一年又是收获的一年
南坪水库的灰鹤拍打翅膀追逐夕阳南坪水库的灰鹤拍打翅膀追逐夕阳
湖面泛起的涟漪带着落日回到原点湖面泛起的涟漪带着落日回到原点
你说你说 长在绿洲上的油菜花真是灿烂长在绿洲上的油菜花真是灿烂

如果用有色眼睛看世界如果用有色眼睛看世界
无论是人还是物无论是人还是物
都将失去真颜都将失去真颜
白不再纯洁白不再纯洁
黑不再成墨黑不再成墨
无论世界怎样改变无论世界怎样改变
无论时间怎样转变无论时间怎样转变
善良善良、、真诚真诚、、纯洁仍是人性中最美的光环纯洁仍是人性中最美的光环
任何一种品性都会因追求过度而失去本色任何一种品性都会因追求过度而失去本色
而她们不改初衷而她们不改初衷
在过度的追求中熠熠生辉在过度的追求中熠熠生辉
在世界的任一角落在世界的任一角落
在时空的每一分秒在时空的每一分秒
真善美都是人类不断弘扬的主旋律真善美都是人类不断弘扬的主旋律
也是我们幸福而动情的不竭源泉也是我们幸福而动情的不竭源泉

追 求 真 善 美追 求 真 善 美
□□ 尚晓芹尚晓芹

探春 许晓龙摄

杏 树 下 的 父 亲
□ 唐海东

清明节期间，老家甘肃天
水农村院子里的杏树又开花
了。粉白的花瓣在春风中轻轻
摇曳，像极了父亲当年为我摘
杏子时，那满头的白发在阳光
下闪烁的模样。

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年
轻时在新疆当过兵，复员后回
村当了文书，后来又做了村支
书。父亲一生都在为别人操
心，村里谁家有了难处，他总是
第一个伸出援手。可对我们这
些儿女，他却总是默默付出，从
不言苦。

那些年，我在天水市汪川
中学读书，在宿舍用六根眼子
的煤油炉自己做饭，基本上每
个月步行回家一次。平时到了
周末，父亲总会骑着那辆老旧
的“飞鸽”牌自行车，颠簸六十
里路，推车爬过庙儿山和王家
沟梁两座大山给我送来一袋玉
米面和洋芋。有一次，父亲半
路上丢了一袋白面，到了学校
才发现。他急得满头大汗，立
刻骑车返回去找，可那袋面早
已不见踪影。后来听母亲说，
那天晚上，父亲坐在院子里，低
着头，手里攥着那根空荡荡的
麻绳，久久不语。月光下，母亲
看见父亲的眼角有泪光闪动。
那是母亲第一次见父亲流泪，
为了那袋面，也为了没能让我

吃上一顿象样的饭。
家中院子有棵杏树，是父

亲亲手栽种的。每年夏天，杏子
熟了，父亲总是挑最大最甜的，小
心翼翼地装进竹篮，再用一块干
净的布盖好，骑车送到学校。我
接过篮子时，总能闻到杏子的香
甜，还有父亲身上那股淡淡的汗
味。父亲总是笑着说：“快吃吧，
刚摘的，新鲜着呢。”可我知道，父
亲自己从来舍不得吃一颗。

晚年的父亲被疾病折磨，
双目失明。每次我回家，父亲
总是坐在杏树下，听着风吹树
叶的声音，轻声问我：“杏子熟
了吗？”我握着父亲粗糙的手，
告诉他：“快了，等熟了，我给您
摘。”可父亲终究没能等到杏子
成熟。父亲走后的某一天，一
阵大雨过后，太阳出来了，鲜黄
的杏子落满了一地。

如今，杏树依旧年年开花，
年年结果。可树下再也没有了
那个为我摘杏子的父亲。清明
时节，我站在树下，看着满树的
花瓣，仿佛又看见了父亲的身
影。父亲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
白的旧衣裳，手里提着竹篮，笑
着对我说：“快吃吧，刚摘的，新
鲜着呢。”

