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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大理

到古生村，便听说了它的不
同寻常。到了古生村，确实嗅
到空气中那不同寻常的味道。

在村庄外的某一处，似乎有一
个强力磁体，散发着强烈的磁力。
周围的一切都被吸引住，顺从地向
这一处汇聚而去。我裹在人流中
间，也被吸引着，向这一处靠过去，
再靠过去。

这一处，是我神往已久却一直
未能到达的地方。到之前，心里头
无数次地问：这一处，会是怎样的
一种风景？

终于到了这一处。
这一处位于那条小溪的入海

口。小溪口右侧有小广场，广场左
右有榕有柳，后有本主庙，前有大
理石雕花栏杆，石栏外有石雕龙
头，龙口轻吐潺潺清流，清流顺滩
而下。滩上有石，石上有蓝色轻浪
拂过，轻浪之外，是无数轻浪，无数
轻浪相依相连，连成一片蓝色的
水，一片铺天盖地的蓝色的水。

这片水，就是“洱海”。
莫非在古生村的这一处，能看

到最好的洱海？
答案是肯定的。以前是否如此

我不清楚，但现在我能肯定这一点。
这一处，有脚步最快的春天，

有最通透的阳光，有最清凉的海
风，有最美丽动人的新娘和最帅的
新郎……

大理，被喻为人一生不能不到
的地方。古生村的这一处，则是每
一个热爱这一片山水的人一生不
能不到的地方。

在这一处，我看到春天早早地
从四面八方赶来，朝着这一处聚拢
来，再聚拢来，她停到柳枝上，附在
菖蒲上，黏在小池塘里的浮萍上，
肆意释放着无限的绿和生机；在这
一处，我看到阳光从洱海的上方，
毫无遮挡地一泻而下，朝着这一处
照下来，再照下来，它的热度，点燃
了游兴，煮沸了整片海滩；在这一
处，我看到风从南边的天生桥上吹
过来，穿过西洱河，挣脱市区高楼
的挽留，来到海面上，绕过渔舟光
滑的桅杆，拂过老帆布的白须，贴
着红嘴鸥的灰翅，朝着这一处吹过
来，再吹过来，吹皱了海岸上所有
平稳的心境，吹软了柳树下所有刚
硬的心思；在这一处，我看到人流，
以及人流里的目光，人流中的镜
头，被强磁力牵引着，从北京、上
海、广东飞来，跨过石拱桥，绕过大
青树，走过小巷的石板路，朝着这
一处靠过来，再靠过来。

汇聚到古生村的人，都是为这

一片山水而来，都来瞻仰苍山和洱
海共同织成的巨幅锦绣，都来观摩
经千百年时光雕刻而成的人与自
然相谐而生的终极样板。

这一片山水，为天地灵秀所钟爱。
苍山和洱海，是大自然在操鬼

斧、作神工时，刻意馈赠给大理人
的至宝。苍山和洱海共同组成的

“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
琴”绝美之景，是仙境，世间独一无
二。她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强烈
的磁力，吸引着无数人前来。

而所有生息在古生村，以及洱
海周边所有古老村庄里的人们，又
都是被上天特别眷顾的——世世
代代在仙境中生息、繁衍，世世代
代享受如此绝美之景。

所有生息在这一片山水之间
的人，以及能抵达这一片山水的
人，都是幸运的。

这片山水的命运，牵动着无数
人的心。

因为这片山水承载了太多的
梦与故事。

在这片山水里，每一缕风、每
一瓣花、每一片雪以及每晚的月
亮，都是一个梦，都在讲着自己的
故事。

我是幸运的，我生活在离这片
山水不远的地方。

此前，我不止一次靠近过这一
片山水。1999 年，我到大理读书，
第一次看到这一片山水，就一见倾
心，被苍山的雄伟壮观所震撼，被
洱海的宁静宽阔所折服。后来，我
因培训、办事、旅游等由头，多次到
过苍山脚下，到过洱海边。我曾无
数次抬起头，仰望苍山，感受他的
雄伟，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
曾无数次地俯下身子，捧起洱海
水，凝视她，用她洗手，也洗心灵的
污垢；我也曾无数次像告别初恋的
情人一样，在离开她时感到怅然若
失，并期待着下一次的靠近。

