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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南北寻踪念林公”系列报道之三：

西域遍行三万里
□本报记者 陈秀梅

2024年11月23日，清澈的坎儿井水穿过
吐鲁番市高昌区恰特喀勒乡恰特喀勒村。83
岁的艾力·吾斯曼一家三代都是掏捞坎儿井
的匠人，看到今年坎儿井来水量不错，他很是
欣喜。只要村里组织坎儿井清淤工作，他都会
到现场指导。在他的带动下，全村人都形成了
保护坎儿井的共识。

2024 年 9 月 3 日，吐鲁番坎儿井入选
2024年（第十一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为世界灌溉文明增添了中国智慧。

1845年2月25日，林则徐赴南疆勘地途
经吐鲁番，在《乙巳日记》中记载：“二十里许，
见沿途多土坑，询其名，曰‘卡井’，能引水横
流者，由南而北，渐引渐高，水从土中穿穴而
行，诚不可思议之事。此处田土膏腴，岁产木
棉无算，皆卡井水利为之也。”

坎儿井的传承与新生

七月的吐鲁番，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一
边是骄阳似火，满目沙土的焦黄；一边是瓜果
飘香，满目浓郁的绿意。

2022年7月，记者抵达吐鲁番市后，直奔
高昌区亚尔镇亚尔村的坎儿井乐园景区；在
讲解员吐尔逊娜依·胡吉艾合买提带领下，沿
坎儿井游览路线下行。

素有“火洲”之称的吐鲁番盆地，年均降
水量约16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
地表水资源匮乏，而北部天山山脉的冰川融
雪顺流而下，渗入地下，聚成涓涓细流，成为
这片土地的重要水源。

吐鲁番人民为求生存，不畏艰难，与自然
顽强抗争，付出诸多代价开凿出坎儿井。坎儿
井在地下接力接引天山雪水，躲过烈日与风
沙，让雪水穿过地下纵横交错的暗渠，流进家
家户户。

坎儿井研究专家储怀贞在对吐鲁番坎儿
井的调查取证中，曾收集到古代专用于坎儿
井挖掘的定向灯。在采访储怀贞时，他向记者
演示了古人是如何利用油灯照明定位、木棍
定向、绳语等原始的智慧方法，确保工程顺利
进行的。在如今看来，这项工程尤为壮观
精妙。

据吐尔逊娜依介绍，她的爷爷是坎儿井
开拓者之一，坎儿井开挖艰辛，建造者常蹲
着、跪着、趴着挖，遇到出水口要爬进去，那时
没雨靴、防水衣，长期在潮湿阴冷环境施工，
不少人患上风湿病。

在吐尔逊娜依看来，这就是不畏艰苦、造
福子孙后代的坎儿井精神。只要能挖通一条
坎儿井，水就能供应很多年、很多代人。

坎儿井与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紧密相连，
人们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所以当地老百姓
对坎儿井倍加爱护。

有坎儿井的村大多组建了掏捞匠人队
伍，以老带新形成专业团队，年年下井检查清
淤，传承掏捞技艺。工作中，团队积极总结经
验，运用新技术新设备，提高了工作效率，照
明从油灯换成LED矿灯，沟通从系布条变为
用对讲机。

在古迹修复与生态保护的共同作用下，
古老的坎儿井重焕生机。

如今，吐尔逊娜依的邻居们变成了她的同
事，有当保安的，有做园丁的，有干导游的。大家
选择来到坎儿井乐园，守护着坎儿井，正像吐
尔逊娜依所说的：“每个吐鲁番人都在用自己
的方式守护、传承先辈留下的生命之源。”

坎儿井一直是吐鲁番农牧业生产的重要
水源。吐鲁番市水利部门调查结果显示，目
前，吐鲁番市有190余条坎儿井保持水流，年
径流量 1.14 亿立方米，控制灌溉面积近 10

