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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龙 潭 的 海 菜 花
■ 张泽荣

金黄的颜色与丰收的希望相似
低垂的穗子与收割的镰刀相似
稻谷一穗一穗地把秋实灌满
欢天喜地地向农人报告着
采收的时节

稻香在田野间弥漫
水秧鸡叽叽喳喳地商量着
迁徙的下一个站点
泥鳅在开过沟的谷根旁翻翻肚皮
又潜入洞穴聆听秋天的脚步

站在广袤的田野里等秋天
看一丛丛的稻谷被有力的大手握住
再轻轻揽入农人的怀中
高高举过头顶的稻穗
像土地交给季节的承诺

顺手扎起草垛
给青蛙一个个温暖的小窝
逐渐填满的粮仓丰盈了乡愁
靠近一棵谷秆坐下
像靠拢从未离开过我的乡亲

夜空 纷纷扬扬的雨
香香脆脆的芝麻
落在黑处它是黑的
落在光亮处它是白的

今夜 母亲把它摁在月亮上
香香的
柔柔的
脆脆的

最美的月亮即将升起
她从海天一色中赶来
突破雾霾封锁
映照着田野上的村庄

白露 时光的信使
带着晶莹的露珠
在草尖悄然滑落
那是岁月的泪滴
带着几分宁静
也有几许无奈的惆怅

凉风捎来稻香
一场秋雨 洗白柳絮
南迁的候鸟飞越千山万水
鸣叫声多了几分哀怨
思念淋湿了期盼

坐在夕阳的余晖里
沏一壶清茶
静赏明月爬上山头
淡品秋的芬芳
写下一行恬静的诗语
挂上九月的眉梢

宗志芬九月的稻田

闫建斌
最美的月亮
即将升起

字加华白露

深秋的夜
月亮不肯坠池
四野虫声萦绕
天籁般的唧唧又吱吱
似唐诗潇洒奔放
如宋词婉约多情
淡了喧嚣的夜
唤醒沉睡的心灵
谁的思绪被秋虫惊扰
谁的眼眸因虫鸣含笑

余述祥无题

起海菜花，脑海里总会浮现出这
样的场景：清澈见底的黑龙潭
里，一朵又一朵洁白的海菜花轻

盈地漂浮在水面上，在阳光下摇曳生
姿、灵秀可人，宛如一幅清新淡雅的水
彩画。

在我看来，黑龙潭的海菜花最纯
粹、最美丽、最具特色。黑龙潭又叫石
寨子龙潭，位于鹤庆县草海镇新华村，
属高原淡水湖泊，凤凰山下喷涌而出的
地下泉水清冽透亮，为海菜花提供了绝
佳的生存环境。夏天一到，黑龙潭的海
菜花便悄然开放，年复一年，从不爽约。

海菜花，又叫海茄子、龙爪菜，其花
朵较大，花色素雅，开花时浮于水面极
为漂亮，有“清流精灵”“水中仙子”的
雅称，属多年生草本沉水植物，分布在
水体清澈透明的湖泊、池塘、沟渠之
中，是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水生植
物。海菜花喜欢温暖湿润及阳光充足
的环境，对水质的要求极为苛刻，被誉
为“水质试金石和风向标”。海菜花有

清热化瘀、解毒利尿的功效，还是不可
多得的食材，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矿
物质和膳食纤维，可以凉拌、清炒和煮
汤，质地细腻、口感爽滑，味道鲜美、营
养丰富。

记不清是从何时开始喜欢海菜花
的，只是每年夏天，都要抽空到黑龙潭
观赏海菜花，去见一朵洁净的花、一片
水灵的叶、一株青嫩的植物。在一个
周末的下午，我又一次来到了黑龙
潭。雨后，空气中氤氲着湿润的气息，
潭边的观光路上游人如织，来来往往
欣赏着龙潭美景，匆匆的步履像是在
抖落一身的疲惫和烟尘。湖心却是画
影清波，走过情人桥，端坐在石凳上，
消磨着闲暇的时光，让消瘦的心事在
一湖海菜花面前渐渐丰盈起来。只见
成片的海菜花绽放在清莹的水面上，
几乎把整个黑龙潭都铺满了，一朵朵
海菜花竞相开放，星星点点、洁白如
雪，像朵朵白云般在水面上浮动，在阳
光下熠熠生辉、楚楚动人，把黑龙潭点

