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褡裢是昔日新疆民间长期使用的一种
布口袋，通常用驼绒羊毛搓成粗线，再用很
结实的家机布制成，一般是毛色的对比夹擀
出纹样。色彩素净，纹样有立体感，民族特色

鲜明。马衣是一种马匹着装，用来保护马匹
健康，要兼具透气、透湿和防水功能，同时也
是马匹户外运动中的一种装饰。

奇台的褡裢和马衣制作历史悠久，明清
时，奇台（古城子）犁铧尖街道上，就有几家专
门制作褡裢、马衣和鞍具的店铺。从小就住在
奇台县奇台镇犁铧尖社区的买合木提·祖努，
见证了社会发展中人们生产、生活中各类用具
的演变过程，他敏锐地发现褡裢、马衣、鞍具这
些用具并没有退出生活舞台，由于掌握这项制
作技艺的人越来越少，甚至还非常紧缺。

买合木提·祖努在奇台县的山坳里、院落
中、田地边，看见有不少妇女在劳动之余边
绣边学民族刺绣，2007年，他找社区帮忙联
系场地、找银行申请贷款，创办了卡尔湾箱

包厂，专门生产摩托车用褡裢和一些生产工
作中普遍使用的邮包、工具包等。因为民族
特色鲜明，买合木提·祖努的褡裢等产品很受
市场欢迎，销往南北疆以及甘肃、青海等地。

一次观看赛马运动会，买合木提·祖努被
马背上漂亮醒目的马衣深深吸引。回家后他
和妻子用两天时间设计了一套马衣生产图
样，并尽快上了一条马衣生产线，产品上市
后，很受用户的欢迎。买合木提·祖努拿着马
衣样品，在伊犁的一次赛马会上，一次就签
了300套马衣订单。现在他的卡尔湾箱包厂
一年可生产上万套马衣。

马衣制作已经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在
辽阔的草原上传承至今。经过千百年的不断
完善和丰富，马衣从最早的一块搭在马背上

以便骑乘的皮子，发展成了如今集刺绣、缝
纫、皮毛、棉纺、金属等工艺于一体的综合手
工艺品，从原料的采集、加工的程序、制作的
手法、产品的样式都有固定方法和标准，用
料考究、使用舒适、装饰华丽。

让买合木提·祖努开心的是，如今，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报名学习褡裢和马衣制作。在
他 的 生 产 车 间 里 ，裁 剪 、缝 纫 、压 边 、钉
扣……工人们每天都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着，
其中有不少年轻的面孔。

“只要我还能做得动，厂子还能办下
去，我就要继续把这个技艺传下去，让家庭
困难的乡亲多些收入，让喜欢褡裢和马衣
制作的年轻人乐在其中。”这是已近耳顺之
年的买合木提·祖努最大的心愿。

说到木垒春天的特点，春风倒是有的一
说。一立春，料峭的春风就戴着盔甲，跨过高
山，穿越山谷，威风凛凛地摇旗呐喊起来。

大地在积雪下睡得太久了，春风作为春
天的使者，它认为只有使劲儿吹才会让大地
醒来去履行本该履行的职责，使得万物的生
命经由大地的滋养而成长。春风使足劲儿地
吹，“呼—呼呼—”大地在沉睡中朦朦胧胧
的，不肯清醒。春风不知道大地哪一天会醒
来，它却知道大地没有醒来的时候自己就是
春天的主角，于是它更加强势的坚守自己的
使命“呼—呼呼—”。

这是个觉醒的季节。有人说觉醒的过
程很痛苦，必须经过苦难、接纳、改变。大地
正在经历这个苦难，在那个遥远的呼声中
艰难抉择，它在积雪覆盖下沉睡着，无忧无
愁，无烦无恼。可它的世界是荒凉的、苍老
的、冰冷的、单调的。它怕它会死去。它想起
上一次与阳光的温暖相拥，想起它穿着五
彩衣衫的美丽身躯，想起众生在它怀抱里
的勃勃生机……那时，它是鲜活的，它与万
物是一体的，它是快乐的。它渴望那种生命
状态，它正在挣扎着打破那个沉睡的舒适
区。

