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洱海

乡愁大理

雾
锁
石
门
关

王
子
文

摄

2024年6月24日 星期一 投稿邮箱／dlrbtg@163.com
本版责任编辑／王晓云 终校／杨磊

家
园

李
树
华

摄

已

氵比

落

清

是人间四月天，正逢清明采茶
时，我来到无量山樱花谷。每年
冬至前后，名闻遐迩的无量山樱

花谷粉樱竞放、云蒸霞蔚，春意盎然，这
里仿佛是春天最早到达人间的地方。
眼下樱花谷中冬樱早已树树成荫，如云
绿荫下一墒墒新茶初碧，嫩芽竞长，气
息含香，采茶姑娘如蜂似蝶般忙碌，一
派勃勃生机。沿着樱花谷中一条隐秘
的山间公路，自二号景区蜿蜒而下，车
行三四公里，峰回路转，谷底核桃林掩
映处，即是小有名气的山花村。

常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
来。山花村正如其名，环村屏翠，满谷
冬樱花芳芬已过，各色杜鹃漫山遍岗经
春至夏，桃妍杏妒四时花开不败，似乎
春天总在此间单曲循环。身入此间，人

恍若落在井底，四望皆青山，呼吸之间
满满氧离子，繁碌的人间消失在青山
外，光阴驻足，时光变慢，仿佛开启了人
间桃源的密码，适合修复现代生活下的
焦虑和紧张，地窄心宽，适宜诗意栖居，
物我两忘。

小桥流水人家，一条名曰“莫多克”
的溪水从山花村中奔流而过，上面新修
建了拱桥，两岸山坡上，三三两两、错落
有致地散布着三四十户人家。涧水虽
小，但山险箐陡，水流湍急，潺潺流水像
一曲优美歌谣，终年为人们的生活伴
奏。尤其静夜、清晨，缓行于架设涧水
上的游览步道，驻足凝听，淙淙流水就
一直流进内心，流进灵魂深处。小剑湖
挂起一个两三丈的小瀑布，水雾随风飘
洒，即便夏至，清风冷冽，寒人肌肤。沿

涧边一大片核桃林，春末夏初时节，嫩
枝绿叶密密交错，遮荫蔽日，捧书其下，
乘凉纳暑，舒心惬意；夏长秋深，则硕果
累累。

一个村庄，没有几棵古老的树，很
难找到历史根源，就缺少积淀底蕴。
山花村最引人瞩目的是数百株老茶
树，大多是树龄两三百年的古茶树，
如今已经挂上了身份认证标签，成为
受保护资源。房前屋后，地埂村畔，
或者单立，或者一排，甚至一园一片，
蓊蓊郁郁，苍劲遒奇，秀出一道道风
景。老茶树坚守脚下干净的土地，保
持初心和本真，安详守望着村庄，默
默孕育出独特的茶香。每一株古茶
树，都像胸罗无数故事的老人；每一
片古树茶，都有自己的天然味道。古

树茶的故事，甘美醇厚，余味悠长，历
风雨愈加纯正，随时光更添回甘。山
花古树茶的质朴隽永味道，被人们喜
爱和传说，逐渐走出大山，走向昆明，
走向广州深圳，开拓出一方市场，润
泽乡亲。几乎家家户户院中都晾晒
着数簸箕新茶，茶香飘溢村庄。主人
大碗粗茶相待，尽显简朴无奢真谛。
生活是泉水，人生如老茶，品，细品，
仔细品。

德不孤，必有邻。提起山花村，有
一个人无法避开不谈。退休教师杨元
臣老人像山花村最古朴的那棵老茶
树，闪耀着平凡而动人的光芒。杨元
臣助人为乐，是四乡八里公认的活雷
锋。杨元臣感党恩践于行，默默无闻
做好事，热心无私为乡邻，是省级、州

级优秀共产党员。杨元臣也是“全国
优秀园丁之家”“云南省先进教育工作
者”，杨元臣还是南涧县“首届道德模
范”。唯德，有口皆碑；以行，行胜于
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山花村因
杨元臣而更增名声，虽天远地偏，不乏
慕名探访者。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唯此间山水
皆俱。无须种花，仰头可见樱花与蓝天
白云争妍；无须养鸟，推窗即有鸟语婉
转悦耳。村中偶闻鸡鸣狗吠，小道上牛
羊归家，晨晖暮色间升起炊烟，田地里
人们侍农弄桑，我们再次返回曾经熟悉
的乡村田园生活，重拾乡愁的味道，这
是我们梦中家园的影子啊，是一个精神
可以暂时寄宿的地方。

