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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种子已经播下 唐家盐

红 花 开 处 是 故 乡
■ 陆向荣 文／图

诗人说
昨天有点远
乡愁有点长
告别除夕给春天一杯酒
桃花给立春一抹艳
惊蛰给小雨一声雷
清明的雨水踏梦而寻
一抹思念母亲的眼泪
立夏的蜻蜓衔来一粒种子
长成诗歌的模样
那个会撒娇的小雪
是诗人终身相伴的温暖

小寒牵着大寒的手
诗人心中燃起的火把
交给无量山下
胜利小学诗意的种子
但愿再次归来
桃花朵朵
书声朗朗
童稚的璀璨

诗歌与少年
在无量山苦荞地里发芽
闪光的犁铧
漫山遍野的荞麦花
那些蜜蜂吻过的诗句
飞出大山
走向都市

无量山诗歌的种子已经播下
诗人的诗心
催发大山的坚韧
那些渴望走出去的目光
一如曾经
诗人来时的路
彝家熊熊的火塘
山鹰的翅膀
梦幻的行程

玉米棒子低头的时候
是成熟丰收的时节

一层二层三层
剥尽干枯发黄的子叶

一行行排列整齐的玉米
焕射出阳光的金灿

丰收的声音跌入浑长的蛇皮袋
鼓鼓的

一粒粒匀称的鼓点
时光交汇处
与一轮滚落山坡的夕阳欢快击掌

掰玉米 闫建斌

列村的清晨，是在清脆的鸟鸣声
中醒来的。

而在鸟鸣声响起之前，我的
母亲，已背着竹篓下地采红花去了。

巍山五印咱列村的春天，除了房前
屋后田间地头的桃花梨花杏花，那一坡
坡的红花，更是最惹人眼的风景，红得
热烈，红得耀眼，直至清明，仍没有落幕
的样子。站在门前的红花地边，太阳慢
慢从东山顶上升起，一望无际的红花地
里是耀眼的金黄，不知道是红花的金黄
还是朝霞的金黄？

又或许，红花的颜色本身就是阳光
的颜色。

故乡的红花属菊科植物，是一种生
命力极其顽强的中药材，是一种油、药、
饲料、天然色素、染料兼用的经济作物，
因亚油酸、维生素含量较高，具有活血
通经、散瘀止痛等功效，其花丝作为一
种名贵中药材，被广泛用于治疗妇科
病、心脑血管病和跌打损伤。

记得小时候，老家的山地和梯田
里，种植得更多的还是玉米、水稻、大豆
和小麦……红花，只有农户偶有种植，
因为面积少，产量低，交易也极为不便，
每到红花采收季节，我经常跟着母亲到
一村一寨收购红花，到了街天再到集市
上贩卖，从中赚点差价。

那个时候总觉得，红花貌似是一种
外来的物种，当不了饭吃，只有水稻和
玉米，才是最正经的庄稼。如今查阅相
关资料才知道，其实在我的故乡巍山，

红花种植历史悠久，在清代康熙年间的
史料中已有记载，是云南省最主要的红
花产区，以其色素含量高，色价高而驰
名，如今巍山县红花种植达1.9万亩，产
量达350多吨，产值达4800多万元。

在故乡的澜沧江深山大峡谷中，红
花是一种极为耐旱的作物，无论是在大
河之畔，还是在高山之巅，只要种子一
沾泥土，生命的嫩芽就会迎风生长。随
着气候的变化，连年的干旱让蚕豆、豌
豆、小麦等小春作物基本上少有收成，
而红花不同，无论天再旱、风再寒，它也
能茁壮成长。

连年上涨的价格，更是让红花成了
母亲的“新宠”，如今家里的几十亩山
地，小春里种的全是红花。每年秋收之
后，锃亮的犁铧亲昵地亲吻着泥土，深
翻出一道道芬芳的田垄，母亲将红花籽
撒在精心耕耘好的山地里后，一切靠天
照料，不用费太多的精力。在她的眼
里，红花就是自己的另一个孩子，看着
红花像坡地边滚爬的孩子一样一寸寸
长大，她的目光里充满了慈爱的光芒。