“呼—呼呼—”春风有一些性急，从早刮

到晚。它发脾气了。
大地终于听到了，它缓缓地松动一下身

子，伸伸僵硬的四肢，“哗啦”一声积雪融化
了。覆盖在大地上的枯枝败叶瑟瑟地抖动
着，卷作一团团一簇簇，互相窥视着，春天
到了，它们将何去何从？有的选择随风飘
渺，化作尘埃；有的选择在土层下转为肥
料，去营养新一代枝叶，它们的命运就在思
考和选择中不同归路。经过又一个冬天的
历练，大树依然坚挺地伸展着枝丫，在成长
中的大树从来都不是只有阳光普照和雨露
滋润，它们在经历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
年严寒和酷暑的考验后更加地坚强了。有
时，生命是需要经历些苦难才能更富有生
命力。

强势了一段时间的春风渐渐发现，它大
发脾性的时候，太阳总是沉稳地端坐在天
空，发散着光亮和慈悲，云朵们也顺从地任
它安置。它发现尽管它把人脸皮吹得皴裂，
火辣辣地疼，但人们还是喜欢它的到来，播
种、踏春、放风筝……万物都在宽容地接纳
着它的脾性。它沉默了，发脾气的次数渐渐
少了。它不再强劲，变得温和起来。它变了，
它用无形的双手抚摸大地，用柔和的声音轻
唤万物。大地也在回馈它，用广袤宽大的双

臂将它揽进怀里，它浑身暖和起来。突然有
一天，春风看到常常吹过的那个树田里几棵
草芽冒出来了，草尖顶着些褐色的泥巴，像
一顶头盔，它正窥视着这个陌生的世界。小
草是鼓了多大的勇气啊！小草是春天里第一
个敢于创造新世界的事物。春风有点激动起
来，它的眼角湿润了，它不忍再刺痛那抹嫩
绿。小虫子们突然闹腾起来，窸窸窣窣地从
土层下探出头，打量着这个似曾相识的世
界。枝丫也开始大胆地吐出嫩芽，整个树体
像刚刚出浴，洗去了陈旧的褐色，显出绿意
来。

至此，春风发现它已走向暮年。
春风开始回忆起它的这一世，从新生到

暮年，只有三个月的生命，在这三个月里它
曾强势过，激进过，也舒缓过，和顺过，被万
物接纳到接纳万物，它圆满地完成了一世的
使命。它将安然进入下一个轮回，于是悄悄
隐退了。春风的一生与人的一生是何等的相
似啊！人在年轻时为着各自的价值努力拼
搏，充满激情，生命在彼时轰轰烈烈，光彩照
人，当使命即将完成，岁月也在他们身上慢
慢留下烙印，到了耳顺之年，性情也就逐渐
没了棱角，如平滑的卵石，人与天地万物终
是和谐在一起的。

大地开始进入春耕农忙季节，一碗茶酿
出对家乡的思念，让我久久陶醉，再刚强的
心也会变得温柔，勾起我对童年的美好
回忆。

惊蛰节的头一天晚上，天刚暗下来，奶
奶就点起了煤油灯。我和弟弟围坐在炕桌
旁，看着爷爷奶奶忙碌在炉灶前，炒着花生、
瓜籽，两位老人炒的炒、筛的筛、簸的簸，不
一会儿就将炒好的甜瓜籽、葵花籽、西瓜籽、
南瓜籽、打瓜籽和花生摆上了炕桌。除了花
生、葵花籽、打瓜籽是买来的，其余都是平时
吃瓜时，老人们收集、洗净、晾干的备用品，
每逢节日就派上了用场，也成了那个年代的

