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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大理

媒体的报道中见闻，洱海流域的
海菜又到了丰收时节。

借用明代状元杨升庵描写
洱源茈碧湖中茈碧花的名句“茈碧花开
雪满湖”，把洱海等高原湖中的海菜花
在碧水蓝天间星星点点盛开绽放的靓
美壮观，形容为“海菜花开雪满湖”，似
乎也不为过。

海菜是在大理碧波清流的洱海、茈

碧湖等高原湖泊里，得天独厚地生长着
的一种特有的淡水植物，系水鳖科水车
前属绿藻类多年生沉水植物，喜温暖，
生长要求水体清澈洁净，为我国所独
有。大理本地人称它们为“海菜”，白族
话叫“犒馥（音）”，或许就是因生长于洱
海等海拔 2700米以下的高原湖泊中而
得名，湖泊、池塘、沟渠和深水田里都可
生长。清代嘉庆年间曾任过兵部左侍

郎、户部右侍郎、云贵总督、云南巡抚等
职的吴其濬，同时也是植物学家、博物
学家、本草学家、地理学家，在其所著的
植物学专著《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中生
动记述：“海菜生云南水中。长茎长叶，
叶似车前叶而大，皆藏水内。抽葶作长
苞，十数花同一苞，花开则出于水面；三
瓣，色白，瓣中凹，视之如六，大如杯，多
皱而薄；黄蕊素萼，照耀涟漪，花罢结尖

角数，角弯翘如龙爪，故又名龙爪菜。
人摘其茎叶食之。”大理一带早有海菜
养殖，清代咸丰《邓川州志》“物产”篇曾
记载：“在泽有藕，有芹，有茭笋、蒲心、
海菜。”

海菜的茎叶翠绿，细长而脆软滑
嫩，如细绳索状，一般长约四十至八十
厘米，茎长随水深浅各异，最长可达四
米。茎顶开花，有苞，每茎开花四五朵，
花期一般为每年5至10月，温暖地区可
全年有花，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和矿
物质，茎、花、嫩叶都可食用。白族民歌
里常以海菜比喻四处漂泊的人生“大理
海子无根草，不飘不落不生根”。其实
洱海海菜在洱海水面生长、漂浮，并非
无根之物，而是扎根于土中，茎叶随波
摇曳飘荡，花朵露出水面招展，宛如水
中精灵绽放。洁白的花瓣喜欢聚集在
一起，因此盛开绽放之时，仿佛整条溪
河沟渠、整个池塘湖泊都开满了雪花般
洁白的花朵。

海菜的食用方法包括炒、氽、烩、煮
等多种方式，也可涮火锅。大理一带
对海菜的吃法多数就是做成“海菜芋
头汤”，即先把煮熟的芋头剥皮后切成
块状，放入汤锅内，调上肉汤煮沸，再
把海菜切成长约五六厘米的一段段，
放入汤内煮三分钟左右，即可倒入汤
钵内上桌品尝享用，喝起来感觉十分
鲜美清香、滑嫩可口，非常诱人胃口和
助消化。特别是在金秋时节大理一带
特产的新米打下来、新上市之际，鲜美
滑嫩的海菜芋头汤就着香甜软糯的新
米饭，不用配其他菜肴，喷香滑爽的几
碗饭就像“坐滑梯”一样轻松快捷地滑
落入肚腹中。

海菜更讲究一点的做法，是在上述

做好的“海菜芋头汤”的汤面上摆上用
鲜蛋清、蛋黄糕、红辣椒片和莴笋片
做成的四个鸳鸯，便做成了色彩鲜
艳、汤清叶翠，色香味俱佳的“鸳鸯戏
水”，非常滑爽柔嫩鲜香可口，十分开胃
下饭，常常令人吃得直舔嘴皮子、多喝
两碗……海菜汤称得上是一道大理地
方独有且别具一格的特色风味菜。