如今想来，所有的由头都是次
要的，我清楚自己之所以一次次地
靠近，一次次地走进去，无非就是
想要接着去做没有做完的梦，接着
去讲还没有讲完的故事。

没有人能抗拒这一片山水的磁
力，没有人能抵挡这片山水的魅力。

山水不语，自成洞天。
你没来，这片山水就是一个

梦、一个故事；你来了，你就成了其
中的一部分，你就是风，是花，是
雪，是月，你就是梦的主角、故事的
主角。快乐与幸福，全由你来讲，
来演绎。

那么，你准备来了吗？

借一根扁担，一对竹筐，一
双不知磨破了多少鞋底的
脚，爷爷奔走在祥云和宾川

两县之间，挑起了一家人的大梁。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翻身做

了自己的主人。正值壮年的爷爷
告别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为
了一家人的生计，去做挑客。他
把祥云的土锅挑到宾川，变卖后
再买一担红糖挑回祥云，一来一
往，挣点辛苦钱。

从祥云县城进入宾川县境，
也就20公里，可要是负重前行，还
要深入各个村庄，具体的路程无
法估计。我曾经绕着家乡的青海
湖走完一圈，刚好10公里，耗时近
两个小时，走的时候是晚上，没有
灼灼的烈日暴晒，还走走停停，饶
是如此，我仍然感觉腰酸背痛，筋
疲力尽。我的爷爷，当时也就 30
多岁的年纪，他挑着沉甸甸的担
子，脚步不能太快，每一步都得走
稳了，若是有个闪失，摔碎的就是
妻子下锅的米、儿子手中的糖块；
脚步也不能太慢，若是拖的时间
太长，收入自然就会耗减，到时
候，下锅的米就只能减少，糖块也
只能减半。

爷爷独自一个人挑着担子走
在崎岖的路上，陪伴他的是路两
边的松涛，是山间的鸟鸣。他的
心里揣着妻子的叮咛，揣着儿子
的梦想，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

稳稳当当。每到一个村庄，爷爷
就把担子小心放在地上，把土锅
取出来，卖给当地的村民。那些
黑不溜秋、毫不起眼的土锅摇身
一变，成了灶头上的炖肉锅、中药
罐、茶罐。等所有的土锅卖完，爷
爷就到糖厂去，挑一担红糖回祥
云卖。爷爷说，力气是条狗，越花
越有。他舍不得空身跑一趟，一
心只想趁年轻多挣点钱，让家人
日子过得好一点儿。后来，爷爷
脚上突起的青筋，就像打了结的
一团乱麻，那都是年轻时长期挑
担走远路落下的病根儿。

爷爷挑担走宾川的几年里，
不知走了多少路。爷爷偶然给我
讲起他年轻时的故事，常说：我走
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我吃过
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饭多。如今，
飞速发展的交通运输，我们可以
日行千里，我们走过的路轻轻松
松就超过了爷爷走过的路。

我问过爷爷当年走宾川最难
忘的是什么。爷爷说，就是怕
热。如果说祥云的热是一个太阳
制造的，那宾川的热至少是由两
个太阳供给的。去过宾川的人都
知道，宾川就是一座热情似火的
小城，我甚至固执地认为，被孙悟
空打破的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不
偏不倚就落在了宾川的大地上。

