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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醉马象公路杜鹃花海
■ 那云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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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象公路杜鹃花海。 尹福顺 摄

寻幽探古灵宝山
■ 杨训波

枝头香萼
叶间缤纷
小院蔷薇一团团一簇簇
争先恐后迈进春天
旁若无人地于花架顶端
摇曳生姿
装点最美四月天

明媚阳光中
穿过一路芬芳的小径
会客厅氤氲书香茶香
赏花 听风
风铃响起 花瓣纷飞

一粥一饭 日子可以很简单
一花一世界 生活也可以很丰盈
邀月赏花诗伴酒
谈天说地趣留茶
一桌百花宴
醉了整个春天

初夏时节
群山沃野美得让人心醉
一片片 一坡坡
黄绿相间的美景
让人眼目增明
一沟沟 一坎坎
流蜜的壮锦
让人记忆犹新
一树树 一串串
刚成熟 未成熟 更成熟的
杨梅 葡萄 杏子樱桃
让人流连 让人垂涎
谷雨时节 万物勃发
满眼绿色 满眼惬意
碧空万里 晴川历历
好一派美不胜收的画卷
展现在澄澈初夏

我站在高高的大山下
在苍老的榕树旁
抬头仰望星空
天空缀满无数星星
那点点的光芒
伴我无数个日日夜夜
每次离去都依依不舍

想到城市里的天空
无数次寻找那熟悉的光芒
却怎么也找不到那身影
总以为星星已远去
到了故乡才知其实它并未远走
如同故乡的点点灯火
既在心中
也在梦里
更在身旁

我站在西洱河边
静静地欣赏雨景
雨水滴落西洱河
泛起阵阵涟漪
水鸟在水里欢快地游来游去
柳树尽情地吮吸雨水的甘汁
一动不动
如婴孩躺卧在母亲怀里
享受安甜

娇艳欲滴的叶子花
美艳绝纶
秀色可餐
树叶树枝树干树根
尽情地吮吸雨水的清甜

春雨如丝
润泽出一片清新
远望云雾笼罩的苍山
更加雄奇
眼前波光潋滟的洱海
更加秀美

期剑川马象公路杜鹃盛开，杜鹃
花海成了大理火爆的打卡地。
蚕老麦黄三月天，友人邀约一起

到马象公路看万亩杜鹃，我正处于“好
好工作，认真生活”的闲适状态，对于这
样的探访，甚是期待。

暮春的一个星期天早晨，我们一大
早从乔后出发，经过沙溪、甸南、马登，
两个半小时后就到了云剑公路马象
段。除一开始五六公里的土路段稍微
颠簸外，云剑两车道盘山柏油公路整
洁、宽敞。杜鹃花期中，每天至少有上
千辆各式各样的车辆往返于云剑公路
马象段，多位交警每天在这段路上从
早到晚忘我地辛勤工作，换来井然的
秩序和游客的欢心快乐。沿着盘旋的
盘山公路拾级而上，在山下时太阳高
照，而到了海拔两千五百米的花海第
一道 S弯，大雨倾泻而下，展示了“十里
不同天”的垂直气候，即便萧萧瑟瑟的
风雨中，交警依旧淡定如初，指挥若
定，真心为他们点赞。

透过车窗，粉的、红的、白的、黄的
一簇簇、一丛丛原生杜鹃花从山顶漫山
遍野奔涌而来，几个山头比比皆是，层
层叠叠竟超万亩。远处，高大的风机在
风力的推动下缓缓转动，绘就一幅古老
与现代穿越交织的壮丽画卷。正如朱
煌在《小平园观杜鹃花》写的那样“小园
晴日暖如烘，满树花开烂漫红；谁谓杜
鹃啼不止，春来也会笑东风。”我们仿佛
置身五彩斑斓的童话世界。

车子经过花海第二道 S 弯，我们正
式进入花海的腹地。停好车，走近细
看，每一朵杜鹃都像是精心雕琢的艺
术品。花瓣层层叠叠，细腻而精致，中
心是嫩黄的花蕊，散发出淡淡的芳
香。这些花朵离地面高度大多在两三
米，但它们的姿态却各异，有的昂首挺
胸，像是在向太阳致敬；有的低垂着
头，似乎在沉思；还有的相互依偎，好

