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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毛乌素沙漠的秋天好喧闹　  深秋的毛乌素沙漠天高云淡，不由得让人思绪幽远。
驱车行驶在黑油油的沙漠公路上，放眼望去，覆盖沙丘的无边草浪已经呈现了姜黄，草尖上沾扑着薄
薄的白霜。
在浓郁的秋色中，大片大片的沙地柏越发绿得发黑、油亮，就像是给毛乌素沙漠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绿
色绒毡，铺天盖地，无边无际。
漫山遍野的樟子松、油松透着青绿，昂首挺立在飒飒的秋风之中。
沙原上株株柳树、白杨树满身金黄、彤红，在高高的蓝天下彰显着难以言状的华贵雍容。
云朵般的畜群自由出没在黄中透绿的茫茫草浪里。
秋意深深的毛乌素沙漠就像一幅连绵不断、绚丽多彩的俄罗斯油画展现在我的眼前。
　  霜降一到，草木停止生长，在鄂尔多斯乌审沙漠实施的严格的禁牧措施有了松动。
这对于马牛羊来说，无疑是个解放。
牧人们打开了棚圈的门，将关了一个春夏的马牛羊全部赶进了毛乌素沙漠和草原上。
饱尝禁牧之苦的马牛羊像被大赦的囚犯一样自由狂欢，或抖颈长嘶，或扬蹄狂奔，或悠闲踱步，或不
断亲吻着渐显枯萎的牧草。
秋风掠过，草浪翻动，畜群就像五彩的云朵，飘浮在遥远的天边&hellip;&hellip;　  在2011年深秋，我
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ldquo;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rdquo;的景象。
　  这不禁让人泪眼婆娑。
自弱冠出塞，我已经在鄂尔多斯高原整整生活了41年。
现在，行进在草浪起伏的毛乌素沙漠上，我不时地问自己：你何时见过这般让人心醉的草原？
这还是你的第二故乡吗？
过去的毛乌素沙漠是个什么样子呀？
也许人们已经记不起它的旧日容颜了。
　  毛乌素沙漠又称毛乌素沙地、鄂尔多斯沙地、乌审沙漠，在鄂尔多斯高原的面积就达3万余平方公
里。
它南临明长城，盘踞在鄂尔多斯的南部地区以及陕北榆林市的安边、定边、靖边、神木等县的部分地
区。
这些地区曾是鄂尔多斯蒙古族乌审部落的游牧地。
乌审沙漠是我国沙尘暴的主要源头之一。
人们说它是&ldquo;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rdquo;。
　  我从踏上鄂尔多斯高原那天就知道，乌审沙漠是贫穷的代表。
当时人们戏称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市的前身）是&ldquo;十二等盟市&rdquo;（意即在内蒙古自治区12
个盟市中排名末位）。
在自治区各种会议上走不到人前的是伊克昭盟的各级当家人。
而当时在伊克昭盟各旗县中，经济排名倒数一二位的乌审旗，更是贫穷中的贫穷。
　  乌审沙漠穷啊，老、少、边、贫它占了个全。
　  那时，诙谐幽默的人们在山曲中自嘲地唱道：　  河南乡的后生耍不起　  揣上两颗山药蛋打伙计　
 现在想想这两句山曲，那是何等的无奈和尴尬，乌审沙漠竟然贫穷出了滑稽。
　  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陪《十月》杂志副主编张守仁先生及夫人陈恪女士去乌审旗巴图湾采风
，遇到大雨，被困在毛乌素沙漠里。
那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雨哗哗地下，我们被搞得泥一身水一身。
恰巧碰到了一个热心的骑摩托车的乡邮递员，他把我们带到了乌审旗图克苏木的一个牧户家。
那家住的是柳笆子搭的茅屋，不大的地方挤满了被困在路上的人。
我们想找口吃的，可那家的粮食已经用光了，善良、好客的蒙古族大婶只得一碗一碗地给我们上着砖
茶。
最后还是那位乡邮递员冒雨跑出去，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回来了一些煮鸡蛋，守仁和夫人算是勉强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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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
那天夜里，我们就在牧人家的大土炕上挤了一宿。