奢侈零食。老少四人围坐炕桌一圈，开始嗑
瓜子、剥花生，并将果仁完整嗑出，分别放在
碗中。为鼓励我们哥俩嗑得快、嗑得多、嗑得
好，爷爷奶奶给我和弟弟各奖励了一大把
瓜籽。

惊蛰节的凌晨，天刚蒙蒙亮，鸡才叫了
头遍，爷爷奶奶便起来了。红红的炉火升腾
起来，爷爷轻轻走到炕前，推醒我和弟弟说：

“娃儿们，惊蛰到了，万物复苏，起早点接地
气，对身体好。”我和弟弟赶忙穿起衣服下了
炕，洗完脸、漱完口，只见炉灶上的大茶壶早
已煮得沸腾。奶奶从炉灶灰膛里扒出烧好的
核桃，用榔头敲开外壳，剥出核桃仁，我接了
过来，按照爷爷的吩咐，用铜制的专用器具
捣碎，然后盛放在小碗里，紧接着碾磨炒好
的芝麻和花生仁。一眼望上去，案头上整整
齐齐摆放着七种果仁和芝麻，像是接受春天
检阅的方阵，列队站立。

奶奶拿来一块洁白如玉的羊尾巴油，用
刀切成筷子头大小，然后放进炒勺里开始
炒。爷爷则拿出四个大海碗，七种果仁各抓
一撮放进碗里，再抓少许葡萄干放入，每只
碗里打上两个鸡蛋。奶奶将炼好的油分别浇
到碗里，只听“刺啦”一声，碗里的鸡蛋和果

仁被炸得半透，冒着香喷喷的热气，闪着金
亮亮的油花。奶奶在每只碗里放进一小块冰
糖，然后将白纱布绑在壶嘴上，防止茶叶倒
入。爷爷连忙拎起大茶壶，将红酽酽的浓茶
倒入碗中，奶奶拿起筷子利索的搅拌，只见
碗里的“七仁”和蛋花翻滚着，黄、白、红、绿、
黑五色荡漾在碗中。奶奶拿起碾磨好的芝
麻，每碗调入一勺，再各加入一勺蜂蜜，惊蛰

“七仁茶”的所有程序才算进行完。
还没等茶碗端上桌，便已是满屋飘香。

扑鼻的香味飘在心尖上，飘在一家老小的笑
脸上。我和弟弟早已等不及了，接过茶碗就
大口喝起来，爷爷连忙提醒道：“急啥呢？别
烫着，要慢慢喝，细细嚼，才会有味道。”爷爷
边喝边说，人经过一个冬天，体内难免会有
淤积，进入春季更会有困乏，体内湿毒更需
排出。“七仁茶”能起到春天调节人体各项机
能，达到润肠、明目、提神、祛湿的作用。惊蛰
不调理，好比蒸馍走了气。喝着香甜的“七仁
茶”，听着爷爷的讲述，怎么喝都觉得品不
够，越泡茶越浓，越喝茶越香甜，喝到肚里越
酿越醇，越回味越悠久。看到我和弟弟贪吃
的样子，爷爷奶奶将自己茶碗里的一半，倒
入我和弟弟的碗里。见到我吃得好香，爷爷

捋着山羊胡，满脸笑意；奶奶爱抚地抹去弟
弟嘴角上粘着的食物，笑得格外开心。

一碗“七仁茶”，伴我幸福快乐长大。后
来，我从部队返回家乡时，奶奶早已离去，已
是耄耋之年的爷爷，又赶在惊蛰节给我做了
一次“七仁茶”。还是那个做法，还是那个程
序，还是那个香甜的味道，有所不同的是将
打瓜籽、甜瓜籽，换成了更能养生的巴旦姆
仁和甜杏仁，羊油也换成了更健康的菜籽
油，但依然散发着幸福的滋味。

