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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来说，如果没有桃花，龙耳
厂是陌生的，我是闻着桃花香而
来的。

寻觅桃花的裙裾来到龙耳厂，从
此，龙耳厂这个地图上难以找到的名字
开始翻山越岭，响遍大街小巷。

在祥云，哪里赏桃花，唯有龙耳厂。
龙耳厂里有桃花，不是一朵，不是

一株，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艳了山川，艳
了河流，也艳了人们爱桃花的心。

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走进龙耳厂
的那一瞬间，我醉了，像是桃花仙子一
样，桃园里的白族姑娘正在翩翩起舞，
舞动春天的旋律。

千亩桃花竞相开放，在依山傍水的
龙耳厂施展着婀娜多姿 一阵风来，桃
花落下了花瓣雨，铺成一条桃粉色的小
道，路的那头，可是那位“人面桃花相映
红”的女子？

一位年长的白族奶奶，正在用一张
竹席收集风吹落的桃花瓣，她小心翼翼
地把席子上的花瓣倒在事先准备好的
兜里，听说她提前一天来桃林里铺好席
子，第二天来收集花瓣，自从春天桃花
盛开，她便天天如此。我以为她要用桃
花酿酒，因为龙耳厂有桃花酿；我以为
她要葬花，因为《红楼梦》中林黛玉葬的
就是桃花。但奶奶告诉我，她要用桃花

泡茶饮。我想她也想面若桃花，其实我
们每个女人何尝不想面若桃花。

我查阅了资料，桃花茶的确具有很
好的美容功效，《神农本草经》记载，桃
花具有“令人好颜色”之功效，由此可
见，桃花茶为什么会受到众多爱美女性
的青睐。

老奶奶送了我一小袋桃花瓣，嘱咐
我要趁新鲜泡茶喝。

我带走了老奶奶的那一袋桃花瓣，
更多的是带走了关于桃花的各种美好
祝愿，我想其中也包括祝愿桃花的清香
永远飘荡在龙耳厂的上空，愿善良的人
们永远面若桃花。

个特别的地方，演绎着特别的
故事，描绘着最美的画卷。

潭溪，随着四季和庄稼栽
种、成长、收割的变化，整个村子所在
区域呈现给人们动画片般不同的画
面，就像大自然用一只无形的手在罗
坪山西面半山腰翻阅一本精美画册。

潭溪村是洱源县炼铁乡下辖的一
个白族自然村。从洱源县炼铁乡政府
往漾濞方向走三十公里到田心村，再
沿 S 形的盘山公路往罗坪山上爬近四
公里，就在上气不接下气时，忽然，眼
前一亮，进入了一个很大的坝子，让人
瞬间疑惑“这大山的半山腰怎么会有
这么大一个坝子？”不错，眼前真是一
个坝子，这就是潭溪自然村。

潭溪所在的坝子占地大概有千
亩 ，一 百 多 户 白 族 农 家 在 这 里 生
活。在人们印象中，就典型的山区
炼铁乡而言，潭溪村自然风貌真是
神奇，估计方圆几十里也找不到这样
一个坝子，在更高的地方由于人烟稀
少，没有大路，还有山形原因，很难看
到潭溪村全貌，在更低的地方经过
就更想不到，在山上还会有这么奇

特的另一番天地。
漫步在潭溪村子里，在田间地头，

深感到这是一个很灵性的村子。穿梭
于村子和田间地头清澈见底的山泉
水，使“潭溪”两字也显得水灵灵的，让
村子里男女老少脸上都洋溢着无法用
言语表达的灵气。从罗坪山流下来的
山泉水经沟渠引到村里，引到田间，作
为饮用水和灌溉。十多年前，从村子
向罗坪山望去还可以看到泉水从山崖
倾泻而下形成的一段段白色瀑布，下
面还建过小水电站，可想而知那些年
水量还是大的。在还没铺设自来水管
时，因白天牲畜饮水和在沟渠边活动的
影响，村民们就在夜晚或清晨，拿两只
桶，到离自家最近的沟渠里打水，用双
手提或用扁担挑回家，这样往返几次，
一家人一天的用水问题就解决了。如
今，每家每户都通了自来水，在夜晚或
清晨到沟渠里打水也就成了历史。