我记得那条大土炕上至少挤了男女老少十几口，而这家的主人在何处栖身却不得而知了。
　  我给守仁解释，没想到在旱得生烟的大沙漠也能碰上暴雨。
守仁说：&ldquo;这有什么？
就当体验生活了。
咱们这趟毛乌素沙漠之行，你一定能写一部好中篇小说，写好了我给你发。
&rdquo;守仁这番鼓励，使我的心里酸酸的。
我想，生活过成了小说，那就不是生活了。
　  现在谈起鄂尔多斯和毛乌素沙漠的生态建设，许多专家、学者都爱引用这么一段流传在鄂尔多斯
高原上的顺口溜作总结：&ldquo;50年代风吹草低见牛羊，60年代滥垦乱牧闹开荒，70年代沙逼人退无
处藏，80年代人沙对峙互不让，90年代人进沙退变模样，新世纪产业链上做文
章&hellip;&hellip;&rdquo;　  苍黄的沙漠是鄂尔多斯的底色。
它在我的记忆中就是无穷尽的风沙。
人们开玩笑说：&ldquo;鄂尔多斯的鸡蛋里都带着沙子。
&rdquo;至于顺口溜中讲的&ldquo;50年代风吹草低见牛羊&rdquo;，我是不大相信的。
因为在200多年前，清人无名氏就曾填过这样一首描述鄂尔多斯自然风貌的词：&ldquo;鄂尔多斯天尽
头，穷山秃而陡，四月柳条抽。
一阵黄风，不分昏与昼。
因此上，快把那万紫千红一笔勾。
&rdquo;　  这&ldquo;一笔勾&rdquo;去，鄂尔多斯真的没有了万紫千红。
沙逼人走，荒漠覆良田，春夏秋冬都是满目枯黄。
毛乌素沙漠和库布其沙漠这两条黄龙在鄂尔多斯翻滚、搅动了上千年，扬起的沙尘甚至漂洋过海，搅
得四邻不安。
21世纪初，我接待过一位日本环保女作家，她是专程来采访毛乌素沙漠的。
她告诉我，毛乌素沙漠的沙尘已经飘浮到了日本。
她希望能给她安排一间带独立卫生间的房间，可我找遍了乌审旗的招待所，竟然找不到一间带卫生间
的标准间。
在伊克昭盟的首府东胜（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倒是有带卫生间的标间，可惜自来水龙头不出水。
我只得让服务员给她找了个大塑料桶装水。
　  初夏时分，这位女作家还戴着一只大口罩，是用来过滤沙尘的。
她一路上不时地用湿巾擦脸，说她的皮肤受不了干燥的气候，需要不时补水。
采风途中，她要方便，我们开车走了好久，才在一个小村子边上找到一个厕所。
她匆匆地跑进，然后青头紫脸地跑出，脸涨得就像一个熟茄子，蹲在地上，张着嘴哇哇地干呕着。
稍停一下，她连连摇着头说：&ldquo;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rdquo;　  我知道她见到了什么，乌审旗农村路边厕所的肮脏程度完全可以想象。
我惭愧地背过脸去，听着她怪声怪气地哇哇叫，感觉就像有人用针扎着我的耳鼓。
这个东洋女人弯腰呕吐的一幕像烙铁一样烙在了我的脑海里，只要想起就心颤。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我们的毛乌素沙漠何时才能实现现代化呢？
何时才能旧貌换新颜呢？
难道我们只能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原始和落后吗？
难道只能成为人们猎奇的对象吗？
毛乌素沙漠何时才能给他的儿女以人的高贵和尊严？
　  一路上，往事不断涌现在脑海中。
我正沉浸在思绪里，司机忽然发出一声惊叫，吓了我一跳。
我定睛一看，只见一片黑糊糊的影子嗖嗖地闪过我的眼帘，就像冲我迎面扑来一样，不禁有些心悸。
司机说：&ldquo;路边草丛里野鸡太多了，差点把我的挡风玻璃撞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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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那海子里是天鹅吧？
那么多啊！
&rdquo;　  果然，在路的南边有一片蓝泱泱的水面。
当地的蒙古人管湖叫&ldquo;淖尔&rdquo;或&ldquo;海子&rdquo;。
海子上浮着大片大片的鸟儿，几乎把水面都遮蔽住了，远远传来一片嘎哇的鸣叫声。
仔细看去，海子里确实有许多白天鹅游来游去。
我知道这是南迁的鸟儿暂时停在毛乌素沙漠中这个无名的海子里作休整，待攒足气力，就振翅南飞了
。
蓝天上，一排排大雁嘎嘎鸣叫着飞过。
天上地下鸟儿的喧闹，让我不禁想起了一段往事&hellip;&hellip;　  2009年春天，我和刘庆邦先生受美
国埃斯比基金会的邀请，在大洋彼岸的一座海边别墅里开始为期一个多月的写作。
