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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沉寂和落寞
万卷春风
一夜归来

冰河解冻诗歌唱响
生命的灵性与激荡之气
在瞬间点燃
心怀浪漫气息
无法与春天说再见

乡野披上绿荫之色
带领城市满街狂舞
灰色的道路逐渐鲜亮
寒凉的夜晚开始缩短
春光明媚
万物生长

李文春风归来

龙是我的家乡，可我只在这里见
过云，却从来没有邂逅过龙。

云龙何以得名？《云龙记往》
说：“澜沧江夜覆云雾，晨则渐以升起如
龙。”澜沧江云雾缭绕，美如仙境，成就
了云龙地名如诗如画的内涵。澜沧江
之云雾，是大自然最细腻的情诗，它轻
轻地抚过故乡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树
叶，为这一方滇西高原上的山峦和江河
披上了一袭柔美的纱衣。

倏忽万变洁白纯净的云彩，其实才
是故乡大地的精气神。

所谓云龙，其实就是如梦如幻的云
雾，在千山万岭之间大江大河之上形成
的奇观。白云悠悠，彩云飘飘，山岚出
岫，云遮雾罩。在蓝宝石一样的天空
中，飘飞着洁白的云，在天空中无忧无
虑地移动，或浓或淡，或聚或散，变幻无
穷。云雾与山峦交织成一幅美丽的画
卷，使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

我常常站在蓝天之下、江河之畔，
闭上眼，让心灵随着灵动的云雾飘远，
感受那一份超脱与宁静。在山山岭岭

之间，在大江大河之上，云似海，云似
絮，云似巍峨山峰，云的奇诡之态，暗流
涌动，尽在风起云涌中千变万化，让蓝
天变得神秘而又诗意绵绵。

其实，这无边无际的悠悠白云，绝
不是无根之物。它们深深地植根于高
山大江之间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这些
绿色的宝库在阳光的照耀下释放出温
润的水汽，蒸腾凝结成为美妙的云层，
倏忽飘荡，滋润万物，美不胜收。

在家乡的每一寸土地上，我千百次
地邂逅过那“浮岚飞翠，叠立云表”“万里
浮云卷碧山”“山云吞吐翠微中”“雾卷青
天碧晶辉，烟波江阔天无涯”的唯美云
雾。我爱赏云，总感觉家乡的云与众不
同，或洁白绵柔，洁身自好，或斑斓多彩，
云卷云舒，尽显纯粹之美，梦幻之美。

我总觉得，故乡的云，是大自然最
慷慨、最深情的馈赠。

云龙的云，是洁净的。在滇西高原
广袤无垠的苍穹之下，洁白的云朵恰似
空灵脱俗的仙子，悠然自在地飘游着，
俯瞰着我的家乡。我总是痴痴地久久

凝望，思绪也随之飘向那浩渺无边的天
际，心也沉醉在那如梦如幻的云影之
中。在浩瀚的天穹之下，云是自然界的
精灵，洁白如斯，就像少年天真无邪的
心灵。

云龙的云，是生动的。春风轻拂，
云儿像是被唤醒了，变得活泼而灵动。
它们在天空中轻快地飘荡，有时聚成一
团，宛如盛开的白莲花，高洁而典雅；有
时又分散开来，如丝丝缕缕的薄纱，轻
盈地缠绕在山间。故乡的云，洁白中透
着淡淡的绿蓝，与草木萌发的峡谷相互
映衬，仿佛一幅刚刚着墨的水彩画，色
彩清新，充满了生机与希望。在这生机
勃勃的原野里，望着那变幻多姿的云，
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

云龙的云，是热烈与娇媚的。入
夏，云儿在茶垄间款款移步，在高山茶
园间闲庭信步，从容舒缓，尽显娇柔姿
态。我站在湛蓝的天空下，朵朵白云镶
嵌于山林间，宛如一阕阕意境深远的诗
行，真想登高岗以长啸，将心中块垒尽
付云霓。

