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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连载

野鸡坪的狐狸 
■ 杨保中

乡愁大理

一滴水的
红河源 胡子龙

那 只出猎的雄雕回来了，正逆
行于刺眼的阳光缓缓向西
而行，白尾巴折腾的大半天

里，太阳都西斜了，金雕看来却收获
不小。是的，在此期间，金雕多次往
返于野鸡坪的坟地和断崖之间。它
的头一回狩猎很轻松。太阳初升后
不久，是野兔出巢觅食最活跃的时
段，露水稍干，肚子正饿，是出来找
吃的时候了。雄雕几乎不费什么周
折，便猎到了一只野兔。坟地里没
什么狐狸，野鸡坪将它们驱逐出境，
野兔再没什么顾忌。过去要防狐狸
与金雕联手合围，如今只需提防金
雕，那是轻松多了。野兔稍稍大意，
雄雕便容易得逞，那只雄雕于是收
获多多。

“呜嗷……呜嗷……”
雄雕返程，母雕高兴得大声嚷

嚷。由于雄雕收获颇丰，雌雕进食
后干脆蹲立断崖前的露台上等待第
二次进餐。母雕在露台左右踱步，
慵懒地俯瞰四周山野，用不了一忽
功夫，雄雕便再次归来，收起翼展缓

缓落下，接下来雌雕便再一次发出
“呜嗷……呜嗷……”的开心地叫
号。先是雌雕贪婪地独享，再后来
是它俩的互相谦让，你啄一下我啄
一下，把撕扯成片成条的鲜嫩的兔
子肉，递来递去的，馋得白尾巴一边
看，一边不停地咂嘴弄舌。它实在
太饿了，饿得肚皮贴着脊梁骨，饿得
都“咂咂”地弄出声音来。

那声音都传到崖顶了，雄雕从
高崖上很讨厌地扫它一眼。野兔被
两只金雕大卸八块，雄雕和雌雕因
为吃得太饱，故而把吃做成一出夸
张的恩爱游戏，有心让白尾巴眼馋，
于是，它俩的动作愈发夸张，不时勾
一根肉条喂进对方的嘴，或者用爪
子把一块骨头掷到对方的面前……

白尾巴真的馋坏了，馋得口水
哗哗淌，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对金雕
嘴里的肉条和爪子底下的骨头，喉咙
里都快伸出一只手来，恨不能把崖顶
的兔子肉抓到手。然而，这是不可能
的，把咽喉弄得咕噜响，希望一双金
雕一不留神便将骨头肉末之类的给

抛到断崖下，让它捡些便宜。可惜，
骨头和肉末都是雄雕的劳动所得，它
俩再大方，都不会随意抛弃的，白尾
巴便只好在崖底流口水干瞪眼。

13.一头小巧的母狐狸兀自出现
太阳落山了，白尾巴忙碌一天

一无所获，只好钻入昨晚的那簇灌
木丛中，慵懒地睡去。

饥饿对年轻的狐狸算不了什
么，对于一只毛发蓬松，牙齿松动的
老狐狸来说，却是无法承受的折
磨。前半夜虽然饿得胃壁痉挛难
受，但都挺过去了，到了后半夜却再
也承受不了。白尾巴几度试图钻出
灌木丛，到漆黑的山地碰碰运气，然
而，很快便打消了念头，都饿得头脑
昏昏然的，还能有什么清楚的意
识？最好乖乖地趴着不动等待天
亮，天亮后也许会有好运气。

太阳照常升起，白尾巴盼望的
好运气没有出现，那些自由自在的
锦鸡，一如往常从高高的大树上滑
翔而下，它们的目的地定然是山脊
后的山箐，一大群锦鸡必定在晨雾

消散之时，在那儿重新聚集，然而，
它是不敢打它们的主意了，徒劳的
事情肯定不会再去做了，傻瓜只能
当一次，不能一直当下去。那么，
与白鹇周旋应当会有收获，白尾巴
这么想也这么做，信心满满地又翻
过山脊往山箐的中心地带埋伏。

它是不会再做昨天那样傻乎乎
的事情了，既然树叶会出卖它，那
么，趴着不动，白鹇就不会发现它
了。白尾巴扒开一大堆落叶，耐心
地趴着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好运气的
降临。