似在低语。最为神奇的是有些五六米
高的大树杜鹃可能遭受雷击已腐化，但
老树发新枝，花朵依旧茂盛着，生命的
顽强不得不让人折服。

杜鹃，是一种很平常的灌木，不论
土地有多贫瘠，生于斯、长于斯，经年累
月后也能长成参天大树，苏世让的《初
见杜鹃花》“际晓红蒸海上霞，石崖沙岸
任欹斜。杜鹃也报春消息，先放东风一
树花”就是生动写照。适逢晚春，正像
李群玉的《叹灵鹫寺山榴》写的“水蝶岩
蜂俱不知，露红凝艳数千枝。山深春晚
无人赏，即是杜鹃催落时”，杜鹃花不以
物喜不以己悲，生死随缘，枯荣自便，年
年岁岁周而复始。

杜鹃，多生长于高山草甸，但马象
公路寒冷、湿润、多雨的气候，加上优
胜劣汰的物竞天择使得草甸退化，却
保留了沼泽的遗存，繁衍了数也数不
清的杜鹃。这里“杜鹃花里杜鹃啼，
浅紫深红更傍溪”“断崖几树深如血，
照 水 晴 花 暖 欲 然 ”“ 泪 血 盈 盈 欲 寄
谁，一山红雨向人吹”“从来只说映
山红，幻出铅华夺化工；莫是杜鹃飞
不到，故无啼血染芳丛”描写的是杜
鹃的种种美态。有的含苞待放，就
像张献翼在《杜鹃花漫兴》写的“花
花叶叶正含芳，丽景朝朝夜夜长；何
事江南春去尽，子规声里驻年光”很
有层次感；更多的则绰约多姿开得
自由、开得热烈、开得纯粹，俨然是
这里的主人，就像唐代温庭筠在《河渎
神》写的“何处杜鹃啼不歇，艳红开尽
如血。蝉鬓美人愁绝，百花芳草佳
节”的宏大场面。

春雨虽然时下时停，还有点彻骨的
寒冷，衣服穿得少的人难免冻得瑟瑟发
抖，但一点也不影响赏花人的高涨热
情。游人如织，在三千二百米的高山平
台上，有的穿着民族服装在树下三五成
群尽情地翩翩起舞，认识的不认识的、

跳得熟练还是助兴的均可加入；有的穿
梭在花影中打卡拍照，把俏丽的身影、
靓丽的风景定格成永恒；有的在探讨着
万亩杜鹃和高大枯树干矗立不倒的成
因……很像杨行敏的《失题》描写的那
样“迟日霁光搜客思，晓来山路恨如
迷”。走进自然，亲近自然，怡然自得，
美哉快哉，人们在享受着施肩吾《杜鹃
花词》描绘的情景“杜鹃花时夭艳然，所

恨帝城人不识；丁宁莫遣春风吹，留与
佳人比颜色。”

这些杜鹃花似乎有着神奇的魔力，
能够让人忘却尘世的烦恼，沉浸在这片
多彩梦境之中，深深沉醉于马象杜鹃花
海。在这里，没有人攀折花枝，大家自
觉地带走生活垃圾，把干净和宁静还给
默默无语的山林。杨万里的《杜鹃花》
就很有诗意：“何须名苑看春风，一路山

花不负侬。日日锦江呈锦样，清溪倒照
映山红”。为什么每天这么多车、这么
多人不怕堵车、不辞辛苦来赏花呢？我
想是杜鹃花海的美浸入到了灵魂，清新
的空气注入了七窍，让人神爽飞跃；又
或者这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堂，
这里正是“诗和远方”。

这么说来，这一次的赏花之旅山高
路远亦不足惧，人间春光值得。

宝山是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重要组成部分，距离南涧县城
56 公里，面积 811.2 公顷，最高海