闲 趁 茶 香 访 山 花
■ 张燕君

江峡谷的夏天，是漫长而燥热
的。这种燥热的日子要从立
夏过后，一直持续到立秋节

令到来之前。
在这漫长的几个月里，人们每天

都在望眼欲穿的等待中度过。“农家
少闲月”，这段时间虽然被称作“农
闲”时光，但沘江之畔的农家却很少
有闲人，除了年轻人外出打工挣钱
外，在家的老人和妇女们在田地里施
肥、除草、薅秧、养猪养鸡、放牛放羊,
上山收木耳香菌松茸等野生菌、采天
麻黄芪续断半夏柴胡板蓝根等野生
中药材，家里家外、田间地头、山上林
间，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用这
样的忙碌，等待一场新的盛大而繁忙
的农事——秋收秋种的到来。

这个时候，在沘江峡谷，农家的
日子是充实而有滋味的。

刚刚经历了夏收的人们，将收获
的大麦、小麦、蚕豆、豌豆、油菜晾晒
干了装进柜里，紧张的身心一下子松
弛下来，什么也不想做，就想蒙上头
美美地睡上几天。但不出三天，心就
慌起来。忙惯了的人，一旦闲下来，
便觉得哪儿都不舒服，他们渴望着找
些事情去做。

除了田间地头、山上林间的活
计，对女人们来说，永远有做不完的
事情，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比如
拆洗被褥啦，纳鞋底啦。平时地里
农活忙，都是偷空缝上几针，这下有
了时间了。

村里的男人们在夏天也并没有
闲着。从立夏到大暑，他们总是能
够在田地里找到无穷无尽的活计。
立夏，是夏季的开始。气温显著升
高，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旺季生长
的一个最重要节气。这时候，是头
道薅锄包谷的关键时节，有“立夏种
半田”之说。从小满开始，大麦、小
麦等夏收作物，已经籽粒饱满，夏熟
作物先后成熟，要抢晴收割。芒种，
最适合播种谷类作物，要抓紧早稻
培育管理，及时耘田、适时播种栽

插。“夏至忙忙，点火栽秧”，这是峡
谷中插秧的最后时机。其实勤劳的
乡亲们早已完成了栽插，从夏至这
一天起，进入炎热季节，天地万物在
此时生长最旺盛。乡亲们不失时机
加强夏季田间管理，清除杂草，防治
病虫害。小暑，天气已经很热了。
此时，面临着汛期和干旱的转折，村
民们在抓好防汛的同时，及时掌握
气象信息，加强蓄水防旱。大暑是
一年中最热的节气，这个节气雨水
多，注意防汛防涝，水肥田间管理是
当务之急。

天麻麻亮，远处传来鸡叫狗吠，
村子渐渐热闹起来。炊烟袅袅，开
门，扫地，催娃起床声，此起彼伏，大
人陆续上坡了，爸爸担着马草篮，去
田埂上割草，打扮田园，露珠晶莹剔
透，在草尖一闪一闪；妈妈上坡整理
包谷地，除草，施肥，包谷地里绿油油
的，壮苗一天胜一天地往上蹿。睡眼
惺忪的小屁孩们，打开牛栏羊圈，骑
上牛儿，吆喝着，走江边，过阡陌，蜿
蜒上坡，小花狗儿在后面屁颠屁颠，
山坳上的山花露出笑脸，霞光苒苒，
牛儿啃草，羊儿蹦蹦陡坡转。

也有几个闲人，外出打工回来，
家里的田地早已经租给别人耕种，闲
得无聊，则聚在门前的空场上或树荫
下，围了一圈看下棋，站着，或蹲着，
有一句没一句扯着闲篇。无非是你
家收成如何，我家打了多少担粮食。
还有，谁家的儿子在城里买了房子，
谁家的姑娘找了一个有钱的人家，多
是一些与己无关的话题。

村头有老人坐在草墩上，一个
烟锅叼在嘴上，烟圈缕缕。灶房里，
女人忙着收菜洗碗。窗外，已是晚
霞映照，天空风轻云淡，野鸡展开五
彩的翅膀，飞翔于林间，山坡上茶园
一垄一垄泛着绿波。

