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值自治州成立六十年之际，看着彝乡
儿女从改革开放中一路走来，历经沧桑，不断
寻找致富之路，时至今日，在自治州各级党
委、政府的带领下，彝乡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情不自禁，记拙文以抒发内心情感。

——题记
我的故乡南涧县大夺坡村，在无量山的

支系上，全村共30多户人家，顺山坡居住着，
距 214国道 10公里左右。过去，故乡地处穷
乡僻壤，加上土地贫瘠，广种薄收，大山深处，
人背马驮，人们过着半饱半饥的生活。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人们为了吃
饱肚子，增加收入，不断扩大茶树种植面积，
原来的荒地都开挖出来，种上了茶树，一墒一
墒，一亩一亩，几乎整个山头都成了茶园。随
着茶树茁壮成长，经济收入逐渐增加起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光明村公所和
南涧县交通局经过协商，跟大夺坡村人做了
大量工作，开挖了第一条乡村公路，公路从
大夺坡村的村头边上经过。路通以后，人们
开始运来水泥，石灰，砖块等建设家园，家里打上了水泥地
板，房子涂上了石灰，从此房子睁开了眼睛，亮了起来。

日升日落，岁月更迭，不知不觉进入九十年代。
村长在公路边上大声吆喝：“村公所今天发放烤烟子，

要栽种烤烟的农户去拿烤烟子。”
人们困惑不解，天天种植庄稼都很难吃饱饭，怎么种烟

就能解决温饱呀。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有人还是抱着试
试看的态度，领来了烟子，育上了烟苗，准备栽种烤烟。

在烤烟辅导员的帮助下，村里人盖起了烤烟房，栽种上
了烤烟，从育苗，栽种，施肥，打药，采摘，烧烤，分级等等，辅
导员三天两次的来指导，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把烟卖成了
钱，经过细心盘算，栽种烤烟比种植庄稼强了好多倍。从此
家家盖起了烤房，栽种上了烤烟，大家相互学习，相互交流，
都成了烤烟种植能手。

村长在公路边上大声吆喝：“村公所今天发放烤烟苗。”
这一年开始烤烟苗有烟草公司统一育苗，统一发放，烤烟

苗不再由农户自行培育。大家拿着工具争先恐后到村公所领
烤烟苗，去迟了怕拿不到足够的烟苗，影响今年的经济收入。

卖烟时节，大家议论纷纷。“你家这窑卖得多少钱”，“我
家今天卖得多少钱”。见面就问烟钱的事，个个笑逐颜开，
喜在眉头，甜在心里。人们手里开始有起钱来了，原来家里
搞建设或办事都要去信用社贷款，现在反而在银行开起了
户头，存起钱来了，一季，两季，一年，两年，有人买来了摩托
车，有人安装上了电话，有人用上了手机，率先改善了交通，
改变了通信。

村长在公路边上大声吆喝：“今天发放泡核桃树苗。”
这一次人们不再犹豫，纷纷拿来泡核桃树苗，栽在自家

的包产地里，一到冬天，人们不惜成本的给泡核桃树施肥，修
剪，浇水，生怕自家泡核桃树落于别人家的后面，长大不起
来。现如今，泡核桃树茁壮成长，成片成林，高高大大，初见
成效，收入从几千元开始到现在已发展到几万、几十万元。

人们为了拓宽种植面积，去开垦荒芜了二十多年的
大河坝，把挖掘机开进河坝里，以坝靠山，重新规划，开
辟出了井字形的农田，家家都在河坝里栽种上了烤烟。

最难忘记的是2012年，全村在古老的香樟树下召开群
众会议，大家商议重新开挖一条公路，因为老路弯多坡陡，
而且是季节性的公路，一到雨季就难以通畅，不能满足村里
的需要。意见统一后，说干就干，挖掘机开进村里，不出两
月，一条环绕全村的“之”字形公路就修好了。公路畅通了，
与外界交往更方便了，有人做起了小生意，有人跑起营运，
有人大搞建设，盖起了平顶楼房，一层，二层，三层，你追我
赶，加快建设我们的家园。

