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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大理

普 陀 逐 影 共 鸥 欢
■ 常世伟 文／图

连载

山洱海，向来满溢诗情。岁月的长诗里，总
有几页华彩篇章，会被冬日寒风轻轻翻开，
将海东的小普陀，呈现出独属于寒时的绮丽

韵致。于我而言，它宛如一场醒着的梦，唤起我内
心对纯粹美好的渴望。

年少时，小普陀的名字就落进了心底深处，如
同种下一颗期许的种子。在大理求学的悠悠七
载，我却与它擦肩错过，直至岁月将青涩打磨，踏
入繁杂尘世，历经千帆后，偶然的契机，我才在海
鸥回归的时节，真正踏上前往小普陀的路途。自
此，每一年冬春之交，奔赴小普陀，就成了我与自
己、与海鸥、与自然的郑重约定。

我偏爱在午后与傍晚交织的时刻抵达。此
时，太阳像是倦游的旅人，收起了白日里的万丈光
芒，慵懒地斜挂在西边天空，洒下的光芒仿若丝丝
缕缕的金纱，轻柔又慷慨地披拂世间万物。洱海，
这面大地的巨镜，瞬间化作梦幻的舞台，风起，水
面泛起层层褶皱，每一道褶痕里都填满了碎金般
的光泽，闪烁跳跃，好似一场盛大的珠宝舞会正在
悄然开场。极目望向对岸，苍山巍峨耸立，宛如沉
默寡言却无比忠诚的守护者，终年不离不弃地守
望这片灵秀之域。山巅的积雪，在夕阳映照下，折
射出圣洁的光芒，像是神仙不慎遗落人间的细碎
钻石，璀璨夺目，令人心生敬畏。

还未等我从这宏大的美景中回过神，一群海
鸥裹挟着海风，如凯旋的勇士般呼啸归来。它们
舒展着洁白无瑕的羽翼，身姿矫健而轻盈，欢快的
鸣叫声此起彼伏，像是归巢的游子发出的赤诚呼
喊，瞬间撞开了我心底那扇紧闭许久、落满尘埃的
愉悦之门。望着它们，尘世里积攒的琐碎沉闷，刹
那间烟消云散。

小普陀，这洱海碧波之上的袖珍之岛，就像一
颗精心镶嵌在洱海上的璀璨坠饰。别看它地方不
大，却自带一股磅礴的气场，凝聚着岁月沉淀下的无
尽温婉，吸纳了自然馈赠的满盈灵秀。仿佛是一位
从悠远时光深处踱步而来的隐者，一袭素袍，怀揣着
不为人知的故事，静静伫立，于波光潋滟里站成永恒
的姿态。每至冬春，海鸥蹁跹之际，小普陀便摇身一
变，成了这场灵动盛宴的焦点核心。洁白如雪的羽
翼纷扬似花，围绕着小普陀上下翻飞，清脆的鸣叫
声交织成一曲活力四射的乐章，为这座古朴静谧之
所注入汹涌澎湃的鲜活热流。此刻的小普陀，不再

仅仅是一座砖石砌就的冰冷建筑，更是一颗被自然
之手激活的魔力宝石，在喧嚣与灵动的双重奏里，绽
放出灼灼华光，让人沉醉痴迷，难以自拔。

游船往返，湖水荡漾，海鸥欢舞，游客们兴奋
地呼喊，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清脆的笑声被海风
卷着，飘向四面八方。我却一心沉浸在拍摄里，守
着取景框，耐心等候那最惊艳的瞬间。

相机是我忠实的伙伴，站在岸边，那一刻，相
机已然化作我身体的延伸，是我看向世界的另一
双眼眸，也是我捕捉梦幻的触角。太阳愈发下沉，
暖橙色的光线仿若细密浓稠的蜂蜜，一寸寸温柔
地轻轻覆盖海面，浪尖像是贪玩的孩童，蹦跳追逐
那璀璨夺目的碎金，每一朵浪花都耀眼得好似要
灼伤眼眸。海鸥的白羽被镶上了金边，它们欢快
地鸣叫、潇洒地盘旋，像极了这场落日盛宴最尽职
的舞者，为天地间这场视觉的盛宴尽情舞动助
兴。去有风的地方，风，是大理灵动的信使，从耳

