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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大理

年的雨季来得早，刚入初伏，无
穷无尽的雨就下个不停。我所
居住的小镇，四面环山，一江纵

贯，凭栏赏雨，目光所及，全都湿淋淋
的，在雨中迷迷蒙蒙，犹如仙境，别有一
番风趣。

这是横断山脉的夏天，雨、雾、山、
水，还有房舍、街巷、桥梁、农田、山林，
如诗如画，在夏雨的洗涤下，格外清新，
格外明朗，格外妩媚。

夏雨和春雨不同，这个季节的雨是
骤然而至的。且机缘巧合一般，偏偏要
等在傍晚市民下班、农民收工时，雨水
沛然而至。这时候你就不得不佩服古
人所说的“晴带雨伞、饱带干粮”的智慧
了。那些把古人言放在心上的人，从容
地拿出雨伞雨衣等雨具，款款漫步于雨
中，一边享受夏雨的凉爽，一边欣赏烟
雨楼台迷蒙巷陌的景致，十分惬意；而
那些未带雨具的人，只能脱下外衣顶在
头上，聊以遮挡雨水，却无奈终于还是
被无情的雨水浇得浑身湿透，其狼狈之
状，不一而述。

夏雨其实是有征兆的。夏雨来临
之前，天空总是变幻莫测。乌云密布，
风卷残云，电闪雷鸣，可谓“声情并茂”，
仿佛是天神在挥舞着巨大的画笔，在苍
穹之上描绘出一幅幅宏阔壮观的画
卷。此时，大地也仿佛感受到了即将到
来的风雨，草木摇曳，虫鸣鸟叫，都在诉
说着对夏雨的期盼和焦灼。

终于，夏雨骤然而至，迅雷不及掩
耳。很多的时候，夏雨的光临极有程序
感。初时，雨点稀疏，如细丝般飘落，或
大滴大滴地砸在地面上，它们急切地敲
打着楼台和窗棂，发出悦耳的声响。渐
渐地，雨势越来越大，犹如瀑布般倾泻，
将整个大地笼罩在一片水雾之中。雨
点如同豆子般大小，狠狠地砸在地面
上，溅起一片片水花。风雨如晦，雷电
交加，瓢泼似的雨水瞬间让街巷变成了
河流。江河横溢，整个世界仿佛都在颤
抖。在这样的雨中行走，仿佛置身于一
片混沌之中，却又能感受到一种别样的
激情，澎湃于心胸。

是啊，沛然而至的猛雨，最能触发

人们内心的激情。每当夏雨来临之际，
我总会怦然心动，站在窗前，欣赏着这
场大自然的盛宴。看夏雨倾盆而落，看
夏雨横溢流淌，然后看夏雨匆忙溜走，
而后又分分钟雨过天晴，活像个顽皮的
孩子，做完恶作剧赶紧跑路的把戏。

无疑，夏雨是具有暴烈脾气的。正
因如此，每每想起来夏雨的味道，总是
湿漉漉的，急匆匆的，伴随着猛烈的电
闪雷鸣，伴随着江河横溢，烟雨莽莽苍
苍，充塞天地之间。

此刻，正是万物葱茏，生机勃发的
时节，漫山遍野的庄稼少不了透雨的滋
养。雨中的意象，最绚丽的要数栀子花
大朵大朵的白，芭蕉叶的大片大片的
绿，韩愈“芭蕉叶大栀子肥”的诗句经典
地揭示了这一秘密。碧绿而又肥大的
芭蕉叶片滴答滴答地垂着雨滴，以及丝
丝缕缕的栀子花香，是夏雨的杰作，也
是夏雨意象的注脚。

听雨，应该是一种浪漫的情怀。“看
山看水独坐，听风听雨高眠”，听雨诗词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

文人墨客通过听雨这一场景表达了自
己的情感和心境。而在夏日听雨，当以
李重元《忆王孙·夏词》为最：“风蒲猎猎
小池塘，过雨荷花满院香。”夏雨清凉，
与荷花是绝配啊！