大夺坡人在村长的吆喝声中一路走来，从扩种茶园，栽
种烤烟，种植泡核桃树，历经风雨，紧跟时代步伐，全村电
通，水通，路通，互联网络通，在成片成林的泡核桃树林里

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人
们生活在蓝天白云下，青
山绿水间，每家门口都停
放 着 不 同的车辆，摩托
车，三轮车，农用车，高级
小轿车，创造了大山里的
小城镇，编织了新时代的
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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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 海

献给洱海的风花雪月传奇

洱 海 传 
□ 海 男

湿 地 全 景 赵子忠 摄

第十五章 在洱海以上神灵们的位置
从西洱海北岸的龙尾关往西行至斜阳峰

下，可到达将军庙风景区。将军者为谁?将军
者李宓也。李宓为唐王朝而战死。李宓战死
在南诏的洱海，带着二十万亡灵者沉江而
死。就这样，李宓被洱海地区的人们，自然的
奉为本主神。点苍山从北往南有十九峰十八
溪，其中十二峰叫中和峰，中和峰下有一古
庙，坐北朝南，前临中溪，这就是著名的苍山
神祠。看到神祠，就会触摸到南诏国最伟大
的君主之一异牟寻的胸怀和思想。现在，苍
山神祠已变成南诏王朝的一种盛典。

1.从西洱海北岸而上
从西洱海北岸而上，彩云就飘来了，在一

束束彩云下再沿龙尾关往西行至斜阳峰下，

就可以到达将军庙。现在，我们获得了洱海
边一所神居的原祉，一千多年是怎么过去的，
据一个从我们原乡的灵欲之城的先知说，时
间是从睡眠中过去的，一夜黑暗以后，天地万
物都被改变了。时间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

时间再也不可能回到洱海边的天宝战
争，回到李宓将军亲率唐军来到洱海边的时
刻。在艳阳高照的洱海边怎么也嗅不到天
宝战争的血腥味，时代正在用金属声和越来
越商业化的旅游业包装着洱海，也许，这出
自世界的流行和媚俗也在洱海边降落。这
个时代拒绝想象力、拒绝沉重和忧伤，当然
也在拒绝着伟大的历史。

历史不仅是一个词汇，也是一场叙事。
在书中，作者的我不断强化叙事的魔力，因为

我在书中的开端说过:也许是在前世，我曾经
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一名女巫，收藏了漫长
的历史;或许是洱海中的一个水妖和一尾鱼，
在水底的波涛中看见了洱海的演变史，所以，
我命中注定要看见这场风花雪月。叙事是为
了将我们带到现场，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一
生中充满了各种叙事方式，正是那些来自现
实后的遭遇，谱写了我们的叙事曲。

苍洱间最著名的天宝战争使李密将军
的死亡显得尤为悲壮。

悲壮以后是什么?这是一个一千多年来
一直争执不休的问题，正像人之死是一个冥
灭的问题一样纠葛住了历史。二十万唐军
的死亡和一个将军的死亡曾经长时间地笼
罩着洱海。其笼罩感以阴阳相隔的方式使

洱海陷入了长时间的窒息，鬼魂们游移在岸
上，使洱海流域散失了宁静。

是谁给了战败于南诏的李宓将军一座神
殿?又是谁成为了面朝洱海的神灵?天宝战争
以后，我们看到许多战俘留在了洱海，并开始
了与当地人通婚，正是他们最早寻找到了永
不瞑目的将军的孤魂。当我们今天从西洱河
北岸的龙尾关西行而上时，就会寻找到李宓
将军当年的被困之地，他满怀忧虑的双眼被
洱海挡住，剑鞘在风中摆动，仿佛被死神挡住
了剑锋，那一刻，我们的将军在沉吟什么?

时值秋日最后一滴雨水溶化在一片落
日中的时刻，这一滴雨水它已被落日带走。
在传说中，李宓将军陷入龙尾关时，曾经有
雨水溅落而下使他绘在地图上的方向变得
一片模糊，当时，他挥剑插入了泥土，那方宝
土竟然长出了一棵大树，那棵大青树就立于
将军庙门口，好几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大青
树始终守候在此地，其不离不弃的姿态装满
了世纪的叹息和沧桑。 （未完待续）