拔达 2528 米，同时亦是国家森林公园。
人站在峰顶，往北可远眺苍山白雪，向南
则可见澜沧江“高峡平湖”，东观哀牢锦
绣，西看夕阳红霞。这也是镶嵌在无量山
中的一个绿色宝库，森林覆盖率高达
96.2%，植物以常绿阔叶林为主，有花团锦
簇的马樱花、竞相争艳的杜鹃花，有上千
年的野核桃、元江栳、樟树、椿树、栎树、
杉木等，多种珍稀动物繁衍在其中。

车行至无量山樱花谷，就见售卖各
式商品的小摊早已在路边摆得满满的，
路边的泊车位上车已停满，看来，今天到
灵宝山踏春的人还真不少。

吃过午饭后，我们徒步走进灵宝
山。山路依山势蜿蜒崎岖而上，走在路
上，空气异常新鲜湿润，时有凉意袭来。
一路上，有一同上山的、也有成群结队下
山的。一路走走停停，林渐深而浓密，老
树古藤，比比皆是。人还未到打歌场上，
早有山歌小调声悠远地穿过丛林、隐隐
约约地传来，那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歌
声将我们的疲倦一扫而光，脚下突然就
有了力量，不多时，就到打歌场了。那里
早有人在打歌了，场中的打歌者围成一个
很大的圈，他们激情飞扬地在唱着跳着，
周围也站满着人，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属
于打歌场上的观众，耳边飞翔着山歌小调，
眼前是激情高涨的打歌者，我的心中也响
起了久远的旋律，脚下也有了跃跃欲试的
动感，但我最终没有勇气参与进去，只站在
一边观看。想起《天龙八部》的江湖世界，
段誉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见到“神仙姐姐”
的，要是金庸先生写这部书前，也曾看到
过这壮观的打歌场面，那个无量山的江
湖，也许会有更多的情趣。

从打歌场出来，穿过小道，我们到山
的另一面，那里有众多庙宇。这些庙宇
都是由石块堆砌而成，共由十八大师殿、

阿鲁腊大殿等 13 座殿宇组成了一片颇
富传奇色彩的石建筑群。这些庙宇都在
林木的映衬下，显得古朴而神秘。庙宇
前的空地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穿梭其
间，觉得人皆有向善之心，心里突然感动
了起来。读大学的时候，老师曾告诫过我
们，神灵自有神灵的世界，人不可轻扰之，
但慈悲善良之心却是万万不能缺失的。
长辈们也曾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三尺之
上有神灵。幼时的理解仅仅是在我们的
头顶上，有神灵在看着。年事稍长后，我
才明白，其实那是教人要有慎独之态度。

在灵宝山的东面有一深箐，箐底距
山顶有五百多米，相传山顶上的石建筑
群的石料全是箐里打造后运上山顶的。
身在古老的庙宇中，遥想宋朝时期建造
石建筑群时的情景，那该是一个多么壮
观的场面啊！单说将这些石块从山脚搬
运到这山顶，就是一件多么费时费力的
事情，时间的久远使庙宇平添了许多神
秘，更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看完石建筑群，我们穿过密林，到山
顶的瞭望台上去。站在瞭望台上，凭窗远
眺，视觉陡然开阔起来，眼前延绵起伏的
山脉如大江大河般奔流而去，大有峰峦如
聚、山涛如怒的气概，从高大到渺小、从清
晰到模糊，景色的变化，无端地让人心生
感慨，这也许就是仁者乐山的原因了。看
那高山之上云霞涌动，漫漫林海波涛浪
涌，山水美景尽收眼底，心中也有波澜起
伏不止，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人当如是。

行走在灵宝山山脊之上，风在不停
地吹着，我们站在山顶，迎风而立，远望
四野，群山隐隐而不语，唯有那风在不停
地吹拂。

克尔恺郭尔说，回忆和重复乃是处
于相反方向的同一运动。套用过来可说
成上山和下山是处于相反方向的同一运
动，同一条路，同一个人，但心境却是大
大不同。我走下山来的时候，步伐比上
山时轻快了许多。