然而，比起苏轼的那一首经典的听
雨诗《雨夜宿净行院》，则缺那么一点抒
情和哲理：“笀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轻舟
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
凄凉。”苏轼当时处于人生低谷，借宿净
行院，还下着淅淅沥沥的雨，可谓是百
感交集。第一、二句直抒胸臆，我现在
穷困潦倒，但我只希望驾一叶轻舟，寄
情山水；后两句则紧扣主题，突出“夜
雨”，以此展开内心的忧愁，一个人在听
夜雨，没有灯火去照亮凄凉。诗句中的
无奈与忧愁，又有一种深刻的哲理，写
得却那么含蓄。

夏雨，给人的感受多是愉悦的。空
山听雨，是人生如意事。雨前，有起风
的凉快；雨时，有降水的清凉，那酷暑的
燥热，因一场雨，就能去掉，雨雾带来湿
润，长风带来凉爽，山野因之翠绿，大地

因之生机勃勃。
夏天听雨，别有一番风味。这韵

味，既在于雨的灵动，也在于听雨的心
境。夏夜，万籁俱寂，雨声是最好不过
的背景音，静静地听雨，舒舒服服地听
雨，是很难得的享受。听雨打在芭蕉叶
上，滴滴答答；听雷声轰鸣，宽广而惊
动。听雨，不禁让人沉思：水是生命之
源，它滋养了世间万物，也滋养了人类
的精神世界。雨声如蝉鸣，使人浮躁的
心境渐趋平静得像一泓碧水，无波无
澜，宠辱不惊。

夏雨如诗。听雨，就是听大自然的
呼唤。透过窗前的夜幕，雨中的世界，
仿佛是一个缩小的宇宙，蕴含着无尽的
哲理。我站在窗前，看着那雨中的世
界，心中常常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那
是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对大自然的感
激，对大自然的珍视。

夏日骤雨，夏夜听雨，心静如水，烟
雨中的山峦，烟雨中的江河，烟雨中的
林莽，烟雨中的村镇，迷蒙而磅礴，宁静
而悠远。

年洱源首届梅花文化节前夕，著名词曲
音乐家陈越为洱源的梅花所感，创作了
一首别具新意的诗歌《梅故人》。全诗

以一种特别的诗情与优美的音乐感为我们带来
了洱源山水之美，也给洱源赋予了因“梅”而产
生的、新的文化元素，展示了一个广大的、多彩
的、深刻的人文精神世界。

《梅故人》这个诗题就是温暖与亲切的象
征。以“故人”称“梅”就是一种让人触摸到特别
温暖与亲切的诗意表达，让人倍感世界充满
爱。在中国古代诗人那里，“故人”是对老朋友、
故交、旧交的指称，是非常亲近而亲切的友人，
甚至是共同经历过风雨的人。唐代诗人孟浩然
的《过故人庄》有云：“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
家。”“故人”都是指老朋友、好朋友。梅，被称为

“故人”，被诗人赋予了特别亲切、可爱的情意，
从自然之情升华到了人间之情，“梅”也就有了
一种远非传统咏梅诗所达成的美学意义与高
度。而且，《梅故人》始终回荡着美妙的音乐旋
律，成为诗意之中一种特别动人的美感来源。
具体到诗境里，这份特殊的音乐感所营造的艺
术氛围，将人引入一种绚丽的想象时空，使诗歌
体验与感受更加美妙、更容易入情入心。

首先，《梅故人》以诗人特别的感受与诗情
解读了洱源的自然之梅，给人耳目一新的诗情
诗趣。诗的起句就是一幅清晰的白描图，定位
了人与梅的自然关系，照见了人与自然的友好
关系：“大理的春天已经来了／洱源的山谷吹起
了和风／当松鹤村的唢呐一声长鸣／漫山遍野
的梅花就开了。”这种纯朴的自然白描，明确给
出了洱源梅开放的时间、最佳赏梅处等。其中