一畦畦鲜艳的杜鹃花

骄傲地开放在游人面前

苍山十八溪雪水

浇灌的花朵红得分外耀眼

每年春季和夏季

杜鹃花开遍苍洱大地

争荣竞秀，灿烂夺目

为大理披上锦衣

可爱的杜鹃花

大理因你绽放而娇娆

你作为大理市花而自豪

杜鹃花
□ 黄锡揆

梨花又名玉雨花、晴雪、晴雨，念着这样
如诗如画般美的名字，不由得想象到了晴空
中飘洒的一场雪，或春风拂落的一场花雨，雨
滴如玉一般冰清玉洁……不禁感叹汉语言的
奇妙与美好。

天生偏爱梨花，喜欢它的洁白清新，不傲
不媚不争，自顾自地含苞怒放，不由心生怜
爱。阳春三月，一簇簇洁白的梨花缀满枝头，
随风摇曳，粗糙而古老的树干发出了点点嫩
绿的叶片，在绿叶的点缀下，洁白的梨花显得
格外的清纯。千百年来，它用固有的姿态面
对着尘世，微微含笑而不语，宛如白衣仙子飘
落人间。

在古代的大户人家府里，一般很难看到
梨花，因古人认为梨花是白色的，且“梨”谐

“离”，故被视为不吉利。但，在乡间，田间山
头的一树或是一片，却是常见。

在《小河淌水》的故乡弥渡，古十景之
首——“东谷梨花”美景在县城的东山，是新
庄村委会一带万亩香酥梨园梨花盛开的大美
风景。每年的阳春三月，漫山遍野的梨花盛
开，犹如下了一场春雪，风儿吹过，簌簌梨花
飘落，仿若仙境一般。在东谷“漫步山林拗，
梨花丛中笑”是初春的一大乐事，年年如此，
却也一再流连忘返。

关于东谷梨花，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在弥渡东山，美丽善良的
香酥姑娘和她的父母生活在这片沃土上，还
有一个青梅竹马的阿哥红儿，他们同劳作，同
在田间山头歌唱，生活虽清贫却也幸福。就
在香酥和红儿订婚的当年，罕见的大旱让东
山的庄稼颗粒无收，无奈，红儿和村里的男青
年们跟着马帮远走他乡讨生活，香酥留在村
里照顾年迈的父母。善良的香酥不仅照顾父
母，还帮扶着村里的孤寡老人小孩，她总是起
早贪黑地上山挖野菜找食材给他们充饥。

一天，香酥在上山挖野菜的路上遇到一
个老婆婆，看着她快要饿得晕过去，香酥拿出
背篓里的半块苦荞粑粑和半竹筒水，喂给老
婆婆吃了。恢复神智的老婆婆笑眯眯地对香
酥说：“姑娘，谢谢你救了我，为了报答你，我
给你一袋梨树种子，你在村子的周围每走十
步点一粒，这些梨树会在开春就开花，夏天结
果，这样全村人就不用挨饿了。只是你必须
在太阳落山前回村，不然，你也会变成一棵梨
树的。你愿意吗？”香酥说：“能让全村人不挨
饿，我当然愿意了，就算变成一棵梨树。”于
是，老婆婆从怀里掏出了一袋梨树种子给了
香酥。香酥告别老婆婆后，不顾饥饿，每走十
步用锄头刨开土点一粒，可是点啊点，袋子里
边的种子一点也不少，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
连树上的鸟儿都为她着急，香酥想，再点一粒

就回去，这样，乡亲们就不用挨饿了，点啊点，
在太阳落下最后一丝光芒时，又累又饿的香
酥姑娘倒在地下化成了一棵梨树。

当红儿牵着马儿，驮着一马背粮食回来
时，却找不到香酥，乡亲们说，见香酥上山挖
野菜了。于是，红儿满山遍野地唤着香酥，寻
找着心爱的姑娘。找啊找，在一棵梨树下，红
儿看见了香酥的银手镯还有打补丁的衣物，
于是，他疯了一般地用双手去刨土，也许，他
心爱的香酥就在地下呢！刨啊刨，双手沾满
了鲜血，又累又伤心的红儿倒地也变成了一
株梨树。

当第二天太阳升起时，东谷满山遍野的
长满了开着白花的梨树，如下了一场大雪，香
气扑鼻。到夏天，棵棵树上缀满了像小红灯
笼一样的梨，摘下来一尝，梨子又香又甜，乡
亲们摘了梨挑到城里换回粮食，从此以后东
谷的乡亲们再也不用挨饿了。

