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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完成对古典文学名著
《西游记》的痴迷阅读的，小说中唐僧师徒三人赴西天取
经时，过火焰山的故事令我经久难忘。少年的我，对新疆
的书面了解，仅止于吐鲁番，因为火焰山就在吐鲁番。后
来还晓得吐鲁番除了火焰山有名， 还有葡萄以及瓜果好
吃非凡。 就这两个诱惑， 坚定了我此生可以不去很多地
方，但不能不去拜谒吐鲁番的信念。

我在具备了去拜谒吐鲁番的经济能力后， 没有急于
去满足夙愿，而是在几十年后才行动。我坚信一个梦想被
企盼越久，期待越高，一旦兑现，将会有更美妙的收获和
享受。就如是好酒，窖藏的时间越长会越香醇。

一般文学作品是少不了夸张的， 但当我站在火焰山
下时，我觉得《西游记》对于她的描绘没有过分。这一架绵
延百里的山峦，通体坚硬，寸草不生，自然不会有溪流雾
霭，完全不是我们概念中的南方山地，她像一个放大了的
被火一直烧烤着的石头，每当天上飘过一片红霞，这块巨
石就像一盆木炭被立刻点燃，通体发红，在旷野中赤光四
射。如此汹涌蓬勃的大面积的色彩，勾起吴承恩抑或当地
居民的联想而将其命名为火焰山，是最恰当不过了。因而
要被吴承恩设计出许多故事来，也是必然。看上去火焰山
已经丧失了人们经验中的生命特征，而她的生命形态，却
能够让人类的热血随着她的色彩一起奔涌， 这是所有青

峰绿岭无法做到的。她的生命因此而不同凡俗。
在这一架世代燃烧着的山脚下， 却生长着中国乃至

世界一流的瓜果，一个名声极大的葡萄沟，竟是在火焰山
的怀抱中成长的。有一首流传深远的歌曲中，有一句充满
哲理的歌词叫做“雨露滋润禾苗壮”，不容置疑，雨露几乎
是所有生命的母体。 可是， 吐鲁番一年到头下不了几场
雨。老天爷是知道火焰山的厉害的，给这个地方布雨，就
是用瓢泼，也无济于事，来不及打湿地皮，就会被她烤干，
既然是浪费，还不如调剂给了他人。但享受不到雨露滋润
的吐鲁番葡萄，照样能成为世间美味。在收获季节，果农
还害怕下雨，雨水一经洒到熟透了的瓜果身上，还会引起
她们肌肤溃烂。这个时候果农是不去摘瓜果的，这时的果
子经不起包装的折腾， 要让火焰山的热浪烤干了她们身
上的湿气，才让瓜果下地，运往全国各地。吐鲁番是我国
昼夜温差最大、日照最丰的地方之一，这般独一无二的天
时地利，成全了吐鲁番的瓜果扬名天下。

在赤焰千里的环境中常被摄氏四十度的高温烘烤
着、没有享受过雨露滋润的吐鲁番瓜果，历尽艰辛，锻造
出顽强与坚毅的品格，这是她的同行们无法比拟的。经此
磨砺，要成大器，也是必然，人如此，物亦如此，此为天下
同理。

显然火焰山并不尽是火的世界， 亦有看不见的柔情
万种，在她的山体下，终年不息流淌来自天山的雪水，通
过人类创造的杰作“坎儿井”，以几千公里长的宏大血脉，
供养着火焰山下的芸芸众生，照样生气盎然。吐鲁番葡萄
一边喝着纯净的冰水，一边顶着滚滚热浪，镇定地过着冰
火两重天的生活，早已入仙境矣。《西游记》中多处写到猴
王孙悟空和好吃的猪八戒都是爱吃果子的， 却没有安排
他们在过火焰山时到葡萄沟大吃一通，恐是一大疏忽。玉
皇大帝那三宫六院中的水果供给， 也应让牛魔王和铁扇
公主来负责才合常理。好在被名著疏忽的内容，并不会被
人们疏忽，好东西永远是好东西。