一直以来，潭溪坝子里都是稻田
和玉米地，不管是播种栽插、农作物不
断成长的时节，还是收获的季节，潭溪
村展现出来的永远是一幅幅色彩斑斓
诱人的画面。十多年前，核桃价格开

始狂涨，核桃树成了“揺钱树”，核桃果
成了“金果果”。潭溪村的海拔、水土
也是核桃种植的优选之地，所以，很多
良田在几年的时间里种上了核桃，如
今已是遮天蔽日，核桃树占领了田地，
包围了村子。

今年清明节回去扫墓，在山上往
下看潭溪村，这个神奇的世外桃源尽
收眼底。此时，正是核桃树披上崭新
绿装的时节，整个坝子被核桃树“染”
成了绿色，那些青瓦白墙的民居和小
洋房，大多藏到了核桃林里，只是有的
地方偶尔透出星星点点白色的建筑，
若隐若现，仿佛在观看一部有关绿色
海洋里的海市蜃楼的影片，初次看到
这样的场景，可能会产生村里仅有这
几户人家的错觉。

刚进入村里就有一个小广场，说
是广场也只有三四百平方米，就是村
民在农闲时不由自主地汇聚到这里三
五成群地闲聊，相互交流各方面的信
息，或是家长里短什么的。在春节、中
秋节等节日，小广场更是其乐融融、热
闹非凡。伴随着节日的氛围，小孩有
的在追逐打闹，有的在一起玩手机游

戏，有的在专注地等待烧烤摊上的烤
串；妇女们有的忙着织毛衣、捡拾各种
蔬菜等手活，有的在说悄悄话，感觉相
互间有倾诉不完的秘密。傍晚，这里
成了广场舞的天地，有几个中年妇女
还在那拍视频，她们要把这山村中的
曼妙舞姿传到外面的世界……

不管什么时候回到潭溪，我在早
晨、中午、傍晚都会出去走一走，感受
潭溪坝子田园风光的独特魅力。走在
菜地旁的沟渠边，看那清澈见底缓缓
流向远方，流向田间地头的山泉水；
走在稻田里，看那成熟饱满的金黄色
稻穗都弯下了腰，像是在列队欢迎；走
在玉米地里，看那玉米棒上的“胡子”，
有红的、蓝的、绿的，颜色甚是鲜艳，从
玉米棒顶部垂下，就像一条条小小的
彩虹，这是玉米包正处于成长期，有的

“胡子”开始变黑、枯萎，这表明玉米包
饱满成熟了……

最近，又逢假期，我与家人又回到
了潭溪村。第二天中午，照例，我独自
一人又出去走了走。走在进村的水泥
公路上，道路两旁的田地里都是密密
麻麻的核桃树，这些核桃树都披上了

绿装，遮天蔽日，把炽热的太阳光都挡
在了外面，只是偶有稀疏的几束光，穿
过核桃绿叶的层层封锁，亲吻大地。
在核桃树的作用下，潭溪坝子变成了
一个大大的空调房，凉凉的，舒服极
了。这样的季节，在这样的公路上不
管是走路还是开车，都是一种享受。

不知不觉，走到了坝子的边缘，下
面是陡峭的山坡，放眼望去，远处的村
寨、田地尽收眼底，只是目之所及都是
坡地或沟壑，相对平整一点的地都难
找，从内心再一次感受到潭溪坝子的
独特之处，真是上天的恩赐啊。

远处映入眼帘依山横贯而过像一
条巨龙的大漾云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
路大动脉拉近了潭溪村与外界的距离，
也把潭溪村和周围的村子送上了这条
预示着希望和未来的高速“传送带”。