走这么多的路，还要忍受着
酷热和寂寞，支撑爷爷走下去的，

无疑就是家人的幸福。等我的父
亲、叔叔和小孃都成家后，爷爷不
用再去走宾川挣钱了。他养起了
毛驴，就在家旁边放牧，再也不用
长途跋涉。作为一名资深挑客，
爷爷像看着自己孩子长大似的见
证了路的变迁。村间的大小巷
道，他年轻时所走过的基本是土
路，晴天还好，虽然灰尘漫天飞
舞，也比下雨天要好很多。雨天
行走，一步三滑，说“寸步难行”
也不为过。这样的情形在他结束
了挑客生涯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
里都没有得到改善，直到他进入
古稀之年，我家门前的路才得以
硬化。

硬化的路面走上去感觉就是
不一样。“就算是下雨天，你也能
穿着绣花鞋出门了”，这是我记住
的爷爷对奶奶常说的一句话，可
惜这话只说了十几年，爷爷奶奶
就相继离开了我们。

不光是路修好了，车也多了
起来，爷爷要去趟城里买点牛奶
鸡蛋什么的，不需要走路去，可以
坐公交车，5公里的路程一元钱就
能坐到站。每次爷爷和我聊天，
他都会一边捋着胡子，一边笑眯
眯地说：现在的交通太方便了，要
是我年轻时交通也这么方便，就
不需要靠人力挑土锅和红糖了，
那土锅太容易碎，那红糖太沉，要
是用车子拉，该多省事啊……

乡的小村地处平坝中央，
远离河道，根本不具备建
造水磨的条件。可为了一

日三餐，村里的先民们硬是靠人
为堆砌起落差，开源引流，从十多
里外的山麓引水建起了水磨。但
是，除了雨季丰水期以外，冬春季
节水源得不到保障，水磨难以正
常运转。最终，村里的水磨因没
有长流水而荒废。到我记事的时
候，水磨房只剩残垣断壁了，唯有
深深的水磨沟是小伙伴们游泳、
抓鱼的好地方。

村里没有了水磨，村人只能
肩挑人背到邻村磨面。遇上农活
忙，顾不上到邻村磨面，只有用手
磨来加工粮食，不仅费力、功效
低，加工出来的面粉也很粗糙。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就经常
跟家里大人去磨面。先是用帆布
书包背上一两斤粮食去占磨，也
就是排队。当时说的“打碓磨面，
先来后到”就是乡规民约的一种
公共秩序。等快要轮到自家时，
从田间小路上跑回家告知大人，
家中大人便放下手头的活计，挑
上粮食去磨面，这样就不会因等
候而耽误农活。

第一次见到水磨，不用人力，
靠水能来做动力，感觉很神奇。
听着那“轰隆、轰隆”的磨面声，有
一种音乐的韵律，就像后来听到
的交响乐一样有冲击力，让人振
奋，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水磨由上下两层圆形的石磨

盘组成，上层磨盘的中轴延伸到
磨房下面的暗沟里，连接着沟底
的卧式水轮，在水轮的立轴上安
装扇叶，流水冲动扇叶带动立轴
转动，水磨也就开始工作了。水
磨磨盘上方悬挂着漏斗，漏斗上
用绳索拴着一根棍子叫敲磨棍，
垂在磨盘上。磨盘转动后敲磨
棍便不停地跳动，震动漏斗里的
粮食均匀地进入磨心。两层磨
盘的结合处有纹理，把粮食向外
推送，在转动的磨盘中间被磨成
粉末。

初次到磨房，好奇心使我目
不转睛地盯着不停转动的磨盘，
就像现在的孩子看机器人一样。

“轰隆、轰隆”的磨面声，像一只勤
劳的小蜜蜂采花粉的声音，似乎
永远不知疲倦，让人觉得这是一
种甜蜜的事业，心中充满希望。
可是，后来感触就不一样了。

有一次，轮到自己家磨面时，
父亲为了多磨一些面粉，跑了两
趟，挑了两担包谷。到了夜晚，父
亲把磨好的一担面粉先送回家，
让我一人独自看护磨房。我裹着
一张棉毯，蜷缩在磨房角落的几
袋包谷上，但不敢睡着，静静地盯
着漏斗。父亲临走时交代过我，
如果睡着了，漏斗里的包谷漏完，
磨盘就空转，那样会使磨盘中间
的纹理磨损过大，被管磨房的人
知道是要挨骂的。儿时是永远睡
不够的年龄，每天早晨都是被父
母叫醒。虽然没有床铺，但是盯