万亩。
2023年，吐鲁番市21万多亩葡萄田实施

了高效节水项目，现代智能化节水滴灌管道
和古老智慧坎儿井互为补充，承担起绿洲输
水的重任。

“清代禁烟大臣林则徐流放新疆期间，大
力推广坎儿井。今天，这里的乡间还传颂着

‘爷爷的爷爷当年和林大人一起整治坎儿井’
的故事。”吐尔逊娜依说，今后会坚持把坎儿
井的故事讲下去。

林则徐在新疆的三年中，曾4次到过吐鲁
番，这些行程在他的日记里都有着清晰的记
录。1845年2月25日，林则徐路过吐鲁番时有
感而发，写下诗句“降康长冀丰穰咏，鸣盛咸
歌福禄同。西域遍行三万里，斯游我亦浪称
雄。”字里行间既饱含着对百姓祈盼庄稼丰
收、生活安定富足的感慨，也透着自己遍行新
疆三万里的豪迈。

吐鲁番之所以会多次出现在林则徐的行
程中，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位置密不
可分。吐鲁番地处新疆中部，是至关重要的交
通要道，既是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关键枢纽，紧
密连接着中原与中亚、欧洲，又是贯通南北疆
的咽喉之地，向北能通往北疆，向南可达
南疆。

也正是在多次途经吐鲁番的过程中，林
则徐与当地坎儿井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坎
儿井进行了实地调查，了解其原理后，在吐鲁
番以西托克逊所属伊拉里克勘地时，将这一
传统灌溉方法大力推广开来。

据《新疆图志》记载，“林文忠公谪戍伊
犁，在吐鲁番提倡坎儿井。其地为火洲，亘古
无雨泽，文忠命于高原掘井而为沟，导井以灌
田”。在他的推动下，吐鲁番等地争相增挖坎
儿井，“遂变赤地为沃壤”“迄今坎井鳞次，利
赖无穷焉”。为纪念林则徐推广坎儿井之功，
当地群众将坎儿井称为“林公井”。

后来随左宗棠大军西征的施补华，看到
了新疆的坎儿井，追怀林则徐的功德，写诗
说：“海族群吹浪，疆臣远负戈。田功相与劝，
水利至今多。重柳家家树，回流处处科。白首
遗老在，怀德涕滂沱。”

储怀贞告诉我们：“正是有了林公的推
广，才使坎儿井犹如繁星满天。”

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

时光流转，命运似乎总有着奇妙的安排。
林则徐与左宗棠，虽身处不同的时间节

点，却在吐鲁番的坎儿井这里，实现了一场跨
越时空的接力。他们就像两位坚毅的守护者：
一个点燃了希望之火，一个让这火焰燃得更
旺，生生不息。

1880 年，左宗棠率大军击败阿古柏侵略
军收复新疆，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组织屯
垦士兵与各族群众在吐鲁番开凿坎儿井。

串联起这一切的，却是湘江边的一次
夜谈。

林则徐遣戍新疆三年多，深切地感受到
沙俄的威胁已经逼近中国边界，也正是在这
时候确立了林则徐的“塞防”思想，进而对晚
清新疆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当年林则徐离开新疆，仍对新疆日后的
安危放心不下，苦苦寻找可托付之人。

1849年，林则徐卸任云贵总督，从昆明回
福州原籍，归乡途中，1850年1月3日抵达长
沙，特意在长沙舟中与左宗棠会晤。

湘江之夜，江风袭袭，两个神交已久的忘
年知己，“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其中有
关于新疆的远虑、殷忧。

那艘小船，就像苍茫历史中的一叶扁舟，

在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冥冥之中预示着未
来的巨变。

1875 年，清廷内部围绕东南“海防”和西
北“塞防”问题发生争论。

在陕甘总督左宗棠看来，新疆地理位置
重要，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屏障，绝非“无用之
地”。

