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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连载

野鸡坪的狐狸 
□ 杨保中

雨 湿 南 山 马立康 作

乡愁大理

7. 俏狐狸把头扭过
去了

俏狐狸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
懒得动，趴在地上静静地盯着那对
恩爱的狐狸夫妇。

假雌儿不见了，它定然钻进地
下的洞穴中去了；白尾巴也不见
了，它一定趴在某一个野兔的洞穴
前，静静地等待猎物上钩。俏狐狸
趴在地上，它本应躲到某一座坟茔
背后，这样才相对安全。偶尔地会
有人来，说不上他们干啥来了。春
天到了，刚刚洒了一阵霏霏细雨，
火烧过后的枯草地现出绒绒的绿
来，一朵朵黄的白的紫的花儿，把
坟地点缀得五彩缤纷，这或许便是
偶尔有人进入的原因罢。不大有
人打理它们的庄稼地，更没人像从
前那样特意在冬末与春初，放一把
火把田埂烧得光溜溜的，好让开春
的野草长得更娇嫩，而让自家的羊
只有嫩草吃。乡村很少有人放牧
牛羊了，野兔们沾不了羊只的光，
也只有坟地这一块地方，才有嫩草

可以享用。
俏狐狸选取一块绿茵茵的草地

躺下，双耳倾向大地仔细地搜索来自
地下的声音，鼻孔轻轻地翕动，任花
草的芳香将它陶醉。刚狐狸在的时
候它从来不出猎，因此也没有机会享
受狩猎的快乐。如今，一切全靠自
己，说不上享受，偶尔地一点体验，不
经意便扯得心尖隐隐作痛……

它躺着不动，它的心碎了，无
法缝合。

“砰砰”的急速的追逐之声很
久之后才响起，那时候太阳老高
了，晒得俏狐狸眯缝眼睛，不想看
也看不见逆光里发生的一切。不
用看，一切都会是老样子：白尾巴
任一只野兔逃窜很远却没能赶上，
最可惜快要追上了，那只野兔却急
转弯逃走了，白尾巴正落在后头嘘

嘘地喘着粗气。事实如此，白尾巴
的捕猎过程过于漫长，并且即将面
临一无所获的结局，如果是刚狐狸
的话，用不了三五分钟便会满载而
归。俏狐狸这样想。白尾巴太笨
蛋！超过三、五分钟的高速追逐，
任何一只狐狸的心跳都会过速，血
液中的氧气消耗太大，速度提不上
来，更不要说它这只老狐狸了。

“砰砰……”
另一串脚步声却恰到好处地

响了起来，俏狐狸不禁侧身抬头睁
大眼睛，这是它极熟悉的一幕：

假雌儿迎面出击，拦住了那只
转身逃脱的野兔的去路。

在野兔心里，雄狐狸都是独自
狩猎的，突然钻出一头雌狐狸的迎
面将它拦截，那只野兔吓了一跳，
企图再度调头逃跑。然而，它无路

可逃了，气喘吁吁的白尾巴赶上来
了。接下来俏狐狸以为，白尾巴只
要张嘴咬住野兔的脖子，这场战斗
便结束了，没想到的是，白尾巴不
是用嘴而是高高地抬起前肢，把野
兔踹倒在地。“吱吱”惊叫的野兔，
最终不是被白尾巴咬死，而竟然是
被假雌儿咬翻的。

俏狐狸实在不明白，抬起前肢
踢比用嘴咬费劲多了，白尾巴这是
干嘛呢？猎杀一只野兔还非得雌
狐狸出手？假雌儿这日子够艰难
的。俏狐狸暗自同情假雌儿之时，
假雌儿却没有什么难受的表示，它
那里正将野兔送到白尾巴的嘴边，
一反雄狐狸谦让母狐狸先行享受
的 惯 例 ，不 时 要 白 尾 巴 多 啃 两
嘴……那份恩爱劲儿，看得俏狐狸
心里酸酸的把头别了过去。

