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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作为一个民族，已经消失在历
史进程中；北魏作为一个王朝，已经成
为史书的记载。从 20世纪后期，越来越
多的学者、艺术家开始关注这个一度被

“忽视”的伟大族群及其建立的政权，公
众也逐步认识到隋唐辉煌的一个重要
源头就是北魏文明，隋唐自信的一个重
要源泉就是拓跋鲜卑的成就。

今天，无论是走进北魏时期开凿的
石窟，还是观察出土的北魏文物；无论
是仰视浩浩大佛，还是凝视彩色陶俑，
我们往往会在不经意间被那一抹凝固
的微笑打动。有人说，这是中国最美的
微笑，也是东方最美的微笑。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鲜卑无疑是一
个很广泛的历史民族称呼，分支包括拓
跋部、慕容部、宇文部、吐谷浑等等。拓
跋部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的时间最
晚，但是这支来源于大兴安岭森林的部
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不仅建立了北魏
王朝，还奠定了日后隋唐两朝的制度基
础、文明基础。因此，有海外汉学家从
中亚、北亚的角度出发，将北魏、东魏、
西魏、北齐、北周、隋、唐这一系列王朝
称为“拓跋国家”。

北 魏 王 朝 在 平 城 定 都 近 百 年 ，地
下、地面留下众多文物。20 世纪后期
大同出土了不少北魏时期的陶俑，部
分人物俑像在大同市博物馆展出。无
论是胡人杂技表演俑、伎乐俑，还是武
士俑抑或男女侍俑，这些形象往往流
溢着微笑，让观众面对千年之前的笑
靥会禁不住从内心深处涌起丝丝缕缕
的笑意——似乎不对它们报以这样的
表情就对不住这些历经时光淘洗依旧
迷人的艺术品。

杂技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民间杂
耍技艺活动，汉代人们将这类广为百姓
喜爱的市井杂耍称为“百戏”，将竖起高

杆攀爬戏耍的技艺称为“缘橦”。《魏书》
中记载，“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
造 五 兵 …… 缘 橦 、跳 丸 、五 案 以 备 百
戏。”由此可以看出，北魏平城时代杂技
已是非常流行的大众娱乐形式。

2000 年，在今天的山西大同大学北
魏 墓 群 中 出 土 了 一 组 胡 人 杂 技 表 演
俑。这组陶俑艺术品在大同市博物馆
展出，也成为摄影家的聚焦对象。胡人
杂技表演俑展现的是杂技表演的高潮
部分，也是演出过程中难度最大的环
节。整组陶俑的中部是一个顶高杆的
成年胡人和两个爬杆的童子，三人组成
一个精湛的表演队伍，表演充满惊险，
给人以巧力奇绝和人体艺术精湛的审
美快感。观察陶俑人物的面部，会看到
他们的表情充满自信。

杂技表演俑两侧是伎乐俑。他们
以吹奏、说唱和表演动作为主，并以不
同的器乐演奏和身体姿态作为造型语
言，表达着演出状态和喜乐情感。这些
伎乐俑身穿圆领连衣窄袖长袍，长袍腰
部脐下系有革带，勒痕可见；腹部微微
隆起下坠，属于典型的中年男子体型；
面部表情是明显的富足乐观，洋溢着满
足的微笑和自信。

无论是胡人杂技表演俑还是伎乐
俑，都是北魏历史真实的表现——既源
于对社会生活的记录，更源于对社会心
理和审美趣味的记录——拓跋鲜卑建
立北魏政权后，平城经过营建成为国际
化城市，民族走向大融合，百姓生活趋
向安定，商贸交流更加发达，世俗生活
洋溢着更多的包容性、趣味性、雄壮气
和自信喜乐。

