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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去，余音犹在，书香缭
绕，墨香长存。

认识杨荣昌教授不过
短短的 7 年，但却给了我人生巨
大的震撼和激励，泱泱中华，多如
牛毛的知识分子阵营中，有多少人
能有他这样的精神坚守，又有多少
人有他这样摈弃物质诱惑的洁净，
还有多少人保留着身为知识分子
的风骨？

第一次走进他“空空荡荡”的
家，我惊呆了，他的家真可用“家徒
四壁”来形容，除了必备的床、书
桌、烧水壶外，目之所及全是书，家
具物品少得可怜，不敢相信现在还
有这样至简至陋之所。他到底有
多少书呢？单捐献出去的藏书就
多 达 16 万 册 。 我 想 ，他 自 称“ 书
痴”的确不为过！

也许是物质上的极度贫乏，更
加 凸 显 出 了 他 精 神 上 的 极 大 丰
富。这精神载体就是满室的书，一
张书桌、一杯清茶、一本好书，就是
他的世外桃源。将书当作朋友，当
作兄弟的人大有人在，但爱书若爱
子，爱书胜过爱妻子、爱生命的人却
凤毛麟角。这样的读书境界平凡人
实在难以企及，书籍不仅融入他的
生活，更融入了他整个的生命。

在他的陋室里，我亲眼目睹了
几百本精美工整的读书笔记，大小
不一，分门别类，各取雅名：《思维
体操》《夏雨秋风》《送月迎霞》……
集腋成裘、水滴石穿，都是散发着
墨香的心血结晶，文字优美不说，
笔记如书法般令人赏心悦目。

记得在对《志勤丛书》的评论
中他写过这样一句话：“人之言行，
报之在心。有如植物，扎根沃壤，
花叶在面”，这是他对我说的，又何
尝不是自其心河自然流淌而出的
他自己呢？他不正是一位扎根书
籍沃壤，“出淤泥而不染”的菡萏君
子吗？清清白白、爽爽净净，在书
海中绽放出生命的艳丽。

他坐拥书城，耕耘文字，体味
着精神富翁的乐趣时，也在透支着
自己的生命。从 1994 年起，他就
开始不折不扣地完成着每年读书
100 本的定性任务。为此，他将凡
人的芜杂事务压缩到最低限度，低

到有时仅能维持基本生存，所有时
间都用来读书：白天读、夜晚读、通
宵读……于是我彻底理解了他的
书痴行径。有人邀请他去吃烧烤，
他说：“不去，太奢侈了！”并不是吃
烧烤这件事奢侈，而是舍不得浪费
宝贵的读书时间啊！

杨教授几十年的书中人生给
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他教过 22 门
课，演讲过 250 多个题目，发表过
666 篇 文 章 ，出 过 29 部 专 著 ！ 当
然，这些都是收获的表象，他对我
们的启示远不止于此，这些东西只
是自然而然的精神产物，在这背后
呈现给我们的真挚高尚的灵魂，超
凡脱俗的智慧，阔大的气魄和襟
怀，才是更为宝贵的。

每次见他，总被他不竭的才思
和矍铄的精神所感染。听说他病
了，去看了几次，后来跟他儿子通
话，他说：“我爸爸已经出院了。”

“太好了！”我的话音刚落，他又
说：“我爸爸他去世了！”我的大脑
来不及适应这巨大的转变，“嗡”的
一声，断电一般，感到瞬间的天黑，
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一连几天，
受过严重脑外伤的大脑又开始间
歇性地出现失忆。直到现在，我还
难以相信我们就这样失去了一位
良师益友，云南这片红土地上又少
了一位德才兼备的学者。

整理思绪，忆起他对“爱国奉
献扬国威演讲大赛”的评论：“威之
根在于魂。民魂、国魂、军魂是一
个民族的根脉，它永远是超时代
的。轻忽、轻慢、轻待将会受到其
必然的报应。当一个民族有自强
之心，当一个国家有发展之求，当
一个社会有繁盛之象，强调与提携
民魂显得异常紧要。”“居安要思
危，危机出生机”，这样的卓识洞见
不正体现了一位有良知、有担当的
知识分子的崇高脱俗的精神境界？