进入坟地之前，俏狐狸还赌气不
再狩猎，饿死也罢！它实在忍受不了
自己的无能，一次次眼睁睁地看着黑
泥儿遭受折磨，却不能顺利将它营
救，也不能送它点好吃的。但是，白
尾巴与假雌儿这一对恩爱狐狸刚刚
隐去，它便试图也像假雌儿那样，雄
心勃勃地去猎杀一只野兔。

俏狐狸心中有愧于它的黑泥
儿。黑泥儿的爸爸去世之后，当妈
妈的天天给它吃的不过老鼠肉罢
了。俏狐狸也像白尾巴那样悄悄
隐伏到野兔的洞穴前，屏住呼吸一
动不动，侧耳倾听来自地下的声
音。野兔在地穴里来往穿梭十分
快乐，俏狐狸心里着急，它们干嘛
不钻出洞外，享受一下明媚的春光
呢？它趴着不动，直到四肢麻木动
弹不了，野兔仍旧不肯露面。俏狐
狸想赌气不再蹲守，然而，黑泥儿
可怜巴巴的样子却一再浮现眼前，
它不得不努力说服自己坚持再坚
持…….它相信，它的力量与假雌儿
不相上下，只要野兔露面，一定能
把它擒拿到手。

有水随行。车子一进入鹤庆
坝子，我就想到了这个自己生造的
词汇。

风和日丽漾鹤川，湖光山色两
相连。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那种熟
悉的庄稼的气息，混合着青草的芳
香，长途奔波的劳累立即被满目的
苍绿一扫而光。今年的大旱，似乎
对被称为高原水乡的滇西鹤庆坝
子没有太多影响，柔韧丰盈的山峦
水一般从车窗外轻轻流过，流过去
的，还有古村古镇、山坡田野，成群
的牛羊以及在农田里劳作的农
民……有篇文章说，你到了一个地
方，不看别的，你只需看水，就可以
知道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潜力，就
可以猜到这个地方人们的身体健
康状况，就可以明白此地人的文化
素养水平。

我相信这是真的。盛夏时节，
在鹤庆，却感不到丝毫的闷热。在
草海边的一个鱼庄，随行的水，以
一场雨的方式，热情欢迎着我们的
到来。文友相聚，聆雨听风，推杯
换盏，鹤庆的美食首先征服着每个
人的胃。鹤庆的美食有八大碗、火
腿、火糕、柳蒸猪头等等……来到
鹤庆，鱼是不能不吃的。由于鹤庆
龙潭众多，水源丰富，鹤庆的鱼自
然品质优良，无论是烤鱼、酸辣还
是清汤……洋芋、白豆腐、葱、姜、

蒜、香菜、糟辣子、盐、味精、花椒
面、草果面和着肉质鲜嫩的鱼，让
人赏心悦目，胃口大开，人生百味，
尽在其中。“丽江粑粑鹤庆酒，剑川
木匠到处有”，美食，自然要用美酒
来佐，鹤庆乾酒在滇西北一带自古
就非常有名气，可以用“家喻户晓”
来形容也一点不夸张。

酒，自然也与水有关。或者
说，酒，其实就是高浓度的水，是烈
性的水。朋友介绍说，鹤庆乾酒的
来历，在民间还有一段颇具传奇色
彩和神秘意韵的故事，这酒据说是
乾隆下江南那阵子，在一次晚宴
上，品了鹤庆出产的西龙潭酒后，
觉得味道醇厚中，有一股子清冽冽
的感觉；回甜中，有一种山野的清
香。那品遍了天下美味琼浆的乾隆
老儿，品了一口后，居然啧啧称赞
道：“这真是天下少有的美酒啊！
杜康在世，也未必能酿出这般美
酒。”于是就将这种酒，御封为每年
进贡朝廷的贡品，定期按时呈贡。
这酒名也就取成了乾酒，言下之意，
这酒的专利拥有者，就他乾隆的
了。而如今，鹤庆乾酒不只是当地
宴朋会客的必备之物，也已成了寻
常百姓餐桌上的寻常之物了。

