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猛龙渡
的回响

开耶

晨雾在江面揉碎星光
竹筏划破澜沧的绸缎
号子撞碎峭壁千年的沉默
浪花托起赶路人的勇敢

木桨搅动深蓝的血脉
漩涡里翻涌远古的呼唤
礁石在涛声中褪去锋芒
渡船驮着朝阳驶向彼岸

风在桅杆上织就羽翼
浪尖跃起银白色的希望
每一次颠簸都是生命的鼓点
向着光 我们劈开汹涌的时光

江畔的老榕树伸出手掌
接住岁月散落的勋章
当暮色给群山披上金裳
归帆满载沉甸甸的诗行

金沙江水在高深的峡谷里涌流
江岸上站立着巨大的攀枝花树
它们俊朗 刚毅 坚强 守正
具有令人仰视的品貌和风骨

高大的树木举着壮硕的花朵
火红 妖娆 顶天立地

每年的花季 以夺目的色彩
重整山河 依托季风的眷顾
引领山川之舞 繁茂的长势
详解阳光热烈 万物生长

在夕晖里眺望一株攀枝花树
就是对高大的事物表达一份臣服

张洪能攀枝花树

春食一把鲜

其实 何止是春天

树头菜枇杷菜椿菜

早把高傲的头颅扬起

没有仰望的敬意

难以得到它们的赏赐

蕨菜芹菜车前菜

悄然钻出地面

没有鞠躬行礼

难以得到满心欢喜

海带紫菜裙带菜

水中流淌的生命

没有静心沉潜

难以得到海味苦辣酸咸

生命涌动海角天涯

新鲜的世界里

采摘新鲜的天赐食材

寻觅普通的人间有味

烟火氤氲之息自古流芳

摘 鲜 罗家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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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清脆的鸟鸣声把我唤醒。
穿衣起床，快速走向洗

漱间。也许是我的脚步太急
促，院子里散步的鸟鸣叫着飞到院
外的树上，歪着头，用绿豆似的眼
睛瞅着我。在我洗漱的时候，鸟儿
们又从树上俯冲下来，在离我不远
的地方继续踱步，抬着头，挺着胸，
叽 叽 喳 喳 地 叫 着 ，在 它 们 的 呼 唤
下，其它鸟纷纷从树上落下来，与
之前的鸟一起组队，在院心安然地
踱步，我一走动，它们又呼啦一声
飞回树上或蹲在围墙瓦砾上。我知
道，它们在院子里不是单纯为了散
步，而是啄食我留在地面的食物和
缸里的水。

走出院门，与迎面而来的晨风撞
个满怀。清爽的风里，花的清香混着
泥土的淡淡气息。鸟雀在枝头欢歌，
在天空飞来飞去，发着洪亮而激情的
声音，像是准备赴一场豪华的盛宴。
小河清澈，在绿柳中隐现，它从遥远
的山顶流向山脚，从我的眼前流过，
流向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哗啦哗啦
的流淌声，仿佛唐诗宋词的诵读，一
声声叩击我的听觉，让我享受着蓝天
白云的幸福。

站在屋前，吸纳着清新的晨光，
听着鸟鸣，跟着思绪，感觉自己的每
个毛孔都在不自觉地舒展。我喜欢
这些鸟，它们的到来让我感觉小院生
动起来，同时也安静起来。

院外的树、树下的花是我亲手栽
的，我喜欢花红叶绿的家居环境。春
夏之交，桃树卸下粉红的桃花，毛茸
茸的小桃在枝叶间若隐若现，娇嫩可
爱。梨树的梨花如雪融化，青绿的果
子在枝头肆意摇摆。核桃树告别了
芬芳的花朵，长出层层新绿，果实傲
然挺立枝头。

五月的槐花开得如棉似雪，每一
棵槐树上都挂着数不清的白花，树枝
都被它压弯了。风一吹，空气中弥漫
着槐花淡淡的清香。石榴花笑得灿
烂又红火，一朵一朵对坐在春风里，
仿佛我们永远不会离开，就好像春天
会持续到永远。格桑花绽放干净的
笑容，一朵接一朵缀满枝头，仿佛人
间的美丽和幸福，触手可及。