老天爷总喜欢给人留下遗憾。
思绪浮沉，杨教授的音容宛

在。去者已矣，他的精神还敲击着
我们这些活着之人的灵魂：人生苦
短，所为何事？茫茫宇宙，每个人
都如沧海之一粟、大地之微尘，金
钱权利、鲜花掌声、悲喜哀乐都是
浮云，所创之业，唯有精神永存。

寥寥心语奠书痴
——追忆杨荣昌教授

■ 李志勤

斯

今天陪我走访的是摄影家杨
利军。他从云龙县的一所乡村小
学来到下关，参加一个乡村音乐教
师培训。恰好今天课业结束，正有
一天时间不用赶着回去，便一大早
开着车在小区门口接上我，一起往
洱海东岸驶去。

这些天，朋友圈里刷屏率最高
的信息，莫过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英籍印裔作家 V·S·奈保尔的
逝世，于是我在一天上午小心地拆
开那盒在书架上沉睡了很长时间
的“印度三部曲”，一种久违的震撼
立即透过书面袭来。 39 年间，奈
保尔曾分三次回到祖父的故乡印
度，在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行走，
见证了印度无处不在的贫困与丑
陋，感受同胞们的震惊、愤怒、失
落，以及后来看到的种种乱象，使
之激昂的笔锋让位于冷静的白描，
率意的评断让位于原味的历史，从
而在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时光中先
后完成了这三部伟大的时间巨著。

在又一次面对洱海时，我突然
想起奈保尔在面对克什米尔的达
尔湖时所发出的惊叹：“一个湖养
活很多人。”是的，短短八个字，意
蕴何等深刻？包括大理的洱海，自

从我们人类在这块土地诞生之日
开始，她就为我们提供赖以生存的
资源。我想她不仅是孕育祖先的
温床，还是我们最后的灾难庇护
所。但作为一个非专业写作者，我
相信我能看到的只是洱海的局部；
我所知道的，也仅仅是洱海最肤浅
的表象。我很难想象此后的人生
中，还能否再来上第二次、或是第
三次的环湖一周？等待我的又将
是怎样的一种境况？

昨天是中元节，在大理、特别
是洱海周边，这绝对是一个隆重的
节日。包括我居住的城市下关，晚
饭过后走上街头，洱河两侧和大大
小小的背街里巷，在一个个稍稍背
风的地方都会聚合着一家家人，端
着茶点小食与果品鲜花，以及一大
盘纸钱鬼衣，选定一个地点为那些
逝去的先祖焚烧寄去。

西方人类学者 C·P·费茨杰拉

德曾在《五华楼》中作过归纳：大理
其实就是一个着重于祖先崇拜的
地方。早晨天色阴沉，沿路还飘着
雨点，但我却感觉鼻翼始终飘着一
缕淡淡的草叶香味，靠近洱海的上
关、沙坪，之后是北岸的西闸尾，接
着是小排、王家、河尾、东湖、马厂、
海潮河，沿路都可见到农家小院各
自洒水点香，恭送祖宗的景况。利
军老师的出行是不会忘带相机的，
沿途不断停车下来，要拍那些三五
成群围合在湖边一起烧纸拜经的
莲池会老人。

大 理 白 族 学 专 家 张 云 霞 在
《白族莲池会探析》一书中说：“莲
池会是白族地区民间中老年妇女
信仰团体的统称，在大理州境内
的白族聚居坝区，几乎每个村寨
都有莲池会。她们活动频繁，影
响广泛，不仅是白族地区特有的
民间信仰活动形式，同时也是白

