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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大理

春 天 的 凤 阳 邑
■ 杨雄武

连载

熊倩诺邓井盐

个康复者的儿媳妇说：“医生
们这样关心，我们一定把老母
亲背回家。”

有个康复者的弟弟说：“感谢医生们
对我哥的关怀，我们一定把他接回家。”

王长有，这个长住洋芋山的麻风
康复者，时年六十七岁，双目失明，手
足残疾，走路困难，孤身一人，无家可
归。唯一的亲戚是妻弟，几年来的生
活靠这家亲戚及病友们照料。李桂科
便将他送至山石屏疗养院，安排专人
照料他的生活。

洋芋山麻风村消失后，李桂科和
医生们还多次到被安置的康复者家中
探望、慰问，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看
到医生们来，康复者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泪花。他们说，感谢共产党，感谢医
生们，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
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治疗，以前我们活
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现在我们回到
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有个洋芋山的康复者洪登才，是
个颇有文才的人，他有感于李桂科和
麻风防治医生们的敬业奉献，有感于
他们的大爱无疆，便专门赋诗一首，
并用红底金字写成一面锦旗赠送给
李桂科，这面锦旗至今还收藏在山石
屏疗养院。年深日久，很多字迹已模
糊不清。李桂科将锦旗铺在水泥地

板上，我拍照后反复识别。这面锦旗
的书法为行楷，字迹儒雅圆润，全诗
如下。

“敬谢洱源县卫生防疫站皮防股
李医生大人台鉴：仰颜喜望明朗天，家
家共乐尧舜年。道不拾遗共富裕，夜
不闭户各安居。喜鹊声报春来早，患
者回生重见天。春节前夕来慰问，无
微不至胜娘爹。尊老爱幼好品德，和
蔼态度非虚谦。翻山越岭足磨破，飞
雪满身不怨天。以身作则带头干，每
逢来山总当先。县内患者共瞻仰，望梅
止渴早痊愈。率领皮防各医生，沿门访
户送药医。日行千里不知疲，夜眠全盘
挂心间。正规施治达痊愈，费尽多少心
与精。生怕患者体内虚，服药再给营养
费。人我如一非同情，十年一日始志
坚。火海刀山敢闯上，满腔热情涌滔
天。远道而来受饥饿，煮给六蛋付三
元。区区小事体清廉，退还付钱硬不
接。高尚行为实罕见，感报大恩是何
天？爱吾之心胜保姆，救我重见此青
天。扶伤救死人道高，可算当代白求
恩。春美美春春光美，报恩恩报报党
恩。再接再厉永不懈，终于哲要除病
根。一九九一年春节，县内受治愈者全
代表洪登才提笔共鸣谢！”

在这首打油诗中，我们可以感受
到李桂科和洱源县防疫站皮防科的同

事们“翻山越岭足磨破，飞雪满身不怨
天”的艰苦卓绝；可以感受到“生怕患
者体内虚，服药再给营养费”的仁慈之
心，“远道而来受饥饿，煮给六蛋付三
元”的清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
出自患者之口，是患者真实感情的体
现和表达。

当年，李桂科一个人到洋芋山治
麻风病，患者给他煮了六个鸡蛋，当时
一个鸡蛋也就一毛钱，李桂科却付给
三元钱，给洋芋山麻风村的患者留下
了深刻印象。

干海子麻风村，位于云南省洱源
县三营镇永乐村委会干海子。1959年
成立牛街麻风院，选址干海子，又名干
海子麻风院，累计收住麻风病人一百
多。成立之初，修房费由病人所在管
理区交纳。每个病人五元，不足部分
由国家补助，有耕牛四头、马两匹、母
猪一头、小猪四只，政府给每人每月发
放生活费四元，每年发给一套单衣。
从山石屏麻风院调来康复者李安负责
管理，由患者杨尊协助。医生和护理
人员均是麻风病人，分别是西医杨洁
清和中医李汉香，还有护理人员三人。

1963 年，干海子麻风院撤并山石
屏疗养院。有的麻风患者不愿进山石
屏自行留下，便形成了干海子麻风村，
管理人员为康复者杨仕龙，治疗由县
卫生防疫站负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前，他们所需治疗药物派人到防疫站
取。八十年代后防治人员深入村落调
查研究，查病治病。1981年，在村病人
十二人。洱源县防疫站皮防科医生进
村体检，建立每人一份病历，给予氨苯砜
规则治疗。1984年，加利福平治疗，每
年进行查菌，判定疗效。至1987年，治
愈十人，对还未治愈的两人，用联合化疗
方案氨苯砜、利福平、氯苯吩嗪治疗，
效果明显。1990年，全部病人治愈。