细雨掩窗，绿草芬芳。几杯乾酒
下肚，还没来得及“细嗅”镜泷兄的

“蔷薇”，我便醉倒在无边的夜色里，

醉倒在这高浓度的鹤庆之水里了。
第二天一早，天公作美。雨后

的天空像被刚抹洗过的玻璃，架在
鹤庆坝子边的四山上，整个鹤庆坝
子简直就是个世外桃源。进入新华
村，叮叮咚咚的响声不绝于耳，像
满村门前院内的地下泉水涓涓涌
动，这是新华村的村民们在敲打制
作各种金、银、铜民族首饰工艺
品。据说大理的美女，从少女级到
祖母级的，所穿戴的金银十之八九
也是出自鹤庆的能工巧匠。所以，
金庸先生来大理，大理州政府送他
的那把象征大理永远是他家的金
钥匙，也是请鹤庆制银工艺高手特
别设计制作的，属于绝版。新华村
位于鹤庆县城西北 7 公里的凤凰
山下，有 3 个自然村。是“茶马古
道”上的一个古老白族村寨。据

《鹤庆县志》记载，早在明朝，新华
村的村民们就开始加工民族首饰
等工艺品，从唐南诏时期就已是云南
铜银器手工艺中心，至今已有上千
年的金、银、铜器加工历史，其产品
沿着“茶马古道”大量输送到我国
藏区及尼泊尔、印度等国，“鹤川匠
人”的美名传誉海内外。在新华
村，我看到那些手持錾子的匠人，
他们的脸上，淌着岁月的河流，他
们的额头上，波动着岁月的涟漪。

在新华村，水的影子也随处可

见。鹤庆龙潭众多，新华村龙潭更
是绝版的美。坐在潭边小憩，只见
潭中水色空明澄澈，大片大片的水
草在潭底随着水波摇曳着，柔柔软
软的，宛如少女的裙摆，在我心中
轻轻波动……水面上开满了海菜
花，洁白的花瓣，黄色的花蕊隐于
清碧水之上，轻轻地歌声在湖面上
飘荡，那歌声是划游船的白族少女
唱的，和着海菜花淡淡的芳香，让
人感受那一份滇西北高原上白族
村寨淳朴浓郁的乡风民情，沉醉在
这蓝天碧水之间。新华村的水，最
引人注目的还是流淌在农家小院
的那一股股山泉水，在我们所就餐
的小店前，就有一股清澈透明的
水，由于水底水草的映衬，绿得仿
佛是一块无瑕的翡翠，又像一条绿
色的纱巾，缠绕着整个农家，像是
有风拂过，却又感觉不到它在流
动。此时此刻，我只想舀起满满一
瓢这清清的自然之水，一口气全灌
进自己肚子里，仿佛就像久旱逢甘
霖的干田，真切体会与水相随的那
份亲情。

如水随行的日子很短。梦里
的鹤庆，它的美，就如同没有声音
的流韵，像人间的至爱没有语言。
鹤庆的水，让我痴迷；水里的鹤庆，
更让我沉醉。鹤庆归来，被水洗涤
过的尘世一片透明，宁静致远。

鹤庆：有水随行的日子
□ 陆向荣

宏山仰止一苍峰，
挺秀滇南罗汉松。
百二川影飞仙鹤，
千余史迹舞蛟龙。
古屋七尺墨泉湿，
新庐万户文献封。
梓里兰馨岁连岁，
春光媚眼今又逢。

古诗词角

无 题
□ 杨政业

一望蒙川春正浓，
啼莺如梦醉游翁。
烟云万顷岚山翠，
风雨千秋气度雄。
利克民居藏古韵，
野桃老树任秋风。
西山龙护辉遗墨，

南坝高桥起彩虹。（注）
旭照瓜江真曼妙，
杏花初绽杜鹃红。

注：利克即巍山县庙街镇
利克村，村内至今保留有许多
明清时代颇具特色的古民居
建筑群。龙护即永建乡西山
龙护寺。南坝高桥指的是巍山
坝子南部大临（大理——临沧）
铁路的高架桥。