沘江千回百转，在千山万岭间
萦绕流淌，夕阳返照，山清水秀，景
美人欢，好一派沘江峡谷的夏天，燥
热中生机勃勃，诗意绵绵。

峡谷的夏天
■ 杨卓如

日的余晖洒在巍山古城大
大小小的街巷，霞光照耀下
的古街显得美丽、祥和，晚

饭后的古城热闹非凡，摆夜摊的陆
陆续续走上街头,开始准备夜间的
美食，走过街头小巷，都会看见一
排排的小摊子，烧饵块、烧苞谷、麻
辣烫都有，烧苞谷的焦香味，时不
时地在飘荡。

好香呀，不禁勾起了我的食欲，
忍不住买了一个。想想，应该有三十
多年没有吃烧苞谷了吧。啃着香甜
的苞谷，儿时的幸福感和愉悦感浮上
了心头，脑海中回忆起了小时候烧苞
谷的情景，心里感慨万千。

我出生在偏远的小山村，有一
条崎岖的小路通往离家五里地的公
路，家里唯一能种水稻的田在公路
下的河边，面积少产量低，不够一家
人吃半年，日常生活通常是煮点米，
上面拌上苞谷面，菜就是豆角和南
瓜汤。除了吃饭，也没有零食、水果
可以吃，肚子饿了，最开心的就是在
饭熟前能够边煮饭边烧苞谷吃。三
脚架上煮着罗锅饭，下面一边煨着
铁水壶，另一边可以烧苞谷。烧苞
谷不能心急，与火靠得太近，容易烧
糊，表皮烧焦了，里面却还是生的，
吃不成。烧苞谷也讲究火候，只能
慢慢地烘烤，烤得微黄，翻一翻，再
烤另一面，接着再烤下一面，直到所

有的面都烤黄了，再烤一遍，把微黄
烤成焦黄，这样烧烤出的苞谷是最
好吃的，烤好一个苞谷大概需要三
十多分钟。烧好的苞谷拿在手里还
很烫手，就急不可耐地拨拉几颗放
进嘴里。甜味带着焦香,咀嚼时的美
味和满足妙不可言，那时候，烧苞谷
就是世间最好吃的美食，是祭五脏
腑的灵丹妙药，烧苞谷成了儿时的
最爱，渴望天天年年都能吃上烧苞
谷，唉，那其实是奢望，只有七八月
份青苞谷上市才能吃到。

长大后，到县城上学，很少回老
家，假期回家也不是苞谷成熟的季
节，吃不上烧苞谷，再说，小时候吃得
多了，也没有新鲜感，甚至有点厌恶
了。工作后，也没有吃过烧苞谷，看
见烧苞谷也没有想吃的欲望。

随着年纪的增长，经常回忆起
小时候的人和事，过去认为稀松平
常的事，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十分
有趣。这也许是念旧吧，毕竟，少年
时代日子虽然困苦，却少有烦恼，无
忧无虑，也算是幸福的童年。长大
后，才发觉成年人的不容易，会面临
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压力，人到中年，
不得不负重前行，有时感叹，回不去
的童年啊！

烧苞谷的记忆，是对美食的回忆
和对童年幸福时光的追忆，也是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烧苞谷的记忆
■ 胡家俊

晨，见母亲在离家门口不远处口
袋公园的莲花池塘旁伫立，左顾
右盼，独自看得津津有味，忍不

住好奇，我也凑上前去一瞧，哦，是一朵
白莲，小巧玲珑、细致可爱，亭亭玉立于
莲叶之上。才破晓时分，就已绽放得精
神抖擞、风姿绰约，美丽极了。这清新
脱俗的模样，让一向拙于言辞的母亲也
恋恋不舍，并赞叹直呼：“漂亮，好漂
亮！”逗留了一会儿，我不得不出门了，
但心里却生起了淡淡的喜悦，我知道是
因为这一朵白莲的缘故。

来到学校之后，待教学工作告一
个段落，歇息时啜饮茗茶，却不禁想起
那一朵白莲。初中时读过周敦颐《爱
莲说》，莲花的千百种姿态，一一浮现
在脑海中。周敦颐观察入微，又细腻
易感，他娓娓道来：“出淤泥而不染，濯
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
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焉。”文质彬彬、谦谦君子的形象栩栩如
生，莲若有知，应该庆幸有这样的一位
知己。

