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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笔 记游 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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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采茶
拍摄地点：巍山县青华乡

箐民村吉立茶园

拍摄时间：5月 11日

作 者：张树禄

□ 杨艳玲

永平博南是我的家乡。
博南古道在永平境内绵亘 100

公里，开通于公元前 105 年，是西南
丝绸之路中“相对较为完整和重要
的一段”。经过岁月的洗礼和磨砺，
古道旁遗留下诸多的古驿村落、寺
院庙庵、人文故事，亲历时光流转，
见证沧海桑田，成就永平独树一帜
的灿烂文化。美国著名作家埃德
加·斯诺在书中称其为“云南的皇家
古道”“通往印度的黄金之路”。

从西汉到明清，儒家文化、道
家文化等中原文化的各种元素以
及 各 类 书 籍 ，都 以 博 南 古 道 为 载
体，传到了永平，包括各个朝代皇
帝御赐的医药典籍，诗词歌赋都以
不同的形式进入永平，对当地文化
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在
我们家，有曾祖父送给小爷爷的中
国画作品，暂且称为“鲤鱼跃龙门”，
一幅画作里是多元文化交融后的创
新体现。曾祖父 18岁时在省立第二
模范中学，跟随姓马的老师学习美
术，从此潜心研究书画，直到晚年。
他的书画作品大部分在“文革”期间
丧失，只有送给小爷爷的几幅字画
和书法作品，几经波折被保存下来。

曾祖父送给小爷爷的书画作
品大多是表达思念和回忆，还有部
分是教育子女的，这幅“鲤鱼跃龙
门”画了一条向上跳跃的青色鲤鱼
和一条冒出半个头的红色小鲤鱼，
画的左上角题了这样一首诗：“男
儿立志喜登龙，身价十倍意匠中。
鲲 化 鹏 飞 九 万 里 ，道 德 崇 高 品 自
隆。”在查阅资料后我得知，“男儿
立志喜登龙，身价十倍意匠中”引
自唐代大诗人李白：“一登龙门，则
声誉十倍。”李白 25 岁离开四川开
始漫游，在游览了名山大川之后写
下了众多著名诗篇，表达了他一心
想效力国家，到了而立之年却苦于
无人引荐的苦闷。在荆襄，有个叫
韩朝宗的人，德高望重，因喜欢举荐
后辈人才，颇有威望。李白路过荆
襄时给他写了一封信，名为《与韩荆
州书》。信中说：“一登龙门，则身价
十倍。”意思是说，一旦被您接待引
荐，就像鲤鱼跳过了龙门，立刻身价
提高了十倍。我家小爷爷大理师范
毕业后被分配到临沧教书，思念儿
子的曾祖父不得不通过一幅幅字画
表达思念之情，同时也希望有一天，
在天时地利人和时，小爷爷能通过
自身努力，做出有意义的事或者返
回家乡报效家乡。然而，随着小爷
爷在临沧成家立业，事业有成，如今
80 多岁的小爷爷归乡的愿望至今
没有实现。

而诗的后两句“鲲化鹏飞九万
里，道德崇高品自隆”引自道家代
表人物庄子所著的《逍遥游》。庄
子在《逍遥游》中有这样一句被大
家熟知的名句：“鹏之徙于南冥也，
水 击 三 千 里 ，抟 扶 摇 而 上 者 九 万
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大鹏鸟是庄
子哲学中自由的象征。诗人李白
也崇拜庄子，他的诗歌：“大鹏一日
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寥寥数
笔，就勾画出一个力博沧海的大鹏
形象。我的曾祖父一生深受庄子

哲 学 影 响 ，除 了 自 身 造 诣 颇 深 之
外，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除了言
传 身 教 之 外 ，就 是 通 过 一 幅 幅 字
画，鼓励子女从小立志，做一个有
思想有抱负，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受曾祖父影响，如今家族里的人有
很多医生和教师。据小爷爷回忆，
他小时候，除了在曾祖父开的“养
元药房”学习儒家、道家经典，四书
五经、书法绘画外，就是跟随曾祖
父 骑 上 小 毛 驴 ，到 县 城 附 近 的 村
子去出诊或者接种疫苗。遇上条
件差的村民需要看病却没有钱的
时候，曾祖父就免费给村民看病、
送药。曾祖父是当时名望颇高的
儒医，又担任过县教育局局长，因
此曾祖父的一言一行深深影响着
小 爷 爷 和 其 他 兄 弟 姊 妹 。 后 来 ，
小 爷 爷 如 愿 考 起 了 大 理 师 范 ，因
家庭变故，读师范最后一年，小爷
爷 在 同 学 的 接 济 下 完 成 学 业 ，被
分配到临沧任教。即使是小爷爷
已经在教师的工作岗位上工作多
年 ，曾 祖 父 还 常 常 不 忘 自 己 创 作
书画和诗词叮嘱小爷爷常立宏大
的“鲲鹏之志”，并借庄子、李白 等
名家的诗词歌赋、郑板桥的书画、
诸 葛 亮 的《诫 子 书》告 诫 小 爷 爷 ，
鹏 能 够 超 越“ 九 万 里 ”而 徙 于“ 南
冥”是有所准备和积累的。如今，
小爷爷把曾祖父对他的激励和教
导又传回到家族里，告诫小辈们：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合抱之木生
于 毫 末 。”人 生 在 世 要 守 得 住 清
贫 、耐 得 住 寂 寞 ，非 淡 泊 无 以 明
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时光知味，岁月沉香。正是在
曾祖父一字一句地教导下，爷爷这
一辈人才辈出，曾祖父和几个爷爷对
永平医药事业和教育事业的贡献被
载入《永平县志》，他们的人生历程如
鲲之深蓄厚养，待时而动，转化为鹏，
鹏待势而起，以施展其凌云之志。如
今，“鲤鱼跃龙门”又传到了我们家。
站在时间的隧道中，尘世熙攘喧闹，
时间横刀立马，家族里的前辈在万
千风景中，随着历史的车轮绝尘而
去，留下的东西屈指可数，我们只能
从只言片语和发黄的古书中汲取营
养，单凭我们浅薄的认知，是无法全
面真实的还原历史或日常的点滴。
作家林清玄说过：“人生最可悲的不
是不想追寻,而是忘记了要去追寻。”
对于我们来说，追寻，只是为了传承
家族里优秀的家风，家风好，才能家
道兴盛，家风正，则英才辈出。