红河源之韵
□ 郑宏鑫

傲雪红梅灵鹫秀，
清风明月暗香临。
玉洱扬波花枝俏，
百花首绽不争春。
注：灵鹫即点苍山

苍山红梅
□ 赵克恭

粗茶淡饭享清平，
身健居安怡养神。
夕阳余晖知渐淡，
好诗奇文书里寻。
绘画习文生笔下，
春夏秋冬更分明。
休闲花下沏品茶，
逸乐弹奏一曲琴。

苍山春日暖，
健步松林间。
潭水出深溪，
峰溪屏风连。
云气天开分，
玉带望夫现。
遥想当年事，
山静心自闲。

春日登苍山有感
□ 那云宏

欢度晚年
□ 周满堂

农忙了，鹤庆的天气刚晴好了
几天，从金沙江边到鹤庆坝子，父亲
母亲正在割大麦、挖大蒜、育小秧，
然而雨也跟着淅淅沥沥地来了……

记忆像麦子，总会在不经意间，
疯长在心头：麦田里，弯腰收割的父
亲母亲、兄弟姊妹，他们脸上泼洒
着汗水，有时也荡漾着笑容，把庄
稼随同岁月一起收割，然后把像小
山一样压在腰上的麦捆一趟一趟
地背回家。

很小的时候，我们在田边玩着
土巴，看着父母收割；大一点，开始
跟在舞动着镰刀收割的父母身后拾
麦穗。再大一点，我们虽还未成年，
却已加入到了割麦、背麦、打麦的队
伍中。后来，读书和工作的缘故，很
少到庄稼地里了，而今只好在记忆
里收割，一年又一年、一茬又一茬的
麦子，成片成片地，倒在儿时的记忆
里，倒在村前屋后的庄稼地里。

在我童年记忆中，农忙并非是
一个美好的时节，特别是收麦子的
时候。天气总是那么炎热，割麦子
不易，背麦子头疼、腰酸，从田头背

到家中，汗流浃背。打麦子更是难
熬的事，手持麦把，把麦穗举过头
顶，然后使力打向身前的方桌，麦子
飞溅掉落。在烈日下，把重重的麦
把，抡起、打下，一次又一次。麦粒、
麦芒，一次又一次地击打在被汗水浸
泡的脸上、脖子上，“痒、辣、疼”三味
皆有。多年后，很少参与田间劳作，
劳累不堪的劳动场景竟成为了一种
美好的回忆，并以成片成片的麦子为
背景，成了一道风景，总是很美。

又到割麦时节，楸木花开，草长
莺飞，绿树环绕的麦田间，一个人、
三五个人在收割。在这样的乡村美
景里，不再盘田、不会使用锄头和镰
刀的不少年轻人已离开土地上的乡
村，只留下一个背影，沉重的庄稼结
实地压在了留守乡村的父母肩上。
他们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在丰收的田
野上，有时与我们儿时记忆里的艰辛
有几分相似，又多出几分沉重。就像
庄稼需要农人的陪伴、伺候一样，盘
田的父母有些孤独，他们的眼神里，
流露着喜忧参半的心情，农忙了，他
们似乎在等待儿女的归来。

农忙时节盼儿归
□ 寸红亮

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有言
“梨花一枝春带雨”，将梨花的清
丽写得格外动人，我也便因这动
人的梨花而为梨花般的杨玉环动
容。因为，在家乡，梨花是常常能
见到的，梨花的白，梨花的香，梨
花的清丽，都是随处可见的。她
们开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更甚
至，她们之前也是漫山遍野的白
……梨花开，梨花落，梨子青，梨
子黄——一年一度，丈量着流转
的时光，丈量着悲欢的人生。每
一个花蕾，每一次抽叶，每一痕年
轮，都填满了山村悠然、恬静而有
况味的生活。