海菜对其生长环境尤其水质要求
很高，只有在水质优良的湖泊、池塘、沟
渠和深水田中才生长良好，是判断水质
的“试金石”和“风向标”，被称为“生态
美食”“环保菜”。在遥远的记忆中，洱海
周围洱源、大理一带水面海菜花星罗棋
布，曾有童谣：“海菜花，开白花，爱洗澡
的小娃娃，清清水，不带泥，不带脏，洱源
处处是我家。”记述了当年海菜花富集
绽放的景象与盛况，后来随着对生物资
源的过度开发，加之水质遭受污染，海
菜花一度逐步消失，成为国家重点保护
的珍稀濒危水生植物，被国家列为三级
重点保护植物。偌大个洱海流域有一段
时间里几近难以品尝到海菜花。

近些年来，对洱海保护和治理的力
度不断加大，洱海和周边水域水质持续
向好，如今洱海的浅水区久违了的海菜
花又开始绽放了。大理人民的母亲湖
洱海重新展现出碧水清流、鸥翔鹭飞的
澄澈净美和迷人魅力！

加上在洱海周边地带利用滩涂水
域、池塘、沟渠进行规范化人工种植海
菜，使一度濒临消失的海菜花重现盎然
生机、靓丽绽放，让中外游客和当地百
姓在洱海周围都能看到满湖盛开的海
菜花，吃到鲜美滑嫩的海菜。乡愁的滋
味，一如从前，从灿然绽放的海菜花上
澎湃而来！

海 菜 花 开 雪 满 湖
■ 大魏

在

秋香 张燕君

云锁石门关 茶映青 摄

小光山，天空装得下曙光、云朵、
晚霞、雁阵和鸟鸣。天空是真的
很空，在白天，当它湛蓝得无限深

情的时候，你的目光一无遮挡，能看到深
邃、博大或无垠，我小小的山村，无非是
一缕孱弱的炊烟越飘越远，最后烟消云
散。在夜晚，星光辽远，你能看见月亮后
面的银河，月亮上的嫦娥。但是，小光山
的地是拥挤的，土壤和石头如果不选择
堆积成山，必定会选择流淌成河——站
起的泥土就是高山，躺下的泥土就是河
床。蜂蝶在高山一笑而过，流水在深壑
一闪而过。远山如黛，近水如琴。

一
杜鹃花选择了高耸的部分。高山

杜鹃中红色浓艳的，又叫马缨花，它早
先被斜插在马帮头马的额前，随马帮的
铃声走遍了云南的雄山大水，具有闯荡
山川的勇气。找一隅陡峭的泥土，把一
个陡峭的想法开成花朵，把花朵举到仰
视的高度，引一群蜂蝶前来议论纷纷。
朔风刚猛，这些浓妆的勇士，你见与不
见，都将成就一副血染战袍的样子。它
们粗糙的树体是一个假象，里面包藏着
一颗细腻之心。色系、轮廓、几片花瓣
组成一朵花，几千朵花组成一树花，几
百棵花树形成一片花海，是不是每个山
头都要有，都经过了精心的策划。甚
至，春天的号令都还没有印发，马缨花
就完成了统一剪裁、统一着色、统一开
放，红成了触目惊心的样本。这些高山
上的骄子们，出生于寒苦之地，却带着
天生的奢靡与华贵，整座山头都是它们
的乐舞之地。

马缨花得以高高在上，得以用纷繁的
花朵装点高山之巅的空蒙与寂寥，得以用
缤纷的落英拓展形容词的边界，得以用巨
幅的彩画改变着我们发出叹词的口型。
仿佛，这艳丽的春天是它们从雪的寒冷里
拽出来似的。等一个又一个山头的梨花、
桃花、杏花都已经醒来，正在寻找春天的

来路时，马缨花却悄悄谢了幕。

二
鸟儿选择了空旷的部分。森林里

不缺鸟鸣。鸟鸣是森林最悠扬的恋
曲。何为林涛阵阵？去问问青冈栎、水
冬瓜、刺栎树吧！何为鸟声如瀑？去问
问画眉鸟、斑鸠、野山鸡和水雉们吧！
森林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虫
儿被鸟吃。如果鸟儿们愿意，尽可以荤
素搭配、少吃多餐或过午不食。它们的
歌声是婉转的，每一段都显得言已尽而
意无穷；它们的歌声是清澈的，每一段
都有山光水色的蕴含；它们的歌声是恣
意的，每一段都有人间不可企及的自由
与放纵；它们的歌声是彩色的，每一段
都有鲜花的香气与晕染。