月季花已经开了些日子，绽开的
花朵里有看得见的微微委顿，但它小
心地踮着脚尖，在枝头顾盼。春风浩
荡，每一阵风，都让它新生一分，又老
去一分，但它依然笑对春风。

对面的山峦，在蓝天白云的映衬
下，格外清晰。山上的树木郁郁葱
葱，层次分明。我想，布谷鸟就藏在
那些绿林里，它们在天边的呼唤穿透
山谷，但我却看不见它，只有“布谷、
布谷”的声音在山间回荡，催促着人
们早早插秧、播种。

收回思绪，阳光已经照满大地。
我伸开双手，用花的姿势，开启崭新
的一天。

初 夏
■ 胡家义

中国成立之初，有个叫马海德
的美国医生加入了中国国籍。
他一 直 在 中 国 行 医 ，四 次 到

云南开展性病调查，培训和指导性病、
麻风病的防治。马海德曾任第六届和
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顾问，担
任过中国麻风防治协会会长和中国麻
风病防治研究中心主任。在麻风防治
方面，马海德在调查研究和充分论证
的基础上，于 1981 年满怀信心地提出
了“中国要在2000年基本消灭麻风病”
的奋斗目标，并得到卫生部的支持。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马海德认为
不能再沿用欧美国家十九世纪建立麻
风村、麻风病院的老办法，而应根据
中国国情，大胆闯出一条防治麻风病
的新路子来。

他尊重科学，强调防治麻风病应
由住院隔离治疗转变为社会防治；由
单一药物治疗转变为多种化学药物联
合治疗；由单纯的治疗转变为治疗与
康复并重；由专业队伍孤军作战转变
为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作战的“四个
转变”。他还积极开展中外医学界的
合作与交流，争取国际上的广泛援助。

1985年，经他不懈的努力，在广州
成立了中国麻风病防治协会、中国麻
风病福利基金会和中国麻风病防治研
究中心，并在中国召开了第一届国际
麻风病学术交流会。来自二十六个国
家和地区的一百多位麻风病专家出席
了会议。他们亲眼看到了中国防治麻
风病工作所取得的成就。

从 1980 年起，马海德把国外治疗
麻风的新技术——强杀菌联合药疗引
进中国。用这种药疗方法，病人一周
内即可脱离传染期，平均两年即可治
愈。但是这种联合药疗的三种药品价

格较高，因而影响了在全国推广使
用。为此，马海德抱病出访了十几个
国家。经过紧张的工作，终于使日本、
美国、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荷兰、
英国和原联邦德国等国家的麻风基金
会，分别同中国有麻风病防治任务的
省区建立了对口联系，并提供了价值
上千万美元的药品、医疗器械和交通
工具等援助。

这样，到1986年底，强杀菌联合药
疗在全国麻风防治中得到了推广，使
全国每一个麻风病人的治疗都有了可
靠的保证，大大加速了消灭麻风的进
程，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和世界麻风
防治工作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马海德于1988年10月3日在北京
病逝。1989 年 8 月 29 日，在原卫生部
支持下，马海德基金会设立了马海德
奖，旨在纪念为我国麻风病、性病防治
工作作出杰出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
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马海德博士，
是表彰和奖励为中国麻风病防治、研
究和管理作出贡献的优秀工作者的行
业奖项，为我国医学最高荣誉之一。

李桂科说：“马海德精神一直鼓舞
我做好麻风病防治。”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既来之，
则安之，何况中国的麻风病，确实需要
有敢于奉献、敢于牺牲的一批医务人
员，李桂科在心里作好了准备，去医治
麻风病人，挽救那些麻风患者的身心，
践行马海德提出的“中国要在 2000 年
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目标。