“簌簌……”
“簌簌……”
什么物体在离它不远处的箐沟

边，不停地扒动枯枝败叶？不可能
是白鹇，白鹇扒动树叶的声音很吵
很响亮，而这声音很低沉有力，应当
是某种体型较大的动物发出来的。
白尾巴想探个究竟，却遗憾地什么
都没看见。箐沟晨雾很浓，尽管那
声音很近，却无法穿过浓雾看清它。

（未完待续）

见洱海月是在周末星期
天，有些偶然，有些必
然，偶然是因为事先没

有安排，必然是身为大理人，怎
能不来看看洱海不同角度、四时
不同的娇美容颜。

看过冬季烟波浩渺的洱海，
看过雨天狂风怒吼，波涛汹涌的
洱海，也看过风平浪静时，温柔
平静的洱海。阳光灿烂，秋高气
爽的九月，又与洱海相见，带着
些陌生的期待走进洱海月湿地
公园。

诗意的季节，诗意的风景。
秋风渐凉，秋阳朗朗，夏的绿装
还未褪色，是不舍洱海的温情美
丽，还是忘却了季节？绿荫掩映
的小路，淡去了正午太阳的热
烈，风中裹着淡淡的花香，正值
丹桂飘香的季节，很是清爽宜
人，沐浴着秋风的凉，呼吸着清
香的空气，看风景的心情美妙
无比。

看海的心情很美，走进洱海
月湿地公园，看洱海的静谧，赏
秀丽的风光，吹着温情的海风，
静心宜神，尽情享受。

漫步公园，一阵慢思，一阵
细品，洱海月出现在眼前，没我
想象的遥远。洱海月三个红色
的字刻在大理石上，醒目、质朴、
温润。走近洱海，近距离触摸感
受洱海的温柔、博大、宽广。

晴空下安静的海，微波荡
漾，涟漪一道一道泛着蓝色的
波，浅水区海面部分覆盖绿色水
生植物，海草连成片，把深蓝浅
蓝分隔开，在海中形成一条长长
的绿带，随着海水的波浪连绵起
伏。远看海天蓝成一片，浑然一
体，湛蓝幽深。安静的蓝，清洁
的蓝，无边无际，让人心生出无
尽的安宁。我醉了，醉在无边的
纯蓝里。

一阵风起，波浪涌向岸边，
亲吻一番海岸，又慢慢褪去。
我静立在海浪吻过的岸边，亲
切感受海浪的温柔缠绵。细细
窥 视 这 颗 高 原 明 珠 的 美 丽 容
颜，她明净清秀，在蓝天白云下
美得那样纯洁。秋日晴空，白
云悠闲，蓝蓝的天幕，几片淡
云，如天山雪莲开在上面。真
想坐上洱海那艘木船，去打捞
一片白云做成纱巾围在胸前。
此时此刻，置身洱海月，心都净
化得舒服妥帖。

醉在蓝天白云下，醉在洱海
月。静静地，静静地，感受海的
呼吸，海风的温润；感受视野的
无边；感受思维的曼妙；感受洱海

多角度的美。喜欢这样物我两
忘的感觉，空灵幽静，仿佛此刻
只有我的存在，任我思想的野马
泛舟洱海碧波，自由驰骋天地
间，享受海阔天高的感觉。

风轻轻来，又轻轻去，是留
恋洱海月的美丽多情吗？还是
想让海浪再一次亲吻岸的坚守，
有了岸的执着，才有海的自由和
澎湃。又一次不舍地蹲下来触
摸安静柔情的洱海，感受她温柔
宽广的胸怀。

洱海湿地区，生长着茂密的
芦苇，高高的芦苇泛着旺盛坚强
的绿，人工木走廊延伸在海面，
进入走廊，又置身海天之中，天
地相连，分不清天上人间，如在
画中，却又是真实的景色，有些
陶然，有些迷离，迷离在海天之
间。在这样秀美的风光里，便是
身在梦中的天堂。