鸟 儿 是 山 的 精 灵 ，树 是 鸟 的 婚
房。雄鸟亮出鲜艳的花羽，雌鸟抖起
娇贵的矜持。一只鸟对应着一份自然
的馈赠，没有一只鸟会成为困难户。
它们的歌声证明了一切！鸟鸣里有辽
阔的天空、厚实的大地、丰富的食物和
活着的畅快。

三
村庄选择了向阳的部分。每一座

大山都镶嵌着静谧的村庄。每一个村
庄里都徜徉着小众的乡愁。在云南，那
些被称作山沟沟、山旮旯的所在，是民
歌的无畏生长之地。口弦、叶笛、笙箫
或三弦琴，无一不是一场尽兴的舞蹈的
道具。玉米铺叙在山峦，烤烟金黄在山
脚，核桃树拥塞于沟壑，牛羊点缀在山
坡。丰收季，每一个高原汉子的血液里
都有一场宿醉，只有口弦、叶笛、笙箫或
三弦能够叫醒他们。“打歌打到太阳落，
只见黄灰不见脚。”以大青树为旗，民俗
的笙箫荡来荡去。

瓦蓝色的天幕下，一只童年的鸠巢
被一棵老树举着，它黑色的轮廓，像极
了记忆中的祖屋。

天是喧哗的，从立夏的第一天
就开始了，仿佛是对生活的一
种回应。

布谷鸟天边的呼唤穿透山谷，一
大清早就把村庄叫醒。伴随着袅袅炊
烟升腾，庄稼地里开始人影晃动，村民
们忙着给庄稼施肥、治虫、除草、培土。

飘荡的山风最喜欢在田间地头
遛弯，和玉米苗说说话，与向日葵握
握手，高兴了还会挽着玉米的腰，在
蓝天白云下跳一曲青春圆舞曲。秧
苗挺着腰杆，踮着脚尖，翻滚着无边
的绿浪。

阳光的亮度，饱满而又热烈。知
了爬在高高的枝头，带着草木花香的
气息，一声又一声，预报着季节的变
迁，奏响着夏日特有的热情。小鸟们
开着演唱会，独唱、合唱、混合唱，欢乐
的歌喉伴着禾苗起舞，此起彼伏，应和
着风声水声，协奏成天籁的交响。

蜜蜂嘤嘤嗡嗡，用勤劳酿造着每
一个甜美的日子。蝴蝶剪阳光为羽，

一会儿栖止在一朵花上，一会儿围着
树木盘旋飞舞，一会儿飞越沟壑，一只
蝴蝶追赶着另一只蝴蝶。小蚂蚁从绿
草萋萋的洞穴中爬出来，沿着路径往
前走，长长的队伍像秋天的雁阵。蜻
蜓低空盘旋，它透明的羽翼把一个燥
热的节气，舞出轻盈。

门前的池塘在一场雨后，恢复原
来的模样，平静得如同一面平面镜。
池塘里的青蛙，是山村快乐的歌手，和
谐的合奏，展现排山倒海的气势。浅
滩里的一群蝌蚪，在水草间丈量云朵
的厚度。

绿草把大地盖得严严实实，几条
被掩隐的蜿蜒小路在蛙鸣声里起起落
落。通往村口的道路沉寂悠长，一群
牛在路边绿草茵茵的空地上，仔细咀
嚼着夏天的味道。一群鸡在树下捕捉
虫子，一只狗竖着耳朵，仔细聆听远
方，随时准备迎接那渐走渐近，熟悉或
陌生的足音。

阳光灿烂，普照大地，温暖着万物

花开。紫荆、牡丹、一串红、美人蕉、状
元红、天竺葵、叶子花……随意地开
着，在绿意盎然的背景上开出乡村夏
日的热情，微风吹过，清香扑鼻，让烦
躁的内心瞬间沉静下来。

