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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着说，说好带我辨认虫草的，我
却还没找见一只虫草。

贡保才让也笑着说，虫草看见了你，
也是一样的。

他说完之后，闭上眼睛，静静躺在
慢坡草地上。不过我敢肯定，他一定看
见了许多虫草，只是有意不指给我看而
已。独一味倒是很多，在草原上它们已
经形成了似乎是不可消灭的大家族。

贡保才让笑着说，你说得太复杂了，
我听不懂。那你说，到底是虫还是草？

我笑着说，不复杂，书上就是这么
说的。

的确很奇怪，那你说，到底是草还
是虫？

贡保才让也笑着说，没有啥奇怪的。
那你相信人是猴变的吗？

这个问题比冬虫夏草更复杂，相互
无法说服，我只好换了话题。

我说，挖虫草的人都说虫草很诡秘，
有福报之人一天能挖很多只，而有些人
一天也就挖一两只，是这样吗？

贡保才让说，我没有试过，但挖虫草
肯定不是啥好事情，草原到处被挖成疮
疤，还谈什么福报？

我说，每年这个时候，满山都是小
帐篷。

贡保才让说，每个人都有一双勤劳
的手，但用到不同的地方，福报会有所不
同。贡保才让见我不说话，又说，我给你
讲个故事吧——

很久以前，雪山下有个名叫夏草的
姑娘，她阿爸在她刚出生时就去世了。此
后，雪山下的草原上只剩夏草和她患有
脱发、眼花、气急病的阿妈。夏草长大后，
白天放牧，晚上用歌声安慰阿妈。夏草是
远近闻名的孝顺姑娘，求亲的人挤破了
帐篷，可夏草从来没有点过头，因为她立
志要养更多的牛羊，买药为阿妈治病。

有天晚上，夏草唱完歌，刚进入梦
乡就梦见了山神。山神告诉夏草说，你
翻过眼前的雪山，走上三天，那里会有
人帮你阿妈治病。第二天，夏草安顿好
阿妈后，就出发了。她历尽千辛万苦，翻
过了一座座荒无人烟的雪山，最后晕倒
在草地上。等她醒来时，见身边坐着一
位小伙子。小伙子跟夏草说，他叫冬虫，
还说他们那儿的人个个都很健康，许多
人能活到一百多岁。夏草说，他们靠什
么长寿？冬虫说，山神赐给了他们一种
圣药——长角的虫子。于是夏草就跟着
冬虫来到他们的家园，并说明了来意。
善良的人们热情接待了夏草，并送给她
一袋圣药——长角的虫子。夏草非常感
动，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他们。冬虫陪着
夏草翻山越岭回到她阿妈身边。阿妈吃
了长角的虫子后，气急病好了。一个月
后，还长出乌黑的头发来。来年春天的
一个清晨，阿妈的眼睛忽然亮了，她看
见了英俊的冬虫和仙女般的女儿夏草。
可是冬虫执意要回去，夏草对他不仅充
满了感激之情，更有爱慕之意，于是坚
持要送冬虫一段路程。他们走啊走，翻
过了一座座雪山，可怎么也找不到曾经
的家园。冬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
他知道，他已经失去了所有亲人。他伤
心欲绝，抱着夏草痛哭。夏草感觉到这
事与她有关，非常愧疚，也不禁流下了
眼泪。

又一年过去了，夏草阿妈不见夏草
回来，就决定去找女儿。夏草阿妈翻过了
一座座雪山，她终于来到了冬虫的家园，

她相信冬虫和夏草一定在那里。可是那
里很安静，只有风吹草动的声音。她没有
找到冬虫和夏草，但她在草地上看到一
样熟悉的东西——长角的虫子。夏草阿
妈一下明白了，那长角的虫子就是冬虫
和夏草的化身。