这座别墅面朝波涛翻滚的维多利亚海湾，四周是密不透风的黑森林，房前屋后的绿地上不时出现野麋
鹿、浣熊的身影。
每天清晨，都是栖息在大杉树上的小松鼠用欢快的鸣唱将我从睡梦中唤醒。
在黑幽幽的林间小路散步，不时能看到画着熊头的木牌挂在树上，提醒人们这里有灰熊出没。
当地人告诉我们，森林中的灰熊从不伤害人，森林中有足够的浆果和树叶供灰熊吃，它们很少光顾人
类的生活区。
　  我客居的这个美国西部小镇叫奥斯特维拉，翻译过来就叫&ldquo;牡蛎&rdquo;。
这个海湾盛产牡蛎，海岸上堆着一堆堆小山似的牡蛎壳，在阳光下闪着白花花的银光。
风儿吹来，尽是大海浓郁的腥湿气。
这个小镇上有个女人叫蒂奥，人长得胖乎乎的，脸蛋红润润的，眉宇之间洋溢着火辣辣的美国热情。
我们是在镇上的小教堂里认识的。
她听说我们是从中国来的作家，便盛情地邀请我们去她家作客。
第二天傍晚，基金会的翻译冬梅女士便把我和刘庆邦拉到了蒂奥的家。
那是一幢乡间别墅，门前挂着一只小铜牌，上面写着建筑年代。
冬梅告诉我们，这幢别墅大概是在林肯那个年代修建的，差不多和美国的历史一样长。
　  庆邦曾感慨地说：&ldquo;美国历史是年轻的，生态环境却是古老的。
&rdquo;　  蒂奥和一个颇有风度的女人在门口迎接我们。
这女人叫巴巴拉，是埃斯比基金会最早的创始人。
看来蒂奥做了精心准备，请来了这位重量级的人物。
我们喝着红酒，夸赞着蒂奥的厨艺。
她听着，一脸的兴奋。
餐间，蒂奥告诉我们，她只是农闲期间才回到这个海边别墅度假，平时住在俄勒冈州的乡村农场。
她说她的乡间农场有20多亩土地及一幢房子，种着菜蔬，还养着许多牛羊。
原来蒂奥是个&ldquo;地主婆&rdquo;，一个非常善良可亲的&ldquo;地主婆&rdquo;。
她骄傲地告诉我们，她有4个儿子、1个女儿，最小的儿子刚刚4岁。
　  我们不停地与蒂奥和巴巴拉干杯，表示我们的谢意。
用完餐，蒂奥约我们共同看了一个电视专题片，是关于气候变暖的。
片中，北极的冰雪在融化，海平面在升高&hellip;&hellip;最后是一只小北极熊趴在一块浮冰上，无助地
漂向灰蒙蒙的大海&hellip;&hellip;　  蒂奥泪眼朦胧地讲，希望全世界的作家关注生态、关注环保。
我告诉她，这是我们的责任，我刚完成一部描述治理鄂尔多斯沙漠的报告文学。
　  巴巴拉说她要为我们讲述一个《明天的寓言》。
　  我们要鼓掌欢迎，巴巴拉却优雅地摆手制止了我们。
她呷了口红酒，抑扬顿挫地吟诵开了：　  &ldquo;从前，在美国中部有一个城镇，这里的一切生物与
周围的环境很和谐。
这个城镇坐落在像棋盘般排列整齐的繁荣的农场中央，周围是庄稼地，小山下果树成林。
春天，繁花像白色的云朵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秋天，透过松林的屏风，橡树、枫树和白桦闪射出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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焰般的彩色光辉，狐狸在小山上叫着，小鹿静悄悄地穿过笼罩着秋天晨雾的原
野&hellip;&hellip;&rdquo;　  冬梅告诉我们，这是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开篇。
在《明天的寓言》中，一切都开始变化，疾病袭击了畜群、人类，到处都是死神的幽灵；苹果树开花
了，但没有蜜蜂嗡嗡飞来&hellip;&hellip;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
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鸫鸟、鸽子、樫鸟、鹪鹩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音浪，而现在一切声音
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hellip;&hellip;　  这个《明天的寓言》的叙述者是美国的蕾切尔？
卡逊。
她在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寂静的春天》在美国的影响可以与斯托夫人描绘黑人奴隶生活的小说《汤
姆叔叔的小屋》相媲美。
这两部伟大的著作都改变了美国社会。
斯托夫人把人们熟知的问题、公众舆论的焦点作为小说的主要内容，加速了废除奴隶制的进程；相反