大理四时气候常如春，秋色
变化不是十分明显，见不到秋叶
的斑斓，依然绿树成荫，花开艳
丽，恍惚还在春天里。正午高
原的紫外线还是有些热情，洱海
月美得让我陶醉不舍，走进树
荫，寻一处可以看海的空间，继
续尽情欣赏洱海秋天的静美。
蓝天、白云、绿树、洱海，一幅明
丽清秀的风景就在眼前展现，
纯净湿润的海风饱含秋风的气
息，徐徐而来，带走燥热送来凉
爽、舒适，醉于海风的温润舒爽，
忘情在洱海月。

偶遇洱海月，醉美洱海月。
今天相逢了大理四景之一的洱海
月，从另一角度看洱海的妩媚秀
丽，在纯净高远的蓝天下，品味
洱海静谧安详的本色，在厚重的
历史文化熏陶下，淳朴善良，美
丽大方，温文典雅。

醉美洱海月，想把每一个风
景看透，绿水青山，蓝天白云，是
永远美丽的乡愁，用美好得沉醉
的心境，感受每一缕秋风细细的
缠绵，听海浪讲述洱海古老的传
说；听洱海弹奏奋进动听的音
乐，憧憬大理更加美好的明天。
想象月夜最美的“金月亮”，她是
大理人心中最美的月。

“苍山不墨千古画，洱海无
弦万古琴”，唯愿这颗明珠永远
闪耀光芒；愿我们每一个大理
人永远炽爱这片海，做文明的
大理人，让她永远纯洁漂亮，为
有澄澈的蓝天，清澈的海域而
骄 傲 ，为 我 们 是 大 理 人 而 自
豪！那一汪碧浪轻荡的海，那
一片澄澈的蓝天，是我心中最
美的风景和想念。

在树梢挂，雾在脚下
飞。雨中的巍宝山显
得异常的静寂，林中

的宫观殿宇若隐若现，一条山
路从外面探索着闯入山谷，一
步一步爬上山去。雨一会儿
疏，一会儿密，一下起来就没完
没了的细雨，甚至开始让我怀
疑选择这样一个阴雨绵绵的日
子上山是否有些不合时宜。

清 晨 时 分 ，我 们 冒 雨 上
山。抵达山门下车以后，在映
月亭前稍做歇息，便穿过万顷
松涛的包围踏上了蜿蜒曲折
的小道。青石铺就的山道，随
山势绕行，细雨如丝，林间漫起
了轻烟薄雾，太阳在雾中变成
了白点，山在雾中隐约露出轮
廓。深山空灵，一株株高大的
古栲树，挺拔的躯干不知经过
了多少岁月的洗礼、多少次劫
难，尽管已是青筋暴露，却依然
巍然屹立在路边，向人们倾诉
着历史的沧桑，显现出生命的
博大与沧桑，浩瀚与挺拔。在
山腰小道的右侧，是一条由山
泉和雨水汇成的水渠，人行山
中，沿途都有潺潺流水相伴，尽
管细小，却依然不屈不挠一路
欢歌。在万绿的葱茏中，一座
座土墙黛瓦的宫观亭阁，香烟
缭绕的庙宇，加上游人那红裳
绿伞的装点，使雨中的巍宝山
越发显得精美翠秀。

沿着被连日的细雨淋得
有些湿滑的山道一直向前，穿
过这片莽莽苍苍的林海，首先
映入眼帘的就是巍宝山打歌
场，打歌场边有株不知名的树
全身上下挂满了红红的果子，

给雨中的巍宝山增添了些许
暖色，树下还有些细碎的杂
草，几株野花已冒出了黄色的
或白色的花苞，对生的花苞像
一 只 只 小 喇 叭 煞 是 惹 人 喜
爱。打歌场边有座古色古香
的小庙，别看此庙虽小，却是
中国西南地区土主庙的鼻祖
——南诏土主庙。“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对主峰海拔 2509
米的巍宝山来说，在群峰耸峙
的云南确实算不上什么高山，
但它却是云南的名山，它的

“名”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个至
今 仍 闪 耀 着 神 秘 色 彩 的 词
——“南诏”有关，而南诏土主
庙就是关于这段历史的有力
的实物佐证。

