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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京城的秋是最好看的，阿古神把十万

座大山插上五色旗，召唤雨神阿嘎恩都哩。

秋雨未来，秋风先至。

风骑在树上，揪掉树浓密的头发，也把躲

在树叶底下的哈什蚂赶下山。满语“哈什蚂”

汉译名叫“蛤蟆”，学名林蛙。明中期，先祖从

松花江流域举族迁徙到建州苏克素浒河流

域，定居呼兰哈达山下，彼时这块长白余脉的

“那噜窝集”森林像韭菜一样茂密，獐狍、野

兔、豺狼、狗熊、狐狸漫山遍野。先祖狩猎采

集，泛舟捕鱼，荒寂的土地慢慢有了烟火气。

先祖发现雌哈什蚂油能御寒保暖强健体

质，从太祖太宗吃到嘉庆道光，是满族八大碗

的上品。民间也未曾中断哈什蚂的烹饪。哈

什蚂与一个族群、一个地区的关系如此密切，

但它一代代繁衍下来真是千难万险。

哈什蚂的生命从一粒水塘里的卵开始，

孵化期间，包裹它的雌蛙油是惟一的养分，

也是处于食物链末端的母亲保护孩子的最大

努力。

哈什蚂从受精卵长成一只成蛙可谓步步

惊心，鹰、蛇、鸟、老鼠，谁都想暗算它一下，入

了谁的口都没活路。在水塘，老鹰和鸟衔它

们，在山上，蛇和老鼠围猎。好不容易躲过

去，秋风又驱赶它们下山，因为山上太冷了，

它们需要返回水塘，在水中度过寒冷的季节。

在返回水塘的途中，哈什蚂会再次遭遇最强大的

天敌——人。哈什蚂想趁着冷雨之夜大转移，但可能

会在山脚遭遇人们设置的漫长封锁线。山也回不去，

水也回不去，哈什蚂有些不知所措。黑暗中，忽然又有

跳跃的火把，伴随着恐怖的巨大声响过来，当人的脚步

越来越近，哈什蚂暴露在火把之下。

大多数哈什蚂就是这样被抓的。也有些散兵游

勇，莽撞地跑到公路上，让那些来往的车主捡了。上天

赐予哈什蚂一双水汪汪的穿透黑夜的神灯，但哈什蚂

的神灯一旦被车灯晃着，立刻停下来一动不动，落入人

们的手中。

其实哈什蚂的栖息范围很有限，坚决不涉足苏克

素浒河谷之外的土地，只要西出兴京城三关，过了铁背

山的萨尔浒一带，基本就消失不见。铁背山的萨尔浒

水库正是明代渔猎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分界线。因此，

抚顺、沈阳不敢吃哈什蚂的大有人在，再往辽西、辽中、

辽南去，哈什蚂是什么都不晓得了。

长期以来，为了生态保护，野生林蛙是禁捕的。于

是，人工养殖哈什蚂变成了很自然的选择。挑选一个

树木茂密的沟谷，推出一串水塘，秋天放一些哈什蚂进

去，春天雌哈什蚂在水塘产卵、发育、孵化。这期间得