将目光转向拓跋鲜卑皇家工程云
冈石窟，在第 38 窟也可以看到相似的

“缘橦杂技”石刻造型。画面的下部是
一个大力士顶杆，两个童子在高杆的中

部和顶部分别表演，旁边则是六位乐人
的表演。这组石刻造型栩栩如生地反
映了北魏平城时代的市井文化生活状
况和居民的审美趣味，也折射了北魏百
姓的乐观、自信心理。

当然，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更是明
显 地 展 示 了 属 于 那 个 时 代 的 迷 人 微
笑。第 20窟是云冈石窟辉煌之作，窟内
壁面装饰繁密，13.7 米高的主像具有印
度犍陀罗浑硕健壮的艺术风格。壁面
浮雕以及佛衣衣纹整体趋于平面，让观
者很自然会将目光集中到主像头部。
精致的面庞使得主佛的微笑表情成为
整窟的中心，那份气宇轩昂、自信劲健
透露出咄咄逼人的帝王气象。

云冈石窟第 34 窟西壁佛龛北侧上
隅飞天是一个飞动的女子形象，面容
清瘦、面带微笑，身材修长、腰肢纤
细，上身着短衫、下身着长裙，双足
收敛，裙尾裹足，飘展如翼。在一片
欢腾的氛围中，飞天的微笑更显沉静
和内敛——一缕微笑传递着喜悦，折
射着那个时代洋溢的自信和文化碰撞
交融的兴盛。

走过云冈石窟，无论是早期犍陀罗
风格作品，还是中期凉州风格作品，抑
或后期南朝风格作品，这些凝固在岩石
上的面孔都超越了佛教造像最初的厚
重、巨大、威严，取而代之的是情怀的慈
悲与谦逊、内心的自省与喜悦，传递给
世人的是微笑——这道微笑转化成历
史长河里尤其是动荡年代里的微光，安
慰、鼓舞着苦难中前行的生灵。

在东魏北齐文化的重要遗存地河
北邺城、山东青州，同样可以看到精美
的佛教造像。这些造像在体量上远远
不及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
但是这些佛像线条的柔美、脸部微笑的
含蓄，足以自成趣味，足以让参观者驻

足凝视。青州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大
部分属于北朝晚期遗物，有坐佛和单体
立像。造像的外在造型上大多为平螺
肉髻，面部短而圆润，薄衣贴体，给人一
种修长、挺拔、秀美的感觉，在线条运
用、传情达意、塑绘结合等方面具有很
高的艺术价值。例如思惟菩萨像，身上
没有衣纹线，而是突出了身体的边缘
线；脸部刻画精致，使得微笑更加突
出。佛像的威严、厚重淡化了，加之
全身涂金施彩，让那弯微笑人情味十
足，充满温度，让后人能够轻松读出
微笑背后的众生祈愿、动荡年代里的
人生渴望。

出版过 《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
刻》 的著名汉学家喜龙仁曾经说，中
国佛像“在眸间唇角带着微笑，好像
浸在不可测度的沉思中，无论外部的
表情如何，人们都可以看出静穆与内
在的和谐”。微笑，应该是人类可以保
持得最长久而不会令人生厌的表情，
也是最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表情，更是
能 够 永 久 地 安 定 人 心 的 表 情 。 行 走

“拓跋国家”遗留给后人的文化遗址，
观赏珍藏在博物馆里的艺术精品，人
们不仅会被千年前古人的澎湃生命力
和艺术创造力所震撼，更会被陶俑、
石雕人物造型的微笑深深迷醉。拓跋
鲜卑和“拓跋国家”早已消失在历史
的进程中，但是嘴角的那一抹微笑超
越了时空，不仅成为魏晋南北朝耀眼
的美学特征和艺术符号，成为理解历
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的重要途径，也成
为今人不可多得的艺术财富和精神资
源；那一抹微笑跨越千年，不仅成为
中国历史的亮丽底色，也成为后世不
断前行的集体记忆——曾经高歌猛进
唱响盛唐律诗绝句，如今正在滋养文
化复兴路上的中华传人。

“ 蒹 葭 苍 苍 ， 白 露 为 霜 。”（《诗
经》）“芦苇晚风起，秋江鳞甲生。”

（唐·刘禹锡 《晚泊牛渚》） 芦苇，是
最早出现在古典诗词中的植物之一，
它 生 命 力 顽 强 ， 朴 实 无 华 ， 野 趣 横
生，自成一景，以独特的意蕴成为历
代诗人吟诵的对象。