着盯着就迷迷糊糊睡着了。由于
心里紧张，虽然睡着了，但是还是
能听见“轰隆、轰隆”的磨面声。
突然“轰隆、轰隆”声增大，像发动
机加了油门一样，还有点刺耳。
我一下子惊醒，原来是漏斗里的
包谷漏完了，磨盘空转，响声自然
就增大。我赶快起来，搬个小凳
子，用木瓢往漏斗里续包谷。将
漏斗续满后，我走出磨房小解。
天像一口倒扣的大锅，看不到星
星，没有风声，万籁俱寂。我一下
子害怕起来，跑回磨房。磨房里
有盏马灯，在灰暗的灯光下，要比
黑暗中踏实些。磨盘不停地发出

“轰隆、轰隆”声，总比外面多些安
全感。

回到磨房，我再也不敢睡了，
怕睡着了，漏斗里包谷磨完，磨盘
空转，磨坏磨盘纹理，家里赔不
起。为了消除困意，我在狭小的
磨房里不停地走动。一想起外面
的黑暗，心中充满恐惧和孤独。

“轰隆、轰隆”的磨面声成了我唯
一的“伙伴”，这时的磨面声非常
亲切，像母亲在教我唱儿歌、讲故
事，驱散了黑暗中的恐惧，让我不
再孤独……

多年后，我在一个农耕文化
体验园又听见了“轰隆、轰隆”的
磨面声。这熟悉的声音让我在儿
时、远古、当代之间反复穿越。梦
梦幻幻，缥缥缈缈。回顾每个时
代每次听到的打碓磨面声，都给
我不同的感受。

莲花 盛开在朋友圈里
不断刷新 沦陷双眸
开在脑海里的莲花
一遍遍回放 身形渐行渐远

关于莲花的赞美
佐一杯清茶
足够品一个细雨绵绵的通宵
在你莲叶田田的心里
是否也有一池唯美在疯长

莲花已开 去看看吧
别让守望苦如莲心
沉入淤泥
只是别惊扰莲瓣上
瞭望的蜻蜓 还有
在叶下传信的小鱼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春秋
泥软莲香的季节
渡安然若莲的心
轮回
花开

当星星遇见黑夜
当黑夜遇见七月

我们把生活的喜怒哀乐扎成捆
掏出内心的一把明火点燃
任所有历经
都以火的方式进行燃烧
一束跳跃的火焰
每一束都是神来之笔
淡写着我们
散布在人间的喜怒哀乐
以及欢笑吉祥和幸福
化作永恒之图腾

我是火的女儿
在星空下仰望妈妈
光亮
照明黑暗中前行的人们
升腾的火焰
炸响生命的绝唱
短暂而璀璨
若你需要一缕光明
我愿燃尽成灰

门口竖起的火把
我把它送给悲伤的人群
欢乐的歌声欢快的舞蹈
酒杯里倒映着火红的脸庞
眼里闪闪发光
希望和远方
在火苗中闪现
内心翻腾着喜悦
就像人类第一次钻木取火
看到希望的样子

古生村漫笔
■ 段成仁

未

是一天的清晨时光，感受着
小城特有的早晨微微的凉
意，让人清醒的感怀夏凉的

爽。尤其路边一树一树沿街边生
长的槐花在微风下摇曳，纷纷扬扬
着——白中挂绿、绿中飞白。

带着苦涩清香的槐花瓣，轻轻
地落在街边，落在人行道的青石板
上，和着行人的步履。我在匆匆的
上班途中与悠悠落下的槐花相遇，
生怕踩踏了她们，有意远远地看
着，走着，嗅着，顿时让人心胸洁静
沁香……