讲完后，贡保才让说，这个故事感
人吧？

我点了点头，说，太感人了。冬虫和
夏草能做到的，我们却做不到呀。

贡保才让说，单纯为给母亲治病，冬
虫和夏草的故事或许有人能做到。很多
人挖冬虫夏草是为了贪图钱财，而不是
为了亲人牺牲一切。到处挖冬虫夏草，最
后家园就没有了，还能谈什么福报？

我们在慢坡草地上又默默走了一
阵，我知道贡保才让给我讲冬虫夏草的
故事是有指向的。活在尘世，每个人都想
活得更好，更幸福。更多的人向虫草索求
幸福，谁能杜绝他们谋求幸福的欲望？这
个情况犹如拼命采集松塔的松鼠，松鼠
吃了松子，才有力气搭漂亮的窝，然后继
续采集松塔。我们对家园的建设也是不
断创新，破坏周遭环境，之后又亡羊补
牢，之后又不住扩展……事实上，有很多
类似冬虫夏草的故事已经告诉了我们，
家园的防线不仅仅是入侵，而是人为的
失守。这种失守里，何尝不满含对生存的
渴求？何尝不饱含对幸福的向往？似乎很
难分清绝对的对错，环境与生存之间，也
似乎只有道义来审判了。

贡保才让走不动了，相比八年前，
他的确老了很多。自从卸任村支部书记
后，他更多时间用于监视前来草原挖药
的人们。他说了，他没能力强行赶走那
些人，但他会给他们讲许多关于草原的
故事。期间他也说起了另一种药材——
独一味。

独一味我是知道的。很早以前的日
子充满了苦难。药材值钱，因而老家的人
们冒险来草原挖药。我的本家叔叔曾带
领着一队人马，他们挖的就是独一味。草
原对牧区来说，和农区的农田一样。本家
叔叔对草原熟悉，他带人来挖，自己不会
去挖，而是替大家放哨，同时看守挖来的
药材。听村里人说，挖药材的没挣多少，
本家叔叔倒是发了横财。本家叔叔替大
家放哨，抽了劳资，同时，他还偷了大家
挖来的药材。后来，村里人就给他起了个
外号，叫“毒一味”。也正是那个外号，让
我从小就知道，草原上有种特别值钱的
药材——独一味。

贡保才让说，红军到达草原的时候，
独一味救过许多伤员。

是的，独一味是青藏高原特有的一
种重要药用植物，有活血祛瘀，消肿止痛
之功效。

贡保才让停了下，又说，有那么几
年，独一味都被挖光了。草原到处像秃子
一样，一滩一滩全是黑土。不过现在好
了，很少有人打独一味的主意。生活富裕
了，感觉草原也富裕了起来。

我上中学是在樊川中学，现在已改名为
西安市长安区第二职业中学，不过，那时叫
樊川中学，或长安第八中学。学校在兴王路
上，南面一里处，就是日夜流淌不息的小峪
河。小峪河自秦岭北麓发源，从东南流出，一
路向西北流去，横穿整个樊川，最后注入潏
河，流入渭河。小峪河像一条长长的藤蔓，沿
途所经过的村庄，则似挂在这根蔓儿上的
瓜。王莽村和我所出生的稻地江村，便是这
样的两个瓜。而樊川中学呢，虽然不是村庄，
但实际上也是挂在这根藤上的一颗小瓜，每
天，四周八村上中学的孩子，都会向这里汇
聚，如饥似渴地吸纳着各种知识。这些孩子
里，自然有我，还有我同村的一些孩子，比如
我的邻居小宝。

小宝是一个女孩，和我不但是同村，还
是同队，而且，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同学。
不同的是，上小学和初中时，我们是同班；
上高中时，则不在一个班，我学的是文科，
她学的是理科。我们从小到大，关系一直很
好。下学了，或者放寒暑假，常在一块儿玩，
也一同到野地里去打猪草。我们两家人的
关系也很好，她的父亲是村里的一名电工，
我们家电灯坏了，有线广播不响了，都是她
的父亲帮助修好的。这家人的人缘，在村里
很好。小宝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他
们都酷爱文艺，尤其是小宝和她的姐姐，一
直是我们小学文艺队的主力演员，在学校
演出过许多节目。有些节目，还代表全公
社，到县里演出过，譬如《狐狸与小白兔》，
我至今还能记住里面的许多戏词，小白兔：

