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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大理

月，阳光宛如浅酌了薄酒，醺醺
然将暖意倾洒大地，春风柔柔地
拂绿了千丛万株花木的茎叶，红

的紫的白的，花朵在枝头竞相展露笑
颜……此时，弥渡东谷的梨花，早已开
得铺天盖地，酣畅淋漓地描绘着春天的
绮丽画卷。

弥渡盛产香酥梨，那是一种可爱极
了的红皮小梨，因皮薄味香，酥软甜脆
而美名远扬。弥渡最大的香酥梨基地
就在东谷，那是弥渡东山间一个巨大
的线型山谷，北起红星，南至新庄，绵
延数十公里。万亩梨园沿着东山走
向，随着山势起伏回环，马不停蹄地在
山间谷地铺展而开。每年的二三月，千
树万树的梨花，开成团，连成片，像从山
谷中突然爆出大片大片的洁白云朵，又
如一个白雪初霁的世界，晶莹剔透，散
发着清幽香气，美不胜收，为著名的“弥
渡十景”之一。

早在清朝时期，东谷梨花便已入
“弥渡八景”之列。在当时，前往东谷赏
梨花、摘香梨就已成为弥渡人惬意闲适
的生活方式。东谷地处茶马古道路段，
曾有很多赶马人在此歇脚吃梨。“东谷
梨花白似雪，清香扑鼻满山野。春风一
夜吹如雨，万树千枝尽玉屑。”弥渡名人
师范，亦将东谷梨花盛景写入诗句，使
其千古流芳。

选一个闲适的日子，循着春意踏入
东谷，赏那盛放的梨花，让身体开启一
场诗意之旅，仿若穿越时空，让思绪铺
满洁白的花瓣，让心灵沾染淡雅的芬

芳，实在是一种极致的美的享受。
在东谷目之所及，栽种的几乎都是

梨树，因而梨花美得分外纯粹。走进东
谷，仿佛闯入了一个只有梨花的仙境。
山坡上，谷地里，道路旁，农舍前，万亩山
地，尽是梨花的天地。“占断天下白，压尽
人间花。”此言不虚。漫山遍野的梨花，
一色的洁白，一色的明艳，如堆雪砌玉般
绚烂；一株连着一株，一片接着一片，仿
佛有一双造化的巨手，将天下各处的梨
花，一下子聚集到了这里。那种纯洁而
盛大的美，会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雪白的梨花，掩映着一个个宁静的
小村庄。藏身花间的农家小院，安宁祥
和，颇有几分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的韵
致，让人不禁心生向往，想入内小坐，倚
着花香，静享一段安宁而诗意的时光。

东谷的梨树，栽种年代久远。树干
沧桑峻拔，虬枝盘曲蜿蜒，各有各的形
态，各有各的风韵。万花成海，令人赞
叹；一树繁花，亦自成景致。前来赏花
的人们，在一棵棵花树下拍照，每变换
一个角度，都能收获不同的美景，让人
乐在其中，流连忘返。

看那千多万朵盛开的梨花，在枝头
巧笑嫣然，在风中摇曳生姿，春的气息
氤氤氲氲，弥漫在树梢枝头。这样的情
境，叫人怎能不动容？一朵朵梨花，白
如雪，轻如纱，润如玉，在绿叶的映衬下
尽显清新、高雅、洁净之态，配着鲜嫩的
绿叶，恰似降落凡尘的白衣仙子，衣袂
翩翩，不染纤尘。春天的阳光明媚如
水，温柔缱绻地倾泻在千枝万枝梨花之

上，细看一朵朵梨花，片片洁白的花瓣，
宛如伸出的纤纤玉手，轻轻拥住嫩黄的
花蕊，在阳光下几乎是半透明的。如此
质地，这般素雅，怎不让人心生怦然？
所有俗世杂念，都会四散而逃，只想沉
醉在这花的清香之中，让身心通体洁
净，满溢芳香。想必古人赏花之时，亦
为这般美景所沉醉吧。遥想当年，人们
聚集此处赏花，一定会有很多诗句在花
间树下被吟诵，一定会有才子佳人的美