篱笆是乡村的一道风景，上面满
是藤蔓，黄瓜藤、丝瓜藤、葫芦藤、大
豆藤，让你看不到扎着的篱笆，只看
到一垄垄满目的绿。点缀在叶间的
一朵朵红花、黄花、白花，躺在叶间，
恣意地享受着阳光的沐浴，在夏风的
呼唤下，不时对你浅浅一笑，那是回
眸一笑的惊艳，更是田园书写的一首
婉约的抒情诗。

夏熟的桃子、李子、梅子在徐徐清
风中洋溢着甜香的味道。那是大自然
迷人的气息，也是丰收的幸福。

路上行人脚步匆匆，目光明亮而
坚定，这是个勤劳的季节，也是拔节生
长的季节。看着绿叶映衬，红花绽放
的繁茂，我伸出双手，在荷花的芬芳
里，抓住了一个夏天的悠扬。

高山之巅
■ 张橙子

夏 天
■ 胡家义

菊花要等重阳
把酒话桑麻
月亮要等中秋
千里共婵娟
我在兴盛桥头
等下关风送来两袖清风
大理多慷慨哪
苍山顶上蓝天白云
洱海碧波间海菜花星罗棋布
谁家有桂十里香
河畔浓柳藏不住桂香
花开天下知秋
大理再也藏不住秋天
这个浅秋晚上
我和路人行人旅人
眼含秋水
细嗅秋香

立秋吹响收割集结号
秋风攻占一片又一片田野
稻谷头顶晶莹的露珠
齐刷刷弯下了腰
向大地虔诚致敬

时光之尘蒙不住秋月之光
蝉的哀鸣剥下一片片绿叶
逐渐减去酷热的秋高气爽
一层层褪去夏的青涩
换一身五彩斑斓的嫁衣
期盼迎娶五谷丰登归仓

枫叶染红脸颊
稻香盈满绿袖
季节要把用汗水喂养得
白白胖胖的米粒
嫁给金灿灿的秋

夏

嫁秋 郭美芬

海菜花。 夏传武 摄

在

相信每个村庄
都藏着记忆的碎片
或许短暂
或许永恒
像一本经年的日历
能记住村里
每一个人的前世
今生

也许我们的前世
就是村庄里的一棵老桃树
或是一棵新李树
花朵白里透红的片段
能捕捉到
大地跳动的脉搏

桃花唱红
李花唱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平仄昂扬的腔调
点燃了乡愁里的
鸡鸣和犬吠
点亮了村庄上空的
满天繁星和一弯新月

有调皮的雨水和激情的池塘
有山沟沟里的浅唱
池塘里的蛙鸣
和金嗓子的蝈蝈
荡起我们希望的涟漪

村庄 张至松

校园新荷

花依依入夏来，夏日赏荷正当
时。暑假，爸爸、妈妈带着妹妹
和我，到涧南公园观赏荷花。

荷塘边，只见一朵朵白色、粉色的
荷花从挨挨挤挤、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
盘似的荷叶中探出头来，或舒展身姿，
或含苞待放，姿态万千，宛若仙子。白
如玉，粉似霞，美极了！偶有蜻蜓轻轻
地飞过，不时在荷叶上歇息，鱼儿欢快
地在荷塘中嬉戏！

恍惚间，仿佛自己也是一朵荷花，

穿着粉红色的裙子，微风轻轻吹过，伴
着一缕缕清香，和一池的荷花随风翩翩
起舞。风过了，我笑盈盈地站在金色的
阳光下，小虾游过来，告诉我昨夜和小
鱼说的话，蜜蜂飞来啦，向我诉说清晨
采蜜的欢乐……

“姐姐，我们回家了！”妹妹过来拉
起我的手，我才如梦初醒……依依惜别
让我们流“莲”忘返的荷塘，我心里默默
地与“荷”相约：“明年，我们再见！”
（作者为南涧县示范小学三年级107班学生）

赏 荷
■ 王爔元

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