旁悄然溜过，携带着独有的湿气与微腥，丝丝缕
缕，都是洱海悄声诉说的细语呢喃，倾诉着千年的
变迁、四季的更迭，还有那些隐匿在波光背后的多
少动人故事。

我依旧伫立在海风里，直到最后一丝光线隐
没，才缓缓放下相机，手指因长时间摁键而麻木，
双腿也酸胀不堪，可内心却被填得满满当当，慰藉
尘世奔波的灵魂。

在小普陀，我追逐着光，与海鸥结伴同行。苍
山沉默见证，洱海温柔包容，游客的笑、变幻无穷
的云、缱绻的海风，共同织就这段难忘的时光。它
们带来的，不只是灵动景致，更是无畏的、洒脱的
心灵密语，被我小心珍藏，好在往后庸常日子里，
孵出自由的梦。

年年奔赴这场与海鸥的光影之约，我收获的不
只是储存卡中数千张照片，更是一次次与鲜活生命
对视的悸动，和被自然之美填满的心灵。在洱海湖

畔，时光慢下脚步，我用相机定格海鸥的岁岁欢歌，
也让这份独属于冬春的浪漫，永不落幕。

我想，人生旅途恰似这一次次奔赴小普陀的
行程，充满了错过与重逢。在尘世匆忙奔走，不经
意间错失诸多美好，那些懵懂岁月里擦肩而过的
梦想、情谊，如同遗落的繁星，隐匿在记忆的夜
幕。然而，只要内心葆有一份对美好的炽热向往，
对诗意远方的笃定追寻，终会在辗转迂回后，邂逅
那份触动灵魂的景致。小普陀于我，便是这份迟
来却无比珍贵的馈赠，它用自然的画笔，勾勒出超
脱尘世的画面，让我在片刻的沉醉里，领悟到生活
不止眼前的平淡与芜杂，还有值得奔赴的山川湖
海、落日余晖。每一次站在它的面前，目睹光影变
幻、人鸥嬉闹，都是在给心灵做一场深度的洗礼，
洗去疲惫与浮躁，寻回那份久违的安宁与热忱，而
后带着这份被重塑的力量，再次投身茫茫人生，无
惧风雨，无惧沧桑。

次，杨芬去上夜班时先把娃娃哄
睡，刚出门却遇到电闪雷鸣。顷
刻间，大雨如注，老天像漏了般。

杨芬冒雨赶路，视线不清，一不留神就
跌倒在雨地里，手也摔破，脚也摔肿。
当她满身泥水赶到医院，同事们都很心
疼，责怪起李桂科来。

有人问：“你怎么摔成这个样子，这
么大的雨，你家老李也不送送？”

杨芬只好把眼泪憋到肚子里，装作
听不见。那天晚上的雷雨不曾停歇，她
担心两个娃娃被雷声吓醒，整夜提心吊
胆。她说她真羡慕别的同事上夜班有
爸爸陪着娃，羡慕别人整日有丈夫相
伴。她怀疑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但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真是无奈啊！

有天夜里，儿子发高烧，女儿太小
不能扔在家。杨芬只好抱着儿子背着
女儿到医院。那时，她在心中又骂李桂科，
难道你亲生骨肉的健康比不上麻风患
者的健康？但是，等到李桂科回家，看
到身形瘦削的李桂科像个泄了气的皮
球，杨芬满腹的怨气又消散于无形。

如今的家长都注重子女的教育，
李桂科却很少开过家长会。有次，他已
答应儿子去开家长会，儿子也欢呼雀
跃，少有的高兴。可准备开家长会时，
李桂科又被叫去下乡。儿子这回不依
不饶，哭哭啼啼地撵着他跑。李桂科骑
着自行车往前走，头也不敢回。儿子在
后边追着哭喊：“爸爸不要走，爸爸回
来！”杨芬追了很远才把孩子拉住。儿
子哭着说，同学们都说，从来没见过我
爸爸开过家长会，问我有没有爸爸？儿
子哭得伤心，杨芬也抹起了眼泪，过路
的人面面相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李桂科做麻风防治后，感到自身知
识储备严重不足。于是他把杨芬卫校
的教材都读得滚瓜烂熟，还让杨芬做他
的老师。1989年，李桂科有机会到南京
医学院读书，当时杨芬正怀孕临产。
李桂科与她商量，说这次读的内容针对
麻风防治，机会难得。看着李桂科去意
已决，杨芬勉强答应。杨芬说，她挺着