族地区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
短短不多几公里的行程，我

们 就 似 乎 通 读 了 一 本 时 间 的 大
书。老人们诚心信佛、虔诚膜拜，
而且仪礼繁杂，点点滴滴细致认
真。特别让人感慨的是，莲池会
看似民间组织，却有明细的分工
和尊长排序，晃眼一看，有的正在
折纸剪衣，有的烧香敬神，有的供
果献花，有的洗菜做饭，有的搭棚
盖灶，有的拜神念经。而年岁大的
就抬个凳子坐在一旁，空瞪着一双
浑浊的眼睛。但从那一张张饱经
沧桑的脸上可见，她们就是其中年
纪和辈分较大的长者，此时就似一
个劳苦功高的家长，尽管年老力
衰，却依然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
儿孙们的孝道，会伙里无论献茶
献饭，还是彼此之间分享美食，都
会从她们开始。

在她们的思想里，始终存留着
一种亘古不变的道德伦理：济人，
亦是达己！而我感激的是直至今
天，洱海周边还有这么多老人穿
着古朴的民族服饰，每每身体力
行，在用自己的生活细节传承记
述这一系列原汁原味的民俗和道
德伦理。

湖北途中所见
■ 北 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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檐下有一股自涌的泉水，在
一条铺满卵石的水渠中弯
转反复。左右都是花草，水

流也就变得清澈起来。坐在旁边
的 一 把 椅 子 上 ，只 听 同 行 的 女 作
家 彭 琼 瑶 告 诉 我 说 ：她 可 以 在 这
样的情境中，不吃不动，静静地待
上一天！

是的，这世界真是安静极了。
潺潺的流水就是唯一的声响。我
抬起头来，就看到好友云鹤在墙壁
上留下的两字正隶：听静。笔画圆
润，超脱豪放，当然我也可以将之
读作“静听”。这是一个飘着细雨
的夏日，空气里的溽热都被漫天的
雨水刮走了。在这个清凉的世界
里 ，我 其 实 还 听 到 了 夏 日 里 的 风
声、水声，还有院子里一溜而过的
鸟啼，以及几个孩子快乐的游戏。

美坝庄园，这是我此时立身的
所在。苍山洱海之间，一个普通得
不能再普通的民宿客栈。当然我
就这么把它说出来，感觉还是有些
突兀。因为在四季如春、风光秀丽
的大理，特别又到了这满目苍翠的
雨季，也许就是走进任何一个与之
类似的农家小院，你都可以体会得
到这种特别的清凉意趣。

但美坝村的特别就在于它的
地理环境。前有洱海碧波万顷，村
后是高耸的苍山沧浪峰。重要的
是村子南边的文阁村和北边的周
城村都地势偏低，于是稍稍十几米
的海拔落差，便让美坝村的高突优
势一下子显现出来。常年阳光充
沛，物产丰饶，古树参天，美得实在
有些诗情画意。

好友云鹤告诉我说：“天热的

时候你就来美坝避暑。天冷的时
候，你同样可以来美坝村晒太阳！”
作为一个语文老师，他一语惊人，
居 然 就 道 出 了 美 坝 的 内 涵 所 在 。
其实在享有“文献名邦”之誉的大
理，散布在苍山洱海之间的大小村
落都不缺乏厚重的历史人文。早
在唐朝，美坝就是南诏王室常设的
一 个 哨 所 ，当 地 人 称 之 为“ 峨 崀
哨”。据说这是因为村子交通位置
的重要：往南 3.5 公里便是大理文
化重镇喜洲，在当时曾是南诏国的
都城之一；往北 3.5 公里则是全国
最大的白族村落周城。到了今天，
美坝村的交通优势更可以说成是
天造地设。以此为原点，向南 35 公
里是大理州府下关；往北 35 公里则
是洱源县城。在几个旅游区之间，
它毫无疑问就成了游人打尖住宿