缀成了人间仙境，让人感到心旷神
怡。细细观看，海菜花的茎脆嫩细长，
从水底一直伸到水面，呈线状长圆形的
叶片翠绿欲滴，每一朵海菜花都有三片
白色的花瓣聚拢在一起，簇拥着中间金
黄色的花蕊，花瓣白得透彻，花蕊黄得
唯美。清风袭来，潭水荡起一圈一圈的
涟漪，花朵在风中飘摇荡漾、轻盈舞动，
散发出淡淡的清香，默默地展示着自己
的秀气风采。纯净的水面，白色的花
海，望过去给人一种清澈灵秀的感觉，
秀美清灵的景象瞬间直抵内心深处最
柔软的角落，令人不禁陶醉于美景之
中，忘却了一切的忧愁和烦恼。

海菜花安静地在水中生长，将满身
的绿意洒遍水里，将洁净的花朵开遍
潭中，从不改变与生俱来的洁白无瑕
的气质，以独特的姿态在大自然中展
示着自己，让原本就如诗如画的黑龙
潭更加悠然恬静。驻足在情人桥旁的
石径上，看远处没入云霄的山峰，看近
处气势恢宏的牌坊，看湖中冰清玉洁

的海菜花，静静感受着黑龙潭和海菜
花的格调与风味，让内心在此风景中滋
长着妙不可言的诗意。或许，只有这个
时候，才能停下匆忙的脚步，才能释放
湿润的情怀，才能找回真实的自己。

突然想起曾读过的一首《海菜花》
的诗：“我白色的花浮出水面，吸收阳光
并传播爱意，我的爱纯粹单一，我甘愿
陪着你度过所有清贫的日子，但又几近
苛刻，容不得半点瑕疵，你若把我置于
污浊之中，我便即刻死亡。”水清则花
盛，水污则花败。这正是海菜花独特的
品性所在，海菜花超然脱俗，海菜花专
一不移，海菜花明净如玉。我想，海菜
花就是岁月的特别馈赠，给原本寻常的
日子增添了几分执念和几许柔情。终
于明白，内心一直期许的并不遥远，就
在一朵花里，就在一段深情里，就在一
份思念里。

带着释怀的心情悄然离去，黑龙潭
的海菜花却已烙印在了我的心里，雅致
素美、纤柔温婉，安然清简、不染尘埃。

序章
爱洒黑惠江

我和这里的人们相处了四十多年，
我们一起哭过笑过，我的生命早就融入
了山石屏村，这里是我一生的牵挂。

——李桂科

山石屏之夜。
秋虫絮语，雨意绵绵，偶有核桃树

上的水珠，滚落在夜色深处。
黑潓江隐隐的涛声，拍击着李桂

科的窗户。在静谧的夜色中，他坐在
书桌前整理麻风历史博物馆的资料。
雨丝在山石屏的夜空，斜斜地织出细
密的水帘。院子里的太阳能路灯，将
薄薄的光穿透窗隙，洒在他清癯而略
显疲惫的脸上。

在山石屏，他已经待了四十一年。
已是大半生，或许也算是一辈子，

都抛在这里。他的青春，他的热血，都
洒在这片土地。

见过他刚进山石屏时的照片，黑白
的，浅浅的笑，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充满
青涩与希冀。如今，他已白发稀疏，面
容斑驳。

官方的称谓，这里是山石屏疗养
院。民间的说法，这里是麻风村。2014
年，正式更名为山石屏村，隶属于云南
省洱源县炼铁乡茄叶村委会。

身为疾病预防控制医生，他先治麻
风病，后做患者的康复，这个漫长的过
程包括了心理、社会、经济的复苏，治愈
他们身体的病患后，逐步从与世隔绝的
状态中走出，重新回归社会。他费尽周
折创办山石屏疗养院小学，之后又将麻
风康复者子女送到中学、大学，现已分
布各行各业。他带领麻风康复者种核
桃、板栗、种苞谷、种蔬菜，养猪、鸡、乳
牛、山羊，还很浪漫地养孔雀，让这美丽
的蓝色精灵，飞翔在山石屏的天空。