1993年1月，李桂科获得了第四届
“马海德奖”，以此表彰他在麻风病防
治方面作出的贡献。

记得 1981 年 4 月，年仅二十三岁
的李桂科翻越罗坪山，来到黑潓江边

的山石屏。此时已是春
暖花开，黑潓江边的山崖
上，红色的杜鹃花已漫山
遍野开放。但李桂科无
心观赏春景，虽然作了充
分准备，但他在心里还是
有几分担心。在渡口，他
和同伴换好了防护服，戴
上口罩，挎上药箱，才步
入摇摇晃晃的渡船。

春天的黑潓江水仍
然寒冷，在两山夹峙间泛
着黝黑的波光。水瘦山
寒的时节，江水像根细瘦
的带子，缠绕在老西山腰
际。江岸的柳树已经吐
绿，枝条随风摆动，在江
面上划出道道波纹。

李桂科深深吸了口山中清新的空
气，他变得松弛了，这哪里是唯恐避之
不及的“人间炼狱”啊！这里多么像陶
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缘溪行，忘路
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
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小舟将他们放在江岸的沙滩上。
李桂科仰头看，峡谷上的天空像蓝色
的玻璃，没有丝毫杂质，他的心情更为
畅快。

然而，很快他就陷入了迷茫、恐惧
和担忧之中，美景并不能掩饰人间的
苦痛。

在丁文先股长的带领下，李桂科
和他的同事们从山间小径步入山石屏
麻风疗养院。只见数十间土木结构
的低矮瓦房横七竖八地躺着，背靠着
笔立的大山，面前横亘着蜿蜒于峡谷
间的黑潓江。没有上山的路，过河要
靠渡船。山水之间，麻风病人在此苟
且活着。山石屏麻风院内，不通电，
也没有自来水，房子已多年失修，破旧
不堪。

穿着防护服的李桂科走进院内，
就被震住了。只见院内住着很多麻风
病人，外观明显异于常人：有的没有眉
毛，有的嘴歪眼斜，有的手指勾曲，有
的手指都没有了，只剩下残损的手
掌。有的拄着双拐，有的直接在地上
爬行。面对新来的这群穿着防护服的
医生，他们似乎没有感觉，看都懒得多
看一眼。长年疾病，使得他们不信能
治愈，无非是苟且偷生吧！

新

朗的夜，一株红樱开在窗前。
花骨朵儿恣意舒展，筋骨

抻不住的，就纷纷扬扬地落到
地上，铺一张娇艳的美人面。

夜的时间在跑，等他驮来一轮红日，
光影拓印一株新的红樱在地上，美人有
了美人面，更有了一树妖娆的身姿。

我决定往春天更深处走去。
不去苍山足音踏踏的玉带路，不

去洱海捕捉一只海鸥的飞影。驱车奔
离人潮，去弥渡这座小城。沿着蜿蜒
曲折的路，把自己的身体也裹在蜿蜒
的车流里，车身如白色的兔，在路上跃
出飞奔的影。

恍惚间，一座小山就静静地伫立
眼前。心妥妥当当地在身体里平静，
没有什么期待，因为映入疲惫眼睛的
是黄色的野草离离。树枝与树干，还
不愿在春天醒来，光秃秃的，长成一种
并不优美的姿态。石阶平缓，流淌着
行人怀疑的眼神，春在何处？

于是，足音也没了欢快之色，犹犹
豫豫地前行着。蓦地，一阵古琴流音
如游丝般，钻进了耳朵，怀疑突然如流
水一样淌走了。

因为，琴音巍巍乎若泰山，汤汤乎
若流水，悠悠乎若清风，皎皎乎若明
月……它给枯枝点上新绿，给野草穿
了翠衣，给古朴的庙宇绕了一梁又一
梁悠悠的神秘的烟火……

随着琴音流淌，路过一排如削石
壁，石壁参差，黄和黑让石壁显得肃
穆萧然。一座座小巧的庙宇轻轻映
入眼帘，你在高处，我在低处，你依着
我，我靠着你，庙宇的古树伸出枝来，
烟火缭绕其间，成了枝上的叶。