“春天”“和风”“唢呐”“漫山遍野”等则是用直观
的感受抒写自然风物与人文现象，特别是那来
自社会生活中的“唢呐一声长鸣”，打开了大理
山水之间又一片美丽的香雪海。诗人接下来便
直接抒发了：“还有什么好迟疑的呢／在这非洱源
不去的季节／去看看流淌出洱海的地方／去看
看蕴藏着梅花之海的国度。”这种自由自在的喷
薄，显示了梅的可爱以及赏梅的吸引力，巧妙地
把洱源梅与洱海连接到一起，把季节与情绪融
合在一起，迅速拉开了诗的自然跨度与情感向
度，呈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友好关系，构成了一
幅生机盎然的生态文明图、洱源赏梅图。

随后，诗人以他那种一直以来的强烈的人
类爱心与情怀，把视角从自然情趣转向了社会
品格，反观出洱源梅所蕴藏的社会属性。“我见
过这世上那么多的梅花／清清冷冷，傲然独立
／而唯独这松鹤村的梅花／喜气盎然，热气腾
腾。”在这里，诗人通过人的感觉和认识上的不
同，突出了洱源梅的自然个性与社会属性。所
以，诗人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内心的赞美与呼喊：

“我们都是怕冷的孩子啊／哪里有温度，当然就
往哪里去／而这透着人间烟火气息的洱源／就
是吸引天下梅花聚集的因缘。”在这里，孩子怕
冷就往温暖的地方跑，饿了就需要面包，有烟火
就会有人气，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现象与生活现
象，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自然层面，也就会失之
于浅显。深刻的是，在自然生活之上，出现的

“有温度”“人间烟火气息”“吸引天下梅花聚集”
等则是一种社会现象，由“物”及“人”。这一切
自然与社会现象在这里也只是一种铺垫，重点
是传达洱源的人间温情。这才是诗人的诗情画
意的旨归所在、点睛之处。

顺着诗情往下走，洱源梅在诗歌里已经转
化为客观生活中的人，一个泛指的“人”：“梅花
是你，梅花也是我／这成千上万株的梅花树／
结出了千千万万颗梅子果／梅子是你，梅子也
是我呵。”让自然之梅、梅子果转化为社会生活
中的“人”，不是近代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泛
神论，也不是中国传统哲学家庄子的泛神论，而
是立足于天人合一哲学观念之上的诗意追寻与
呼唤。梅，在这里既是一树形象清晰而美感流

溢的花朵，更是生活在梅花之间的人们、洱源的
人们、天下的人们，本质是一曲洱源人、洱源人
文、洱源文化的颂歌。

接着，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可以更好地理解
诗人的人文关怀了：“最怕辜负了你啊／千丘万
壑的梅花树／来年一定会再来的啊／令我牵肠
挂肚的梅故人。”通过这几行诗，“梅”已经被赋
予了人文特征，被人格化。所以，诗人面对洱源
梅唱出了“最怕辜负了你啊”；面对洱源梅，看到
了“令我牵肠挂肚的梅故人”。“梅故人”的这种
定位，无疑把洱源的人文精神赋予了新意，提升
了洱源梅的内在价值。可以说，诗人通过“梅故
人”，让人们在看到了梅的一般特征的同时，更
加懂得了洱源人与万物之间的人文关系。“梅故
人”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是邻家姑娘，是父老
乡亲，而且把洱源梅从自然界纳入到了社会生
活之中，生动地呈现在人们生活之中。

不仅如此，诗人更从诗人的视角勾勒出了
洱源梅与地方文明的关系，照见了洱源经济、社
会、文化之间的和谐发展的关系、愿望与前景：

“安居此地的梅花树呀／你们就是我生生世世
的故人／让我在你身边许个愿吧／待到那梅子
成熟的时候／百鸟归来，你归来／山海无恙，你
无恙。”到这里，全诗结束了，意味却深长！“梅故
人”作为一个诗意的对象，给人一种认同感、归
属感、亲近感，已经成为一种文明的体现或者象
征。正因为这种定位，诗人别具心裁地揭示了
洱源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人与“梅”的友好关系，
一种深刻的天人合一的关系。至此，全诗通过
由“梅”到人、到民族的延伸，由洱源到洱海，再
到祖国大地的延伸，完成了对洱源梅与洱源人
的再现、祝福与期盼！