火焰点燃沉默的夜色
故事凝结于盐井表面
如诺邓锈蚀的盐锅

一条石板路蜿蜒出
滇西上的盐马古道
负载盐商兴衰的百年

阳光闪烁
铜锅在熬煮中老去

游客呼朋引伴
盐井那么静
仿佛 没有什么能把它惊扰

一口熬盐的锅
在村里沸了又冷了
不曾想这白花花的银子
竟照亮马帮曲折的前路

井眼流下断裂的泪珠
云腿里的鲜美无声酝酿
白族女孩把乡味带往远方

浅浅的早春
以其独有的温柔和细腻
向人们昭示着一个
崭新的未来
在春的序曲中
自始至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最令人心醉的莫过于
那浅绿的草地
那浅浅的河流
那碧蓝的天空
如一幅幅淡淡的水墨画
勾勒出了人间最美的景致

没有仲春的繁华
没有暮春的浓郁
却有着一种
不可言喻的清新与惬意
一种崭新的生机与活力
一种崭新的希望与馈赠

张世杰拥抱清浅的早春

把春天簪在发间
将风霜装坛陈酿
坡上树枝刚冒头的嫩芽
凝成天青色的年轮
不用问今夕何夕
粒粒露珠的清澈
映照出每一个烟火清安的晨昏

从窗棂溜进屋里的光阴
煮着琥珀色浮沉的日子
桌上未读完的半部藏卷
平平仄仄着欲说还休的流年
在泛黄的蓝皮线装书中
夹一枚墨香四溢的花期
掬一捧温情的阳光将岁月消融
搓成一个个回味悠长的故事

提一盏心月
照亮诗和远方
不再喧闹的心绪
在清新的字句里住下
曾经的雨雪风霜
在不经意的回望里绵延成殇
岁月悠悠 硕果盈枝
在一版版滑动的岑寂里
敲下快乐的源代码

郭美芬春日偶得

着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在银屏热播，坐
落在大理苍山洱海间的凤阳邑，以亲和古
朴的面目呈现在海内外观众面前，瞬间

光芒四射，成为茶马古道上一颗璀璨耀眼的明
珠，让海内外游客不远千里来到银苍玉洱间，一
睹凤阳邑的芳容。

南腔北调的游人如潮水般涌入大理，走进
凤阳邑，来到有风小院，了解许红豆在《去有风
的地方》中曾经生活工作的小院。我亦是趁着春
日好风光，赶到凤阳邑凑挤来了。

早春的凤阳邑，公路沿线的树木穿上色彩鲜
艳的衣装，吐出嫩嫩的新芽，农田里的豆苗青绿
青绿的，还未开出宛如眼眸似的豆花。

在凤阳邑村的北端，一座沧桑感十足的茶
马古道牌坊前，几个美女姐姐摆出各种造型，以
不同姿态兴致勃勃地摆拍美照。由牌坊自北
向南行走，两侧是一幢幢古朴的白族民居，这
里的民居建筑许多的围墙都是就地取材，用石
头支砌而成，又应了那句“石头砌墙不会倒”的

老话。沿路是各式各样的摊位，有卖大理风味
小食烤乳扇、凉米线、小锅饵丝的，有卖具有浓
郁大理特色的旅游饰品的，有卖烤红薯、烤火腿
肠的，也有卖烤茶用具的。

因有大量游客涌入，聪慧睿智的凤阳邑人把
握发展大势，顺势而谋，将具有浓郁大理白族建
筑风格的老屋收拾出来，装修整治成为客栈，茶
肆，咖啡馆，仿佛沐浴在春风里。

随意走进一座古朴的院落，热情的主人便
迎上来，详细介绍摆在院子里的陶器。跟随主
人的手势，一排排散发着亮光，形态各异的陶器
便展现在眼前。这里，不但可以买到家里日常
生活器具，亦可体验陶器制作的乐趣，让人流连
忘返。

走进另一座院落，许多客人正在炉火旁围炉
而坐，有的悠闲地拿着土陶罐在火红的炭火上烤
茶，有的一边悠闲地品尝烤茶，一边细嚼慢咽烤
豆腐，有的端着茶杯，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有的
边品尝云南烤茶，边细细品味国风茶点，有的怀

里抱着一本书，一面品香茗，一面看书，一副悠然
自得的样子好生令人羡慕。一打听，原来，院内
可提供中式纯茶、云南烤茶、围炉烤茶、国风茶点
的服务，供不同需求的客人选择。