防范老鹰、野鸭子和蛇偷袭，如果看不住，所有的投资

就打了水漂。

早几年，我弟在旧门村建设了一个养殖基地。这

个地方很有趣，吸引我不断地往那里去，经历各种山里

的事情。

春天去弟弟的庄园，进山小路旁的草堆冒出鸦青

色的灯笼花、鸭爪子菜，山坡上的红松转墨翠为祖母

绿，山脚下的玉竹苗齐刷刷地蹿出来。再往里走，有一

座小水塘藏在柳树、接骨木和槭树中，新生的叶芽把水

塘衬得亮汪汪的。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忽然听到

嘎嘎的叫声。走到跟前，透过树枝的空隙朝水塘望去，

竟然游弋着一群中华秋沙鸭。我有点激动，跨过浅沟

悄悄靠过去，弯腰观察大清早就出来放风的野鸭家

族。野鸭子可比我的警惕性高多了，一个旱地拔葱冲

向空中，高叫着向红松林深处遁去。

那天到了庄园，院子里的情况着实吓我一跳：院子

旁的大梨树上拴着一只海东青。它蹲在树杈上，眼仁

净得像两面镜子，狠狠地瞪着我。我被两

团愤怒的火焰吓得倒退几步。“小文，小

文！”我大声喊起来。小文是我弟聘请的工

人，负责看护庄园，听见我的喊声，他的脑

袋从猪圈后面的玉米地升起来。我问他这

是怎么回事。小文呲着一嘴龋齿说，它天

天来偷吃蛤蟆仔，我盯它挺多天，总算被我

逮着了！我恼怒小文下手太狠，他根本不

懂海东青这种雄鹰，自古以来，它桀骜不

驯，宁死不受辱，它是动物界的烈士。我没

好气地说，把它放了吧！它吃完了，你关它

也吐不出来。小文说，那我也得让它长点

记性。

整治完海东青，野鸭又把水塘当掠食

的乐园。野鸭们比海东青狡猾，不像海东青

那样高调地暴露自己，它们藏在树林里搞

反侦察，如果小文在玉米地干活，决不冒险

行动。等到四周静寂，野鸭开始分出小支部

队，轮换着靠近水塘叨哈什蚂的受精卵。

野鸭的危害可比海东青大多了，海东

青无法降落水面，只能在最短时间内尽量

多地衔吸几口。野鸭从容游弋，想吃多少

吃多少。它们的警惕性又高，每次小文的

脚步朝这边一迈，负责放哨的野鸭就嘎的

一声，招呼同伴瞬间逃向树林。

可是小文拿野鸭们真没辙。小文不甘失败，在塘

坝上铲一块平地，叮叮咣咣支起一个木板棚子，把黑子

牵过去替他守水塘。这只威风凛凛的狗像一尊远古的

战神，每天忠实地站在那里，太阳晒亮它黑黝黝的毛

皮，闪着锦缎般的光泽。野鸭们惹不起黑子，再不敢肆

意妄为。

在日复一日的斗争中，哈什蚂的受精卵长成蝌蚪，

长出四肢。夏天来临之前，这些指甲大的哈什蚂跳出

水塘上山，像它们的父母一样，开始新的轮回。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兴京城河南河北尽是卖