的理想地。没有城市的喧嚣，却绝
不缺少村落的古朴与宁静。

于是好友云鹤的一个电话，我
就成了美坝庄园的一名游客。它
以村为名，向南连通了房舍密集的
村落，往北则是秧苗拔节的山水田
园。而让我中意的依旧是宁静的
流水。大理河湖交错，自古就有水
乡之誉。但坝子里村镇密集，到了
干季照样缺水。主人似乎也就爱
惜起了这涓涓流泉，在院子里挖出
一个鱼塘，将泉水引入其中，便让
一眼泉变成了一面湖。“数亩方塘
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
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美坝
庄园，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被宋诗量
身定制的境地。

围着水塘行走，我曾深深地沉
湎于小径上盛开的月季，在夏夜里

散发着馥郁的花香。在虫鸣鸟唱
中，我还吃到熟透的杨梅，酸香入
口，顿时口水汪洋。

当然，美坝村也不缺少这样的
民宿。白族人民的伟大，就在于这
个民族一贯的务实与勤俭。从古
至 今 ，不 论 贫 寒 百 姓 还 是 达 官 显
贵，都把建一座大房当作毕生的志
向。于是一代代白族人前赴后继，
走夷方、过川藏、抵贵昆、下南洋
……用辛勤的汗水和智慧换回沉
甸甸的银两还乡盖房，直到今天，
无论喜洲、大理、下关、银桥，还是
诺邓、凤羽、周城、沙溪，都还留有
无数让人惊叹的白族民居建筑群。

大理的每一座房子几乎都暗
藏着一个动人的创业故事。静听
美坝，我相信在村落深处，一直涌
动着一股时代与传统融汇的潜流。

在美坝庄园的流连时光
■ 王灿鑫

房

讲个党的恩情故事给您听

渡 县 的 德 苴 乡（苴 读 zuǒ
音），地处喀斯特地貌，是大
理州最为干旱的四个乡镇

之一，降雨量常年偏少，气温居高
不下，土地较难涵养水源，水都往
大山箐里流淌。乡政府所在地德
苴村是一个崇山峻岭中的小坝子，
以干旱闻名。可从 2018 年始，德苴
却有了一个湖光荷色悦目的莲花
塘，成了“大山里的芙蓉镇”，堪称奇
迹，令人神往。

这片荷花塘，原是一片杂草丛
生的淤泥潭沼泽地，在打赢脱贫攻
坚战中，为提升德苴形象、调节气
温、改善人居环境，2017 年，政府投
资启动了占地 60 亩的荷花塘修建
工程，并对周边的破墙烂壁进行了
拆除，对沼泽地杂草进行清除，淤
泥开挖外运，并在荷塘周边支砌了
石挡墙和青石栏杆，在荷塘上架设
了四通八达的观景栈道和廊桥连

接建在荷塘中间的两座亭子，廊桥
和亭子都装置了景观灯、靠背式木
质长凳等设施，并从团结水库引水
将其灌满。荷花塘的建成，既起到
涵养水源，调节气温及空气湿度，保
护生物资源多样性的作用，又与德
苴省级示范村、文化站广场、川心坝
公路田园风光融为一体，成为德苴
乡村休闲旅游的好地方。

德苴为了甩掉老旱区帽子，不
仅实施了“荷香”工程，还实施了德
苴乡北片区光伏提水项目，对花渔
洞溶洞水实施高程提水引来清泉润
民生工程，以及团山片区的光伏高
程提水滋万民润万物工程。德苴
正在进行着甩掉老旱区帽子这项
开创历史的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
艰巨工作，而这新建的荷塘，必将
成为德苴甩掉老旱区帽子的优质
水源的涵养地，一道生态屏障。

在这莲花池畔，远方是宁静的

大山，四周是喧闹的街场和村庄，
荷塘将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世界
连接了起来。塘内的荷花总是那
样的淡然、恬静，任晨露轻浴，随晚
风徐吹，不时把一缕缕芬芳洒向四
周。它们就这样默默地伫立在水
中，成了山乡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从德苴荷塘建设到光伏高程
提水的伟大创举，这是一幅史诗般
的历史画卷，就这样默默地演绎成
一塘荷色，高山流清泉。德苴的父
老乡亲，也将受益于这片湿地、高
山流清泉的调节与滋养。