往前走几步，便见一家扎染博物馆。进得
门来，只见屋里屋外全是以白族传统工艺扎染
制作而成的布匹，雨伞，衣物等等，将朴实无华
的民居渲染得五彩缤纷，琳琅满目，宛如春天百
花争艳的田野，一派万紫千红的景象。据主人
介绍，倘若有时间，还可停下匆匆的脚步，在此
体验扎染带来的美妙感觉。

再往前走，就到了一家名为禾茶居的小店，
毫不起眼的门脸，古色古香的座位，一位笑得一
脸灿烂的美女姐姐笑盈盈地端坐吧台。随口一
问，这里售卖窗边咖啡，客人可以进店慢慢地品
尝，亦可端上一杯，漫步在石头铺就的茶马古道
上，领略品尝咖啡的另一种体验。

当然，凤阳邑还有许许多多的院落，但要用
一天体验完所有项目，真的是太难了。

倘若走得太累，又不想错过茶马古道的美
景，客人也可选择骑马游玩，听着踢踏踢踏的马
蹄声，一摇一晃，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间，让人
有一种穿越感，仿佛回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说起滇藏茶马古道，许多人或多或少都有印
象。无数人沿着这条古老的道路为藏区驮去茶
叶、糖、盐等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再从藏区换回马
匹、牛羊和皮毛。茶马古道成为古代不同民族之
间传播文明，连接友谊的桥梁和纽带。

凤阳邑村中古道上，鼎沸的人流，各色传统
小食散发的浓郁香味，古朴无华的石板，无一不
显示着人间烟火气息，让人更好地融入当地人的
普通生活，领略大理的慢生活，体验这里的田园
风光，风花雪月。

走走看看，一天的时间就飞速流逝，暗紫色
的晚霞照在头顶，天色已晩。无奈，有风小院依
然柴门紧闭，无法进入，甚是遗憾。为了不虚此
行，游人只好纷纷走上前来，在有风小院门前合
影留念，以此排解心中的遗憾。

随

四月的云龙太极游道是时光的
调色盘。绵延数里的芦苇丛，茎
秆顶端的苇絮已经悄悄风干，河

畔的梅树也已卸尽最后一抹红装，油菜
花田的金黄色遥相呼应着粉白的杏花、
妖娆的海棠，还有河边的绿柳，演奏出
一支关于春天的大型交响曲。

沿着青灰色的游道徐行，空气里弥
漫着暮春时节的丝丝暖意。杏花最先
在转角处撑起粉白色纸伞，细碎的花瓣
随风飘落。为了抢先向春天送上如诗
一般的祝福，每一根花枝都已拼尽全
部的生命绽放所有花蕾，在一抹抹粉
黛中撑开雪一般的纱衣，迎着朝晖，竞
相倾诉时隔一个冬天以来对春的所有
思念。

幸得三月菜花舞，从此阡陌多暖
春。在天然太极的“S”湾里，百亩油菜
花惊艳绽放。花田彼岸，几棵随意生长
的桃树和李子，也已经铺开各自的桃红
与雪白，映衬在金黄的花田背景上，一
时竟傻傻分不清楚镜头记录的究竟是
这灼灼其华的花枝，还是这温暖的人间
四月天？扇动着翅膀的蝴蝶与小蜜蜂，
早在花丛轻嗅芬芳，用他们的忙碌酿造
属于他们的人间烟火。

柳树是这场春宴的司仪，新抽的嫩
芽将万千枝条染成翠玉帘幕，梢头冒出
的柳絮像初生雏鸟的绒羽，随风轻舞。
河道里春水欢腾，绕过河滩静默的卵
石，在落差处激起细碎的银花，叮咚声
里裹着游人的笑语。三两棵早开的樱
花藏身在香樟树下，任是芦苇丛林茂

密，还是无法掩盖层层樱花瓣的姹紫嫣
红。最令人惊艳的当数海棠，胭脂红的
花苞映在天幕下，恍若星河坠入人间。
花团锦簇里，阳光、蓝天与这漫天的香
粉巧妙地构筑起光与影的绝妙画面；微
风吹过，花枝随风摇曳，偶有游人经过，
转眼又是一幅踏春赏花的最美画面。

紫玉兰和白玉兰相得益彰，火龙珠
在绿叶丛中闪耀火一般的光泽。不远
处的斑驳树影里，园林工人正在刚刚修
好的阶梯边，抢抓春光种下几株绿树，
他们都是给大地绣花的匠人，与游人的
闲适形成奇妙映照，无论是步行、骑车、
奔跑，也不论速度的快慢与目标的长
远，我知道他们都在用力朝前追光。