一场雨，一阵风，走在夏日的
早晨，来不及多想，一阵苦涩、清爽
的槐香提醒我，那些曾经在乍暖还
寒的暗夜里偷偷冒出的新绿，已是
花满枝头。用纷纷扬扬来形容她
们开放的声势浩大，一点不为过。
整枝，整树，整条街——满眼的绿，
满街的绿，绿成一条河；一瓣，一
朵，一片，撒了一地，白了一街；一
个人，一行人，一街人，在槐花雨苦
涩、清香的袭染中匆匆过，匆匆
往。时不时抬头，时不时会听到

“花雨中”传来的声响——“还怪可
惜的，这些花给糟蹋了！”。是啊，
给糟蹋了。“是它生的不是时候，还
是生在不该生的地点？”我暗自思
量起来。满街都已在做着匆匆忙
忙的营生，有卖早仙桃的，有卖四
季果蔬瓜果的，有卖清脆李子的
……唯独槐花如刚刚睡醒一般，兀自
开着，撒着……看看枝头，每一朵花
都奋起了两只翅膀，似有凌驾起飞地
决绝，又如孔雀东南飞一般的不舍。

我有一种自我的想法，槐花是
开得最委婉的花。理由之一是她
的颜色，她的花有出于绿而白如翠
的美；理由之二是她开的季节，她
不与春天百花争艳，在炎热的夏季
开就绿荫般的清爽，让人眼舒心
安。就这点意义而言，没有比槐花
更懂人的了。

人类 有 时 是 很 自 我 的 。 比
如，因着采集盛夏的果实之际，人

们不管它有没有开过，就把它未
开放的花骨朵当果实采了，美其
名曰“槐米”。在滚烫的沸水里或
是炽热的锅里，让她的美丽为人
们钟爱的清香定格，以清凉解毒
之功效舍身。

儿时，以为槐果是槐花树结出
的果实。越长大，越不明白。是
呀，她都没开过，何来“果”之名、

“米”之说？是源于她长的婉约的
本性，还是源于她的形状？儿时，
我可从来没想过这话题，以及她绿
肥瘦白的意蕴。

槐树，在乡下很普遍，有村落
的地方都会有。在我老家的村口，
沟沿边，村口溪边。回家，远远地
就看到村口摇曳的她：如着黑裙
裤，挂绿纱巾的少妇，灼灼挺立，妖
娆妩媚。陪在她身边的总是村里
的老者们——磕巴着长烟杆，东一
句西一句的唠嗑。张家的老大出
息了，李家的老幺进了城，二大婶
家的闺女做了老板孃……

我好生奇怪，便回过去：人们
都说“老板娘”，咋会大爷们就变
出来“老板孃”？追问，他们才戏
说道：“还知识分子呢？土了吧！
孃和娘是有区别的，老板孃可是
凭自己打拼、拥有自己产业的能
干闺女。如二大婶家的闺女先前
是做苦力，洗碗出身。现在可是
自己开店做饮食的店老板了，村
里好几个人都去给她打工了。”

“生意火得很，年前回家还给俺们
捎来她自己店里的糕点呢。”“人
能干，进城有些年了，还是那样实
在和暖心。”

哦，哦，是我土了！嗤嗤地笑
着，想着——她，该是又一个叫“槐
花”的吧，我自言自语。

抬头，见槐花刚好纷纷扬扬落
下，散落溪水，悠悠荡荡……我看
着它们，在波浪的起伏间欢快跳
跃，在粼粼波光闪烁中，出了村口。

她们会去哪里呢？嘿嘿，又想
起了小城里的那一街槐花树。

槐 花
■ 苏 苏

又

远去的水磨声
■ 高正达

家

爷爷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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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了一春繁花
暗淡了冷风中的满城珠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