人间四月天 王滟 摄

风和畅的日子里，朋友邀我至
郊外的湿地公园野餐。坐在绵
软的青草地之上，头顶是云卷

云舒，身侧是鸟语花香。草坪上有不
少来野餐的游客，有的在和自己的爱
宠嬉戏打闹，有的则聚在一起谈笑风
生。最吸引我的是不远处一对正在放
风筝的父子，小男孩手里的那个彩虹
色三角风筝，与我幼时钟爱的那个风
筝一模一样。我观察了父子两人良
久，在风筝一次次坠地后，在父亲一声
声鼓励中，那只彩虹色三角风筝终成
蓝天上一抹靓丽的风景线。

风儿轻轻地吹，风筝漾漾地飘，我
的思绪亦随着这风筝纷飞。

记忆里，我最喜欢的便是春天，春
天有着一望无际的湛蓝天空，天空上
飘着团团白云，像孩童手里拿着的棉
花糖；春风又是那么的和煦，许多风筝
在风中升起，飘摇的风筝是飞鸟的游
伴，是精灵的降落伞，是天使的神驹。

儿时的衣柜顶总是高高的，瞧不
见，够不着，像个神秘莫测的小世界。
但我总是迷恋着它，隔三岔五就搬把
小椅子，仰着小脑袋，妄想窥探一番衣
柜顶上的奇妙世界，因为我知道上面
有一条鱼，一条可以在天上飞的鱼。

孩子的心总是充满幻想，会在天空中
飞舞的美人鱼，承载了太多太多童年
的憧憬。

那日拗不过我的再三央求，父亲
答应带我去放人鱼风筝。春天的花园
是粉色的海洋，比这一团团一簇簇的
鲜花更为明艳的，是田埂上小商贩手
里的彩色风筝。我尤其记得那日的天
是一碧如洗的，那天的风是柔的。我
两只小手举起那鱼儿，奋力地奔跑，放
开；父亲手里的转轴飞速旋转，线球咕
噜作响，风筝慢悠悠地升起。鱼儿欢
快地跳跃着，不是我们在放风筝，是我
们与风筝在这大自然中翩翩起舞。

线放得越来越长，风筝飞得越来
越高。转轴上仅仅有一根细线牵引着
这在风中腾跃的鱼儿。风起时，父亲
知道，它该走了。父亲剪断了这颤颤
巍巍的细线，风筝便如脱缰的野马，在
风中呼啸而去了。

幼时的我不理解为什么，为什么
不把风筝收回来。父亲却说那高飞的
风筝早已不是一根细绳就可以留住
的，而这传递信息的细绳也已经完成
了它们的使命。我似懂非懂，但还是
呆呆地举起了小手，对着我挚爱的风
筝挥手告别。父亲看着我沮丧的小

脸，归家时又让我再选了一只风筝，我
一眼就相中了那只在夕阳下闪闪发亮
的彩虹色三角风筝，可是后来父亲再没
有时间陪我放风筝了，这只弥补遗憾的
风筝也被我们遗忘在了房间角落里。

时隔多年，我也曾放过几次风筝，
但终没有那年的记忆深刻。我忽然想
起曾经读过的《焚鹤人》这篇文章，终
是理解了余光中先生为何那么钟爱舅
舅给他做的那个仙鹤风筝。因为风筝
被赋予了生命，带着那份鲜活的情感，
那份温馨的眷恋，那份依依不舍，它活
了，却要飞走了。

余光中先生在《焚鹤人》里写道：放
风筝的人应该是哲学家还是诗人？这
件事，人做一半，风做一半，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因为人要拉住风筝，而风却
要推走风筝，小小的风筝一端连接着有
限，另一端连接着无垠。风筝用一根细
细的线让微小的我们与整个宇宙、整个
太空的广阔自由相连。或许，风筝才是
那哲学家，而我们也都是诗人。

我是那风筝，父亲是那放风筝的人。
风筝断线了，是为了更好地飞翔。
风筝是童年，我是那挥手作别的人。
风筝断线了，那些美好的记忆却

永远地印刻在了心底。

断 线
■ 执嵩

罗文烂故乡的星空

澄澈初夏 张世杰

下关雨景 吴丹萍

蔷薇花开 半个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