当整个城市逐渐笼罩暮色的余晖，
太极游道已经华灯初上。这里的花香
与晚风，温柔地接纳每一个劳累一天的
追梦人。春去春又来，四时光景与时
新，在这个万物生长的季节，每个人都
想留取属于自己的春色与美好，留住那
份始终不变的情怀。

云龙太极的春色，一半繁花一半
诗。或许，春天最动人的启示，正在于
这种“当下”与“远方”的交响。柳絮轻
飘孕育新绿，春水奔流滋养万物，油菜
花田里的菜籽正在成熟，河滨的野生羊
奶果也即将绽放……春天的脚步从来
都没有停过，当我们沉醉于海棠的明
艳，追逐落英缤纷的浪漫时，也要看见
厚积薄发的力量，领悟生命的真谛，每
个认真生活的人，都是这浩荡春意中不
可或缺的韵脚。

一半繁花一半诗
■ 曹东 赵雪梅

漾濞，一定要去云龙桥走走。
被誉为“漾江飞虹”的云龙

桥位于漾濞县城西边的漾江
上。凌空飞架的云龙桥贯通东西两岸，
铁链缆吊木仓结构的桥体，桥面高出江
面约 13米，桥面宽 3.2米，桥面净跨 39.3
米。8条长铁链并列两岸，上铺栗木板，
两岸各设桥亭一间。

站在桥上，桥身轻轻晃动，闭上眼
睛，眼前全是桥的前世今生，风雨飘
摇。往漾江望去，江水滚滚流向远方，
时值冬季，水流不是很急。到了雨季，
漾江里的水很急，老远就能听到轰隆隆
的水声。相比壶口瀑布的汹涌，桥下的
漾江水显得温柔多了。

一个大姐牵着一个小孩和我们相
向而行，她俩走得缓慢，大姐还不时低
下身子轻声和孩子叮咛着，孩子身上的
红色上衣格外显眼，仿佛给老态龙钟的
云龙桥别了一个艳丽的发夹，平添一丝
生气。不同于这一大一小脚步的从容，
一个大哥两只手提满了食物和日用品，
大步流星地朝我们走来，与我们擦身而
过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他归家的迫切
和喜悦，就连木板也和着咚咚咚的声
响，多了几分欢喜。

有顽皮的孩子在桥下玩水，一个个
光溜溜的小身子，随着湍急的水流起
伏。风声、水声、嬉闹声融汇在一起，流
向远方。再大一些的孩子，三五成群，
或独自一人，坐在离桥亭不远的地方，
面对着江水，诉说自己的理想、倾吐内
心的苦闷。江和桥默默地倾听，人尽情
地释放，时光静静地流淌。

身为西南古丝绸之路“博南古道”
上的古桥，云龙桥这座古老独特的铁链
桥的存在意义隽永。触摸着铁链，一阵

冰凉沁入指尖，贴耳聆听古桥的脉搏，
苍劲有力。昔日的繁华虽已不再，可马
帮经过时的驼铃声犹在耳畔。马锅头
神气地走在最前方，他把云龙桥漾濞
江、江两岸的民居民风民情一股脑儿装
进自己的记忆里，打包带走。离家越来
越远，行程越走越长，归去的方向越来
越明晰。

桥亭中，一个大婶正在歇脚。大大
的竹篮里，满是柴火，此刻静静地搁置
在桥头一侧的台阶上。修桥的人早已
提前做好了准备，让负重的人可以在此
地歇歇脚，把身上的负担卸下片刻。稍
事休息，吐纳一下呼吸，继续前行。不
时有人从桥上经过，有到县城赶集的，
有满载生活用品回家的，还有附近的居
民出来散步的，嗒嗒的脚步声透过栗木
板，被风吹散，随江水流逝。

我们随着人流过了桥，站在桥头回
望，古桥、流水明明近在咫尺，却恍如隔
世。古桥才是真正的隐士，大隐隐于
世，入世即出世。

古桥两侧的山间开满了水仙花，雪
白的花瓣，花型似一只酒杯，杯内呈淡
黄色，由一根翡翠似的枝茎托着，清绝
出尘。采几株水仙花，返回云龙桥，双
掌将水仙花轻轻一搓，水仙花就成了一
只飞翔的竹蜻蜓，打着旋儿飞入江水。
一株株水仙花带着掌心的温度，和江水
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那一刻，时间
仿佛停滞，水依着花，花伴着水，爱得那
样决绝。据说，因江两岸的杨树花飞洒
于江面上因此得“河杨飞花”一景。虽
然此花非彼花，却也一样在云龙桥下
漾濞江上飞洒。

在云龙桥，我想撑一把花纸伞，在
静美的时光里，从此岸慢慢走到彼岸。

行吟漾濞云龙桥
■ 张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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