大肚子把李桂科送上车后，回家大哭了
一场。他走后八天，女儿出生。看着医
院里别人家的丈夫忙出忙进，而杨芬独
自坐月子，形单影只，孤独无助。后来
她才晓得，李桂科坐车离去时也很难
受，看着杨芬艰难地拖着笨重的身子，
他也是黯然垂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
处。一边是济世救人的事业，一边是妻
儿老小和美生活，他选择了为劳苦大众
治病救人。而他自己的内心，又何尝不
想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

好不容易回家，李桂科又和杨芬聊
麻风病人的痛苦与不幸，他们不仅承受
着肉体的痛苦，还要承受着世人的歧
视，家庭与社会的遗弃。他们内心的无
助，是常人无法体会的。后来李桂科带
着杨芬到麻风疗养院。杨芬目睹了麻
风患者因为肢体残疾，吃饭都拿不住筷
子，行动极为不便，顿生恻隐之心。

杨芬说：“看到病人见到老李时，他
们之间那种自然而然的亲近，那种特殊
眼神的交流，我突然懂得了老李做这件
事的意义，由此理解了他。”

因为有了理解，杨芬开始包容李桂科
的“不顾家”，同时也不断地发现他的
优点。

杨芬说：“李桂科虽然陪伴孩子的
时候较少，但他是个温和的父亲。他从
来不打骂孩子，都是耐心地讲道理，两
个娃娃都喜欢他。有时候我埋怨老李
不顾家时，娃娃们都向着爹说话，还主
动帮我承担家务，纾解我这个老母亲的
愁云。”

“李桂科还有个好处，他是个闲不
住的人。只要他在家，他什么活都能
做，什么都会做，没有什么家务事能难
倒他。”

苍

有

冬 枝 雀 柿 冯雪娥 摄

我的记忆里，儿时山野密密的
森林间，抑或是山坡间的草甸
上，山雀、斑鸠、鹧鸪、竹鸡成群

结队，一只接着一只，扑棱着双翅，伸
直了双腿，纷纷从空中落下，占据高
枝，在树林里翩翩起舞，扑腾着翅膀，
叽叽喳喳地引吭高歌，样子潇洒极
了，声音美妙极了。

家乡多绵延起伏的高山和奔腾
咆哮的大江大河，高山大川之间，野
生鸟雀多在此繁衍生息。在家乡莽
莽苍苍的山野里和江河畔，从体型庞
大的秃鹰到小巧玲珑的山雀，从色彩
斑斓的五彩锦鸡到朴实无华的斑鸠，
种类繁多，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魅
力和生存之道。松鸦、鹰、金雕、红
隼、鹧鸪、竹鸡、红腹锦鸡、白鹇、白
腹锦鸡、黑颈长尾雉、戴胜、啄木鸟、
白 鹭 、八 哥 、喜 鹊 都 是 极 常 见 的 。
这些飞禽，作为自然界中能够飞翔
的精灵，它们的特点和形态各异，
但共同拥有翱翔天际的神奇能力，

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山禽的羽毛丰满而密集，不

仅为它们提供了飞行的动力，也保护
了它们免受外界的伤害。细心观察，
每一根羽毛都像是精心雕琢的艺术
品，闪耀着独特的光泽。无论是翱翔
在高空的雄鹰，还是穿梭在林间的翠
鸟，它们的身姿都异常矫健。许多山
禽鸟雀都拥有美妙的歌喉，它们的鸣
叫或清脆悦耳，或低沉婉转，或高亢激
越，或短促悠长……如同大自然的音
乐家，为寂静的森林和广袤的天空增
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飞禽在故乡林
莽的天空中自由自在地翱翔，追逐猎
物，寻找伴侣，享受着飞翔的快乐，随
心所欲地展翅高飞。候鸟有迁徙的习
性，它们在特定的季节里，组成庞大的
队伍，跨越千山万水，进行长途飞行，
这种景象无比壮观、令人无比震撼。
这种候鸟的迁徙壮举，展现了其对自
然的适应和生命的坚韧。古诗有云：