昔日山石屏，路人掩鼻蒙口绕行。
今天的山石屏，成为游人纷至沓来的旅
游村。

退休前，李桂科以麻风院为家。退
休后，他仍然留在山石屏，照顾麻风康
复者，发展种养殖业，搞乡村旅游。
2019年，他建起了中国首个麻风历史博
物馆……

在那个“谈麻色变”的年代，他为何
选择了“麻风病医生”？

有多次调离的机会，到县上，到州
府，他为什么不走？

数百名患者先后治愈，终至“清
零”，他为何还要留下来？

退休后，他为什么依然留在山石
屏，和麻风康复者在一起？

这是个性情温和却内心倔强的医
生，常人对他难以理解，甚至敬而远之。

他瘦削微躬的身躯、脑后稀疏的
白发、恬淡谦然的笑容、宠辱皆忘的神
色，令人感到亲近，仿佛是个和蔼的老
师傅。

夜色深沉，雨仍在淅淅沥沥，虫声
渐稀，涛声渐壮。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党的二十大代
表、中国好医生、最美医生、中国好人、全
国医德楷模，数十项荣誉，李桂科头上顶
着耀眼的光环。尽管他已受到全社会的
认可，却依然是那个朴实的邻家大叔。
他穿着褪色的灰色夹克，开着辆跑了十
万公里的“大众”二手车，要么奔跑在去
山石屏的路上，要么就在山石屏。

在中央电视台“讲述”栏目拍的专
题片里，他含着热泪说，他死后就要葬
在山石屏，与那些逝去的麻风康复者继
续聊天。

2022年 9月 1日，我来到山石屏，有
些好奇却又惴惴不安。李桂科医生就
坐在我对面的方凳上，轻言细语地讲述
自己从医数十年的故事，讲述麻风病的
历史，讲述云南省、大理州、洱源县传染
病的预防控制，讲述山石屏的前世今
生。在新冠疫情肆虐之时，我们聊起古
老的麻风病，聊起中国数千年传染病的
大流行，感叹嘘唏。

此后的数月里，我与李桂科医生几
次在山石屏同吃同住，走访麻风康复
者。也到李桂科出生的村庄，回到他的
单位，与他的家人、亲朋、乡邻、同事促
膝交谈，随着走访的深入，李桂科这名
平凡的疾控医生，在我心中渐显丰满伟
岸。他的坚韧不拔，他的宽厚与善良，
他的平等友爱，令我肃然起敬。我知
道，很多媒体对他的宣传，还只停留在
表面的赞扬。走进他的内心，才懂得他
的苦乐年华，才知道何谓医者仁心。

在寒夜青灯下，我怀着崇敬之心书
写，真实地记述李桂科充满大爱的人
生，他的成长，他的家庭，他的婚恋，他
的治病救人，他跟患者的甘苦与共，他
扎根山石屏的坚韧与淡泊，他毕生的奉
献……

这是对李桂科医生的致敬之作，也
是向全国的疾控医生的礼赞之作！

开栏的话：
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在全州

推动形成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良好风尚，本版今起连载我州著名作家杨义龙
（笔名一苇）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爱如长风》。《爱如长风》深入挖掘了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党的二十大代表、全国诚信之星、洱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名誉主任
李桂科医生坚守在洱源县炼铁乡山石屏村40多年来治贫、治病、治心的感人故
事，敬请关注。

末，沿着熟悉的214国道从大理
市下关驱车北上 70 公里，就到
了家乡洱源邓川。进入邓川坝

子，弥苴河两岸古树参天，扑面而来的
是弥漫着稻花香味的清新空气，以及
随风摇曳的金黄稻浪。“稻花香里说丰
年，听取蛙声一片”，稻香沁人心脾，预
示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景。耳
畔仿佛又听到儿时夜晚，田野里的一
片片此起彼伏的蛙声。

汽车穿越宽阔的弥苴河大桥，再
向着黄旗山下行进。山脚下，田园深
处，那个冒着温泉和热气的地方，就是
魂牵梦萦的故乡。

这条进村的路，承载着多少童年
的记忆啊。读小学的时候，阳春三月，
和小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排着长长
的队伍，穿过豆麦青葱的田园，学着大
人的样子，挥动锄头挖坑、种树。男同
学在路边，种下了一棵棵小树苗，女同
学提水给树苗浇水，笑声洒满小路。
我们把耐心和希望通过专注的眼神倾
注到小树苗上，童年的欢乐和幸福的
记忆，随着小树一天天不断长高。渐
渐长高的树苗在风中随风摆动，春天
里，道路两旁碧绿的田野，田野里悄然
绽放的小花；在炎热的夏天，汩汩流淌
的罗时江不断地注入西湖，感受小河