丽爱情在这上演吧……
弥渡的梨花，到处盛开，随处可

见。我总觉得，梨花与弥渡，弥渡人，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恰似一脉相承的
秉性。弥渡是小河淌水的故乡，风光
旖旎，物产丰饶，文化底蕴深厚，令人
悠然神往。奇险峻丽的天生桥，巍峨
耸立的太极顶，沧桑古旧的千年铁柱，
绚丽多姿的花灯歌舞……正是这片神
奇多情的土地孕育的瑰宝。生活在这

里的弥渡人，勤劳善良，质朴无华，满
带梨花温和谦逊的品性，世世代代在
此繁衍生息，过着淡泊安宁的日子。
尤其是弥渡的女子，举手投足间，自有
一种恬淡的美丽，一种柔美的情态，一
种静静的温情。梨香飘溢的弥渡，铅
华洗净，从不张扬。

又见东谷梨花开，这年年不变的
美丽，年年相逢的欣喜，让人沉醉，让
人清新。

又 见 东 谷 梨 花 开
■ 白成丽／文 赵正琳／图

三

连载

春
日
田
野

刘
静

摄

故乡雪落

不在凛冽的寒冬

三月的阳春白雪

那是故乡难得一见的奇景

银装素裹的山村

定格最美的画面

桃花雪 散落人间的诗笺

一片一片

飘落在山头 林间 田野 屋顶

桃花的红 梨花的白

与雪相拥

浪漫的缠绵

藏着时光的情话

站在高处的亭阁

高楼与瓦屋

都铺满洁白而厚重的落雪

诗意着山村的春色

薄雾轻纱

雾凇挺拔俊秀

捧一把白雪亲吻

在淡淡的纹路里

散发着桃花雪的清新芳香

每一片雪花 都是记忆的诗行

在洁白与粉红的羽化中

桃花雪种下浪漫的心芽

在岁月的长河中

终将绽放出绮梦之花

厚植爱的芳华

把一缕风带入洱海的月色

耳鼓里便布满了涛声

浅浅的波澜里 昆虫的抒情致密

鹭鸟回归苇丛 堤岸边荡起谣曲

纷扰的心绪被拽进月光里漂洗

水声辽阔 湖面是夜晚的床榻

有绵软的手掌在轻拍

有温润的梦境在开放

月下的洱海 自有她的经史子集

宁静清澈 是月光的命题

亲切隽永 是洱海的造句

张橙子月下洱海

燕雀裁剪一身蓝衣

天空贴身试穿

抬头仰望云朵的人

内心闪耀着光芒

一株禾苗把我的目光拉近

晨曦下沐浴的露珠

竟然产生一阵小小震荡

春风缠绕着我和村庄

是我一生的导向

雁声落

鸡鸣起

羊群踏响群山发出重音

夕阳跌入山谷

探视者起身追赶着明月

从奔跑的马蹄中博得一声

命运的惊雷

闫建斌惊 蛰

字加华桃花雪光明媚，暖阳倾洒，万物都被镀
上了一层熠熠生辉的金边。在
老同学杨跃乐的热情牵头与精

心组织下，我们十位常联系的大理师
范同班同学，怀揣着满腔的热忱与期
待，奔赴祥云县沙龙镇，开启这场跨越
四十余载光阴的故地重游之旅。

虽然时光已过去已久，可当年在
沙龙小学与花园小学见习的一幕幕却
如同就在昨日，清晰而鲜活地浮现在
眼前。这两所承载着我们青春记忆的
地方，犹如熠熠星辰，在岁月长河中闪
耀着独特光芒。

难忘啊，我们青涩地走上讲台，开
启实习第一课的场景，那紧张与忐忑
至今仍刻骨铭心。我要讲授的是古诗

《咏柳》，为了能让同学们听得懂、记得

住、理解得透彻，我真是绞尽脑汁。上
课铃响，我心里七上八下地走上讲台，
目光扫过台下那一张张稚嫩却充满好
奇的脸庞，深吸一口气，开始了我的授
课。当我讲到“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
春风似剪刀”时，我让孩子们闭上眼
睛，想象春风像一把灵巧的剪刀，精心
裁剪出细细的柳叶，孩子们脸上渐渐
浮现出陶醉的神情，似乎已然置身于
那诗意盎然的春日画卷之中……

