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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峰
哈萨克族是世界上著名的

游牧民族之一。游牧是这样一
种生产方式：逐水草而居，哪里
能够养活牲畜就迁往哪里；依
靠肉和奶解决大部分食品问
题，然后用毛皮、肉食和奶制品
与农耕民族交换日常用品以及
一些谷物。在古代汉文史书
中，就曾形象地把游牧民族政
权称为“行国”，其立国之本就
是逐水草游牧养畜。

因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
牧生活，哈萨克族又被称为马
背上的民族。过去，他们是世
界上搬家最多的民族，一年要
搬家100多次，往返1000多公
里，生活十分艰难，“饿不死的
一把塔尔米，冻不死的一张老
羊皮”正是那时生活的真实写
照。现在好了，随着牧民定居
工程的全面完成，哈萨克族生
产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在可可托海，会时常遇到
哈萨克族转场的盛大场面。那
是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和异域
风情。在新疆，每到秋季和春
季，因为水源和牛羊所需的食
物等原因，哈萨克牧民都要赶

着牲畜由夏牧场转移至冬牧
场，或由冬牧场转移至夏牧场，
这个过程就叫“转场”。这样的
传统转场生活已经延续了近
3000年。

哈萨克人勇敢强悍、能歌
善舞、骑术高超。一年中，随着
四季的变迁、草场的转移，哈萨
克人总会赶着牛羊、牵着骆驼，
带着全部的家当在马背上
迁徙。

有诗人赞美说：
世上路走得最多的是哈萨

克人
世上搬家最勤的人是哈萨

克人
哈萨克人的历史就是在游

牧中谱写的
哈萨克人的繁荣就是在迁

居中诞生的
哈萨克民族用自己的双腿

丈量着世界
追随着生命的绿色
这种居无定所、随季节游

荡、民风剽悍的游牧文明与定
居的农耕文明形成了巨大的
差异。

在可可托海，游人最常见
到的是秋季转场，转场是可可
托海最盛大的人文景观。这里
的牧民转场基本上以家庭或家
族为单位，走在最前面的是由
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羊组成的羊
群，后面是忍辱负重的骆驼，它
们身上背负着这个家庭的全部

家当，有拆散的帐篷、衣柜、锅
碗瓢盆，还有载着婴儿的摇篮。
家中的成年人和少年则手持着
鞭儿骑着马，在前后左右护卫
着，还有跑前跑后、到处撒欢的
牧羊犬，以及悠闲的牛。他们
就这样赶着牛羊马等牲畜，浩
浩荡荡，长距离迁徙，跋涉数十
公里到数百公里，走到哪，晚上
就在哪宿营。

在牧畜转场途中，有时会
遭遇狂风、冰雹的袭击，生存在
气候多变的环境中，他们穿御
寒性极强的衣服。因此，他们
的皮大衣不仅宽大、厚实且耐
穿。他们春、夏、秋三季住的是

可以拆卸携带的圆形毡房，冬
天住平顶土房。他们所住的毡
房是适合于春、夏、秋季游牧转
场时搬迁的一种简易住房，特
点是携带方便，易于搭卸。毡
房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部
为圆柱形，上部为穹形，下部圆
柱形四周是用横竖交错相连而
成的红柳木栅栏构成的围墙。
栅栏分作若干块，可以自由
拼合。

人们说，只要有水有草的
地方就有哈萨克人的毡房和毡
房顶上冒出的袅袅炊烟，炊烟
下，就是以奶为茶、以肉为食生
活简单的哈萨克人的餐桌。

桔梗花海寄乡愁
□ 鹿奉俊

我的家乡池上种植桔梗历
史悠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曾帮助很多乡亲致富，乡人对
桔梗情有独钟。

今年春雨多，墒情好，去
年秋后种植的桔梗，谷雨过后
就长得老高，所以桔梗花开得
比往年都早。身置田间地头，
极目远眺，春夏交替的暖风把
层层梯田渲染得格外醒目。

一大早，阳光裹挟着晨露，
把初夏的大门轻轻开启，掠过原
野的暖风也变得温柔起来，绿色
和紫红色点燃了夏季的希望。

欢畅的桔梗花丰韵而至，
挤满了地头堰边，一片片紫红

扎起明黄的地毯，一阵阵热风
吹皱了层层花海。

桔梗花在家乡是很常见
的，对于种植农户来说，其经济
价值远远胜于观赏价值。

桔梗随遇而安，对环境要
求不高，地头崖边、梯田旮旯，
皆可见缝插针地种植。不论环
境优劣，只要有属于自己的地
盘，它就会实实在在地扎根于
泥土，任凭风吹雨打，都会坚定
地栖息于山野，蓬勃生长。岂
止如此，尤其可赞的是，它还穿
越了令人窒息的严冬封锁，迎
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夏，绽放出
了紫红色的花朵，浑身洋溢着
浓郁的乡土气息。

村前庄后，山间田野，淄
河两岸，无处不是紫红色的花
海，桔梗的根又在默默地孕育
着沉甸甸的收获。乡亲们沉
浸在幸福之中，那茂盛的花
儿、丰满的桔梗，正编织着丰
收的喜悦。

