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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向荣夏日里的乡村茶园
乡愁大理

当深山里的箐民村
绵雨初歇雾气散尽的时候
梦幻一般的翠绿
渐渐清晰起来
馨香飘荡的山地
被阳光撑成一垄垄小诗
夏日里的铁观音和乌龙
像睡醒的孩子
伸展开他嫩嫩的手指

一汪碧水 那是茶园
暗含秋波的眼睛
收容四季的雨水
还有虫鸣和飞鸟的影子
白云缠着蓝天
一不小心跌落池中
荡起丝丝涟漪

眺望的姿势里 一位苗家女
一个熟悉的故友
像是我隔着几座山的亲人
她用百灵鸟般的嗓音
唱起千婉百转的古歌
惹得满园的茶树
都竖起了倾听的耳朵

如果此时可以做梦
就躺在茶园这本旧书中吧
守着箐民村的大好河山
看远山 品雾岚
感受岁月带露的沉香
从自己的脚底慢慢升腾
并漫无边际地
弥漫开来

阳光 雨水
纠缠在一起
无序的变化
这个季节谁能定义
天空
鸟儿早已不见
云飘飘摇摇
时散时聚
晴朗与潮湿
酷热与清凉
确定不了夏的主题
来吧
炙热的骄阳
来吧
滂沱的雨
经历了烘烤和洗涤
再一次演绎花红柳绿

李文夏

欲言又止 那些无法说出口的
一颗流星划过
替我画上圆满句号
七月 被定义成我们眼里的样子

抵达 毫无征兆
倾诉 自西域流向东海
期待烈焰 也惧怕无底之渊
一路向北 与山川十指相扣
无问西东 结局
用谜语造句

星星眼里闪烁着光芒
它记得那朵浪花的名字
与落雁一起西沉

应该吹响终结的号角
让阳光重新照在心尖上

段丽芬那些不该被定义的角落

理坝子的田野就像一块调色
板，随着季节的变化，忽儿似
一张涂满绿色的版画出现，忽

儿黄、白、绿交织在一起，忽儿以金
黄色登场亮相，忽儿似一张绿白相
间的水粉画，田野推陈出新，不断变
化着色彩，最终生产出粮食、菜蔬、
水果等农作物，是家乡人赖以生存
的衣食饭碗。

春天，几声春雷鸣响，几番春雨浇
淋，雨润庄稼，白雪装点着苍山，大理
坝子形成绿白相映的自然景观。此
时，田野上呈现出一派绿意葱茏的繁
荣景象。小麦拔节长高，翠绿加身，欣
欣向荣；蚕豆花开，白绿相间，散发馨
香，燕子追香翩跹，风筝凌空飘摆；油
菜花开，金黄一片，蝶飞蜂舞，嗡嗡嚷
嚷，赶集般热闹；洋芋花开，一片紫色，

丰收在望，菜农喜上眉梢；更有那桃红
柳绿伫立田间地头，茶花、杜鹃花、迎
春花、桃花、梨花等次第绽放；无数条
闪亮的溪水流淌于阡陌纵横的田野，
一幅亮丽的春光图延伸至洱海边。洱
海与蓝天媲美，海菜花开，鸥鸟翔集，
野鸭漫游，白鹭戏水，展现蓝天碧水的
美丽风景。

夏天，水草丰茂，繁花似锦，农作
物成熟，大理坝子处于繁忙的抢收抢
种中。黄的是豆麦油菜，白的是收割
后的田，绿的是插下的秧苗；农民收了
黄的庄稼，接着犁田、耙土、灌水栽秧，
一道工序紧跟一道工序地劳作，忙而
不乱地改变着田野的色彩。这时的田
野热气腾腾，农人上午收割，下午栽
秧，忙得不亦乐乎。当季节进入夏至
后，田野里的秧苗蓬勃生长，大理坝子

远看就像铺上了一块绿色地毯，并且
形成了东边的洱海蔚蓝、西边的坝子
翠绿的自然风光。满目的绿、蓝连成
一体，造就出的绿水青山吸引着旅游
者的目光。游人登苍山游洱海尽览
田园风光，走村串寨体验民风民俗，
无不兴致盎然；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皆因大理坝子青山绿水濡染出的田园
诗意助力。