“春天里呀多美好，多呀多美好，我们早晨
起得早……”狐狸欺骗小白兔：“篱笆墙快
倒了，看，我是在修理。”等等。可见我对她
们演出的节目记忆之深。小宝和她的姐姐
都长得很俊，也都是我们村的名人，名人都
有“绯闻”，她们也不例外。在校园里，常常
能听到姐妹俩跟哪个男生相好的消息，这
些男生则都是校文艺演出队的。相好的事
儿固然有，“绯闻”却谈不上，不过都是我们
这帮孩子在那个年月里的穷开心而已。

小宝十六岁了，上中学了，她出落成了
一枝花，人见人爱。每天，从我们村庄通往樊
川中学的沙石公路上，上学或下学途中，都
会有村里的一些男生，不远不近地跟在小宝
的身后。小宝则作浑然不觉状，和同村上学
的一帮女生，嘻嘻哈哈地边走边说笑着，像
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不知不觉中，一年的
时间过去了，眼见着，再有一年的光景，就要
高考了。人人都铆足了劲，准备迎战高考。要
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几乎是农家孩
子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但在紧张的上下学
路上，却渐渐稀少有小宝的影子。大家纳闷
了半天，终于发现了秘密：小宝恋爱了。

原来，我们上学的途中，要经过一处小
苗圃。苗圃的主人叫明明，严格来讲，明明
也算是我的一个同学，不过比我高一级而
已。他和我不是一个生产小队的。明明上完
初中后，因家境贫寒，家中缺少劳力，主动
不上了。他回村后，因读过几天书，便有点
心高气傲，不愿像老辈人那样，面朝黄土背
朝天，一心一意务弄庄稼，修理地球。好在
那时政策已经活泛，已经允许私有经济存
在，他便在生产队上承包了二十多亩土地，
搞起了苗圃。这自然是好事，但当时却不被
村里人看好，人们说他是怕吃苦，胡成精。
怕吃苦也好，胡成精也罢，他最终还是独自
一人，在村外把苗圃艰难地办起来了。

苗圃建在公路边，它的东面紧邻着一片
坟地，我们都叫它老坟。老坟里坟冢累累，有
的坟堆上，墓木已长到小桶粗，数丈高。上下
学的学生，无论男女，走到这里，都有点害
怕。尤其是下晚自习后，途经此处，但见残月
在天，墓地里影影绰绰，呼吸便会变得异常
的紧迫，尽管大家结伴而行，可步履都是匆
匆的。也难为了明明，敢在这样的鬼地方结
庐而居。起初，我们上下学的途中，常常能见
到明明站在路边，笑望着我们，热情地和我
们打招呼。日子一久，大家也就习惯了，也都
知道他寂寞，一天里难得能找到一个说话的
人。但突然间，路边就不见了他的影子，起
初，我们没有在意，待我们意识到时，我们才
知道他和小宝恋爱了。爱情的火是猛烈的，
它烧毁了小宝，也烧坏了她的大学梦。一年
后，小宝高考落榜回家，并嫁给了明明。小宝
就像一个种庄稼的人，夏收时节，尽管因各
种原因，没有收到麦子，却收获了足够的麦
草。她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三十年的时光一晃而过。在这些年月
里，我曾无数次地回归过故乡，当然，也曾
多次途经明明的苗圃。他们的苗圃已蔚为
大观，不但苗木多，且已成林。但我很少见
到小宝和明明，也许他们在苗圃里忙着吧？
听说他们为了这个苗圃，受了无数的艰难，
人都比同龄人显得苍老了许多。他们的一
双儿女，我倒是在路上见过，个个长得眉目
如画，惹人怜爱。有了这样的儿女，不管他
们今生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累，我想，他
们都会欣慰的。