父亲，到了夏天，杏子又熟
了，您在天上，可还尝得到它的
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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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英

当李白在长安写下“燕草如碧丝，秦桑低
绿枝”时，万里之外的昆仑山下，玉龙喀什河
正携着碎玉般的冰凌奔涌而下。和田的春
天，是一场始于雪峰之巅的盛大叙事：昆仑冰
川初融的雪水唤醒沙漠边缘的绿洲，沙海与
花海在此奇妙共生，千年驼铃的回响仍在枣
林深处若隐若现。

雪水浇灌的诗意栖居

玉龙喀什河的支流在和田县的桃花源转
了个温柔的弯，将山巅的雪水化作千万颗晶
莹的珍珠。河岸边片片桃花林间，淡粉色的
花瓣飘落在少女的艾德莱斯绸裙摆上，远处
老人擦拭着手里的把件说：“真正的和田玉，
要在春水里养足灵气。”

约特干故城里关于大唐传丝公主的传
说、壁画上玄奘西行的见闻、古于阗的街景演
绎……当炫彩灯光穿透树枝，在斑驳的地面
上投下细碎光斑时，时光仿佛倒流回那个“葡
萄美酒夜光杯”的盛唐。

沙海边缘的生命哲学

在沙漠公路旁，骆驼刺与胡杨林编织出
立体的春天。牧羊的孩子指着远处说：“你
看，胡杨林的嫩芽是金色的，和沙漠里的夕阳
一个颜色。”这种“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
倒”的树木，在春日里展露出最柔软的姿态，
新叶在风中叮当作响。

夜幕降临时，塔克拉玛干的星空低垂欲
坠。老人谚语般的感悟道：“沙漠里的春天不
是用眼睛看的，是要用脚步丈量的。”恰与李白“长风几万里，吹度玉
门关”的意境遥相呼应。

当昆仑山的雪线渐渐升高，和田的春天正在完成它最华丽的转
身。这不是江南烟雨的婉约，亦非中原牡丹的雍容，而是大漠孤烟
与绿洲清泉共同谱写的生命交响。在这里，每一粒在春风中苏醒的
沙砾都藏着史诗，每一条雪水浸润的沟渠都是大地写就的抒情诗。
正如李白不曾到访却魂牵梦萦的古于阗，和田的春天，本就是一首
无需注解的惊艳长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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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常 味 道
□青衫

儿子每次回家，我都会准
备很多他爱吃的菜，而他总是
毫不例外地点那道大锅菜，说
是最喜欢家常味道，然后大快
朵颐一番。

儿子的口味随我，我的母
亲也擅长做大锅菜，那是至今
令我难以忘怀的美食。大锅菜
是用大铁锅炖煮的，食材一定
要丰富，必须有糯糯的大白菜、
软软的粉条、油亮的肉片、白嫩
的豆腐，其余的根据个人喜好
随意添加。制作方法也极其简
单，锅中倒油，煸炒肉片，逼出多
余油脂后，加入葱、姜、八角等调
料，再加入酱油调色，翻炒均匀
后，放入耐煮的大白菜、土豆等
蔬菜，加入适量的清水，待七八
分熟时，再放进豆腐、泡软的粉
丝和木耳，然后小火慢炖。待所
有食材熟透、汤汁略微黏稠，再
放入盐，就可以出锅了。

大锅菜是一道极其普通的
家常菜，制作简单，食材易得，

如果硬要加入山珍海味，反而
可能失去原有的本真味道。此
外，大锅菜对火候的要求并不
高，多炖一会儿即可。在熬炖
的过程中，各种菜相互借味，杂
而不乱，混搭得出彩。