清廷之上，面对侵略者企图染指整个新
疆的危急时刻，左宗棠慷慨陈词，大呼新疆自
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我之疆索，尺寸不可
让人”。经过据理力争，清政府下决心任命左
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玉门关外，茫茫戈壁，左公抬棺西征，厉
兵秣马，所向披靡，赶走了侵略者，谱写了中
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光彩一页。

“湘江夜话”，亦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历
史佳话，代代相传。

从林则徐在吐鲁番推广坎儿井，到湘江
边对左宗棠的殷切嘱托，再到左宗棠率清军
收复新疆后在吐鲁番修整坎儿井，这一系列
的历史事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先后承接，
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一种对家国责任的
接力。

1850年，朝廷为挽救危局，重新起用林则
徐为钦差大臣赴广西。11 月 22 日，林则徐在
赴广西途中，卒于潮州普宁县。

左宗棠闻讯写下挽联：“附公者不皆君
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
直在；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
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英雄已逝，天山雪水长流。英雄的身影虽
已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中，可他们为这片土地
所付出的心血、所倾注的深情，却如同这永不
干涸的天山雪水，源源不断地润泽着新疆的
每一寸土地。

那雪水浇灌出的绿洲，那因他们的守护
与建设而繁荣的城镇乡村，无不承载着英雄
们的精神印记。

坎儿井里的水流潺潺作响，仿佛是天山
雪水在轻声诉说英雄的故事，让后人在岁月
的流转中，依然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那炽热
的家国情怀和不朽的功绩。

湘疆万里情悠悠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从1998年开始，湖
南对口援助新疆吐鲁番。

一个是天山雪水浇灌的丝路明珠，一个
是洞庭湖畔的鱼米之乡，吐鲁番与湖南虽相
隔近万里，却有着深厚的渊源。从湘军将领左
宗棠率部收复新疆，到“八千湘女”戍边守疆，
再到如今的湖南对口援疆……绵延的“湘疆
情”从未断绝。

湘疆两地的双向奔赴，是一场薪火相传
的时代接力。

截至 2023 年，湖南省先后派出 10 批
1335 名援疆干部，累计投入资金 40 亿元，实
施援疆项目600多个，推动湘吐两地多领域全
方位密切合作，让湖南援疆特色品牌“红石
榴”深植大美新疆，一朵朵民族团结之花在吐
鲁番竞相绽放。走在吐鲁番这座城市中，带有

“湖南援建”字样的“红石榴”品牌标志随处
可见。

湖南是“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的红色热
土，吐鲁番是“步步有历史，处处有文化”的历
史文化沃土。湖南援疆结合两地文化优势，推
动文化资源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让“红石榴”
成为植根于心的力量。

如今，火洲吐鲁番和三湘大地的各族儿
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正携
手共建繁荣富裕、和美幸福的现代化吐鲁番。

北庭，这座古老而又充满韵味的
古城，早已被浓厚的年味轻轻包裹。
漫步在青石板铺就的小巷里，仿佛穿
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些温馨而又充满
仪式感的岁月。

腊月，北庭的天空格外湛蓝，阳
光透过稀薄的云层，洒在斑驳的墙壁
上，给这座小镇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
辉。家家户户忙碌起来，大扫除、贴春
联、挂灯笼，每一件事都充满了对新
年的期盼。小巷深处，偶尔传来鞭炮
声，那是孩子们最兴奋的时刻，他们
穿着新衣，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玩
具，在巷子里追逐嬉戏，欢声笑语在
空中回荡。

走在北庭街头，可以看到许多传
统的年货摊位。摊主们用娴熟的手法
制作着各种年货，香甜的糖瓜、酥脆
的麻花，还有各式各样的糕点。空气
中弥漫着诱人的甜香，让人忍不住驻
足品尝。人们围在这些摊位前，挑选
着自己心仪的年货，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新年的脚步近了，北庭的夜晚也
变得格外迷人。家家户户门前挂起了
红灯笼，点亮了整个小镇。夜幕降临，
大红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散发出
柔和的光芒，给寒冷的冬夜增添了几
分温暖。走在这样的夜晚，仿佛置身
于一幅美丽的画卷之中，让人流连忘
返。