大同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最迷
人、最震撼、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那茂密的芦苇和一望无际的芦苇花。

隆冬时节，一个周末的下午，再
赴桑干湿地，探望那梦里还在涌动的
白浪。

从 吉 家 庄 到 固 定 桥 ， 顺 河 而 下 ，
一路向东，从峰峪乡旧西堡村北，进
入湿地公园的腹地水域景区。一进大
门，湿地旷野已是满眼枯黄，各种展
馆房门紧锁，一派萧瑟，只有高大的
凤凰展翅雕塑，在阳光的照耀下，格
外显眼。

沿着弯弯曲曲的木桥栈道，穿过
楼台亭榭向河边走去，脑海中浮现出
上次游览的情景：

辛丑仲秋，也是第一次游桑干河湿
地公园。沿天黎高速南行，跨上桑干河
大桥，白茫茫的一片，铺天盖地，瞬间扑
入眼帘。紧急停车，站在大桥上，放眼
西眺，一望无边的芦苇，被微风吹动着，
芦苇花穗雪花般舞动，好像大海激荡起
白色的波浪，跌宕起伏，一直延伸到天
边、走出视线……

啊！这就是桑干河的芦苇花！真

不敢相信，塞北郊野，水乡植物竟有
如此的壮美。

湿地的秋天，正是芦苇花开放的
旺盛期。不经意间，开得这样浓烈、
开得这样奔放！ 河岸边、浅水处、深
水里，芦苇茫茫，水巷纵横，构成了
狭 长 、 幽 深 、 曲 折 、 辽 阔 的 立 体 形
态；走近芦苇丛林，抚摸着像棉花穗
一样的芦苇花，远看是白色，近看却
有浅黄色、淡青色，还有淡粉色。

迫不及待地坐上一只电动船，在
高耸的芦苇里穿梭漂游。小船轻轻划
过，水面泛起层层涟漪，船尾掀起的
河水，亲吻着一株株芦苇，如亲吻着
沐浴在水里的纤纤淑女，那恬静、素
洁、飘逸中透着灵气的曼妙花姿，在
阳光和水波的映照下，闪耀着五彩缤
纷的色彩；淡淡的清香，随清爽的秋
风在汩汩的河水里飘荡、散逸……

船 手 张 大 哥 一 边 熟 练 地 开 着 船 ，
一边介绍桑干河湿地公园的情况：“
咱们这个湿地公园，是山西迄今为止
最大的湿地公园，西起 203 省道固定
桥，东到册田水库西边，北至鱼儿涧
拦水坝，南面就是农田防护林带，总
面 积 4717.89 公 顷 …… 咱 们 身 边 的 芦
苇，被称为水域的生物林，是改善水
生态、拦截上游泥沙、净化河里水质
的功臣……”他操着浓重大同味的普
通话，简介词倒背如流。

盘绕穿行在芦苇荡里，低头凝视
着跟随小船走出芦苇丛林的河水，经

过与芦苇的相亲相守和耳鬓厮磨，像
要远行别离的恋人，依依不舍、含情
脉脉地流向东方……

今天，我又站在河边。置身于阳
光灿烂、天空湛蓝、空气清冷的大河
旷野，眺望绵延数十里的生态湿地，
河水已是结了厚厚的冰层，一丛丛棕
黄色的芦苇镶嵌在一片银白色的河面
上，像一幅巨大的白底浓彩的山水画
卷 ， 在 眼 前 徐 徐 铺 展 开 来 …… 刹 那
间，胸怀顿阔、心旷神怡。前段时间
还在此间盘旋嬉戏的白天鹅、黑鹳、
海 雕 、 苍 鹭 、 绿 头 鸭 等 野 生 珍 稀 鸟
类，已飞往南方去享受温暖了；还有
一群群麻雀和几只喜鹊，不畏严寒，
在岸上枝头和芦苇荡里来回飞跃，冰
面上溅起了叽叽喳喳的欢声。