《梅故人》具有两个突出的诗学追求与
特点：

一方面，诗人从哲学视角定位了人与梅的
文化关系。在《梅故人》的诗歌审美世界里，

“梅”是自然之诗，也是人文之诗。以梅写人是
一种艺术处理方式，但把一个地方的梅作为一
个整体形象，寓于重大的主题之中予以新颖的
表达，则是《梅故人》的重要特点，所谓以小见
大、以大寓于小，构成了《梅故人》的艺术表达方
式。客观上看，把“梅”作为“故人”，再把“故人”
概括为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社会整体形象，就是

《梅故人》的文学创造与艺术创新。在此基础
上，我们看到，洱源以“梅”为缘，促进了“梅”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化；以“梅”为礼，以表情意；以

“梅”为景，以调适心情；以“梅”为志，以品味人
生；以“梅”为文，以成诗文，陶冶性情。可以说，

《梅故人》这样一个洋溢着自然情趣、人文关怀
与人情美感的诗眼，从一个对“梅”的称谓升级
为一张以“梅”为核心的文化名片。

另一方面，《梅故人》的诗意表达，让我们看
到了一种独特的人与梅的美学关系。梅，从来
就是自然的一个表象，而往往在人的意象之中
却被赋予了优美的诗情画意。诗的美学意义在
于以美为源头，紧紧抓住一个需要表达的主旨，
通过梅的意象生动而形象呈现出来，给人以历
史的美感、现实的陌生感，同时呼唤出人们心中
那一份浓郁的社会认同感、情感参与感，《梅故
人》正是建立在这种美学意义上的自然与人文
融合之作。

所以，透过《梅故人》外在的叙说，我们从自
然中的“梅”，到人间中的“梅”，再到人文中的

“梅”，仿佛有一条诗意的红线贯穿了全诗。这
种从物到人、又从人到文、到人文精神的递进关
系与移情、共情叙事方式，既拓展、深化了洱源
自然之“梅”的属性、价值与意义，又把洱源的人
文特征纳入诗的内容，创造并凸显了洱源之梅
的人文精神，形成了洱源的文化之梅，进而从一
个地理标志上升为一种人文标志，体现了诗人
对洱源地方风物、文化与精神的最真挚的美学
发现与诗意追寻!

龙县城有条菌子街，专门售卖食用野生菌。
每年菌子上市时节，大量野生菌带着山野泥
土的味道，带着大自然的香味，从郁郁葱葱的

青山中采摘下来，四面八方汇拢在一起。一时间，
野生菌的味道飘进千家万户，钻进人们的鼻息，唤
醒了沉睡的味蕾，使得人们口齿生津，迫不及待尝
鲜，以飨口福。

云龙县地处滇西北三江并流区南端，地域辽阔，
广袤无垠，境内群山耸翠，重峦叠嶂，山明水秀，景色
无边。云龙县气候类型多样，雨水丰沛，森林覆盖率
高达 70%，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区。莽莽林海，处处有
珍稀，遍地长菌子。主要品种有牛肝菌、鸡枞、青头
菌、麦杆菌、见手青、奶浆菌、干巴菌、冷菌、鸡油菌、
羊肚菌、黄罗伞、虎掌菌、大红菌、木耳、香菇、猴头
菇、老人头菌、松露、竹荪、松茸等。

每年菌子上市，云龙县城菜市场的一角，自然形
成了一条专门售卖食用野生菌子的街。菌子街热闹
非凡，人来人往，比肩接踵。街上摆满了各种菌子，五
颜六色，奇形怪状。颜色有黄的、红的、青的、灰的，各
色各式。形状有一朵朵的，有一丛丛相连的。有的装
在竹篮里，有的装在箩筐中，有的装在袋子中，有的用
树叶包裹着，有的用青苔地衣包裹着。赶街的人，背背
篼的，拎竹篮的，争先选购野生菌。人人小心翼翼，唯
恐损坏了菌子，糟蹋了美味。一条街熙熙攘攘，人声鼎
沸，其中有许多远道而来的外地人。