云龙的云，风流倜傥，气势非凡。
秋天，萧瑟秋风中的云雾，在金黄的稻
菽与通红的枫林间流连，一会儿变得如
棉花般蓬松柔软，让人禁不住想要伸手
轻抚；一会儿变得似薄纱般轻盈飘逸，
随风舞动着如梦的旋律；一会儿变得像
山峦般雄浑壮阔，彰显着大自然的磅礴
气势。它们会幻化成一群奔马，嘶鸣声
直冲云霄，矫健的身姿充满了力量与激
情；它们会幻化成一片绚丽的花海，随
风摇曳；或者幻化成一座神秘的仙山楼
阁，在缥缈的烟雾中若隐若现，如梦如
幻，令人心驰神往。

在滇西峡谷，没有严冬，有的只是
“大地微微暖气吹”的物候。而山上，皑
皑白雪却覆盖了山巅。这时候的云，压
低身姿，与皑皑白雪相互交融。山上银
装素裹，山间白云悠悠。放眼望去，天
地间一片洁白纯净，让人难以分辨哪是
云，哪是雪。此时的云，恰似大地温暖
的衾被，为这片土地带来温馨与安宁。
几片雪花，几缕白云，神秘而吉祥，给寂
静的高原增添了几分灵动的诗意。

故乡的云，一直萦绕在我的梦境
里。我在山野间漫步，追逐着云朵的影
子，沉醉于四周的美景，抬头望见那一
朵朵无忧无虑洁白的云，心情就一下子
愉悦起来。白云在山谷间飘荡，变幻着
游弋着，给人带来了一种爽快的心情。
我盯着云的飘动轨迹，想象着那白云的
故乡，云自哪里来，云从何处生，云归何
处，牵动着我的思维。野花野草在微风
中轻柔摇曳，山岚雾霭在群峰之间缭
绕，似在应和着我此刻的心情，于这片
山野间、白云中纵情舞动。

一朵朵白云，默默守望着故乡这片
广袤的天空。每当我仰望这片熟悉的
天空，心中便涌起无尽的温暖。我心目
中的云，永远是那种温柔的形态、温馨
的画面。在故乡蓝天白云的画卷中，每
一笔都是大自然的诗意表达。云龙的
云，纯净之美，使人顿生“心事经年寄白
云”的感悟。

云龙的云，那洁白的倩影，永远是
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约定，宛如那永恒的
禅意，萦绕心间，丝丝缕缕，无法释怀。

云 龙 的 云
■ 杨卓如

云

我没有线条可以描绘这样的美
我也没有色彩填涂这样的绚烂
我甚至没有语言可以表达
大理这一幅画
线条柔软色彩明亮

当我终于甜睡在莫残溪水清澈
的梦里

枕着溪流清脆叮咚声
有鸟在阳光照耀的树枝上踮起脚

尖跳动
松林在微风亲吻下伴着清香
发出“沙沙”的歌声
山野角落开得浪漫的不知名野花
似乎这里脱离了季节的掌管
美得毫无逻辑
羞涩如邻家少女的莫残溪
只发出“哗哗”的笑声
并不露出面孔
攀过最后一处屏障
莫残溪出乎意料地出现在眼前
从石缝间流动发出巨大的水声
白色的水花冲刷着黑色的石块
溪水倒映着斑驳的树影
四周环绕苍翠的山脉
莫残溪从苍山深处流出
在山坡上串起珍珠样的村庄

闭上眼 张开双臂
我在莫残溪的怀里
而整个世界都在我怀里

李云洁莫残溪溯源

老的中国对麻风的认识与西方
不同。秦汉主“风”说；隋唐时
有“虫”说；南宋陈言的《三因

极——病证方论》（公元 1174 年）中，除
提及外部原因外，首次记述“然亦有
感染者”。明代沈之问《解围元薮》
中，把传染作为麻风的主要原因，且
肯定麻风是可以感染他人造成流行
的传染病，并强调了家庭内传染的重
要性。明末吴有性（公元 1642 年）在