眼前大片的芦苇叶已经枯黄，但
扎根水中穿出冰面的茎秆，像卸了装
的武士，柔顺中隐含着铮铮傲骨，坚
毅地托举着稀疏的花穗，昂首挺立在
这 方 寒 天 冰 地 中 ； 寒 风 瑟 瑟 ， 细 小
的、毛茸茸的、棉絮般的花蕊，随风
轻歌曼舞，飘洒在冰面和岸边，没有
道别，没有离殇；一片片、一簇簇已
经变成牙白色和麦黄色的花穗，在肃
杀的冬日呈现出生机和活力。

是啊！芦苇花没有岸上黄花的金
色艳丽，没有沙棘果的火红酸甜，也
没有水中的荷花婀娜多姿……它其貌
不扬，色不出众，低调谦逊，不在乎
有没有人欣赏，但它可以入药治病、

盖房遮雨、扎扫帚、编帘子，将自己
无私地奉献给人们的日常生活； 它远
离繁华闹市、守清贫耐寂寞……这不
正是人们在纷繁杂复、奔波忙碌的生
活中，追寻和向往的那种清静淡泊和
闲情逸致吗！

我见过洞庭湖春天芦苇的青翠嫩
绿，也感受过夏天白洋淀芦苇的深幽和
浩荡……也许是季节不同，也许是自然
环境的差异，桑干河的芦苇，在珍贵的
河水滋润下，扎根深固、秆茎壮实、体态
高大，生长得恣意而霸气，像这里的人
一样豪放粗犷。它集群生、聚众长、根
连根、抱成团，枝繁叶茂、蓬蓬勃勃、成
林成片，风吹不断、浪打不倒，给人以凝
心聚力、众志成城、磅礴壮阔的气势和
强大的震撼力！

此 时 ， 北 风 卷 起 雪 花 跃 过 长 城 ，
一路高歌猛进，而到了河床上的风，
已是跌跌撞撞、踉踉跄跄，不停地在
冰面和芦苇丛中滑行、打滚儿、转圈
儿，最后在南岸边芦苇墙前悄然停下
脚步。我看到了，我听到了！那是冬
的感动、风的致敬！因为桑干河的芦
苇，是塞北人的精神图腾!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太阳
使出浑身的力量，将最后的余晖洒向远
处的山脉，用不停的、变换的、绚丽的色
彩，奋力驱赶着渐渐弥漫来的暮色……

暮色苍茫中，站立在孤岛“桑干晚
渡”的石碑前，把自己站成一棵芦苇！

站尽寒冬，便是温暖的春！

每座城市都是有色彩的。譬如大
同，现在人们都说这座塞上古城是蓝
色的，并亲切誉之为“大同蓝”。

不 用 说 ，大 同 的 天 是 特 别 蓝 的 。
穹庐在上，白云悠悠，那种蓝啊，不淡、
不浮，不浓、不滞，有当年母亲浆洗衣
被后的亲切和清醇，有街头美女飘飘
裙幅的隽逸和洒脱，也有古都出土“元
青花”的绝美和华贵。看见这叫人心
醉的蓝，只想躺在野花摇曳、芳香四溢
的草地上，静静地看，潜心地赏，一点
点呼吸，一幕幕牢记，然后冥想，然后
幻化，变成庄子的蝴蝶，或鲲鹏，哪怕
变成列子的一缕轻风，随云卷云舒，伴
灿然天光，到蓝宝石般的天际四处抚
摸，尽情游赏。

大同的山是蓝的。远远望去，无
论是方山、白登山、采凉山，还是六棱
山、马头山、七峰山……目力所见，都

“蓝格盈盈”，如四下远远近近围着的
一 群 青 衣 汉 子 ，或 行 ，或 坐 ，或 卧 ，或
奔，或谈，或笑；有的苍老，有的年轻；
有 的 健 硕 ，有 的 敦 实 。 他 们 是 本 地
的？也可能是西域或东土或北疆的。
他们是古代的？也应该是今天的。他
们长着亘古不变的容貌？也可能不断
随时代而变化。它们是现实具象的？
应该更契合某种神秘和幻象。

我突然想，这山，简直更像是固化
了亿万年的水。

大同的水无疑也是蓝的。“春来江
水绿如蓝”么。大同没“江”，但有河，
有湖。江河即是另一种湖海。大同近
边有御河、十里河、桑干河等。桑干河
就是丁玲那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
书写的河流。桑干河是蓝的，有音乐