一个月的实习时光，短暂却充实，
仿若一颗璀璨流星划过生命的夜空，
留下了无数难以磨灭的瞬间。实习结
束分别的那一刻，伤感的情绪如潮水
般汹涌袭来。师生们眼中噙着泪花，
彼此紧紧相拥，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回到大理师范后，我还陆续收到了十

多个小同学的来信，信纸上那歪歪扭
扭却饱含童真的字迹，满是对我们的
思念与牵挂，读来心头暖流涌动。我
也认认真真地给每一个孩子回信，希
望这份跨越距离的情谊永不降温。

如今，再度踏上这片熟悉又陌生
的土地，当年文昌宫改成的校园已成
为他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迁至他
处的崭新的花园小学。走进崭新的校
园，宽敞明亮的教室、现代化的教学设
施映入眼帘，让人不禁感叹时代的飞
速发展。

我想，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怀旧之
行，更是我们对那段青葱岁月的致敬，对
这片培育过我们的土地的感恩，愿这份师
生情、同窗谊以及对教育的赤诚初心，能
如这明媚春光一般，暖人心扉，永不褪色。

末，和朋友们去郊区游玩，看到
一处草莓园。绿油油的枝叶中
夹杂着鲜红的草莓，纯天然的

美味秀色可餐，十分诱人。
老板介绍说，可以入园亲自采摘

最新鲜的草莓，出园时按重量结账。
他说我们运气好，是今天的第一批客
人。老板把草莓园打理得非常整洁，
草莓排成一行行，他建议我们每人选
一行采摘，大家都想挑选草莓又大又
红的行列。

我低头往里走了一会儿，随便选
了一行，就放下篮子开始采摘。草莓
结了很多，有的露在外面，有的需要掀
起叶子才能看到。没多大会儿，我就

采了小半篮子。每一颗草莓看起来都
那么清新圆润，我自己很满意。采摘
累了，我起身休息下，突然发现几米远
的前方是另一位朋友。他走得比我
快，一定是先进到草莓地里了。

我开玩笑说，低头干了半天，原来
采摘的草莓都是朋友不屑一顾的。他
回头看到我，哈哈笑，说我赛道选择失
误，应该赶紧换一行没人采摘的。

于是，我继续往草莓园里走，找到
一行没人的。我蹲下身，继续像刚才那
样摘草莓。虽然这一行只我一个人，但
并没有感觉到草莓更多或更大。在先
前那一行，每掀起一片叶子都能找到诱
人的草莓。而在这新的一行，掀起叶子

经常落空。
或许我们要找没人的草莓地，只

是一种心理安慰，感觉没人来挑拣过，
就能找到最红最大的草莓。如果有人
挑拣过一遍，我们会觉得最好的已经
被采摘了，我们能采摘的都是被遗落
的次品。然而，事实却是草莓太多，没
人一次就能摘走所有草莓。所谓被遗
落的草莓，其实也有可能同样优秀。

想到这里，我决定不再换地方，只
专心寻找草莓。不刻意找最佳的位
置，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不一会儿就采
摘满一篮子。这大概就是知足的好处
吧，少了纠结，多了安心，且所得也并
不会差吧。

故地重游忆当年
■ 杨树荣

遗落的草莓
■ 施福昆

春

第五章
洱源麻风村的前世今生

“翻山越岭足磨破，飞雪满身不怨
天。扶伤救死人道高，可算当代白求恩。”

——洋芋山麻风康复者洪登才赞
李桂科诗摘句

1949年后，洱源县主要有四个麻风
村，洋芋山麻风村、玉洱村、干海子麻风
村、山石屏疗养院，其中玉洱村现已划归
大理市。

洋芋山麻风村在洱源县三营镇的大
山深处，海拔 3100 米，离镇政府所在地
要走四五个小时的山路，山陡路滑，难以
行走。山上的岩石呈白色，所以又称小
白岩。人们在这里种植洋芋，因此又名
洋芋山。1963年，干海子麻风院撤并山
石屏麻风疗养院时，有些麻风患者不愿
进山石屏，就自行集中到洋芋山。也有
的患者从山石屏疗养院跑出来在这里居
住，也有村里和家人将麻风患者送到这
里居住的。这些人混杂在此生儿育女，
安家落户，便形成自然村。可以说，洋芋
山麻风村有自然形成的因素，后来就成
了防疫站重点开展防治的村落。