哈什蚂的人，雄哈什蚂论斤卖，便宜得很。雌哈什蚂论

大小个，大的二三十元一只，小的十几元。这么算下

来，一盘哈什蚂吃进去三四百元是稀松平常的。

数百年来，从先祖的宴席到我们的宴席，哈什蚂从

未跌过身价，秋天的兴京城聚会时点一大盘哈什蚂，才

显示满族故地的热情，反映出主客之间的特殊关系。

哈什蚂味美，却不可贪。雌哈什蚂腹中的油膏和

黑仔营养太高，吃多不易消化。在餐桌上，兴京城的男

人喜欢把最大的哈什蚂夹给女性，这是他们豪放的呵

护意识。兴京满族人的喜怒哀乐由这片地域所决定，

我们以山林为生，我们就像广袤森林中的植物、动物一

样，在严酷的环境中磨炼出豁达的性情。

当时间的脚步来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袭击了

全世界，在死亡面前，强大的人类变得不堪一击。在疫

情面前，我们不得不反思过去的生活方式，重新思索人

与自然的关系。我们需要变得更加仁爱、慈悲，更加呵

护其他的生命。近期，国家公布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

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我看到这条消息时，为哈

什蚂、海东青乃至野鸭子庆幸。尤其是哈什蚂，它是东

北森林中的基础生物，近些年的过度利用已经使这个

种群数量大幅缩减。即使是人工养殖，也不过是搜集

它们的籽集中孵化，最终还是靠它们自己的能力繁

殖。实际上，人工养殖加速了哈什蚂种群的衰退，但太

多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严肃问题。从我个人内心来

说，我更希望放弃人工养殖哈什蚂的方式，给它们自

由，我相信它们在自然中能得到更好的生存。因为，在

我们过度索取哈什蚂的价值之前，它们经过了自然的

优化，和天地万物，和全人类和谐地相处着。

一

如在惊涛骇浪中搏击后回归的海燕，

2020年3月18日，阳光明媚，春风飒起，沉寂

了许久的鄂尔多斯热闹起来。内蒙古支援湖

北省医疗队首批100名护理队员在这一天平

安归来。这些草原上的英雄，像一只只勇敢的

海燕，随风过浪回归鄂尔多斯大地。无数市民

自发等候在街头路旁，只为在英雄经过时与

他们招一招手，看一看并不熟悉的面容。

飞机降落，缓缓滑行在航道，航道两旁

的水车交相喷射，两股清泉蜿蜒交织，粒粒

水滴晶莹飞溅，为这些出征归来的英雄们

“接风洗尘”。

“过水门”，这是鄂尔多斯人民给予驰

援湖北抗击疫情的白衣战士的最高礼遇，

雪白剔透的水花随风飘洒，与迎接的人们

夺眶而出的泪珠幻化在一起，交织出一个

特殊的春天。

疫情发生后，鄂尔多斯的医务工作者

们用最实际的行动，参与到湖北的疫情防

控工作当中，给疫情中的人们带去温暖。今

天，鄂尔多斯人民则把这一份春天般的温

暖，轻抚在每一个征战归来的英雄身上，播

撒在每一个为此次战役付出辛苦与汗水的

草原人的心上。

二

这个春天，山川草木、江河湖泊，一切

被压抑在这场弥漫世界的疫情里。世界寂

静无声，连风也似踮起脚尖行走，不敢大声

呼吸。大雁盘旋在蓝天上，奔赴千里为春而

来。三五成群的鸟儿落寞地停留在北方尚

未柔软的树桠枝头，偶尔发出一两声单调

的叫声，试着与这个春天呼应。

而这个寂静的春天里，却在上演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

国家有难，没有谁能袖手旁观。一封封

请战书如雪片一般融入春天，一句句斩钉

截铁的承诺，打破了隔离死与生的那一道

又窄又薄的门。

1月28日，庚子年大年初四，内蒙古第

一批援鄂医疗队集结完毕，逆行出征。之

后，内蒙古陆续共有847名白衣战士分批

次请缨出征。3月18日，就在首批100名护

理队员平安归来的这一天，内蒙古监狱系

统援鄂女警工作队接过接力棒，义无反顾

踏上征程。

家在身后，亲人在身后，草原在身后，

母亲在身后。而生死，也被抛在身后。

在草原人民的心里，这些战士既是草

原上的雄鹰，又是大海中的海燕。整整64

天，在生与死的边缘和时间赛跑，为素昧平

生却亲如兄弟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

两个多月，来不及细数他们为多少患

者打过吊瓶、递过药片，也数不清曾度过多

少个昼夜无眠的日子，生命在阳光下才能