《蓝色多瑙河》的某些韵味，但最能蓝
到叫人开怀的则是隐匿在火山玄武岩
绝壁之下的别具洞天的乌龙峡。乌龙
峡的水是深蓝的，粼粼的波光似乎闪

烁着能够穿越历史和星空的神秘与深
邃。大同文瀛湖古称“小东海”。作为
数十万年前“大同湖”地理变迁之珍贵
遗 存 ，人 类 最 初 活 动 的 乐 园 ，渔 歌 唱
晚，古风浩荡，冥冥乎就氤氲出蓝色的
无尽生命活力。

大同几乎就是一个蓝色世界。
即使云冈佛国，也完全是一方蓝

色的梵天净土，那些婆娑世界的虚相
实影，高缈而辽远，参差而明暗，仿佛
沉浮跌宕的大海。

即使现代青年十分热衷的大同方
特欢乐世界，鬓毛已衰的我也曾强烈
震撼地体验过一把。那些超离感觉、
摄人心魄的惊险和刺激，几乎叫我成
了蓝色海洋中极速飞动着的鱼！

人与人的相识相交及真正的友谊
情感也是需要一点点注入蓝色。大同
人平静，也激情呼啸；大同人热烈，尤
善 解 人 意 ；大 同 人 真 诚 ，最 愿 肝 胆 相
照。这就是大同人人格的魅力。一般
人都以为，大同人多具有热情、豪爽的

“火”性。但长期交往就会发现，大同
人胸襟和心地其实是蓝色的。大同是
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杂居、交往和融合
时间持续十分长久的北方重镇。生活
在这样一座城市中的人们，无疑淘练
出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和熔金纳斧的
煌煌气量。

大 同 本 来 就 是 被 古 代 圣 贤 赋 予
了 人 类 美 好 希 望 和 被 寄 托 理 想 的 词
语 。 希 望 和 理 想 是 蓝 色 的 。 所 有 的
色彩中，蓝色是最具魅力的。蓝色的
大同故而召唤人，诱惑人，吸引人，也
鼓舞人。

走进大同，可以像走进大海一样
肆意畅游；可以尽情呼吸，体味天的高
远，任思绪飞扬；可以感受大自然的温
情，涤荡尘世杂芜，给心灵一个最放松
的休闲。

桑干河的芦苇
史峰

大同的蓝
曾强

那是一封封
寄往春天的信笺
从南到北
跨越万水千山

那是一行行
写给春天的信笺
粗犷的笔体
充满阳光的气息
每一个字符 在风中
发出不倦的呐喊

那是一页页由江南
写给北方的信笺
仰望天空
多少被牵引的目光
读懂了
追求不息的内涵

仿佛是，藏在
时间深处的新娘
被严冬揭起了盖头
春风吹面不寒
如约而至的日子
是虎年正月初四
春打六九头
年复一年的盛事
总被火红的灯笼照亮
二十四个节气整齐列队
从今天出发
远眺一年四季

蓝色，点燃我的眼睛

张开双臂

打开门窗
望向远方
大地喜出望外
蓝天一碧如洗
桑干河飘游的云朵
被蓝色覆盖
采凉山吹来的和风
被蓝色洗礼
树绿，花香，山清，水秀
被蓝色注入清新的色彩
呵，大同蓝，我
一次又一次地与你邂逅
然后，被飞鸟带向远方
我仰望天空，蓝色
始终点燃我的眼睛

读诗读画也思人，
远在千山正迎春。
烟笼野村梅树折，
乡关万里梦衣新。

闲暇之余总是喜欢在居住地附近
的商场溜达，尤其爱去南水步行街附近
的一家服饰商场。商场不是很大很气
派，但也整洁雅致。款式新颖朴素自然
的女装，与购物袋上的广告语表述一样
真切动人，“分享时尚每一天”。这里的
服装不是那么高档时髦，却也是庄重大
气穿在身上舒服得体。感觉每次买到
的衣服穿起来还是蛮好看的。