洋芋山历年来居住有21户，人口68
人，其中家属子女 22人，属三营镇永胜
村管辖。洋芋山自然村的管理人是麻风
康复者洪登才和李跃全，治疗由县卫生
防疫站负责。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
他们所需的治疗药物派人到县防疫站
取。八十年代后，洱源县卫生防疫站皮
防科医生定期进村体检，建立每人一份
病历，给予氨苯砜规范治疗。1984年加
利福平治疗，每年查菌判定疗效。至
1987年，对尚未治愈的7人，用联合化疗
方案氨苯砜、利福平、氯法齐明治疗，
1990年全部病人治愈。

洋芋山的麻风病人治愈后，需要妥
善安置。县防疫站医生配合当地政府，
做了大量宣传，深入这些麻风康复者的
原籍村寨、各家各户调查研究，帮助他们
解决户口、子女上学、责任田、家庭财产
等诸多问题，为他们回原籍创造条件。
最终，所有子女都回原籍落户上学，麻风
康复者能回家的陆续回家。2000年，还
有12人因各种原因未能回家，经反复多
次协商，终于回家 9人，剩余 3人无家可
归，便安置到山石屏疗养院生活。

2001年 1月 17日，洋芋山麻风村从
地球上消失。这是快乐的消失，也是美
丽的消失。

李桂科说：“为了这个村庄的消失，我

是下了决心的。1984年我带着皮防科的
医生来到这个村，我的心情很复杂，后来
我下决心要让这个村庄消失。我对麻风
患者说，这个地方不是我们子孙长期生活
的地方，你们一定要配合我们正规治疗，
相信病能治好，治愈就能回家。我们共同
解决户口问题、子女读书问题、责任田问
题，能回家的就回家，今后这个村是不会
存在的。做了很多的工作，用了16年时间
才把洋芋山麻风村从版图上抹去”。

李桂科医生为此撰文《为了这个村
庄的消失》，发表于 2001 年 10 月 15 日

《中国麻风防治协会通讯》总第 225期。
文中说：“1984年，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
村庄，眼前是病人们的一片笑语，满怀喜
悦的心情，他们高兴，太高兴了。在这深
山里第一次看到医生，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温暖，他们压不住内心激动的心情，一
位男士在高呼：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
好，医生们好！大家也随之振臂高呼！”

李桂科的这篇文章还提到了洋芋山
村的生活情况，时不时地有三营坝子的
农民到山上换洋芋，每斤大米兑换五斤洋
芋。大多数家户养了驴，驮些洋芋到三营
街换取自己所需的物品，日子还算过得
去。有几户身体有残疾的，生活就很拮
据，不仅地种不好，到山下也很困难。有
时请有驴子的带几斤洋芋到街上换点盐
巴什么的，日子过得很紧巴。他们在山
上二十多年了，几乎与世隔绝。他们不愿
回家，怕把麻风病传染给别人，也怕受到
歧视。长年在山上，家庭分崩离析，有
的房屋被占，无责任田，儿女长大无条
件上学等，这些都是棘手的社会问题。

李桂科写道：“在这个村工作不到三
个小时，我们又要抓紧赶路了，否则一定
会摸黑赶路……这个村一定要消失，一
定要治好全部病人。”

从1984年到1990年，经过六年的精
心治疗，洋芋山所有的病人都治愈了，但
又存在社会歧视和家庭改组的问题，部分
康复者无法安置。能安置的，又涉及户
口、子女上学、责任田、家庭财产等，问题
很棘手。有些原籍不愿接收落户，有的子
女无法上学，有的没有责任田，有的原有
家庭财产早已被弟兄姊妹侵占，要不回
来。李桂科和防疫站的医生又摇身变为

“民事调解员”，经过反复说服与磋商，终
于打动了有些家属尚未泯灭的良知。

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