秋风吹拂，秋雨播撒，秋高气爽，
果实累累，秋天的大理田野丰饶醉
人。红彤彤的石榴、红黄相间的苹果
挂枝头，黄澄澄的雪梨甜如蜜，紫色
的葡萄香味飘溢……多个色彩的果
树伫立山坡，农家小院装扮人们的生
活。最妙的是，田野的庄稼在风的吹
拂下变幻着色彩。初秋，稻禾抽穗扬
花，白嫩的穗儿齐整整站立，好似英

姿飒爽的学生列队做操一样的态势，
稚嫩中生发朝气，让人看了喜不自
胜。这时才领略到“稻花香里说丰
年，听取蛙声一片”的诗情画意。一
阵风来，稻穗飘摆，荡漾起一层又一
层“波浪”，田野就像是绿色的大海一
样广阔无边。随之，嫩白的稻花纷纷
扬扬飘荡，播撒一阵蒙蒙“细雨”。深
秋，稻子熟了，大理坝子铺上了一床
硕大无比的黄色地毯。看身着白族
服饰的“金花”们挥舞镰刀割稻的繁
忙景象，不由得让人赞叹时令就像魔
术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般催生出田
野的色彩斑斓，倾倒城里人携家带口
不顾车马劳顿来观赏、游览。这是天
然的不收门票的金色公园呀！田野
上有手工割稻的，也有小型收割机收
割的，一片丰收的忙碌景象在大理坝

子上徐徐铺展开来。
冬天种下的豆麦油菜等农作物，

萌芽出土，初绽绿意，但还未长成，
绿白相间。绿，有嫩的成分，但不是
弱不禁风，而是经风雨见世面的“嫩
绿”。白，即空旷的稻田，是留作春天
的秧田，数量不多，点缀于豆麦油菜
中，分外的显眼，如“留白”一般，意味
深长，让人有遐想的空间。白是孕
育秧苗的温床，是绿的根基。冬天
的田野蕴藏着走向繁荣的势不可挡
的力量！

家乡 的 田 野 如 此 美 丽 ，走 在 田
间地头，清新的空气、翠绿的禾苗、
庄稼的芬芳，让人心情愉悦。我爱
家 乡 的 田 野 ，我 爱 它 的 厚 重 肥 沃 ，
我爱它的丰饶物产，我爱它的色彩
纷呈！

家 乡 的 田 野
■ 尹祖泽

大

届 80 的郭锋同志新近出版的
散文集《苍洱乡愁》，共收入
32 篇文章，都是讲大理故事，

抒美好乡愁，以一个个人、一件件
事、一处处景观，汇聚成大理人当下
的乡愁情结，为目前正在如火如荼
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种精
神原动力。细细品读完全书，让人
明显感觉到，无论是价值导向，还
是美学趣味，该书都高扬时代的主
旋律，品读之后让人精神振奋，受
益匪浅。

郭锋同志长期生活在苍山洱海之
间，这里的水木花草、人文地理、长街
小巷，风俗民情，像刀刻一样镌刻在
他的心坎上，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
时时刻刻都在怀念着、向往着、追忆
着，每每使人心中充满温馨，使生活
洋溢喜悦，这就是浓浓的乡愁。它是
一种故土情结，是一种人文情怀，是
一种社会情缘，也是作者的精神寄
托。比如，作者记忆中的寿康坡，位
于下关西北龙尾关。这条随着坡势
逶迤的小街巷，两侧店铺林立，摆满
各色摊点，经营着各种有特色的本地
美食和土特产品。这里既是市民生
活所需的去处，也是游客必到之地，
数百年来依然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岁
月沧桑了铅华。

作者年轻时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
下关文献街、天宝街、老四方街这些
岁月斑驳的老街，是城市的灵魂。这
些老街是一部留有体温、指纹、足迹
的活档案。那份亲切和稔熟就如同
家中健在的老祖母，温暖而实在。它
们是城里人清晨出发的地方，也是黄

昏最想回归的住所。这些祥和的老
街，是一条条永远不需导航的回家
之路。

大理的历史传统、风土人情、富饶
而旖旎的风光，始终从作者的记忆中
涓涓流出，犹如一幅幅瑰丽的画卷，
成为苍洱乡愁的重要内容之一。比
如大理千年不衰的三月街、绕三灵、
火把节、石宝山歌会、凤仪正月十五
春醮会等等，是《苍洱乡愁》中生动、
精彩而温润的篇章，让读者爱不释
手，读后则回味再三。