为了感谢这位美丽、善良的香酥姑娘和痴
情的阿红，当地人把香酥化成的梨叫香酥梨，
把阿红化成的梨叫小红梨，以此来纪念他们。

奇怪的是，香酥梨在外地怎么栽都栽不
活，据说是香酥姑娘不愿离开家乡和阿红哥
的缘故。因此，香酥梨也成了弥渡特有的一
种水果，并以味甜香脆、皮薄、果肉细嫩而闻
名。金秋时节，金黄中透着胭脂红的硕果挂

满枝头，犹如青春美少女一样美丽，甚是惹人
喜爱。离果树数十米就能闻到淡淡的清香，
让人心旷神怡，吃起来更是回味无穷。

在东谷大片大片的香酥梨树中，偶尔会
有一棵小红梨树，据村民说，小红梨是授粉
树。小红梨肉质较香酥梨有一点点粗糙，小
红梨还有一种特殊的吃法，在小红梨成熟后，
摘下用稻草捂半月多，使梨糖化，待到吃时梨
肉全部变成乌黑色，甜味却倍增，故名“乌心
梨”。村民说，小红梨无论如何变，它的心都
是甜的，因为他的香酥姑娘永远在他身边，不
离不弃。

在远离尘嚣的东谷，听着梨花簌簌的歌
声，看着翩跹的蝶在花间飞舞，捧一掬黯然飘
落的花瓣，仿若听到了香酥姑娘和她的阿红
哥在对歌呢！“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
理枝”这是尘世间最美的愿望了吧！

三月的东谷，梨花飞舞。飘落的花瓣是
树的眼泪吗？又是谁惹花伤感呢！春风微寒
凉，且把心事与梨花慢慢诉说吧！让心随着
花轻舞飞扬，做一场花事漫漫的梦。在梨花
梦中，让心远离凡尘，让梦落在心田，随风飘
落眉心间的忧愁……

东谷三月梨花飞，汇成一片香雪海。偶
遇也好，赴约也罢，让我们踏着刚没马蹄的青
草，寻着梨花的清香去赴一场春天的约会吧！

东 谷 三 月 梨 花 飞
□ 李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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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盛开之后
风唤醒一片叶子
一曲歌谣
拨出琴匣里的春光

农家的小院
一只春燕
衔环结草
借一道屋檐
浇开一朵梦的花蕊
芳香流淌

暖风过后
大地刻下一道美丽的纹身
旭光照彻昨夜的悲伤

春天的印记
□ 阎建斌

没错，这确是我的乡村
村头的老柳树和古井都还在
只是井边挑水的人没了
树下走动的人少了
乡村只剩下破旧的门窗和辽远的大地

冬去了，春来了
田野上开满鲜花
低矮的天空下
几缕炊烟在孤独地游荡
村外，一头老牛驮着晚霞
踩碎了一地的金黄

乡 村
□ 高 文

寨子坡小学校的院子东边有一棵榕树，
一抱多粗了。地面上八九尺的地方分了杈，
一枝长朝北，一枝长朝南。炎热的夏秋两季，
它那浓密的枝叶，带给孩子们和我许多荫
凉。村里的许多老乡也爱来它的树下乘凉和
休闲。

到了寒冷的冬季，可它的叶还一树的墨
绿，它一点儿也不怕寒冷，它还要和寒冬抗争，
看谁笑到最后。它赢了，它笑到了春风的来
临，它笑到了春花的盛开。

进入三月，它一树的叶变成金黄。春风一
来，它婆娑起舞，开始抖落一身的金黄。才一
个星期，它树上只有三五片黄叶还挂在枝头，
像不愿离娘的娃，死拽着娘的衣襟不放。

清晨，我坐在院子里的乒乓球桌旁喝早
茶。一面喝，一面把这棵榕树仔细浏览。我
发现昨天才落尽叶的榕树枝条，今早已冒出
了暗红的嫩芽。啊，原来它不愿在这大好的
春光中落伍，他也要占尽春光，展现它的妖
娆。我知道，用不了两个星期，它会吐出一树

暗红的芽，接着，挣脱芽片的束缚，抖落那芽
的包片，然后绽放出黄绿色的嫩叶。再接着，
那叶会慢慢变绿变密，挡住那热区如火的骄
阳。那时，我和孩子将在树下尽情地享受它
荫凉的爱抚。