“草草横塘一镜开，碧开
青晓见楼台”。几株黄叶在细
雨中招摇，将诗意散落在风
里，风吹动山寺檐角的风铃，
季节的诗便被敲得叮叮当当，
零零碎碎……离开南诏土主庙
不久，蒙蒙烟雨中，巍宝山前山
的中心殿宇——龙潭殿就到
了。殿内有一池潭，池水清澈如
镜，丝丝细雨飘落池中，溅起朵
朵水花。池中六角形的“文龙
亭”两旁有拱桥相连，水池的
四周镶有雕花大理石栏杆，在
亭子右侧桥墩的石灰墙上，有
幅宽约 100 厘米，长约 120 厘
米的歌舞壁画，画中共有 30余
人，其服饰均为彝族二百多年
前的装束，舞者有官有民，男
女相杂，形态各异，动作形象，
线条清晰，这就是著名的《松
下踏歌图》。站在池边，凝视
着这一幅完整的彝族打歌图，

伴着丝丝细雨，心潮起伏，祖
先们几百年前载歌载舞的情
形仿佛就在眼前。

走灵官殿，过青霞宫，远
远的就听到了玉皇阁里传出
的悠悠琴声。滴露玉兰花欲
放，凌空苍柏舞龙腰，爬过 42
个陡峭的石阶，正院中央有一
棵历经 150 年风霜的玉兰花，
古朴苍劲，每一个树枝都弯曲
盘旋在枝干上，含苞待放的花
蕾像一个个毛茸茸的小球，站
在树下，树梢上的串串雨珠滚
落下来，滴落颈脖，让人不得
不感叹“山中一夜雨，树梢万
重泉”。玉皇阁是巍宝山所有
殿宇中规模最大、建筑年代最
早的殿宇，殿内有著名的道家

“水火匡廓图”，具有很高的宗
教研究价值。走入大殿，元荣
道长亲笔所做的牡丹在阵阵
古琴声中徐徐盛开，没有尘世
的烟火味道。焚一炷沉香，淡
然飘逸，泡一杯祁红，暖意顿
生，室内茶气萦绕，心香如豆，
细细品味道长的养生之道，一
切的功利与尘想于此时都静
如止水。

“山中一日，人间百年”。
在若有若无的雨声里，不知不
觉已近黄昏，饭桌上三杯两盏
白酒下肚，我已醉在映月亭前
点点滴滴的涟漪里。其实醉
了也好，正所谓“幽吟喟叹，弹
指间，千帆过尽；一刹那，转身
百年”，醉了，就让所有曾经浮
躁的日子，都如同泡沫一般在
记忆里渐渐消退，只留下真实
的自己，枕着巍宝灵山的万顷
松涛，一梦到天明。

场久违雨，把酷暑打扫
得干干净净。天更蓝，
山更绿，山里该出菌子

了吧，朋友们相聚的时候，总离
不开这个话题。每当谈起这个
话题，童年时找菌子那早已尘
封的岁月，仿佛银屏，一幕幕在
心底打开。

山里的孩子自有乐趣。春
天可以去看山花的盛开，夏秋
可 以 采 菌 子 ，冬 天 可 以 打 雪
球。每当菌子成熟时，山里的
孩子就往山里走，这个季节是
山 里 最 热 闹 的 季 节 。 走 进 山
里，你可以尽情享受山里的绿，
山是绿的，树是绿的，草是绿
的，小溪也是绿的，走入这绿的
世界，人便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揽大自然于怀里，拥有了一份
人与自然的甜甜蜜蜜。

我与小伙伴们一头扎进菌
子山，菌子山便充满了我们的
欢笑声，山歌声。我们常去的
菌子山叫茂是地，寨子里的人
称它为十八石大地，说的是他
非常宽广。的确，这里大片大
片的土地摇曳着各种的野草，
潜滋暗长，蓬勃向上。大地的
四围是茂密的灌木林。属背阴
地，空气湿润，最适合菌子的生
长，每一次我们都收获好多菌
子，有青头菌、奶浆菌还有松茸
等，种类不下十来种。找菌子
有许多的乐趣，在菌子山，不用
愁饿肚子，不用愁喝水。菌子山
奶浆菌最多，生吃，不用放盐，白
吃就是一种享受。那微甜而香
的味道，止不住口水便从嘴边
流。菌子山里生长着许多杨梅
树，这个季节是杨梅成熟的季
节，杨梅绽开着通红的笑脸，等
待着我们去收获。调皮的我们
总喜欢躺在杨梅树下，伸长四
肢，解开裤腰带，张开嘴巴，享