大锅菜是一道充满温情和
家庭味道的菜肴，与亲近的人
在一起，更能吃出随意自在
感。因为吃大锅菜的时候不太
需要讲究吃相，如果礼节过多
不自在，吃起来会少了这道菜
的韵味。一道大锅菜，有肉有
菜，热乎乎，一家人围坐在一
起，其乐融融。有人爱吃肉，有
人爱吃大白菜，有人爱吃粉条，
各取所需，都能满足。大锅菜
里的粉条有一个特别的功能，
就是能起到填补的作用，当菜、
肉分量够多的时候，粉条适当
少放一点，反之就多放。自从
掌握这个诀窍后，我这个蹩脚
厨娘也做到“收放自如”了。

烟火人生，三餐四季。世
上美食千万种，有精致的，有家
常的，饱口福，抚人心。不要辜
负一蔬一饭的时光，那些家常
菜简单朴素，关联着亲情，洋溢
着温馨，回味时都是幸福
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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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系 墨 玉
□□ 刘绍斌

墨玉县静卧于昆仑山北麓，如一粒玄色玉珠坠入塔
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喀拉喀什河——这条被称为“墨玉
之母”的长河，自冰川雪峰奔涌而下，裹挟着雪莲的冷香
与昆仑的雄浑，在沙海腹地刻出蜿蜒绿洲。河水清冽如
镜，倒映胡杨的金黄与沙丘的赤褐，春时梨花若雪覆枝
头，秋日石榴似火灼戈壁，四季轮回间，山河以苍劲笔触
勾勒出“塞外江南”的温润。红白山巅与日月同辉，将天
地灵气尽锁于此。

墨玉河的瑿玉，色如贵妃云鬓，质若剑魄冰魂，被《墨
玉赋》誉为“五德俱全的天地脊梁”——润泽以温为仁，纹
理自显为义，其声远扬为智，不挠不折为勇，锐廉不忮为
法。千年前，驼队背负和田玉与桑皮纸穿越死亡之海，今
日，匠人仍以古法捞纸，让蔡伦的智慧在阿依旺房（传统
民居）的雕花窗棂下重生。夏合勒克庄园的纹样与中原
榫卯无声对话，见证文明血脉的千年交融。

墨玉的巷陌是活的《新疆风物志》。少女的长辫如墨
玉河暗涌的涡流，都塔尔的苍凉与烤包子的焦香在阿依
旺房的雕花门廊下交织。夜市灯火如星汉倾泻，羊肉串
的烟火气中，《十二木卡姆》的旋律与商贩的吆喝声共谱
一曲“上河图”。桑皮纸匠人以桑树皮为帛，历经浸泡、锤
捣、捞纸等九道工序，将千年技艺淬炼为纸上丹青，其纤
维交错如历史脉络，墨韵渗透似文明交融。而红白山脚
下的玛瑙滩，各色玉石在日光下粼粼如星河，仿佛女娲补
天时遗落的彩石。

墨玉的脉搏跳动于传统与现代的和鸣中。乌鲁瓦提
水利枢纽锁住玉龙般的激流，光伏板阵列如银色甲胄覆

盖戈壁，现代农业园里，“蜜之番”林果的甜香与多胎羊的
咩叫，宣告绿洲农耕文明的科技重生。北京援疆的辣椒
基地，赤焰灼烧沙土，恰似这片土地永不熄灭的生命力；
桑皮纸舞动于国家级舞台，非遗传承人的指尖正将千年
技艺淬炼为世界语言。拉里昆湿地的候鸟掠过芦苇荡，
羽翼振翅间，古老绿洲与新时代的呼吸悄然同频。

墨玉，是昆仑山以冰雪为墨、风沙为笔写就的边塞长
诗。当红白山的落日将最后一缕金光投进喀拉喀什河，
桑皮纸上的汉隶与书法艺术彼此渗透，玉石之路的驼铃
与“一带一路”的汽笛在此共鸣——这片土地早已超越地
理意义的边疆，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永恒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