位于罗坪山东麓的大松甸，闻
名当知得名于松，后来，却以梅果
产业而致富，十几万株梅树间，腊
罗人自称“说梅子话，做梅子活，唱
梅子歌”。而漫山遍野的梨花，是

因腊罗人而开，还是早就绽放在腊
罗人到来之前，已经无从知晓。但
梨花花开之盛，令人咋舌，梨树长
势之随意，又令人羡慕。房前屋
后，田间村头，她就站在那里，或曲
而蜿蜒蛇行，或直而插入苍穹，仿
佛房子只为比出她的高度，庄稼只
为衬出她的婀娜，天空只为映出她
的洁白。蓝蓝的天际如明镜照出
雪白的梨花，红红的土基如晚霞映
照着透亮的嫩叶，青青的瓦片如薄
雾迷离了枯老的枝条。

千百年来，罗坪山上这世世代
代的腊罗人，就是这样耕耘生活
的。披上羊皮褂，他们种梨无数，
植梅万亩，同样的，也能翻山越岭
去学艺。这里不是白族聚居地
吗？彝族不是外来人吗？那我们
向白族学习就是了。自小就受母
舅唢呐吸引的罗凤银，大概就是因

此踏上了腊坪哨，开始追寻“唢呐
世家”李照明父子的。白天拿羊鞭
子，晚上吹调子，一人吹会了，回村
教别人，俩人学会了，再教更多
人。现在不就是吗？村里男人谁
不会两下子，一吹就能拉出个百人
团来，那阵势，何尝比不上梅花万
亩，梨树万株？自娱自乐地吹吹
腔、板凳戏，在唢呐高亢激昂的曲
调中，更是传唱了一年又一年。

这个著名的唢呐之乡，而今
也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带着
花的净白，带着果的酸甜，在唢呐
声声中吹出幸福生活新高度……

梨花的白，彝人的淳，大概便
是这样炼成的。

于是，我在肃然起敬中，被坚
守的意义所感染，又被传承的力
量所震撼，当然，对花开花落也不
再觉得是无奈的感伤。

彝村的梨花与唢呐
□ 李江梅

巍山古城的春天，春意盎然，
生机勃勃。宁静的古城，古宅老
院，小院人家，兰花、茶花、桃花、梨
花、李子花，杜鹃花竞相开放，花香
满城。古城三月，中华祭祖节、中国
大理巍山小吃节等您来，花飘香，
人如潮，小吃香气扑鼻来。

阳春三月，我的心树也悄然
间与大自然的时节一样，萌发出
新芽。人们常说：熟悉的地方没
风景。与我而言，古城是最熟悉
不过的故土，然而，当生命里流逝
了五十多年光阴，越觉古城风景
无限，内涵丰富。清晨，古城慢慢
苏醒过来，古街上的各种店铺，不
急不慢悄然打开了，小城一天的

生活开始了。我迎着春风，走过
进士坊，穿过心仪了几十年的拱
辰楼。拱辰楼广场上摆放着几百
盆春花，映入眼帘，紫色、红色的
小花，一盆一盆摆放在一起，亲热
紧挨着，远远看如同一块紫色绸
缎铺展在春天里，装点浪漫了古
老的城楼。走过古街，十字街口
烧饵 的香味扑鼻而来，街旁花
盆里的花草树木，恣意地疯长，长
出了春天的模样，花儿笑开。再
穿过秀美的钟鼓楼，慢行春之古
城，一路赏古城春景。最后走出
南栅门，回家看望父母，母亲笑意
盈盈迎接我，见到父母安好，牵挂
之心暂时轻轻放下。

家园小院，春色满园。各种
春花竞相绽放，迎春花开得热热
闹闹，金红色的君子兰喷香盛
开。紫色杜鹃不甘示弱，姹紫嫣
红闹春来。暗红色的虾花，低眉
俯首，一串串挂在枝上，花枝在春
风里摇曳着风姿。兰花雅致不张
扬，恬静地伸展着细长的叶片，装
点着家的朴实馨香。生机勃勃的
今春，经年又被银发苍苍的母亲，
长满老茧的双手全盘托出，给予
了儿女生命之春的激情浪漫。凝
视院里的一小片花海，胸襟豁然
开朗。走进春天，行于古城，春暖
花开，岁月静好，我的一颗心沉醉
在城南旧事里。

行于古城春天里
□ 陈美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