回想这个水塘的莲花，在寒露时
节，是邻居从别处移植过来。起初，水

质混浊、叶片枯萎、根茎腐烂，几条小鱼
也似奄奄一息，多日之后，依然如此，原
本以为只有放弃一途了，然而母亲语重
心长的殷殷明示：“现阶段是适应、调整
期，要有耐心。”我虽半信半疑，但也莫
可奈何，只好静观其变。没想到，才几
天光景，水清鱼现，新叶田田，又历经霜
降，已有花容展现，活脱是一个生趣盎
然的小天地，生命有无限的可能，果真
不容小觑！

从这一朵白莲，很轻易地就联结
上另一朵白莲，那就是黎巴嫩文坛骄
子纪伯伦。自年少迄今，他的作品《先
知》一直摆放在案头，书中的真知灼
见、超凡智慧，陪伴我走过许多悲欢岁
月，喜欢他轻轻柔柔地吟诵道：“灵魂
绽放它自己，像一朵有无数花瓣的莲
花。”而他自己就是那最单纯、最深邃
的一朵。一个伟大的心灵，以最单纯
的面貌出现，如同诗人席慕容所言：

“在我们进入了他的世界之后，就会跟
随他，开始了一种温柔而又缓慢的蜕
变。”

物质生命，有时而尽，但精神生命，
却能够亘古永恒。千年前，濂溪先生的

莲花早已衰败腐朽、化为虚无；黎巴嫩
的绝世清莲纪伯伦，也在上一个世纪，
英年辞世淹没于荒烟蔓草间；而清晨，
庭院里绽放得神采奕奕的那一朵，也终
究会颓敝、凋零。然而，就在这舒适静
谧的初秋，我同时邂逅了它们。当然，
它们绝不是同一朵，却又是同一朵，同
样是出淤泥而不染、花中君子的那一
朵。如此的际遇，既奇幻又美丽，值得
感谢上天的恩赐。

黄昏，一到家，又见母亲的身影在
莲花塘旁停留驻足，我尚未趋近，她已
大声宣告莲花已闭合休憩的讯息，语
罢，兀自进屋里去了，留下我伫立于朦
胧的暮色中。这时，再度想起纪伯伦
的关于“快乐与悲伤”小诗：“悲伤在你
心中切割得越深，你便能容纳更多的快
乐……当你快乐时，深察你的内心吧！
你将发现，只有那曾使你悲伤的，正给
你快乐。”这诗幽幽诉说的，不正是一朵
朵从污土淤泥中生长盛开的晶莹剔透
的白莲吗？仲夏的傍晚，晚霞绚烂，轻
风不燥，苍洱如画。此时此景，能与花
儿道晚安，这邂逅白莲的一天，便是个
温柔美好的一天。

那 一 朵 白 莲
■ 施福昆

盛夏挡不住的美景
悄悄破门而入
眼里装满生机
心里装满绿意
晶莹剔透的樱桃
金灿灿的杏子
红红的荔枝
亲手栽种的
自然生长的
直教人垂涎欲滴怜爱有加

红红火火的车厘子
红红绿绿的桑葚
酸甜可口的杨梅
绽开了甜蜜的笑脸
笑遍了十里沟谷
直教人心驰神往
漫山遍野的绿茶
香飘四海
漫山遍野的新绿
装点山岗
脚下的泥土芬芳四溢
眼前的壮锦美不胜收
盛夏美好静谧
生活芬芳甜美

小时候 在妈妈的怀抱里
数着那天上的星星
数呀数呀数不完
在蓝蓝的星空里
去到了梦乡

长大了 在城市的角落里
找寻那天上的星星
找呀找呀找不到
在黑黑的夜空中
回到了寂寞

星星呀 你们都到了哪里
星星呀 你们是否还记得
那个追星星的少年

星星呀 请你等等他
别再躲起来
最是那黑暗的夜晚
等一等那唱童谣的孩子

纯粹的山峦
多么俊秀
那饱满的云朵抵达每个地方
鸟们掠过树林
用歌捧场
六月的庆华
六月的思绪

六月的庆华
六月的花海
白的 红的
次第开放
惹得蝴蝶翩翩而来
蜜蜂尽情起舞

六月的庆华
花是唯一的主角
逃离了城市
这儿是梦的起点
诗和远方交汇的地方

秋雨
一场连绵的雨 略带寒气
几天下来房屋开始
低头喘气
关紧窗户 任凭鸟儿啄食窗台
一场连绵的雨 洗涤着金灿灿的稻谷
毛毯一般铺平
一把银色的镰刀在某个角落
霍霍作响 蓝色的天空偷窥山峦云层
很久了

盛夏破门而入 张世杰

仰望星空 罗文烂

六月的庆华 杨嵩明
（外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