田家少闲月，三月人倍忙。红花
在一天天长高、打蕾……到了农历二
三月份，一片片金灿灿的红花开满田
间地头，随风轻轻摇曳舒展身姿，母亲
便开始忙碌起来了。采红花是一件很
累人的活计，可能是为了保护她那漂
亮的花蕾吧，红花全身长满了尖尖的
小刺，让人很难靠近，更何况要把小小
的红花一朵一朵采摘下来，不受点苦

是不可能的。
关于红花长着的针刺，还有这样

一个传说：红花原是一位窈窕淑女，因
忧郁成疾，月经不调，面黄肌瘦，终至
虚劳而死，死后变成红花专治女性疾
病，使女子体健肤美，为自卫从叶边缘
生出各类锯齿状针刺，使人取之不易。

在尖刺的簇拥下，每株红花上都
有数十个饱满的花苞。别看这些花苞
不大，却像个有魔力的小宝瓶，开出的
花蕊采了不到三五天，新的花蕊又冒
出来了，开得那叫一个如火如荼、不依
不饶，花期长达一个多月，一朵花有时
可以采摘六七次，直至枝干枯萎花苞
结籽。

中午时分，母亲背着半小篓红花回
家了。“今年红花长得好，树长得高，采
摘起来也比往年费力，天天采摘都采不
完。”母亲说，采摘红花最好要在早晨和
傍晚，那时候红花的刺最软，白天太阳
一晒，刺就变硬了，更扎人。当然，要是
红花种得多的人家，则是顾不上什么软
刺硬刺的，即使是在大热天，也能见到
红花地里乡亲们忙碌的身影，有的人家
甚至在夜里打着灯采摘。

时间长了，有人便想出了些土法子
来对付红花上的刺，比如母亲就用创可
贴把十根手指包起来，但就算如此也不
能完全杜绝红花尖刺的伤害，因此每年
采红花的季节，也是母亲的双手最为粗
糙的时候。

采红花，是一件细活累活，虽然一

次又一次被刺伤，但在母亲眼里，红花
满身都是宝，是村庄里最漂亮的花儿。
孩子上学，要用卖红花的钱交学费；逢
年过节，要用卖红花的钱买东西……红
花凋谢后结出的红花籽可以到市场上
出售，红花秸秆还可以制作成饲料喂养
牛羊。

而我的母亲，也像一株极普通的
红花，大半辈子都在这块土地上劳

作、生活，即便日子再苦，她也能坚守
着那些坡坡地与梯子田，把日子过得
有声有色。如今，许多村庄因年轻人
外出务工，变得空荡和消瘦，而我的
故乡，却因大片大片红花盛开而变得
丰盈和充实。

红花开处是故乡。红花盛开，让村
庄有了最隆重的仪式感，充满了希望与
收获。

天在大理坝子悄悄溜去，接踵而
来的是夏天的脚步紧跟而上。
大理坝子的夏天动感十足，以其

火辣辣的热情照耀大地，促使万物快速
生长，绿意森森，充满生机和活力。

仰望天空，天上的白云像转场的绵
羊，从苍山背后，或三五成群，或成群结
队般涌进大理坝子的天空。大理坝子
的天空成了放“羊”的大牧场。这些从
北方大草原迁徙来的“绵羊”，被大理的
风一吹一刮，洁白染身地自由飘荡，点
缀蔚蓝色的天空，蓝白相间地演绎出一
篇隽永的散文诗。其中有些俏皮的“羊
儿”从天上溜下来，沿苍山山腰的南北
两方向奔跑，演变出一条白绸带横束苍
翠的山腰上，形成长亘百里、竟日不散
的亮丽风景，大理人把这种自然现象称
之为“玉带云”。这条“玉带云”传说是
猎人为了挽留住被召回天庭的仙女，而
扯着她的裙带遗留苍山半山腰的。“玉
带云”是吉祥的云，她的呈现预示着大
理坝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按照白族
的农谚说，“苍山系玉带，饿狗吃白米。”
由此可见，大理坝子的云彩不仅变化多
端，而且让人浮想联翩。众所周知的

“望夫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把山
顶上飘浮的一朵云，给予它人性化的寄
托，演绎出一场爱情悲剧，是白族人智
慧的结晶。