菌子街，从早上开始，下午六点左右结束，中午
达到高潮。每天晨鸡初叫，找菌子的人们便打着手
电，骑着摩托车，开始在崇山峻岭中奔波，寻找菌

子。中午陆陆续续满载而归，一筐筐，一篮篮野生菌
如潮似浪涌向市场。野生菌不易保存，隔天就会变
质或腐烂，降低菌子的质量，有的甚至不能食用。当
天采摘的菌子当天卖，上午采摘，下午卖。

牛肝菌是云龙县最常见、最受欢迎的菌类，也是
菌子街的主角。牛肝菌分白、黄、黑三种。牛肝菌菌体
大，肉质肥，味道鲜美，富有营养，深受人们喜爱，云龙
县很多地方盛产牛肝菌，全县每天采收量达十多吨。

鸡枞是菌子中的上品，被称为“菌中之王”，鸡枞
的鲜香，无以言表。鸡枞宜炒吃，宜做汤。鸡枞，油
炸，做成“鸡枞油”是云龙县传统美食，是馈赠亲友的
美味珍馐。

青头菌，顶部有黛青色，肉质润滑细腻，适宜炒
吃。很多老人尤其喜欢吃青头菌。奶浆菌通体呈黄
色，受损时分泌出乳白色浆液。奶浆菌香味浓郁，口
感佳，有时竟有如食诺邓火腿一般的异香。见手青，
先前在云龙不受待见，近两年，吃的人多了，见手青
才上了市场。

各种野生菌上市时间稍稍有差异，首先登场的
是牛肝菌、青头菌、奶浆菌、见手青等。鸡枞、干巴
菌、松茸晚一个月才出现。近几年野生菌市场价格
比较平稳，稳中有升。野生菌繁荣了市场，丰富了菜
篮子，充实了群众的钱袋子。

每年从六月初开始，直至十月底，菌子街天天火
爆，直到雨水收尾，菌子不再生长，山野恢复平静，菌
子街才落下帷幕。休养生息半年，明年又重复今年
的故事。年年如是，年年热闹，年年收获，年年飨食
大自然的恩赐。

干烈的风属于北方
温柔恬静本属于婉约的南方女子
而大理这座风城 被高楼包围
偶尔逃出来的几缕秋风
只剩清凉和干爽

坐于洱海边 晚风轻抚面颊
只有惬意和舒心
暮色渐浓 华灯初上
而我却不忍离开

陪晚霞散步

忙碌的时光将诗歌忘记
淘汰的渔船封存了儿时记忆
海边 随漫步的人群将夕阳踩在脚下
而高挂苍山的晚霞
露出迷人的笑
将洱海的倩影收进眼底

爱上大理 爱上大理蔚蓝的颜色
更喜欢上五彩斑斓的晚霞
傍晚将晚霞装进心底
点燃明天明媚的信心

凌峰
秋 风
（外一首）

登彩云南现楼（2024）

观月看星辨天象，
东山风度存追想。
新梅绽放吐清香，
再现彩云此楼上。

云南驿（2024）

古城驿站藏深巷，
窥测风云不语常。
英杰伏低草莽间，
伺机跃马赴疆场。

谒虚云寺（2024）

风声无事空山闻，
石径滴珠惊鸟群。
溪水鸣琴草含韵，
一花微笑映虚云。

记祥云小炉匠（2024）

马帮铃响小炉匠，
锅碗瓢盆手艺火。
薄技区区何足夸，
一心雕刻金银锁。

致大理友人（2013）

多年洱海苍山梦，
久蛰下关心不哀。
桃李为凭证情切，
都传你在等春来。

夏 日 骤 雨
■ 杨卓如

今

自然之诗与人文之梅的完美统一
——《梅故人》的文学意蕴与美学体悟

■ 欧阳乃馨

文艺评论

2022

李少君诗记彩云之南

云龙有条菌子街
■ 钏国富

远眺黑惠江 陈妍霞 摄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