大理美好的形象，是靠勇敢勤
劳智慧的大理人民用铿锵的行动塑造
出来的。抗日民族英雄周保中、抗战
老兵何云以及名医段洪光、“熊妈妈”
郑昆芳、木雕工匠李克明等等，他们
在不同年代、不同的岗位，为国家、
为家乡大理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
们不平凡的事迹成为鼓舞大理人勇
毅前行、建设美好大理的光辉榜样
和不竭的精神动力，也成为生动而
美丽的乡愁故事，在苍山洱海之间
广为传播。

用文学的方式讲述乡愁故事，还
需要从自己的故事讲起，才更具说服
力、感染力。郭锋同志深谙此道。因
此在《苍洱乡愁》中，他给读者讲述了
1981 年他亲自参与的大理苍山电视
转播台建台经过。大理苍山电视转
播台建在海拔 4092 米的苍山中和峰
上，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工作环
境最艰苦的电视转播台。在海拔世
界之最的山上建台所遭遇的艰难可
想而知，所发生的故事无疑生动感人
之至。难能可贵的是，郭锋同志还给

我们生动地讲述了在 20 世纪 60 年代
末，由他牵头负责恢复、兴建全州农
村广播网工作的动人故事，让读者领
略到了大理第一代广电人勇于吃苦、
乐于奉献的高尚情怀。

被评为中国“百年最佳影片”之首
的电影《五朵金花》，表现了大理秀丽
风光、纯朴的白族民俗民风，展示了
白族人民勤劳勇敢善良的品德，追求
纯真美好爱情的情怀。随着影片在
56个国家和地区上映，极大地提高了
大理的知名度。“五朵金花的故乡”成
了大理的代名词，“金花”成了大理姑
娘的美称。但是对于电影《五朵金
花》幕 前 幕 后 的 故 事 却 鲜 为 人 知，
郭锋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之后，用真
实可靠的史料介绍了电影《五朵金
花》从剧本编创到演员挑选、电影中
关键情节拍摄经过以及影片中优美
歌 曲 的 谱 写 、演 唱 的 有 关 事 宜 等
等，都作了生动的描写，让读者对
影片的主题思想、演员的演技有了多
方面的深入了解，从而倍感经典影
片的诞生不易。电影《五朵金花》与苍
山、洱海、三塔、古城文献楼、三月街、
绕三灵一样，深深地烙印在大理人民
的心坎上，一生一世都不会淡忘，并
且经常都在怀念着，追忆着。每当
提起《五朵金花》，大理人心中就充满
了温馨，生活中就洋溢着喜悦和快
乐。这就是郭锋同志所要告诉读者
的苍洱乡愁。

苍洱乡愁作为大理人心灵中最温
柔的情感部分，应当永远吟出诗一样
的咏叹，陪伴着大理人走进更美好的
生活。

开四时春常在，不分早晚溢芬
芳。巍宝山的夏日，丝毫不亚于
春天，林间山坳和各殿宇中藏着

的缤纷世界，总让人流连忘返。夏日打
卡巍宝山的路线，也与“春、秋、冬”三季
有所不同。

平日里，我们游巍宝山一般都是
从前山顺时针而上，先游南诏土主庙，
再游文昌宫、灵官殿、青霞宫、玉皇阁、
三皇殿、观音殿等景点，然后登顶斗姥
阁，接着从后山顺阶而下游三清殿、道
源宫、培鹤楼、财神殿等景点，最后打
卡长春洞，全程约 8公里左右。这样打
卡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体
力合理安排行程：“青铜”级的游客，从
南诏土主庙开始打卡前六座殿，到玉
皇阁返程，单程一公里左右，顺路可以
打卡龙池烟柳、山茶流红、松下踏歌、
天官赐福等热门景点，特别适合体力
差的游客；“白银”级选手，可从南诏土
主庙顺时针而上，游九座殿，登顶斗姥
阁后原路返回，或者沿着北面山脊的
步道，抄近路回山门，可省去后山三公
里多的路程，还可以避免走回头路，也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黄金”段位以上
的游客，可以轻松拿捏全程，沿途有许
多苍天古树和珍稀动植物等着你偶遇，
定能不虚此行。