那天，我买了一件格子西服上衣，
自己感觉很合身，只是上面唯一的那
枚扣子不怎么牢固。导购员让我上二
楼去找裁缝加固一下那枚扣子，她领
着我从商场后面卖鞋的专柜穿到楼梯
口，并热情地把我送上二楼。

二楼全是服装，楼梯口这块几平
方米的地方，就是码边锁边钉扣子等
等为顾客们完成一些售后零碎活儿的
地方。一台缝纫机和一台锁边机整齐
排列，机器上方是两排木架，上面是五
颜六色的涤纶大卷缝纫线。

把我送上楼之后，导购员又下楼
忙去了。一位不算漂亮但长相清秀，
有点儿忧郁气质的年轻女裁缝接待了
我。我把西服交给女裁缝，并说明自
己想把西服上的那颗纽扣钉牢固点。
女裁缝轻声细语地对我说：“您稍等。”
之后她欲言又止的样子，好像后半句
话又咽回到肚子里去了，接着就迅速
找到针线去钉那枚纽扣了。

没过几天，我又来到这儿买了一
条裤子。裤子有点儿长，导购员让我
上 二 楼 裁 剪 码 边 。 这 回 不 用 谁 做 向
导，我轻车熟路，“蹬蹬蹬”上了二楼。

还是几天前给我钉纽扣的那位女
裁缝。她接过我递给她的裤子，拿起卷
尺弯腰量量我的裤长，还是像之前那样
轻声细语地对我说：“您下楼去卖鞋那
儿 稍 等 一 下 好 吗 ？ 做 好 我 给 您 送 下
去。”我心想现在这儿就我一个顾客，又
不拥挤，干吗要我下楼等呀，会不会是
一个刚出师的裁缝呢。怪不得上次钉

纽扣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出于礼貌
我还是说：“好的。”然后就下楼去等。

几分钟后她把裤子交到我手上。
我在一楼的试衣间试了试，裤子裁剪
得不长不短刚刚好。仔细端详缝好的
裤 脚 ，线 迹 均 匀 平 整 ，熨 烫 得 平 平 展
展 ，丝 毫 找 不 出 一 点 儿 马 虎 的 痕 迹 。
裤边码得真好呀，我不禁在心里赞叹。

说来也巧，没过几天我又看上一
条稍稍厚一点的裤子。付款之后，我
又轻车熟路上二楼去裁剪码边。还是
她在值班。我上去时她正在给一位男
士量裤子。那位男士说要 103 厘米，她
量了量，又是轻声细语地说：“您瞧，您
的裤子刚刚 103 厘米。”可是那位男士
有点儿执拗，非让她再裁 1 厘米，他说：

“102 厘米也行。”她闻言依然轻声细语
地对他说：“好吧，请您下楼去卖鞋那
儿等会儿好吗？”可那男士瞅瞅这儿就
我 们 三 个 人 ，便 说 ：“ 我 就 在 这 儿 等
吧。”听那男士这么说，她没再说什么，
低头干起活儿来。女人的敏感告诉我
她 似 乎 有 点 儿 不 安 和 羞 惭 。 为 什 么
呢，我不明白。

她很快裁剪好裤长，背对着我们，
面向那台锁边机，取下里面的线坨，换
成男裤所需要的黑色线坨，机器便“嗒
嗒嗒”地响了起来。

不经意间我踱步到她的左侧，忽
然发现她的右手拇指旁还有一个小小
的手指。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她让
我们在楼下等，她是在躲开别人异样
的目光。怪不得她有点儿羞惭，她的
内心有一丝卑微。

清秀的，巧手的，轻声细语的，有
点儿忧郁气质的，给大家带来舒心的
女裁缝啊。此时此刻，望着眼前这位
女裁缝，望着她前方那两排彩色的缝
纫线，望着她的侧影，我的眼前竟然出
现的是一位衣袂飘飘的仙女。亲近你
的手，至少我很想跟你握握手，因为你
的手指上是满满的阳光。

壬寅春寄远
溪山清远

滑向北方的雁阵
左世海

立春（外一首）

刘富宏

亲近你的手（小小说）

袁秀兰

雪霁 盛利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