从乌鲁木齐沿宽阔的高速公路往东南行， 就踏上了
去吐鲁番的旅程。八月的北疆，绿树葱茏，水草丰茂，那青
翠繁茂并不亚于江南，给人西部边陲的印象并不强烈。车
儿奔驰，公路两边的林木渐次稀疏，地上植被越来越少。
进入吐鲁番地界，戈壁渐露峥嵘，视野所及，已只有蜿蜒
起伏的光秃山岭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 山体上满是
历经千万年风沙吹蚀冲刷形成的坑洼； 戈壁里到处是像
过了火一样的紫色或褐色的渣土， 青白黄黑红色的砾石
点缀其间，沧桑而荒凉。见到草木已经是一种奢望，水和
鸟兽生命活动的迹象无从寻觅。 那死寂和苍荒感直逼心
灵，你脑海里不由得反复闪现着“不毛之地”、“荒无人烟”
等等词汇。

车如一叶轻舟在戈壁上穿行。疾风卷起阵阵狂沙，吹
打着车身，车不时像失控般左右晃悠。沿途的风口上，矗
立着一排排白色的风力发电机，叶轮飞转，十分壮观。经
过两个多小时奔波， 戈壁上出现一小簇一小簇的绿色植
物———后来， 我知道， 这就是戈壁沙漠上最常见的骆驼
刺———渐渐地，地上的植物重新丰茂起来，间或有大块绿
洲。路旁，隔不多远，已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房屋、人家。
忽然间，车里的人欢呼起来。在戈壁中间，冒出一长条绿
油油的带状绿洲，延绵不断，一直伸向远方———那是吐鲁
番的葡萄园。 葡萄园旁那一溜大小不一布满小方孔的建
筑，就是葡萄干晾房。吐鲁番市快到了。

进入吐鲁番市， 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具有西部特
征的建筑、乔木和城市绿化带。虽然看不到内陆城市的熙
攘，却也整洁别致，人来车往，行人欢声笑语。那种扑面而

来的生活气息， 让你顿时忘却穿行戈壁的枯燥和长途旅
行的劳顿，有种回家的感觉。

吐鲁番一年降水量只有十多毫米。 民居多是就地取
材，用泥土块石垒砌而成，屋顶都如此。若是在江南，一场
豪雨就能将它化为尘土。但在吐鲁番，这种可能性几乎为
零。连苏公塔、公主府这样的历史性标志建筑也一样。苏
公塔是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为记录自己带领吐鲁番人民
抗击分裂势力、铭记清王朝恩泽而建，城堡、塔楼、院墙都
是黄土垒砌，历经数百年，依然棱角分明，黄土本色没有
丝毫更改，创造者精雕细琢的匠心分毫毕现，精致而别有
一番风味， 默默向人们讲述着吐鲁番人民坚定捍卫国家
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光荣历史。

的确，在吐鲁番，只有千年计的历史风霜，才会在这
天山融雪孕育的坚毅、 顽强的人类文明成果中刻划下岁
月流逝的印痕。在交河古城、高昌故城遗址，昔日繁盛的
安西都护府， 已化作一片废墟， 人类生活的气息荡然无
存，只剩下屹立千年而不倒的墙体和城市轮廓。八月的吐
鲁番酷热难当，耀眼的阳光照耀着残垣断壁，在这历史的
碎片中留下黑白斑驳的光影。新的文明已在别处，像吐鲁
番城，如繁花绽放，延续这片土地上曾经的壮丽辉煌。

站在古城高处眺望。天空湛蓝，空气澄澈，数百里外
的天山山脉雪峰遥遥在望。 纵横吐鲁番地区长达5000多
公里长的坎儿井，把雪山与这块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在
这原本应该是荒漠绝境的地方， 创造了生命和文明的传
奇。吐鲁番地下数千条坎儿井的涓涓细流，和地表水渠溪
流的淙淙雪水，养育着吐鲁番人民，在这戈壁荒漠浇灌出
璀璨的文明花朵，让这块土地焕发出神奇的生命活力。