《瘟疫论》中，将“瘟疫”与其他热性病
分开，第一次建立以机体抗病功能不
良，感染疠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
清代吴谦等（1739—1742）编修的《医
宗金鉴》中，稳固地接受传染为麻风
病因之一的观念。

数千年以来，人们就与麻风抗衡，
并试图治愈这种恶疾。

隔离，成为自古以来预防麻风传染
的主要手段。在《圣经·旧约》中，发现
疑似麻风患者，先禁闭七天，确诊则宣
布此人不洁，移居城外，与家人及居民

“村外隔离”。在公元九世纪的法国，规
定麻风患者不许结婚。荷兰、西班牙、
挪威、美国及日本等多国，都颁布了麻
风患者要入院终身隔离的法令。君士
坦丁大帝之母 Helena 创立救济老人和
贫民的“旅社”（拉丁文 Hospitlia，为英
文 Hospital 的 渊 源）。 公 元 329—379
年，卡巴多喜阿（Coppodocia）地方的大
主教 Bacil 创建了 Bacil 旅社，也收容麻
风患者。公元四世纪时，欧洲各国共有
麻风收容所（隔离病所）636处。十三世
纪时，麻风收容所高达 19000 多处，其
中仅法国即有 2000 处，英国有 326 处。
公元 1400—1410年，挪威的卑尔根建立
了圣约尔根麻风病院，1702 年，挪威基
督教会重建。1839 年以后，该院成为
挪威制定麻风防治对策的本部，也是当
时欧洲麻风科学研究的中心。Daniels⁃
sen 和汉森等著名医学家，曾在这个麻
风病院担任过院长。十九世纪中叶之
后，建立麻风病院收治麻风患者，已成
为 世 界 各 国 普 遍 采 用 的 隔 离 措 施 。
1930年，《麻风评论》在英国出版。1931
年，国际麻风协会（ILA）在马尼拉成
立。1933年，《国际麻风杂志》在美国出
版。1943 年，在大洋洲的瑞鲁岛，曾发
生过岛上所有麻风患者被集中于一艘
船上，并用炮火击沉的事件，制造了惨
无人道的悲剧。

人类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方才将麻
风病攻克。十九世纪前后，采用过大风
子制剂治疗麻风。这是七百多年来，唯
一可用于治疗麻风的药物，但仅有部分
疗效。1897年，首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德
国柏林召开，决议成立国际性的麻风防
治团体，仿效挪威的经验强制隔离患
者。1909年，第二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卑
尔根举行，仍推荐隔离麻风患者和强制
报告新病人。并认为，只有做了输精管
切除术后的患者才允许结婚。1938年，
在开罗举行的第四届国际麻风大会上，

埃及提供了大风子树的种子，这是许多
世纪以来治疗麻风的唯一药物。1941
年，美国麻风患者 Stein 在卡维尔国立
麻风病院创办了《The Star》杂志，并编
辑出版至今。

1943 年 Faget 报道，已用砜类药物
普洛明（Promin）静脉注射治疗麻风。
1943年砜类药物问世，麻风进入了化学
治疗时代，使困扰人类数千年的麻风成
了“可治之症”。

1946 年 至 1947 年 ，英 国 科 克 伦
（Cochrane）医生使用氨苯砜（DDS）肌
注和口服治疗麻风。砜类药物治疗麻
风是对长期缺乏有效药物局面的首次
突破，同时进入化学治疗划时代的新阶
段。DDS 多年来一直成为主要的抗麻
风药。

1948 年 4 月，第五届国际麻风大会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主张“只隔离
有传染性的患者，可允许部分患者在适
当管理下接受门诊治疗”。这次会议
中，中国山东齐鲁医科大学尤家骏教授
代表中国出席。