夏天，多雨。雨多水沛，空气湿润，
植物疯长，苍山十九峰披上一件墨绿色
的衣裳，彰显出武士般的英武俊气。丰
满的十八溪水，像十八匹白绢飞流直
下，欢欣鼓舞直奔洱海，抒写出“苍洱毓
秀”的诗篇。

果园，春天百花盛开，夏天百果挂
枝，青的是梅子，绿的是西瓜，黄的是
梨，碧绿的是葡萄，粉白的是桃子，红的
是草莓是樱桃，紫色的是李子……一个
绿色世界，孕育出色彩缤纷的果实，给
人们提供甜蜜多汁的水果，给大理人造

就出丰富多彩的夏日生活。
田野，包谷墨绿色，树林般站立，密

不透风，顶端抽穗扬花，一片白花呈
现。一群麻雀飞入包谷地，它们各占花
穗啄食，刹那间花穗晃动不止，在“窸窸
窣窣”的响声中，腾起粒粒花絮轻盈得
像一缕烟飘飞。突然，一声响动，惊起
麻雀“哄”一下子的腾飞，经麻雀的翅膀
扇动，一场蒙蒙“花雨”即时降落。

包谷花絮飘落至秧田，星星点点依
附在秧苗上，起到点缀的作用。栽下的
秧苗，经水、肥的滋养，阳光的照射，水
温的上升，色泽发生着变化，即由枯黄
转变为嫩绿，再由嫩绿转变为翠绿。翠
绿的叶片沾的花絮在阳光照射下熠熠
生辉，招引三五只白鹭翩然降落秧田。
白鹭对秧苗上沾的“白花”极为好奇，伸
长脖子一啄，觉得不好吃，摆头一甩，丢
弃，不再理会。白鹭“闲庭信步”地在苗
棵中行走，时而低头觅食秧田中的昆
虫、杂草，顺带也起到薅秧的作用。这
一幕若用手机拍下来，就是一幅漂亮的

《白鹭耕耘》图。
河流暴涨，水流湍急，一路高歌猛

进，向洱海进发。洱海敞开心扉，接纳
四方“来客”，揽入怀中，轻言细语安抚
来自山野躁动的情愫，让其融入大家庭
中适应新的生活，焕发新的能量。千河
万溪的涌入，使洱海水一寸寸往上涨，
海域扩张，海水漫进了柳树林，洱海变
得丰腴、浩淼，气度不凡。

晚饭后，炎热的天气促使人们走出
居室，向洱海边走去。人们来到洱海
边，放眼洱海，洱海呈现出“半江瑟瑟半
江红”的美景欢迎游人的到来，人们纷
纷拿出相机、手机将洱海作为背景拍
照，留下美好的存念。海风徐徐地吹，
海鸟悠悠地飞，野鸭随波逐浪……恬
淡、静美化解了炎热，夏日的洱海是一
个清凉的世界，大理人的精神家园。美
哉——大理的夏天！

大理的夏天
■ 尹祖泽

夏日蓝雪花 陈妍霞 摄

朵大理的云，是极自由极浪漫
极美好的。

在蓝天之野，挥毫泼墨般
地跑去。一丝一毫的负重也没有，脚
步跟不上怀抱自由的渴望。风，是旷
野酿好的清凉，擦过鼻息，拂过面颊，
带走青草的香。

团团的野云，是波浪，奔跑的你，
是一朵轻快的浪花。你的欢笑和惊
呼，落在脚边，成一粒一粒的星了。

奔跑，是多么畅快的字。走呀，在
蓝天之野里，做自由的云朵。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
就怎么样。一切都是好的，美的，舒坦

的。你愿意躺在柔草般的云上就躺
下，愿意翻个跟头就翻个跟头。你想
跑去蓝天的尽头就跑去，你想在旷野
放肆地笑一回就笑，想痛哭一回那就
大哭一场。若都不愿意，那就什么都
不做，就站在离离野草般的云中，也无
人过问。

晴空蓝悠悠，又高又远，无人束
缚，无规矩无章法，想变幻什么形象
就变什么：一只熟睡的猫，尾巴弯弯
绕绕，挂一枚樱桃；一只大白狗，三角
耳朵，机敏地竖立，随时要逃跑；一条
大胖鱼，圆鼓鼓、慢悠悠地游走了，哎
呀，再变个胖娃娃，抱鱼去……如果