在北庭，过年不仅仅是一个节
日，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情感的寄
托。人们通过一系列的传统习俗，表
达对家的思念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老人们围坐在一
起，讲述着过去的故事；年轻人忙着
准备年夜饭，让这份团圆的时刻更加
温馨；孩子则期待着收到压岁钱和新
年礼物，他们的脸上满溢着幸福和喜
悦。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整个北庭都
沉浸在一片喜庆的节日氛围中。人们
走出家门，相互拜年、祝福，分享着彼
此的喜悦和幸福。这一刻，无论是老
人还是孩子，都感受到了年的味道和
家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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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旧迎新时，我收到了儿子星儿送来的
一份特别的礼物。这份礼物不仅仅是物质上
的，更是情感上的慰藉和心灵的温暖。

“承蒙岁月不弃，感恩一切给予。愿岁月
温柔以待，愿健康永远相随。”正午时光，收
到了这份饱含真挚话语的祝福卡。随卡片一

起收到的还有 30 朵
玫瑰花，以及一杯热
咖啡、一包板栗、一
串冰糖葫芦和一只
烤红薯。这是远在千
里外的星儿快递送
到家中的。先生收到
时 对 快 递 小 哥 说 ：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们没有订外卖，也没有
买东西。”快递小哥再次核对配送信息和签
收地址，最后确认订货人是星儿。

30朵养眼的玫瑰花，自然流露着星儿对
父母的爱，看到这美丽的鲜花，就好像看到
儿子灿烂的笑容和阳光的姿态。

晶莹剔透的糖葫芦很是诱人，红彤彤
的山楂，裹着一层薄薄的糖衣，上面还点缀
着白色的芝麻。咬一口，无核的山楂果酸甜
适中，甜而不腻，仿佛儿子的关爱，甜蜜而
不失分寸。

颗颗爆开的板栗，烤得也是恰到好处，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剥开一颗，放入口中，香
醇可口，让人回味无穷。

不论是热咖啡、糖葫芦，还是板栗、红
薯，都和鲜花一样有着精致的包装，体现着
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一点不将就，满满的仪
式感是他们认真对待生活的最好证明。

一杯热腾腾的咖啡茶饮，不仅温暖了
我的胃，更温暖了我的心。每一口都丝丝
浸润着我的身心，就像是孩子的问候和拥
抱，让我在这个冬日里感到无比的幸福。
玫瑰的娇艳、雏菊的清新，它们在这个冬日里
绽放的样子，如同星儿的灿烂笑容。

还记得儿子第一次给我送玫瑰花，是他
上小学二年级时。那是一个夏日，小小瘦瘦
的他放学回到家，手里拿着一支粉红色的玫
瑰花，他郑重地送给我：“妈妈，老师说今天

是母亲节，要给妈妈送花，我在校门口用一
块钱买了玫瑰花送给妈妈，祝妈妈节日快
乐！”我欣喜地接过孩子送的粉色玫瑰花，亲
了亲孩子的脸蛋。玫瑰花是塑料花，我把这
支粉丝玫瑰花插到客厅的花盆里，这朵花绽
放了很多年……

儿子送的每一份礼物，儿子说的每一句
贴心的话语，都让我们无比幸福和感动，愿
这份爱和关怀伴随我们走过每一个春夏秋
冬，愿我们的家庭永远充满温暖和幸福。这
份礼物不仅仅是物质的享受，更是精神的慰
藉。也是这份礼物让我明白，无论时光如何
流转，家人的爱和关怀永远是最宝贵的
财富。

快递幸福
□柯建萍

《团圆蛇》剪纸 □薛棣

《如意蛇》剪纸 □季珍娟

《福禄蛇》剪纸 □范晓芬

《吉祥蛇》剪纸 □李风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