我在不经意中问起了爷爷：“为啥要在
惊蛰茶里放‘七仁’？”从小上过私塾学堂的
爷爷，掰着指头告诉我：“娃，你可记住了，这
七仁代表着仁寿、仁爱、仁义、仁和、仁厚、仁
德和仁孝。”

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一碗七仁茶，居
然有如此厚重的文化内涵在里面。我慢慢喝
着、细细品着、久久回味着，感觉依旧是那样
新鲜，这味道虽在我舌尖之上，却沁人心脾，
我的心中不由得涌起了幸福的波澜，浓郁的
茶香，使我陷入无尽的遐想。

每每想起那碗“七仁茶”，眼前都会浮现
出美滋滋的爷爷、乐呵呵的奶奶在炉灶前忙
活的场景。

都说大自然是一块神奇的“调色板”，用
心调出了春天的绿，夏天的蓝，秋天的黄和
冬天的白。初春的小城玛纳斯因大自然这
块神奇的“调色板”而变的五彩斑斓起来，
使人们在告别深冬灰，迎接春天绿的时候
能尽情感受凤城这份别样的魅力。

在玛河西岸，有座古生新韵的美丽小城。
冬末时节，晨曦微霜，这座历史悠久的小城在
小鸟的啁啾中迎来崭新的一天。站在岸边，遥
看奔流向前的玛纳斯河在晨曦中好像披上了
一层神秘的面纱，朦胧而不失端庄清秀。千百
年来，玛纳斯河犹如一条生命脐带源源不断地
为这座古驿小城注入养分，繁荣经济，涵养文
化，同时造就了凤城人民勤劳质朴，包容开放，
敢为天下先的品质。

走进苗圃，经历了隆冬洗礼的榆树在晨雾
中浸润着，阵阵清新弥漫开来，沁人心脾，树枝
上挂满了晶莹的露霜，颗颗粒粒如散珠碎玉、
悬坠欲滴。晨练的人们在葡萄酒公园中舒展腰
肢，活动筋骨，好一幅幸福美满的生动图景。

晚上七八点的凤城，被彩灯微微点缀，五彩
斑斓的灯光仿佛在留住节日的那份欢乐与祥和。
冷风开始席卷这座小城，道路两旁的树晃着枝
干，洒下一片片冬天留给树的唯一“礼物”，疾驰
而过的汽车卷起雪花，让它完成生命中的最后一
次飞舞。

我漫步在凤城悠长的休闲步道上，寒风习
习，但内心舒适，这样的舒适与悠闲，只有凤城
才有。在凤城品味细碎生活，清晨有油条豆腐
脑的味道，午后有一杯清茶的清香，黄昏里有
一盏等待自己归家的灯火。凤城如所有的小城
一样，带着自己特有的气息，不时散发出诱人
的温暖。

从空中俯瞰，清晰可见凤城的全貌，它像一

叶小扁舟，又像一只金凤凰，静静地卧在山谷
之间，靓丽的姿态，清秀的面容，留住了凤城人
心底的浓浓乡愁。

喜欢凤城，由来已久。也许，我们每个
人心中都有一座自己的小城，或是故乡情
结 ，或 是 爱 屋 及 乌 ，或 是 偶 然 闯 入 一 处 惊
喜，或是深藏于心的难言之处。但是凤城这
个承载着你我他现实与梦想的小城，始终
都是心安之处。

有人说：“谁说冬天是寒冷的？当你在我身
边时，我感到百花齐放，鸟唱蝉鸣。”是啊，谁
说冬天是寒冷的？客居凤城，我明明看见春天
已经在来的路上。冬的脚步，愈加稳健，我知道
他是奔着春天而去的。

七仁茶
□杨立新

春风在木垒的样子
□贺鸣

初春凤城
□谢江辉

《春的消息》中国画 范晓娟

《三月的菜籽沟》油画 陈大海

《天山之春》中国画 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