什么都不想变，就随风吹着，翩然、飘
散、聚拢……

团团的野云，从城市头顶飘过。
有人驻足仰望呢，那就飘慢一点吧，掠
过他捕捉的眼睛。或者飘到苍山去，
当森林的草帽；或者飘去洱海呀，做蓝
天的绵羊。

就这样畅快淋漓地飘着，多好。
不管东西南北，不管左右上下，大理的
蓝天是极包容的，任你翻滚奔跑，恣意
流浪；任你独自游荡，大声欢笑。就
是，可千万别下雨呀，不然你就湿答答
的，慢吞吞的，沉甸甸的，就像是，装满
了一个又一个的心事呢！

像大理云一样自由
■ 王顺玲

之气息，浓烈而炽热，仿佛天地
间都弥漫着生命的热情。当阳
光倾泻而下，大地被镀上一层

金黄；当夏风渐起，吹皱一片绿叶红
花；当飞花舞动坠地，落成记忆中唯美
画面；当夏雨渐起，敲击出动人的乐
章。那些关于夏日的记忆便如潮水般
涌来，令人沉醉其中，感慨时光匆匆，
但惜夏日长。

嗅着诗书的芬芳，走进夏日的清
晨，感受宁静与美好。天边泛起鱼肚
白，微风轻拂，带着丝丝凉意。这时，
人们还在睡梦中，只有早起的鸟儿在
枝头欢唱，它们用清脆歌声唤醒沉睡
世界。此刻的夏日，仿佛是一幅美丽
画卷，让人沉醉其中，让我们感受到大
自然的美好，也让我更加珍惜生命中
每一个瞬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需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美好。

随着太阳升起，夏日热情开始逐
渐释放。阳光洒满大地，万物沐浴在
这金色光辉中。树叶在阳光照射下闪
闪发光，花朵也竞相绽放，散发出迷人
芳香。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来到公园
河边享受这难得夏日时光。他们或散
步或游泳或野餐，每个人的脸上都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夏日午后，炎热而漫长。阳光炙
烤着大地，仿佛要将一切都融化。人
们纷纷躲进屋内，或打开空调，或摇动
蒲扇，以此来驱赶这难耐暑气。然而，
即便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总有一些人愿
意走出家门，寻找能够让人心静自然凉
的地方。他们漫步在竹林间，听那竹叶
沙沙作响；坐在树荫下，品一杯清茗，感
受微风轻拂。这样的夏日午后，虽然炎
热，但也充满了宁静与美好。

夏日的夜晚，清凉而宁静。当夜

幕降临，清凉的微风吹拂着脸颊，让
人心旷神怡。天空中繁星闪烁，仿佛
在诉说着无尽故事。人们纷纷走出
家门，来到广场上、公园里、河边等地
纳凉，或者聊天、跳舞、唱歌，脸上洋
溢着轻松与愉悦。这么美好的夜晚
当然少不了美食，清凉解暑西瓜、麻
辣鲜香小龙虾、冰镇啤酒，都是夏日
夜宵的绝佳选择。在这样的夜晚，与
朋友一起小酌聊天，畅谈人生，是一
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然而，夏日虽好，但终究会过去。
当秋风渐起，树叶开始飘落时，便会意
识到夏日已经悄然离去。时光匆匆，
只几次转身告别，就已蹉跎岁月二十
几载。往昔的回忆，都已经成了梦里
光阴。且珍惜每一个夏天，珍惜每一
个当下，因为每一个瞬间都是生命中
不可复制的宝贵财富。

但惜夏日长
■ 左文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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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就像茧蜕化蝶
充满痛苦与艰难
像蝴蝶期待蓝天的怀抱
度过那最昏暗的时光
为获得自由
何惧曙光前的长夜

像飞翔的鸟儿
会受伤也会孤独
或者失去方向
友情 让我们
像鸟儿一样互相依偎
把翅膀借给彼此

在风雨中成长
怀抱热爱与光明
向着星辰与大海
向着所有美好
努力飞翔

在风雨中成长 罗傲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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