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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个好地方，在那片
辽阔神奇的土地上，冰川雪岭
与浩瀚沙漠共生；苍茫戈壁与
葱郁绿洲相邻。在阿尔泰的深
山密林中,更是雪藏着人间仙境
一一喀纳斯。

去年9月10日我随旅游团
抵达喀纳斯景区，乘区间车经
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到达喀
纳斯湖区。喀纳斯湖是有名的
＂变色湖＂，蓝天、碧水、青山、
雪岭交相辉映,湖水随季节和天
气的变化而变换颜色，浓墨重
彩，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仙境般的喀纳斯湖畔居住
着图瓦人。导游告诉我们：图
瓦人是四百年前由蒙古迁入新
疆，是蒙古族的一个古老分
支。另有一种说法：图瓦人是
成吉思汗西征时遗留下的部分
士兵家眷生息繁衍而成，所以
图瓦人家中一般都挂着成吉思
汗的画像。

图瓦人主要居住在喀纳斯
村、禾木村和白哈巴村，人口不
足 2000。这是一个奇特的民
族，他们对外交流使用哈萨克
语，对内使用图瓦语，而书面语
言用蒙文，穿蒙古族服饰。

图瓦人以畜牧业为主，近
几年国内旅游业发展快，图瓦
人也从中受益。交通工具主要
靠马，冬季漫长，一年约有7个
月大雪封山，所以爬犁也成了
交通工具。

导游带我们走进喀纳斯
村，一幢幢由原木搭建的尖顶
小木屋映入我们眼帘。木屋由

相同大小的木
板盖成，木板
与木板的缝隙
间种着苔藓，
浇上水，苔藓
就牢牢生长在
木板缝里了，
密封性很好，
冬天不灌风。
小木屋充满了
原始古朴的味
道及先人的智
慧。

小木屋里铺着地毯，我们
脱鞋进屋。地毯上放着几张长
条形的茶几，茶几上摆放着干
果、方糖和小点心。墙上挂着
壁毯、兽皮、鹿角、弓箭、马鞍、
马鞭等游牧民族的陈设，还有
图瓦人美丽的服饰。

我们围着茶几坐定，一位
年轻的图瓦人作主持，介绍图
瓦人部落的基本概况，小伙子
精明能干，说话风趣幽默，普通
话十分流利。美丽的图瓦姑娘
穿着明亮艳丽的民族服饰，给
每位游客敬上一小杯自酿的羊
奶酒，我尝了尝，凉凉的，无色
无味，像冰凉的白水，但慢慢地
嘴里回味到酒的味道，度数不
高，听说后劲挺大。接着观看
歌舞乐器表演，图瓦小伙子的
独唱、吉它弹唱及主持人的独
舞引来阵阵掌声。有一位小伙
子的素尔（译音）吹奏让我们大
开眼界。导游在车上跟我们讲
过：去图瓦人家中家访，一定要
听听素尔吹奏，据说这是古代

音乐的活化石。吹奏者拿着一
根像箫一样的乐器，吹奏起来
音色低沉，给人一种远古沧桑
的感觉。最后是主持人和美丽
的敬酒姑娘的双人舞，把家访
活动推向高潮，40 分钟左右的
家访让我们长了知识，开了眼
界。图瓦人，祖国五十六个民
族中的一员，是我们民族大家
庭里的兄弟姐妹！

次日，我们去了禾木村，看
到的同样是尖顶小木屋，居住
着图瓦人和哈萨克族牧民。四
十多年没骑马的我，兴致勃勃，
骑马上山，至观景台，登高远
眺，远处的雪山，近处幽幽的被
秋色浸染的白桦林、杨树林和
松树林，陪衬着袅袅升起的炊
烟，构成一幅安详宁静的美丽
画卷，给人一种仿若身处瑞士
风情小镇的错觉。

新疆，一片神奇的沃土；喀
纳斯，一抹神秘的向往，那丝路
古道、民族风情、历史文化，吸
引着无数痴迷者探索神往。

喀纳斯的图瓦人

有一个名字多么响亮
有一种职业无限高尚
他——人类灵魂工程师
祖国百花园中的师长

教棒是高高的航标灯
指引我们在知识的海洋远航
肩膀是坚固稳重的阶梯
承载我们步步攀登向上
年华是熊熊燃烧的红烛
燃尽自己照亮前进方向

小小三尺讲台
连接天上地下世界各方
耕种园圃数十平方
灌浇祖国明天的希望

从一招一式到驰骋疆场
从点撇竖横到文采飞扬
从呀呀学语到歌声嘹亮
从蹒跚学步到凌空翱翔

他构筑人才大厦高万丈
承载民族腾飞的希望

春蚕吐出的银丝是它生命价码
他用青春向世人宣讲
那满天下盛开的桃李
是他荣耀的奖章

他的爱高山一样厚重
他的情大海一样深广
他培育实现中华梦想的栋梁
其实，他就是祖国的栋梁
支撑起我们一代代人的成长

谁没有感恩他的滋养
谁没有体验他的衷肠
谁没有品味他的佳酿

纵然倾长江之水
也画不尽他的光芒
将大地作纸
也写不完他的华章
他的名字镌刻在我们心上
世世代代地久天长

献给教师的歌
◆新丰社区 姜宗仁

人世间，总有让你喜欢的人和
令你讨厌的人，同时也有喜欢你的人
和讨厌你的人，这很正常。一个人赤
身裸体地来到世间，不知不觉地天天
成长，连磕带碰地慢慢懂事，风尘仆
仆地迈入社会，不太容易。谁都乐意
被人喜欢，不愿意令人讨厌。更不想
在讨厌自己的人那里增加烦闷，也不
想在喜欢自己人那里缺少快乐。