“不知天外雁，何事乐长征？”“何处秋

风至？萧萧送雁群。”雁阵的远征，勾
起了古人无尽的思绪与喟叹，触景生
情，尽在无言中。

故乡的山雀水鸟多，过去，捕鸟打
鸟的人也多。那时，山野地带，打猎
捕鸟的常来，不论白天，或是夜晚。
有时用网具支在林中，撒上诱饵，等
着山雀野鸡觅食时网住，之后便做成
桌上美餐。

如今，人们的环保意识提高了，人
们认识到保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保
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
性，保护鸟的栖所，就是保护人类的生
存环境。蓝天、森林只有配上鸟儿，才
会有生机。

在“生态”一词被多数山民所认识
并付诸行动之后，多数的野生鸟雀有
了保护伞，这些山野精灵在故乡的青
山绿水之间自由自在地翩翩翱翔。现
在家乡的山野之上，莽莽群山滔滔江
河之间，飞禽水鸟均日渐增加，在蓝天
下无忧无虑地翩翩飞舞！

山 野 精 灵
■ 杨卓如

在

洱海从海的阵列逃逸
在苍山脚下卧成一方湖泊
时间久不久远都没关系
她是一枚铜质印章

她把湖水翻卷成蓝色印泥
赠给湖边赤脚行走的孩子
脚底的戳 那是家乡的地图
每走一步 都是与生俱来的乡愁
在乡愁里 孩子从不迷路

是的是的 声音也被盖了戳
我说着唱着 一开嗓
就有人认出了基因 笑着流泪相认
贴近家乡的体温 捂热微凉的乡思
如同温一壶老酒
每倒出一杯 都是一片湖水

每一朵云都从湖底升起
每一朵云都是一幅印章的形状
她们是留鸟 不会漂泊
飞一飞就会折返
她们在湖水里沐浴更衣
鲜艳如花 永不衰老

野茶花

我在江湖里 遇见大理茶花
她们是如何披枷带锁 来到江南
来到江南的“曼陀山庄”
在思乡里清瘦 在江湖里黯然

我明明记得 她是一匹野马
穿过浓密的山风
追赶着一片山谷
粗粝的枝干上
荆棘的划伤被一笔带过
山崖和她一起仰天嘶鸣
桀骜不驯的模样
只在黎明时归来 只为自由地绽放
一朵流着清泉
一朵飞上红霞
一朵透着雪光
她只有一个名字 野茶花

如果可以带她们回家
我会请求猎人带上他的猎犬
追踪她们来时的足迹
要绕开花市
也不能误入装模作样的花圃

洱海是一枚印章
（外一首）

杨艳梅

故乡的云

擦亮每一个鸡鸣犬吠的清晨

坚守住每一个炊烟袅袅的黄昏

故乡的云

总在我记忆的天空下

挂一串装满乡愁的风铃

微风起处

声声紧催我的归程

云的心事 总是说给雨听

故乡的雨 轻轻地滑过

绵绵软软 如绢如丝

随着游子的目光

一直在飘落 飘落 飘落

那清清亮亮的雨

洗亮了一个季节

我是故乡的一片云

流浪到异乡的天空下

借着雨的诉说

把满腹的心事浇灌在故乡的沃野

让润物无声的思恋

滋养故乡的野花

开出灿烂的风采

我是故乡的一片云

生生世世守着故乡的天空

我是故乡的一片云 李运

冬日里相遇 闫建斌

收集路上风景

行人拾得一脸笃定

天空深邃幽远

身着蓝布衣裳

清瘦的月光与之同行

虫鸣协奏

流水弹响竖琴

一颗闪亮布景硕大的苍穹

回忆是最有滋味的美餐

烟火里的锅碗瓢盆

盛装着时间点滴

充盈生活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