炎热的夏日，如果你早上出发游
巍宝山，建议你逆时针而上，进门后
右拐，直奔长春洞，再往上攀登。理
由很简单，长春洞在巍宝山的西面，
上午的太阳照不到这里，可以避开烈

日的炙烤。等你爬到斗姥阁后，太阳
开始偏西，东边的景区又完美避开了
下午的烈日，再加上步道两边有苍天古
树庇护，你的整个行程将会倍感清爽
和愉悦。

端午节那天，我陪几位外地朋友
到巍宝山游玩，八点多出发，走的就是
逆时针路线。虽然已是盛夏，但路两
边依旧开满了各种野花，有紫色的象
牙参、白色的杜鹃花、黄色的重瓣棣棠
花，还有红色的映山红。它们就像这
个夏天不请自来的花仙子，从长春洞
往上，东一株西一树，或立于山岗之
上，或隐匿于林荫之下，越往上开得越
是鲜艳。

如果说山林间的野花，是巍宝山的
无心画作，那么各殿宇中的“家花”便
是这个夏天的妙笔。财神殿的白芨花
和培鹤楼前的黄精可谓雅俗共赏，不
仅可以远观，还能煲汤做药。三清殿
的灯笼花，红白相间，艳而不争，像是
悟透了“花生”。玉皇阁的几个大鱼缸
里，几朵睡莲在小金鱼的搅和下，正在
奋力地向上窜着小荷苞，似乎在努力
地证明着自己才是这个夏天的主角。
太子殿的绣球花飞扬跋扈，一团团一簇
簇，开满了整个小院，毫不掩饰自己的
娇媚和个性。

走出灵官殿，往下走就只剩下文昌
宫和南诏土主庙了！站在“万顷松涛”牌
坊前，颤抖的小腿带着满满的收获，依依
不舍地结束了巍宝山一日游。夏日小游
巍宝山，看尽林间无尽花，快哉！

川东山的洋芋花开了，开得漫山
遍野的，开满了整个山坡。田间
地头，淡紫、粉红、素白的洋芋花

灿烂在阳光下，散发着耀眼的光，微风
吹拂，仿佛闪着亮光的彩色波涛，在云
端花海轻轻荡漾，让人心旷神怡。

很少有人认真地欣赏一株洋芋花
的绽放，当然了，洋芋花压根就没有牡
丹那样雍容华贵，也不像玫瑰花般给人
浪漫，更不像杜鹃花热烈、奔放让人激
情澎湃。洋芋花平淡无奇，从容淡定，
不妖不艳，却透着一股特有的沉稳内
敛，落落大方。

每年 农 历 六 、七 月 间 剑 川 东 山
庆华、白山姆等村子被怒放的洋芋花装
扮得如诗如画，置身其中，给人的感觉
总是那么美好。微风轻拂，阵阵醉人的
洋芋花的清香袭来，让人陶醉、让人流
连。每一朵、每一串花都充满了诗意的

美。像无数飞舞的蝴蝶，轻盈、美丽，点
缀在翠绿的叶间。远远望去整片整片
的洋芋花簇拥在东山人家的房前屋后。

穿行在开满洋芋花的田间，蜜蜂
在耳边“嗡嗡”飞舞，不时钻进花蕊，
它们飞来飞去，又轻轻落在花上，来
回采蜜。几只蝴蝶挥着翅膀翩翩起
舞，闻闻花香，吮吸花蜜后转瞬飞远，
这些彩色的精灵，给洋芋花田增添了
一丝灵动。

盛放在夏日里的洋芋花烂漫一片，
是洋芋一生最美丽的时候。在成片的
洋芋花下一窝窝洋芋悄悄成长，静静等
待收获季节的到来，不多时日，红土地
里的这些宝贝疙瘩又将成为东山的乡
亲们用锄头刨出的那一地惊喜。

告别东山，身后带着泥土芬芳的洋
芋花开满山坡，一片连着一片、一山接
着一山，花开如海，美不胜收。

洋芋花开满山坡
■ 杨剑雄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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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美丽乡愁惹人醉
——读郭锋散文集《苍洱乡愁》

■ 高万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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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打卡巍宝山
■ 熊子军

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