古琴悠悠，山石峭壁也跟着灵动
起来，步子终于轻了，琴音抚慰了一路
飞奔的心，疲惫抖落在脚下，随着一阵
小风，落在行人之外。

淡雅的天光云影里，白墙黑瓦的
楼阁相依相偎，听着琴音袅袅，震落了
些许年代不朽的春尘。

你还执着地寻春去吗？小山的春
不是葳蕤的绿意奔涌，不是柳绿花
红的交相辉映，亦不是绿水漂流粉色
的花，去濯洗白皙的手腕。它是天光
淡淡，是余情沉沉，是春意迢迢，是含
义深深……

你还执着地寻春去吗？人生的某
些片段亦如此。有些爱意不是誓言铮
铮、掷地有声，不是生死相依、执念纠
缠，亦不是你侬我侬、快意相爱。人生
有一种爱，是默默跳动着情感的溪流，
其中永生着顽强沉默的碧草。

转身，沿一段极高极陡的石阶而
上，铁链尚有阳光余温，畅快地手脚
并用，一口气到达顶峰。天生桥，长
虹卧波，淡然于尘世。踏过厚实的蜿
蜒石阶，遥望对岸静默的山间峭壁，
飞檐庙宇，在微黄与深黑的山林间依
山而建，小巧而玲珑，一两株绿树点
缀其间，衬着一种别致的风雅。苍茫
的春天呀，内秀的春天，她在这场静
默中畅快地表达。胸怀中咚咚作响
的是生命的律动，与那勃勃跳动的情
感溪流不谋而合。

尽善尽美的名山大川、绿意流
动的春之盛景，给人以想象力的翅
膀，而萧然僻静的小山在古琴音韵
中给精神以足够的滋养，想象的憧
憬在缺憾、失落中脱颖而出，琴音悠
扬便唤醒了一众山川、草木、峭壁和
游人。

寻春去，在天生桥生动的小山之
上，执着是被踩碎的足音。草木无言，
静默的摩崖石刻捧来一个爱意沉沉的
春天。

下山去，归家。红樱落尽极美的
瓣，笑对着一个心底澄明的人。

乡愁大理

春日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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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像
树
一
样

成
长
的
青
春
，也
看
见
了
中
年
人

像
苍
山
石
般
的
稳
重
和
忧
虑
…
…

一
个
女
孩
举
起
手
机
想
拍
下
苍
山
顶
上
的
飘
带

那
紫
黛
色
中
有
象
牙
塔
上
的
迷
雾

我
吹
着
风
，接
近
了
岩
石
上
的
峡
谷

帐
篷
外
的
花
植
物
让
我
迷
失
方
向

我
用
热
泪
盈
眶
中
的
眼
神
看
着
苍
山

一
个
陌
生
人
站
在
我
身
后
拍
下
了
我
的
背
影

他
读
过
我
的
诗
，感
觉
到
我
背
影

像
是
苍
山
移
动
的
某
朵
云
彩

当
他
告
诉
我
这
种
幻
境
时
，一
个
攀
崖
的

青
年
人
正
站
在
不
远
处
的
风
化
崖
石
的
中
央

我
们
将
目
光
移
向
那
苍
山
中
的
一
座
岩
石

移
向
那
看
不
清
楚
的
生
命
痕
迹

在
山
顶
依
稀
看
见
白
腹
锦
鸡
长
长
的
尾
翼

还
听
见
了
麂
子
在
奔
跑
的
脚
步
声

还
有
那
只
神
秘
的
白
狐
正
在
窥
探
着
我
们

我
们
是
谁
？
我
又
是
从
哪
里
来
的

为
什
么
苍
山
洱
海
之
上
有
我
的
灵
魂

大
理
诗
本

（
三
）

■

海
男

［
摘
自
《
美
好
生
活

诗
意
大
理
》

（
中
共
大
理
州
委
宣
传
部

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