1950年，第三届世界卫生大会的报
告中，WHO秘书长首次提及麻风病。

1953年，在马德里召开的第六届国
际麻风大会上指出：“化学治疗的进展，
为重新审查本地预防隔离方法创造了
新前提”。1958 年，第七届国际麻风大
会在东京举行，此次会议认为，将患者
隔离入院作为控制传染的政策和方法
具有重大缺点，“强制隔离是不合时代
的错误，应予废除，仅在有特别指征时，
才需入院治疗。”同年，WHO（世卫组
织）又在日内瓦建立了麻风科。1966
年，国际抗麻风协会联合会在瑞士伯尔
尼成立。

中国的麻风治疗，可谓“路漫漫其
修远兮”，经历过漫长而又艰难的历程。

公元前 359—217年的《睡虎地秦墓
竹简》的《法律答问》中，有秦代将犯罪
的麻风患者遣送专门的“疠所”，“生定
杀水中”的记载。汉代以后，不许麻风
患者参与祭祀和宗社活动，要“绝乎庆
吊”或“幽隐山谷”。北齐天宝 7—10 年
（公元 556—559 年），北印度来华僧人
那连提黎耶舍在河南汲郡霖落山香泉
寺中，设立有“疠人坊”，男女分开收养
麻风患者，四时供给，可能是中国最早
的“麻风院”。晋代葛洪著《抱朴子》中，
记有“上党赵瞿，病癫历年垂死，其家弃
之，送置山穴中”。公元 6 世纪末，吐蕃
三十代赞普仲年德如身患“龙”病（麻
风），考虑会影响后代和王族的兴衰，国
王决定与王妃秦萨鲁杰一起活着进入
墓穴。“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卢照邻因
患麻风，去官隐居山中，后不堪其苦，投
颍水而亡。

连载

年春节期间，我认真读了“让诗
歌遇见春天·祥云诗人迎春诗
展”作品，在饱尝丰富多彩的精

神大餐的同时，这组诗歌作品不同凡
响的审美品位，让我十分惊喜。31 位
诗人的作品，充分展示了祥云诗歌群
体的活力和实力。

诗展，让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来，一
大批诗人在坚守，在探索，在前行，涌
现了在省内外有影响的诗人群体。他
们大多出版过作品集，其作品发表在
包括《人民文学》《诗刊》《诗选刊》《星
星》《十月》《钟山》《花城》《四川文学》

《中华诗词》《草堂》《延河》《北方文学》
《新华文学》《中国诗人》《边疆文学》
《滇池》等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在这
个诗人群体中，产生了有影响力的诗
人、作家、《边疆文学》编审雷杰龙，“新
新诗”写作倡导者、藏诗阁创始人郁
东，女诗人杨灵芝（林夕）等。其他数
十名诗人来自各行各业，还有几位真
正的农民诗人。也和他们一样，都坚
信诗歌不死，10 年、20 年、30 年……在
各自的诗路上求索前进，显示了祥云
诗人的实力与活力。因为有了他们，
我把这个诗歌群体，称为“祥云诗群”，
是名副其实的。

祥云诗群的重要诗人郁东倡导
“新新诗”写作，主张“人与世界，人与
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写
作”，在这组诗里也体现得尤其明显。
雷杰龙的《在哀牢山后面》，一首短诗
把历史上的军垦、民族的迁徙、边地风
云、大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当今脱贫攻
坚，异地安居的家国大事，通过一两个
家族的演变，表现得非常生活化和真
实，具有丰厚的历史感和生活真实的
品质。一位年过七旬的农民诗人赵