，卡逊发出了一个任何人都很难看得见的危险信号，从而把环境问题提上国家议事日程。
　  《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敲响了人类将因为破坏环境而受到大自然惩罚的警世钟
。
正是有了《寂静的春天》，才有了联合国的&ldquo;世界地球日&rdquo;。
《寂静的春天》吹响了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第一声号角，被誉为&ldquo;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里程
碑&rdquo;。
卡逊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
　  巴巴拉说，卡逊是她永远的偶像，是美国妇女的骄傲。
蒂奥说，卡逊虽离我们远去了，但我们都爱她。
　  对卡逊我了解得很少，我只知道她是个生物学家、科普作家，同时也是身患绝症的环保斗士。
她与能给工业寡头带来巨大利润的杀虫农药DDT展开了不屈服的斗争，生前饱受质疑和围攻。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挨过DDT的熏。
人们使用它时都要戴几层口罩，结果虫子杀死了，人也被熏晕了。
也许DDT这个让发明它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农业杀虫剂是全球使用寿命最短的农业杀虫剂，
与卡逊的不屈抗争有关。
　  巴巴拉说：&ldquo;在这个世界，我们还能听到鸟儿的歌唱，人类应该感谢卡逊。
&rdquo;　  那个晚上，我也给巴巴拉和蒂奥讲了一个中国的绿色传奇。
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中国的毛乌素沙漠里，有一位叫宝日勒岱的中国妇女。
她带领全村的村民在大沙漠里植树种草十几年，保住了自己的家园。
她在大沙漠上创造的种树植草方法，引起了联合国治理荒漠化组织的高度重视，将其在世界范围内推
广。
在毛乌素沙漠腹地，还有一位叫殷玉珍的中国妇女。
她独自在大沙漠中植树种草20余年，绿化了她家附近的6万余亩荒沙。
2006年，世界妇女组织提名殷玉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蒂奥和巴巴拉惊异地看着我，好像我在讲一个神话。
我告诉她们，我送给基金会的一部书中，就有记述这两位中国妇女事迹的章节。
冬梅答应一定要将这些章节翻译成英文送给蒂奥和巴巴拉，她俩兴奋地叫了起来。
我说：&ldquo;卡逊、宝日勒岱、殷玉珍是全人类的骄傲。
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优秀的作家和学者都应该是地球的代言人。
&rdquo;　  那天，巴巴拉冲我们鞠了一躬。
　  想到这里，我不禁泪蒙蒙的。
　  我没有想到，在毛乌素沙漠一个无名的海子里，竟然汇集了这么多的鸟儿。
卡逊《明天的寓言》里的那一幕在毛乌素是没有上演的机会了。
尽管我在毛乌素沙漠已经生活、工作了多年，可仍然会碰到那么多的&ldquo;想不到&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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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我，就连在乌审沙漠林业战线工作了大半生的林业专家吴兆军也和我一样有许多的&ldquo;想不
到&rdquo;。
20世纪80年代，吴兆军刚从伊克昭盟农牧业学校林学专业毕业，就被分到旗林业局工作。
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旗林业局就在被沙漠包围着的两排平房里。
沙路绵延，骑着自行车是进不了旗林业局院内的，需要推着、扛着自行车进去。
吴兆军当时22岁，身材挺拔，长着一头浓密乌黑的好头发，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与沙漠一搏的雄
心壮志。
就是在这被沙漠重重围困的全旗林业工作的最高指挥机关里，吴兆军开始了自己的林业和治沙生涯。
他27岁担任旗林业局局长，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20多年，后又在鄂尔多斯市林业局担任副局长。