前个星期，我刚带着孩子们扫了一个星期
榕的黄叶。再下个星期，我还要带着孩子们清
扫榕抖落的芽的包片。不要紧的，扫吧，只要
扫出那满树的绿来装点这小山村美丽的春天，
我愿意！

春 风 也 扫 落 叶
□ 羊瑞林

桃红柳绿，草长花开的春天来了，
在洱海之源炼铁峡谷倾听那诗意般鸟
鸣的季节也来了。

但在小时候，我却把那此起彼伏，
婉转动听的鸟鸣当作掏鸟蛋捉小鸟的
行动信号。

每到“草长莺飞二月天”，我总是一
到校就在没窗没门的教室里“等待着下
课，等待着放学”，期盼着赶快放学回
家，丢下那个沉重的书包后，急忙扒上
两碗冷饭，约上村里的三五个小伙伴，
向传来一阵阵的鸟鸣声的田野、山洼或
树林里挺进，并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和

“扫荡”，分组寻找鸟窝。且预先约定，

哪组先寻找到就归哪组所有，其他组不
得抢占，否则就是“小狗”。按大伙伴传
授的经验，兴奋地找到了一个个用苔
藓、用羽毛、用树枝、用野草或用毛发搭
的鸟窝时，就会发现有的刚搭好新窝，
有的正产着蛋，有的正孵着小鸟，有的
小鸟刚出壳不久，正张着嫩黄的小嘴，
奶声奶气地叫着，焦急地等待着鸟爸鸟
妈来喂食……

一对对年轻的鸟爸鸟妈，发现我们
这些顽童野蛮地闯进它们的领地，眼看
它们的宝贝要遭到惊扰或伤害时，双双
就在空中低飞嘶鸣，或站在不远处的树
枝上愤怒地朝我们呐喊，歇斯底里地一

声接一声向我们示威，但天不怕地不怕
的我们却全然不顾，依然我行我素，疯
狂地找鸟窝，掏鸟蛋，捉小鸟。有时还
遭遇到凶猛的鸟爸鸟妈，向我们头顶袭
来，要奋力地拯救它们的幼儿，我们就
不约而同地捡起地上坚硬的小石头或
大土块，朝它们使劲砸去，它们双双吓
得痛苦地哀鸣着，最后无奈地飞走了。
我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才勇敢地飞回
来寻找它们的爱情结晶？

数年后，我和爱掏鸟窝的小伙伴们
读到小学高年级而上了《自然常识》课
后，才知道：“鸟是人类的朋友，是害虫
的天敌，我们要爱鸟护鸟，才能保持生

态系统的平衡，才能保护我们人类赖以
生存的家园。”此后，我和伙伴们就彻底
丢掉了爱掏鸟蛋爱捉小鸟的陋习，还指
手画脚地谴责小字辈们重拾起我们早
已丢掉的那个陋习。但在大山深处倾
听百鸟争鸣的爱好始终没有改掉。

长大后，我成了洱海之源炼铁峡谷
里的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哪个
山头需要我去塑造那里的灵魂，我就背
着行囊，乐意地朝哪个山头爬去。因为
在大峡谷的那些山头上，课余时间都能
有机会倾听到那些诗意般的鸟鸣。朝
阳暮日，独自一个人在山头静静地享受
着大自然恩赐的音乐，感悟人生真谛，

让自己有限的生命不断升华，让山居的
日子过得比神仙还要幸福和快乐！

每当在洱海之源的炼铁峡谷里倾
听那些此起彼伏，热闹非凡，相互应和，
诗意般的鸟鸣时，就让我感觉到生命的
脆弱和顽强。有的鸟鸣，如布谷鸟、杜
鹃、荆棘鸟，一年，甚至一生才能唱响一
次而成了“年唱”或“绝唱”。有的鸟鸣，
如猫头鹰、乌鸦、报丧鸟，尽管人们不爱
倾听，甚至是讨厌而谩骂，但它们还是
要展示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如期高歌
鸣唱，就像野外的百花一样，不管你爱
看或不爱看，都要如期绽放飘香，如期
芬芳美丽，谁也阻挡不了的。

倾 听 诗 意 的 鸟 鸣
□ 杨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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