奔跑，而他们仿佛就是阳光，带着一个个患

者躲过暗礁。

“患者零死亡、出院零返舱、医护零感

染。”三个不普通的“零”，是对生命虔诚的

敬畏，是对肩头责任的担当。

春燕南归，随着武汉市抗疫工作的逐

步稳定，经历了生死考验的援鄂医疗战士

终于返航，陆续回到鄂尔多斯大草原，回到

了母亲温暖的怀抱里。3月31日，内蒙古最

后一批援湖北医疗队返回鄂尔多斯。4月

12日，援鄂女警圆满完成工作任务，手擎国

旗回到家乡。

走的时候，他们带着草原人民的嘱托；

回来的时候，满载着湖北人民给予的赞扬

与荣誉。

勇“蒙”果敢，这是对内蒙古驰援医疗

队伍最中肯的赞美！

在一封感谢信里，人们这样表达对英

雄的敬意：“他们以忘我的境界，精湛的医

术，非凡的努力，为患者撑起了生命的‘方

舱’，用担当奉献诠释了草原人民守望相助

的博大胸怀和医者仁心的高尚情怀，不愧

为草原优秀儿女、崇高的白衣战士，新时代

最美‘逆行者’。”

三

春风无言，却懂人的心事。它似乎有意

将一派春光，灿烂在每一个迎接亲人的时

刻，将人间小团圆，延迟在三月的春风里。

此时，道路两旁，绿意正暖，花苞待放。是

啊，等到了英雄归来，春天才会真正到来，

鲜花才会渐次盛开。

到家了！那就好好享受回家的温暖吧。

虽然暂时还不能回到自己的小家，但脚踩

在这一片土地上，心已是踏实的、放松的

了。况且，来自不同盟、市的战友们，甚至还

没有来得及交流一下思想，加深一下感情。

在湖北的“战场”上分秒必争，你累了我顶

上，彼此之间还没来得及说一声感谢，还没

有问一声姓名。现在回家了，休憩、休整的

同时，也该留个电话、合个影。

英雄回家，一定要让他们感觉到付出后

的荣光。

美丽的鄂尔多斯，敞开了母亲般的怀

抱，迎接凯旋的儿女。对征战风浪归来的海

燕来说，这片草原就是最温馨的港湾。

这一天里的每一处细节，都蕴藏着鄂

尔多斯人民草原般敦厚的温暖，每一个环

节里，都渗透着鄂尔多斯人民对英雄的无

限敬意。

就从一日三餐说起吧，家常小炒，蛋糕

点心，水果蔬菜，无不精挑细做，思念许久

的手抓肉、烩酸菜，一口下去，满嘴飘香，那

是家乡的味道，那是久违了的家的味道。再

没有什么能比看着英雄吃得开心、满脸笑

意更让工作人员满足了。这么多天的准备

没有白费，菜单是多样而细致的，每一样都

美味可口。

一位传菜的服务员手里拿着小笔记本

等在走廊里，服务工作圆满完成后，他向主

管申请，想让心目中的英雄在他的笔记本

上留下只言片语。而这些英雄，纷纷在他的

笔记本上写下“感谢”二字，为他以及他们

的贴心服务点赞。

每个房间里，不仅有鲜花，更有医用口

罩、手套、消毒液等防护用品。专业的医疗

服务团队每天专人负责对休养队员检测体

温。这是队员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不知为

患者做了多少次的工作流程，此时却成了

一种享受。

打造一台最具鄂尔多斯风情的歌舞晚

会，用网络直播的方式送给队员们，歌声悠

扬，舞姿优美，讲述着一个个温暖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正是屏幕外面的他们。镜头

里，有汗水也有泪水，有哭泣，更有欢笑。

“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我心底；谢谢

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这是队员休整

结束时留给鄂尔多斯、留给这个春天的话

语。270余封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信件，带

着英雄的祝福留在了鄂尔多斯，这是对如

家如亲人一般的鄂尔多斯及人民最温暖的

回应。字字简单，句句朴素，像这个春天新

生的花与叶，让这个特殊的春天再添温暖。

英雄与春天同归。此刻，桃红柳绿，帘

卷春风。我们再次为英雄披衣送行，他们将

回到自己的小家，再享受家庭的温暖。一张

张笑脸，映衬着那一身出征时特意挑选的

红色战衣，那是最纯正的中国红，是摇曳在

心的中国旗帜，是每一位英雄此生最值得

珍藏的记忆。

南归的燕南归的燕
□□李美霞李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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