因为有了脱 贫 攻 坚 战 ，才 有
了这片荷塘；因为进入了新时代，
才有了高山流清泉，德苴甩掉老
旱区帽子开创历史的创举；因为
有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才有了德苴荷香的情怀，才
有这等心境，在赏荷中体会这份
诗意与远方。

德 苴 荷 香
■ 余述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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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来说，“袁隆平”三个
字，是嵌入百姓粥饭、天下
粮仓的重要符号，今后我们

无法再看到这位撒播智慧的耕耘
者，但他播在每个人心头的种子，
化作千千万万个“他”，蕴含着生
生不息的力量。

我愿自己成为一颗埋进土里
的种子。提起袁隆平，令大家印
象至深的便是他在水稻田里的身
影，他把大半生的精力倾注在了
祖国的乡野田间。种好水稻必须
得下田，必须能吃苦，这是他对年
轻人的首要要求，也是他一辈子
的追求。正是袁老鞠躬尽瘁的付
出，让中国人端稳了手中的饭碗，
这种力量有着信念坚定的分量，
激励着年轻一代用“脚踏实地”的
作风专注自己生命中的“田畴”，
深深扎进土里，积蓄力量。

我愿自己成为一颗破土而出
的种子。袁隆平突破了经典遗传

学观点的束缚，成功研发杂交水
稻 ，从 选 种 、试 验 、失 败 ，到 再 选
种 、再 播 种 、再 观 察 …… 依 据 事
实、发现真理、验证真理，伴随他
的一生。这种力量里有他勇于创
新的担当和勇毅，让中国和世界
有了一颗可以战胜饥饿的种子。
这份力量感召着我们迎难而上，
努力茁壮成长，为社会做出一点
贡献，发出自己的一点光。

我愿自己成为一颗向阳而生的
种子。回望袁老一生，“让所有人远
离饥饿”的宏愿并非一时头脑发热，
而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家国命运
的情怀和担当。新中国成立之初，百
废待兴，一批在海外学习和工作的科
学家毅然归国，为祖国建设鞠躬尽瘁，
正如“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的马兰精神所言。自强不息，与有责
焉，未竟的事业，科学的价值，正待我
们去坚守、拼搏、开掘，让我们做袁老
的“禾苗”，去他梦里到过的地方。

做好一粒种子
■ 张 春

对

爬了坡过了坎，漫山的青橄榄
都树起了绿色的耳朵
聆听雄壮的歌声在山谷中
冉冉升起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红五星，八角帽
领唱的老红军
让我想到了井冈翠竹的坚韧
与挺拔

漫山的花草都在鼓掌
五岭逶迤蜿蜒的
是壮烈的人生
皮带和野菜煮出的
是昂扬的斗志……
当我们紧握手中的旗子
唱出“一条大河波浪宽…….”
海稍水库边
到处弥漫着稻花的芳香

战争虽然已离我们远去
但每个人的内心
都有一粒燎原的火种
比如现在，当红歌在山谷中响起
就感觉那些树皮与草根的岁月
离自己的呼吸
又近了些

红歌
在山谷里响起

陆向荣

2021年 7月 1日 8时
期盼的目光
通过电视荧屏
聚焦在天安门广场
看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庆祝大会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总书记天安门城楼
庄严宣告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向新征程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中国共产党能
马克思主义行
以人民革命的武装
打败反人民革命的武装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有了历史性突破
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
大踏步赶上了新时代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党中央总揽全局
四个全面协调各方
九千五百多万党员
践行人民为中心
创造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中国美丽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中华儿女大团结
千锤百炼朝气蓬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进一带一路新发展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新的征程不懈奋斗
顶天立地胸怀伟业
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写首诗歌
给党听

余述祥

乡 愁 大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