受杨梅略带野味的酸甜。馋学
生，饿学生，野杨梅吃得了一小
升，村里的人时常这样打趣我
们，这话一点也不过分，去菌子
山，我们常常空着肚子去，抬着
肚子回。

当然，烧菌子吃，是找菌子
中最快乐的事情，按现在流行的
说法可以叫烧烤菌子，可那时没
有这个概念。我们常去烧菌子
吃的地方名叫双股水。双股水
顾名思义，是从山肚里流出两股
水，这两股泉很神奇，山里人称
为真龙水，冬暖夏凉。我们在水
边找一块平地，七手八脚拉来些
细柴，找来些树疙瘩，烧起一堆
火，等树疙瘩烧出了火炭，便可
以烧菌子，想烧什么菌吃，尽可
在 所 有 伙 伴 们 的 小 篮 子 里 面
挑，大伙儿都高兴别人来自己
的篮子里多找点，证明自己找
菌子最棒，当时有一个外号叫

“麂子”的伙伴，大脑袋，长脚杆，
找菌子最棒，人也最豪爽，每次
他找的最多，奉献给大伙的也最
多。他不大爱说话，但最喜欢听
我讲故事，当我讲到他认为最好
听的时候，便会发出银铃般的笑
声，前翻后仰，使旁人也忍俊不
禁。他知道我最喜欢吃的是俗
名叫“一窝蜂”的菌子，每次只要
找到“一窝蜂”，他都与我一起分
享，至今记忆犹新。

夕阳西下，晚风袭来，牧笛
声声，我们每个人的肚子，就像
吃饱了的山羊肚，鼓鼓的，圆圆
的，这时伙伴们，手是黑的，脸
是黑的，一个个变成山里人烧
出的木炭。当然，这也是我们
最快乐的时候。

是呀，那个时候的快乐便如
此简单，我想，快乐生于心，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快乐，而简简单单
的快乐，也许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在岁月的河流上
阅读逝去风景
阅读波浪上层叠的沧桑
汗水书写的诗行
在田野铺向远方

当第一声哭啼的时候
唤醒了赤裸裸的朝阳
为找那片海
不知是怎么的一首歌
是波涛、漩涡、急流
疯狂的你如潮水般把我席卷
融化为一层波浪

博爱的你如平静的海洋
容纳了我的一切
我扯着嗓子呐喊啊
天与地之间的距离
就在心上

从苍岩深处泌出的一个水滴
迎着初升的太阳
晶莹剔透地跳落在
岩石下的青沙河床上
它与青沙相撞击的
空谷清音
犹如一声嘹亮的军号响
瞬间，千颗万颗水滴
跳着林山的风情舞蹈
纷纷从四面八方朝着它聚拢
一道清亮亮的小溪
就风姿绰约地亮相在山谷间
漫沙穿石
一路向南，向南
汇集了万道山溪千道河水
汇成了五千里大红河
浩浩荡荡泱泱汤汤

浩浩荡荡泱泱汤汤的
五千里大红河
其实就是一滴水的大江河
你无论走在大红河的哪一湾
你所看到的
都是红河源那一滴水里
婆娑着的青枝绿叶

生活在山清水秀的乡村
满目
云雾缭绕
鸟语花香
溪水潺流
负氧离子氤氲
惬意和幸福迎面扑来

夜晚
在蟋蟀唧唧的鸣叫声中安然入睡
清晨
在群鸟喳喳的合唱声中甜蜜醒来
青烟袅袅
开始喂马 牧羊 劈柴 锄禾
万鸟欢鸣
再现生活宁静 祥和 幸福
每天在精神抖擞的状态中开始工作
这样的日子
天天花开
月月花开
年年花开
而后
硕果满枝 笑脸灿烂 步履轻扬

醉美洱海月
■ 范茂华

童年与菌子
■ 李 泽

灵 山 听 雨
■ 陆向荣 文／图

遇

一

云

为找那片海 郭 洁

在鸟鸣声中
醒来 字学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