里游泳的小朋友的欢乐；见证了秋天，
一望无际的稻谷的喜悦；品味冬去春
来，乡村上空弥漫的新年的味道。

岁月更迭，一次次回到故乡，又
离开故乡。小村如宁静的港湾，静静
地卧在黄旗山下。沿着整齐的行道
树，穿过深深的田园，那云雾缭绕的
小村里有太多的人和事，让我千百次
回眸，每次我都想把这一切打包装入
行囊远行。

黄旗山下，温泉水汩汩流淌的地
方，曾经是生产队的老澡堂，澡堂下
面宽阔的地带是生产队的秧田。每
年初夏，绿油油的茁壮的秧苗与蓝天
辉映为一体，热气氤氲，使小村如仙
境般神秘。因为温泉里含有丰富的
硫磺，滋润肌肤，四面八方的父老乡
亲，在农闲时节相约到这里洗澡。村
里人更因为这得天独厚的温泉，尽情
享受生活赐予的福分，把平淡的日子
过得有滋有味。浴温泉、洗衣、泡脚，
这里成为村里人聚集的重要场所，成
为邓川坝子里的重要地标。

一个似曾相识的中年男子走到旁
边，和我打招呼。原来是儿时的小伙
伴红星。红星是一个头脑灵活的人，
谈话中得知，红星在山脚下的空地上，
建起了八间平房，经营起了温泉客

栈。每天客人络绎不绝，客栈前的停
车场上每天总是停满了汽车、摩托
车。一年下来，一家人有 10多万元的
纯收入，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我和红星沿着温泉的流向，漫步
在故乡的田园，谷穗在微风中传递着
芬芳。村口有湿地公园，这是最近退
耕还湖，建起的人工湖泊和凉亭等景
观。儿时的小伙伴明明正在钓鱼，清
清的池塘里，莲子亭亭立在水中，莲
叶紧紧相连，艳丽的荷花，在阳光的
映衬下，辉映明镜般的池塘上，显得
格外娇艳。微风吹过，荷塘上泛动着
绿色的波纹。崭新的亭子雕龙画凤，
题诗作画，显示出浓郁的白族文化特
色，有几个老年人在打霸王鞭，悠扬
的白曲和霸王鞭发出清脆的声音在
小村上空回旋。

我们在湖边席地而坐，谈天说地，
笑谈如烟的往事。洁白的云朵从天空
中轻轻地飘过，微风轻轻地吹在脸上，
让人感觉天朗气清，心旷神怡，我们在
畅聊中忘记了太阳早已西斜。家乡美
景，空气中淡淡的清香，让我们仿佛又
回到青春岁月。真的，我感觉从来没
有这样和故乡的山水，和故乡的田园
如此亲近过。原来，贴近泥土，细品时
光，故乡和人生竟如此温馨。

田园深处的村庄
■ 李灿斌

连载 ①

格桑花开 严镇威 摄

苍山月 茶映青 摄

五的月亮十六圆，农历八月十
六的月亮真圆呀！于是，我们
全家去洱海生态廊道走月亮。

月亮像一个含羞的少女，一会儿
躲进云间，一会儿撩开面纱，露出娇
容。一切在月光的笼罩下，如梦如
幻。我们漫步在生态廊道上，微风轻
柔地抚过我们的脸颊，惬意极了。月

光穿过层层树叶，洒下斑驳的影子，廊
道两旁的路灯明明暗暗，光影交错，我
们好似行走在一个远离尘嚣的世界
里。我走，月亮也走，它好似一个顽皮
的孩子和我们如影随形。

往远处看去，洱海在月光的浸染
下，波光粼粼，好似满天星辰散落在海
中。远处岸边的万家灯火和我此刻身

处的场景，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图画，一
半是烟火，一半是诗和远方。

抬头望向月亮，皎洁无瑕的月光
让我不禁遐想，此时此刻，嫦娥姐姐和
玉兔是在桂花树下捉迷藏，还是在深
情地凝望着我们呢？啊，多么奇妙的
夜晚呀!
（作者为下关一小四年级179班学生）

校园新荷

我和家人“走月亮”
■ 王志淳

周

乡愁大理

十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