转身看看身后的坝子，沿着高速
公路延伸的方向远眺，一幅美好的画
卷正在徐徐展开……

潭溪村民众灿烂的笑容，坝子里
流淌着的清澈的山泉水、一草一木，都
是构成这幅美妙画卷的主角，更是幸
福的底色和主色调。

潭 溪 画 卷
■ 罗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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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从远方来
有人回到了故乡
下关风默默数着路人
等待的情绪很蓝
缘分的小路很近
眼睛住满星星的女孩
本身是一枚月亮
从兴盛桥走下来
面庞散发柔和而幸福的光芒
长裙及阶
天使开始散花
一千只海鸥缓缓飘过
这样的时刻
适合与含情脉脉的洱海站在一起
在相爱里仰望苍山

春天向爱而生
穿越大理风花雪月的江湖
西洱河多想留下来
万条垂柳挽留的姿势
花朵和云朵绽放的声音
苍山把满天星星接过去
世间万物让我们心存热爱
哦 眼睛住满星星的女孩
苍山洱海在身畔践约相守
温暖在眼中弥漫
有爱可以天长地久
有人可以白头偕老
真好

张燕君
相爱里

仰望苍山

风篇
在大理 如果要给风取个名字
就叫它作下关
苍山和哀牢山之间的长山谷出口
大风从南往北吹
洱海起波浪
风水有其势，人间有其情
我甘愿做波浪里的那一个渔夫
只要我的爱人
是弄翻了风神瓶子的公主
她笨拙一点也无妨

花篇
寒止于凉 暑止于温
花爱花成
送花当送上关花
朝珠花
奇香闻十里
瓣株大如莲
今年花开十三瓣
月月都是你
我要把这朵神奇的花儿送给你
要把这朵花儿的情谊送给你

雪篇
我见过无数相亲相爱的雪花
它们都没有名字
只有你叫做苍山雪
我愿意把自己的爱情托付给你
从此 身披银甲
仗剑天涯
山河早浪漫
是心头雪
浇开了大江南北的遍地花

月篇
群山睡去 洱海醒着
百里清波荡漾
朗月随行
苍山是一封古老的情书
十九峰 十九章节
你读过由流水护送的情书吗
你收到过由流水送来的情书吗
站在洱海的边上 站在画中
你面向苍山 我面向洱海
天籁寂静
山水有相逢 我俩有相拥

松鼠 曹继升 摄

时，大理仿佛是一位站在时光
婆娑中的老人

那时的大理，顶着如苍山
雪般的白发抚摸着我的童年，似乎连每
日的阳光都是充满慈爱的。

我最爱清晨时，北门楼下那些早点
铺里传来的食物的香味。或许会忍不
住买一个裹着土豆丝和油条的肉酱饵

，或许会控制不住地迈进巍山火巴肉饵
丝的小店点上一碗招牌，又或是，早就
被妈妈亲手做的汆肉米线填饱了肚
子。无论是什么，那些食物的酸辣、咸
香、软糯,不仅能满足我的口腹之欲，还
能让我品味到独属于大理的诱人气息。

我也爱那八九点钟，充满生活气
息的菜市场。无论是在我母校大理一
小旁边被称为“小菜市”的菜场，往来
车辆和人群都络绎不绝的北门“大菜
市”，还是靠近南门的绿玉菜场，每一
个我都好喜欢。清晨的阳光洒落在阿
嬢阿奶的挑菜篮子里，照得瓜果蔬菜
尤其鲜嫩可人。此时，汉话、白族话、
彝族话等等语言混杂交织在菜场里，
吆喝声、讨价声和交谈声此起彼伏，大
家忙碌的身影穿梭在人群中，脸上都

洋溢着热情朴素的笑容。
我还爱那铺着石板路的大街小

巷。还记得一年级时，在上学途中偶遇
过一个来大理旅游的阿姨，那时的大理
古城安静又祥和，并没有那么多的游
客，而那条路上也只有我和她。她小心
翼翼地礼貌询问我是否可以帮她拍一
张照片，我拿起那部诺基亚有些不知所
以然地按下了快门。再后来，我才知
道，那个地方叫“洋人街”，在外地很出
名。于是我开始探索，去寻那些“鼎鼎
有名”的街巷的特别之处，比如洋人街
的白族特色建筑与西方的酒吧餐厅的
艺术结合，还有红龙井正中央那条潺潺
流水的小溪为古城增添的灵动韵味，以
及那些叫不出名来的、被青瓦白墙包裹
着的小巷子里的烟火气息。