参加工作30多年来，他几乎没有离开过林业和治沙工作。
他主持的一些治沙项目曾获内蒙古自治区&ldquo;科学技术进步奖&rdquo;一等奖和&ldquo;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rdquo;二等奖。
谈到这个林业专家，乌审人都说：&ldquo;毛乌素沙漠绿化了，吴兆军的头发沙化了。
&rdquo;　  2011年深秋的一天，我和吴兆军交谈了一个下午。
他说，30年来，他是眼见着毛乌素沙漠从城市退出，从乌审草原退出。
人们在几十年驱赶沙漠的进程中发展着城市，绿化着乡村、牧区。
他是眼见着农牧民由&ldquo;扒肥皮&rdquo;种地、过度放牧变为绿色的耕耘者和建设者。
他说起老一辈的治沙英雄谷起祥、宝日勒岱和现在的殷玉珍、乌云斯庆等，如数家珍。
我说我想听听他的事迹，他摸着自己稀疏的头发说：&ldquo;我真没有什么好说的。
&rdquo;我看看他的头发，说：&ldquo;你头上的沙化程度要比传说中的好一些。
&rdquo;吴兆军不禁哈哈大笑。
谈起毛乌素沙漠的植被恢复，他感慨道：&ldquo;毛乌素沙漠几乎全是人工绿化的，乌审人流了多少汗
水啊！
&rdquo;　  这个秋天，万紫千红回到了毛乌素沙漠，回到了鄂尔多斯高原。
现在，乌审旗这个坐落在毛乌素沙漠中的现代化城镇，已经被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为首家&ldquo;中国人
居环境示范城镇&rdquo;和&ldquo;中国绿色名县&rdquo;。
而这一切，离那个东洋女人弯着腰嗷嗷怪叫着呕吐的时候，仅仅过去了8年。
　  短短8年，乌审沙漠为什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带着这些&ldquo;为什么&rdquo;，走进了乌审大地和毛乌素沙漠。
我想知道，乌审旗这个工业化、城镇化强力推进的&ldquo;绿色名县&rdquo;是如何走出&ldquo;寂静的
春天&rdquo;的。
　  也许只有融入毛乌素沙漠，亲耳聆听它从远古走向现代的铿锵节律，亲眼目睹一座座沙丘的悄然
消失，你才会懂得什么叫心灵的震撼。
你只有俯下身子感受毛乌素沙漠的巨大变化，追索其背后的原因，你才会知道，是10万乌审儿女用生
命、汗水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卓越的创造力，还有渴求现代美好生活的激情，书写了毛乌素沙漠的绿
色传奇！
　  我要记录这部绿色传奇。
我要向广大读者解读毛乌素沙漠的前世今生，告诉读者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毛乌素沙漠，一个真实而
又灵动的毛乌素沙漠&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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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乌素绿色传奇》这部由内蒙古著名作家肖亦农采写的长篇报告文学记述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
消失的过程，展现风沙肆虐的过去和草木葱茏的今天，记录乌审旗人民的英雄治沙史，重点描写乌审
旗及进驻企业“产业治沙”的成效，表现蒙古族“天人合一”的理念、热爱自然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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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亦农，扎恨下鄂尔多斯沃上的文学代言人，作品气势雄浑苍凉，文笔质朴道劲，感情真挚深沉。
展现了作家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宽广的人生情怀。
作品曾获：《十月》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鄂尔多斯文学奖等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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