我特别喜欢桔梗花。每逢
花季，孩子们竞相在花海里嬉
戏追逐，捉迷藏、扑蝴蝶。调皮
的小伙伴还会逗弄着采花的蜜
蜂，一不小心就会被蜇得龇牙
咧嘴。他们全然不顾地开心玩
耍，自然少不了被大人们责备。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
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
菜花无处寻。”家乡的田间桔梗

花盛开，群童逐蝶的美好画卷
呈现在眼前。

如今，每到桔梗花盛开的
季节，人们便从城市纷至沓来，
一睹广阔田野里的桔梗花绽放
的美景。每年这个季节，我都
要回趟老家。那熟悉的景象轻
袭着我的心扉，承载着我那难
分难离的乡愁。

我又回到了家乡，再次看
到了那开得浓烈的桔梗花，心
灵深处的记忆被激活了。凝望
着阳光下紫红色的花海，蓦然
间，我仿佛幻化成那一抹紫红，
遁入了这无边无际的花海里，
尽情旋转着飞舞。这就是我的
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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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的哈萨克牧民 夏日薄荷香

□ 高谦
小时候吃薄荷糖，那种

舌尖上的清爽滋味至今难
忘，但真正了解薄荷并开始
种植是近几年的事儿。

有一次好友过生日，在
他家中第一次吃到炸薄荷，
那种酥爽清脆的独特滋味，
让我一下喜欢上了，并试着
在自家小院种下几株。没
想到，第二年初春时节接连
繁殖出了一大片。掐一片
薄荷叶，放在鼻尖轻嗅，清
新淡雅的芳香沁人心脾，令
人神清气爽。

薄荷生命力顽强，春夏
时节，随便折一些根茎插入
土壤就能繁殖。薄荷还具
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可做饮
品。盛夏时节，我时常会采
摘几片薄荷叶，清洗干净后
放入茶杯，然后倒入开水，
看着薄薄的叶片缓缓舒展
开来，泛出一点浅浅的绿
色。那一抹醉人的新绿温
润在水中，薄而轻盈，淡而
飘逸。清新的香气萦绕在
书房，把周围的空气也熏染
得分外清新。

薄荷还可以作为食材。
自从栽种薄荷以来，我先后
吃过薄荷叶煎鸡蛋、炸薄
荷、薄荷面饼等。我最喜欢
的要属薄荷鸡汤了。这道
菜的做法非常简单：把鸡清
洗干净剁成小块，把薄荷洗
净，在热锅内倒入少许油，
放入鸡块翻炒至变色，加入
开水，烧开后转小火煮至鸡
肉软熟，随后加入薄荷转大
火烧开，再放入少许食盐即
可。薄荷鸡汤不仅味道鲜
美，而且营养丰富。

爱屋及乌，只要是带着
薄荷气息的东西，我也总是
爱不释手。薄荷牙膏、薄荷
香皂、薄荷沐浴露……也都
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了。

我家的麻雀邻居
□ 宋庆法

那日早餐时，室内有“扑扑
楞楞”的声音，听动静像是鸟
儿，可近在咫尺又搜寻不到影
子。一只小鸟也惹不出多大麻
烦，家里吃的喝的随意它选吧，
就不再往心里拾。

这动静几天来时不时响
起，我闲下来打定主意要找到
它，看看到底藏在哪儿。循着
传出的声音，仔细寻找我才发
现，是麻雀在油烟机排气筒子
里要做窝，衔着一根根枯草进
进出出。它们看不到我，我透

过筒壁影影绰绰看得到它。做
窝是天性，可这儿不是地方啊。
它们筑好鸟巢舒舒服服养育后
代，无意中把我家的排烟道堵
住，做饭时油烟排不出去，那怎
么整啊？

把巢穴拆掉又不忍心，我
便打开油烟机的最大风力，给
麻雀提个醒：这儿空气质量不
好，不利于养育后代，还是到别
处安家落户吧。眼看着一缕一
缕的枯草被油烟机的风吹出
去，以为它们会懂得我的用意
了，没想到麻雀非常执着，不厌

其烦地把枯草衔回，一遍遍照
样在此做它的安乐窝。

有这样的“钉子户”做邻居
也实在没辙。我对妻子说，麻雀
既然相中了咱这块宝地，就让它
在此“坐月子”，听小雀儿的鸣叫
声也是一种享受呢，等它们出
满月会飞了再说吧。妻子说，
那怎么做饭啊？我说先将就着
用电磁炉就是了。

没过多久，还真听到小雀
儿叽叽喳喳的叫声，动听得很。
透过窗玻璃还可以看到，麻雀
夫妻叼着虫子来回忙碌的身

影，它们毫不在意我们的盯梢。
后来，小雀儿叽叽喳喳的

叫声渐渐消失了，我估计它们
已远走高飞，只有两只老麻雀
还在此居住。总不能老用电磁
炉吧，这次打定了主意要请它
们走。我摁开油烟机试了试，
却发现只是抽风不那么痛快，
勉强能够使用，转而打消了要
把麻雀两口子请走的念头。既
然互不妨碍，还是让它俩继续
居住下去吧，说不定再过几天，
又能听到小雀儿叽叽喳喳的叫
声了。

转场的驼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