荣，小诗《烧糍粑》写日常生活中的细
节，在锅上烤糍粑，“一个个/都翻成
了/鼓足气的蛙/可还在翻着/翻着”，
来自生活中的比喻，新颖、自然、形象
生动，充满了生活的情趣。又如郁东
的《故乡事》中越来越沉默的父亲、打
电话频率越来越多的母亲，诗中的空
白，我们可以去想象他们的一生和日
常中的故事。特别是在修筑滇藏公路
爆破声中耳朵早已失聪的父亲，却在
滇朴树下用石头搭一个座位听鸟鸣。
他的沉默又似在聆听，那种此时无声
胜有声的境界，就像“与山坡上的一棵
狗尾草相似”，其情其意，让人读了心
疼。诗是生活的艺术，也是感情的艺
术。情之所至，发言为诗，诗歌的创作，
都必须具有真情实感，才会让人感动。
普应杰的《父亲》“你笑起来/嘴唇碰到
松动的牙/我的心跟着颤了一下……”
一个生活细节中的父子情，也同样呈现
了真情在诗歌中的艺术力量。张美华
的《为父亲拍老人像》中的细节，也有
异曲同工的艺术感染力。芮晓峰的

《在普淜梅苴兴村》“问起彝民如今的
生活/村支书边说边用核桃仁/蘸起蜂
蜜”。一个很小的细节，暗喻了脱贫攻
坚后彝族村寨的大变化，可谓细节中
彰显的时代精神，显示了诗歌的时代
感特点。

祥云诗人的这组作品，艺术表现
呈多元化趋势。有的作品把传统新诗
和“新新诗”的艺术表现相融合，或抒
写浓郁的乡愁情怀、独特的民风民俗，
如李雪的《故乡在喊我》，李继凯的《年
味》，平兰的《回眸》；或从名胜古迹、山
川地理去表现历史进程，聆听时代的
足音，以及大自然美好的生态环境，从
人生经历中感悟生命的美好和意义。

如静月听风的《天生桥》，杨友泉的《云
南驿》，刘珈彤的《一壶云南岩茶》，吴
映辉的《横跨三江奔流》，雪贝儿的《悠
幽中洲》，林夕的《映山红》，陈艳菲的

《那就去问一场雪》，百灵鸟的《登山
记》，邵文俊的《永远的记忆》，茶山青
的《跟你一样，本是单纯的小溪》，黎虹
的《送你一朵春天的兰花》，和慧平的

《酒杯空》，李永康的《饮后》，蓑笠翁的
《一片叶子》，张玉洪的《忙碌》，王子军
的《坝子或牛》，叶子的《这一年》，单云
东的《种子》，崔学仙的《尽头街》，麦田
的《毕业季》等作品。艺术水平各有品
位，但都显示了诗人们的诗艺追求和

“新新诗”写作的特点。
在这组作品中，有的诗人善于从

生活的场景中获取新颖的艺术表现角
度，彰显了时代新诗的审美个性。如

“白天种地，夜晚写诗”的农民诗人山
雨的《十朵茧花》，在种地的辛劳中，一
双手指都磨成了 10 个茧子，在诗人心
中，却是十朵茧花“在我的手掌心绽
开”，“诗意和图画在红土地上蔓延”。
过客的《在大地上写诗的人》同样是写
普通劳动者环卫工人的诗，把她清扫
大地垃圾的工作，用在大地上写诗作
比，是用美的联想，为普通劳动者献上
的一曲心灵的赞美诗。这些作品让我
们看到，传统新诗的写法，也在祥云诗
人中，结合他们的人生体验，加以运
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兴起的朦胧
诗潮，自然对他们的创作也有所影响，
林夕等诗人的作品，多少让我们看到
了朦胧诗的影子。

诗歌艺术上不拘一格，求新求
变的表现，正是祥云诗群充满生机
活力崛起的原因，这是彩云之南诗
歌的春天。

祥云诗群的新春诗典
——读“让诗歌遇见春天·祥云诗人迎春诗展”

■ 张永权

今

古

根系在暗处摸索着水分子
大地呼吸变得急促
脉搏跳动 重组光的碎片
时针将年轮刻在树干的皲裂里

奔忙的鸟儿大呼小叫
校对季节里语法的正确表达
急性子 藏不住心中的秘密
叽叽喳喳
惊醒柳芽 舞动晨光

嫩绿的齿轮咬合着昨日的伤痛
那些过往
在叶脉中释放
枝条迎着暖风
春天 正在枝头
等候

文艺评论

丁成武
春天

在枝头鸣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