慢慢地，我长大了些，大理仿佛深
沉又严肃了许多，不骄不躁，开始反思
作为一座文化古城，如何继续过去的
辉煌。

许久未归家的我，走在熟悉的街
道上，看见的是与往日不同的场景。那
些干扰视线的电线消失了，占用街道的
小摊收走了，街上的巡逻人员也多了

起来……清爽整洁却又保留韵味的古
城，让人更愿意停留，为此，大量的游客
慕名前来欣赏大理的风情。

而如今，我已走上工作岗位，相隔千
里，许久未见，却感觉大理更加青春了。

或许是科技的进步带动了曝光率，
在社交媒体上也有众多网友发布着与
大理相遇的那些事儿。

于是，就像是需要重新认识一样，
我开始频繁地在网页上搜索关于大理
的点滴。“大理旅行 vlog”“旅居大理”

“大理旅行攻略”……每一段文字、每一
个视频，都让我无比怀念在大理的日
子。我闭上眼，幻想自己此时和视频里
的游客一起去扎染裙子，或是去体验甲
马拓印，有时候则是一起在稻田里、洱
海边拍照，有时候一起去吃那些我已经
很久没有品尝过的美味。

我很开心能认识一些新朋友，看到
五湖四海的朋友相谈甚欢，我为大理感
到值得，也为游人感到值得。

游客与大理在最好的时光里相遇
了，本就是一件彼此成全的美事。

真好，大理正值青春，意气风发，有
着永不消散的热情和经久不衰的魅力。

差到朋友所在的滇西南某市，
宾馆离他工作的地方很近。我
们去朋友那儿参观，看到楼下

有很多芒果树，树上挂着大大小小的
果实，十分可爱。

我们问朋友，树上那么多芒果，是
不是可以摘来吃。朋友笑着说，早在
十年前就试过了，发现完全不能吃。
那些芒果没有经过打理，个头长不大，
酸味很重。朋友建议，如果打成果汁
再加糖调味，应是能勉强下咽。

听朋友的描述，我想起以前的购
物经历。并不是每次买的芒果都软糯
香甜，有的芒果没有熟透，酸涩难咽，
好像在记忆里都留下了酸涩的味道。
这挂在枝头的果子，远远欣赏一下就
好，还是不要去品尝了。

一天中午，忙完工作回宾馆，从芒
果树下经过，刚好有芒果落下。芒果
摔到地上，轻轻裂开一道缝，果皮是青
色，露出的果肉却是金黄的。看着如
此新鲜的果子，我忍不住捡起来闻了
闻，那是大自然的味道。虽然朋友提
醒过这芒果味道不佳，我还是把芒果
带回房间。

清洗削皮之后，我小心翼翼尝了

一小口。大概是因为有先入为主的
想法，认为这芒果不好吃，所以尝到
第一口后的反差特别大。我像发现
了新大陆一样惊喜，这芒果不仅好
吃，简直是我吃过的芒果中最好吃
的，香甜中夹带着自然的酸味，吃起
来更为爽口。

第一次吃到从树上掉落的芒果，
感觉很新鲜，同时忍不住回想朋友的
经历。

朋友当时摘的芒果酸涩，所以品
尝之后再没动过摘芒果吃的念头。
十年来，他与楼下的芒果擦肩而过。
倒是我们这些外来者，带着好奇心尝
试，居然有了新发现。这让人忍不住
想到很多。

原来，我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历
认识这个世界，而个人经历终是有
限。朋友最初品尝的芒果不好吃，如
果继续尝试，或许会遇到好吃的芒
果。我偶尔捡到好吃的芒果，也不能
保证后面遇到的芒果是否好吃。所
以，一切都有变数，我们能做的便是用
开放的心胸迎接一切。对于树上掉落
的芒果，在没有亲口尝之前，都不要去
轻易下结论。

掉落的芒果
■ 施福昆

出

大理正青春
■ 董柳

幼

龙耳厂里桃花香
■ 陈欣蕊

对

虞卫东
风花雪月
的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