回到市内，已是斜阳西照。独上高楼，吐鲁番城尽收
眼底。夕阳给吐鲁番市镀上了一层金黄。漫漫戈壁环绕城
市周围，沙丘起伏，错落有致，如一位温婉少女，将城市柔
柔地抱在怀里。 迷人的戈壁风光与精巧的城市文明便无
比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夜幕降临，月色朦胧，城市边缘的
戈壁和远处连绵的群山变得影影绰绰， 与近处灯火通明
的城市相互映衬，让人在静思中，深深体味这座戈壁滩中
城市的沉静、傲岸和历经千年而决不退减的坚强。

吐鲁番葡萄一边喝着纯净的冰水，
一边顶着滚滚热浪， 镇定地过着冰火两
重天的生活。

吐鲁番的神话
■彭见明

在吐鲁番感悟生命
■刘绍峰

只有千年计的历史风霜， 才会在这
天山融雪孕育的坚毅、 顽强的人类文明
成果中刻划下岁月流逝的印痕。

祖烜先生的新作《香樟年记》近日出版，喜得
一册，最先的感觉是印制精美，不落俗套。是夜，
捧读良久，竟然爱不释手。那夜月色皎洁，风清气
爽。在月色樟影之间忘情读书，细细地品味，静静
地思考，就有了和窗外香樟翠竹对话的感觉。

《香樟年记》就是一本和大自然对话的实录。
作者的笔端如林间细流，把认识感知香樟的心理
历程，从春到夏，再从秋到冬，慢慢地记录下来，
娓娓地说开去，风声细雨、彩霞云雾在树梢的光
影中铺开散去，留下淡淡清香，留下片片鸟语，直
透入人们的心扉。

《香樟年记》 爱的记述。 爱书斋之外绿荫细
枝，爱鸟鸣樟韵，爱雾雨飘过的气息。作者以自己
的神思与大自然交流，有默契，有弦歌有咏叹。大
自然赋予香樟的美， 在春夏秋冬的起承转合中，
如薄雾一般从树梢晨露中展示出来，如清泉一般
在树林里静静流过。心与大自然的对话，才是最
真诚最不需要做作的最原始的交流。作者在纷繁
闹市纷纭人生中寻找到了天籁，寻找到了生活的
底蕴。

同居在香樟之下，同样享受大自然赐予的宁
静与甜美。 我却找不到自己追寻迷恋的天籁。作
者细致的观察，作者的恬静的心胸是我等难望项
背的。在浮华满目躁动不止的年代，在纸醉金迷
欲壑难填的岁月，以一颗宁静平和的心去认识大
自然，感知大自然，享受大自然，品味大自然，那
心境那眼光那笔触那情感，就像拾起香樟树枝树
叶那么细心那么细致，所以就那么富有诗情画意
了。将绿色融化在心里，于是心就有了绿色的希
望和企盼。

《香樟年记》还不只是对香樟的礼赞，它还与
草原对话，与大海谈心，和鸟儿一同欢唱，和雨滴
一同倾诉。作者铺开的一卷卷秀美的画卷，细雨
歌声就是多彩的笔墨。大自然是作者的歌友画友
诗友，是相伴终生的知音。对话，就是最简单的陈
述，没有高谈阔论，更没有风云际会。对话，就是
一泓潺潺流水，没有风波四起，更没有惊涛骇浪。
如水如风如一个美丽的少女在叙说一个美丽的
故事。

我与祖烜先生是多年旧友， 又是他的部属。
数十年来 ，学习领教过他不少关于事业、关于理
想的高论，更知晓他对艺术尤其是对绘画艺术的
宏论点评。但从大河大海而转入潺潺细流，以一
颗仁爱的心情去对话大自然，对话我们平日熟视
无睹的万千世界，这还是第一次。我深深地为他
的精神，为他的心情，为他行云流水般的笔墨感
动着。因此，我就有了上述这些被感动而悟出的
语言。 我也就由此有了和大自然对话的热情，有
了和大自然对话的情趣。我向朋友们推荐《香樟
年记》，我期望我们一道，悄悄地走进大自然，走
进大自然的深处，去享受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五彩
的生活。

如水如风如一个美丽的少女在
叙说一个美丽的故事。

和大自然对话
■张效雄

书 与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