说得直白一点，我喜欢孝敬长
辈，牵挂家人的俗人；喜欢直言不讳
肝胆相照的友人；喜欢真心实意陪
丈夫过苦日子的女人；喜欢大富大
贵后不弃家嫌妻的男人。我讨厌遇
到好事就抢先伸手，碰到难处就退却
躲闪的庸人。更讨厌阳奉阴违，两面
三刀，弄虚作假，不讲信誉的小人。

无数的实例告诉我，刻意去讨
好他人喜欢，折损的是自我的尊
严。你捧出金子般的心，并非为了
换取闪光的礼遇。世间逢场作戏的
场景屡见不鲜，尽管一时的虚情假
意，暂时能抚慰人，陶醉人，但终会
留下搪塞的痛，敷衍的伤。

话又说回来，极致的喜欢另当
别论。有的人为了喜欢某个人，放
弃家业、地位、名利、甚至尊严，这种
喜欢就像是自己与另一个自己隔世
重逢。像花一样愿为对方毫无道理
地盛开。这时候，已经不顾忌脾气、
秉性、情趣、品德等等，这种浅显喜

欢已经远离喜欢而沦落为“讨好”，
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到头来，失败
的、颓废的、后患的比比皆是。然而
深层次的喜欢不那么复杂，可用一
个字表述，就是“爱”，这是生命内里
的粘附和吸引，也就是灵魂深处的
执着相守与深情对望。

人世间冒傻气的事很多，最冒
傻气的就是跑到不喜欢自己的人那
里去问为什么讨厌我？其实不喜欢
很简单，就是不喜欢，根本就没有为
什么。勉强不来的事情，不去追逐。
当你为喜欢而累的时候，或许就是对
方不喜欢而最累的时刻。当双方都
停下来了，天还是天，地还是地，天不
会塌，地也不会陷。各走各的，相信
各自在拐弯处都会发现新的风光。

可能谁都在世俗的泥淖里扑腾
过，有的人天生是来爱你的，有的人
注定要来给你上课的。你苦心经营
的，是对方不以为意的：你刻骨憎恨
的，却是对方习以为常的。喜欢与
不喜欢之间，不是死磕，就是死拧。
然而，这就是生活，有贴心的温暖，
也有刺骨的寒冷。

在辽阔的生命里，总会有一朵
或几朵祥云为你缭绕。与其在你不
喜欢，或讨厌你的人那里苦苦挣扎，
不如在这几朵祥云下面快乐散步。
天底下赏心快事不要那么多，祥云
只一朵，就足够了。

闲聊“喜欢和讨厌”
◆金沙社区 王玉臣●聊聊吧●

出国旅行，提早去机场，该为正理。托运安
检等完成后，水杯中就只剩茶叶了。进入候机
大厅，只扫一眼，就见到那熟悉的热水炉。有人
在接开水泡面，我们也接水，吃着面包，解决了
早饭问题。喜茶的人，对各式饮料，大都是不很
感兴趣的。若在平曰，八九点钟，正是喝茶时。
登机前，想再去加点水，妻讲下飞机再加吧。想
想也对，女婿飞日本是家常便饭，总讲日本是直
饮水，绝对卫生。这让我想起世
博会期间，也喝过直饮水的，现
在回味，并沒感觉很特别。

飞机在大阪落地，办完入关
手续，就四处“扫描”热水炉，不
见踪影。女婿讲，日本机场不供应热水。几小
时后，终于到达民宿，走进房间，一眼见到电水
壶，接水接电，稍倾水沸。也顾不上啥规矩了，
马上泡茶。喝上一口惬意得很，似见到“久违”
的情人。第二天，泡杯茶水上路，亲家没带水
杯，就用饮料瓶，灌了直饮水。六月底的大阪京
都，并不是很热，可毕竟走路太多，需要水的补
充。一路上，没有热水可加，无奈之下，去卫生
间时，就加了洗手盆笼头的水，想想也应是可直

饮的(回来后知道这是不对的)。
那天去一山上景点，在山下见一正规饮水

点(类似上海世博会期间的那种)，外孙女高兴，
连饮几次，一行人也是解了渴的。以为往后日程，
还会有这等款待，毕竟是发达国家嘛。让我失望
的是，这样的机会，再不曾有过，即便是箱根那著
名的火山风景区。见到的是，凡人多地方，都有
饮料自动售卖机，女婿和外孙女常投币的。

在日本去便餐店，坐下会有
一杯冰水喝，这与多年浸润的中
医常识，胃喜温热而厌冰冷，相
去甚远。在大些饭店，就会有
热茶可饮了，于是会想，凡吃快

餐的，一定是很急地，一杯冰水，似可镇定下急
切胃口和神经。一路游下来，手中的茶杯，愈
发地失去它的功能了。在国内，不论机场还是
各式车站，没有热水供应，那是很难想象的。
高铁、动车、一般列车上，都可泡上一杯茶。就
是在银行、证券大厅、邮政局，想喝杯水，绝不
是啥难事。看来，社会主义不只能集中力量，办
些很大的事，像随时可喝杯热茶的小事，也弄得
不错咧。 （此文为旅日游记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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