是呀，人这一辈子，谁又比谁能好到哪
里去呢！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
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
们全都是龙的传人……”上世纪八十
年代，一首《龙的传人》唱响中华大
地，极大地鼓舞了华夏儿女的爱国热
情和高尚的民族情结。中华民族以

“龙的传人”而自豪。
中华民族的祖先与龙紧密相连。

中华人文始祖伏羲与龙的起源有关。
《补史记·三皇本纪》中记载伏羲“蛇
首人身，有圣德”。《拾遗记》描述伏羲
出生时的样貌，就是后世传说中龙的
形象。华夏文明始祖炎、黄二帝与龙
也有紧密联系。《帝王世纪》记载：“神
农氏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女登。
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
登于常羊，生炎帝。”据《史记》记载，
传说黄帝草创华夏文明后，采首山之
铜，铸成一个大鼎，鼎成之日，有神龙
现世，下迎黄帝，黄帝遂乘龙升天而
去，从者七十余人。最先以龙为图腾
的是我国第一个王朝——夏。据古代
的传说：夏朝第一个君王禹是个治水
英雄，当他受禅登基时，蟠龙迅速从
它藏身的地方飞出来。夏王朝的大旗
上画着两龙相交的纹样。中国古代北
方的匈奴、南方的楚人、越人、粤人，
西南的哀牢人和苗人，都是以龙为图
腾的民族。龙的图形在我国 5500 年前
的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出土的红山
文化玉龙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在古
代动物分类中，龙属鳞部。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曰：“鳞虫之长。能幽，能
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
天，秋分而潜渊。”宋人罗愿的《尔雅
翼》说龙有九似：“角似鹿、头似驼、眼
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
鹰、掌似虎、耳似牛。”罗贯中在《三国
演义》中借曹操之口，概述了龙的特
点：“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
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
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

龙是护佑中华民族的祥符。古人
夜观天象的时候，发现位于东方的
角、亢、氐、房、心、尾、箕等几个星宿
相连，就想象成龙的形象，称为“东方
苍龙”。它为“天之四灵”之一的东方
之神，具有操控天神雷电之力，是镇
邪扶正、调和阴阳、守财护土、守江护
海、呼风唤雨的祥瑞之兽。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龙的出现常预示着大人或
圣人的降临。千古圣人孔子就由龙托
梦而生。东晋王嘉《拾遗记》曰：“周灵
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于鲁襄公之
世。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来附征在
之房，因梦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
露于空中而来，以沐浴征在”；封建帝
王把龙作为自己专有的象征物。司马
迁在《史记》中五次记载刘邦和龙的
故事，说“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
须髯”。从此龙成为皇帝的专用名词；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龙用来形容那
些超逸、杰出的人物，如人中之龙、藏
龙卧虎、伏龙凤雏、龙跃凤鸣、生龙活
虎、凤翥龙骧等；在中国民俗活动中，
好多都与龙有关。如春节、元宵节的
龙灯会、舞龙，二月二龙抬头、吃龙须
面，端午节的龙舟竞赛，龙图画、龙书
法、龙诗歌、龙歌曲等。

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数千
年来，随着中华民族文化兼容并蓄地
发展，龙的演化也出现了包容性的融
合，其体态和意象也变化无穷，但万
变不离其宗，从形象到内涵，成为中
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无穷的创造力
和无限的生命力的集中体现，一直贯
穿、影响中华文明发展的悠久历程，
是民族发展强大的精神动力。特别是
近代中国，龙的精神集中体现在中华
民族爱国、奋进、抗争、自强的民族解
放精神之中，为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
利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新中国
成立之后，中华民族秉承团结统一、
和平友好、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高扬龙马精
神，以龙腾虎跃的身姿，谱写时代华
章，实现了中国巨龙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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