春 尽 花 落 忆 博 南 ，五 月 的 博
南，杜鹃、月季、石榴花在我家小院
陆 续 绽 放 ，而 我 也 将 像 小 爷 爷 一
样，留守他乡，做一个热爱烟火、追
求幸福的人。作家铁凝说：“假若
人生不过是长街上的一个短梦，我
也愿意把这短梦做得生意盎然。”
未来，无论我驻足在哪座车水马龙
的城市，深处哪条繁华的街道，博
南大地上那朴实无华的黛瓦白墙，
川流不息的银江河清流，延续百年
的良好家风，都会在我的心头低吟
浅唱。让我可以安心在闹市中取
静，在光阴里种花，在茶香里研读，
在一日三餐的烟火中感悟，正如庄
子在《逍遥游》中所写：“至人无己，
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春尽花落忆博南

□ 又 凡 文/图

在剑川，三弦一弹，白族调一唱，
爱情就来了。

歌王姜宗德也一样，那是 30 年前
的石宝山，姜宗德 22 岁的时候，离石
宝山歌会的日子还有十多天，他就掰
着手指头倒计时：还有十一天是石宝
山歌会，还有九天、还有五天、还有三
天……直到歌会到来，三弦一背，塑料
布或毛毯、加长版手电筒、青椒、苞谷、
面条等物件往马桶包里一塞，就赶石
宝山歌会去了！

石宝山歌会上的姑娘小伙是不睡
觉的，电筒一闪一闪，灯泡烧掉再换一
个新的，心跳比电筒光的闪烁还急，直
到找着自己心仪的姑娘。小伙子会这
样唱：对面的小妹妹帮阿哥找一个相
好，就找像你这样漂亮的一个，像你一
样找不着，就你也可以。

当姜宗德这样唱的时候，对面的
小姑娘这样回答：小妹这朵花已经等
你很久了，千人万人要来采，但是留给
你……

一场歌会过后，姜宗德和姑娘已
经难舍难分。他问清她家的地址，帮
她搭了辆车送回去。两天后，他骑着
自行车经 30 多公里到她家，和她的父
母说他们已经非常相爱了，希望把姑
娘许给他，如果做不成夫妻，也是相识
一场的好朋友。

姑娘的父母说：“你们要多考虑，
现在还来得及。等你们考虑成熟了，
好好坏坏也就许配给你。”

就这样，不久后他们结婚、生子，
演绎着白乡最朴素却也是最浪漫的爱
情故事。

姜宗德 1965 年生于剑川县甸南
镇兴水村，村里的老一辈人人都会唱
白族调，爷爷喜欢弹三弦，父母的白
族调都唱得很好。自幼受他们的影
响，姜宗德非常喜欢白族调，常听到
哪个调子好就赶快记下。在剑川，白
族调没有老师，但人人都可以是你的
老师，听着唱着，也就会了。多年来，
姜宗德和村里的老人们学的是比、兴
等一些修辞手法，以及很多现代生活
中逐渐消失的古白语，同时和做铁匠
的哥哥学三弦，不出几年，已经能弹
会唱了。

17 岁，姜宗德第一次登上石宝山
歌会的对歌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与白族调形影不离。

他做过木匠、打过铁、烧过瓦，但
一是“技多不养家”，二是弦子一响就心
痒难耐，无心干活。于是一心一意扑在

白族调上，县里的活动、接待只要叫他，
他就不计酬劳地积极参与。有一次自
己掏腰包赶三月街，回去时没路费了，
只好把三弦两百块便宜卖掉，换成路费
回剑川，足见他有多狂热了。

据姜宗德介绍，剑川上兰、马登、
石龙等村寨，老一辈个个都会唱白族
调，平时劳作、走路、竖房子、红白喜
事、赶庙会等都要唱白族调。白族调
的调子相对固定，但歌词却是即兴的，
有时能把人唱哭，而一些挖苦、讽刺歌
也能把人唱得捧腹大笑。常见的白族
调有《泥鳅调》《海东调》《东山调》（又
叫《放羊调》）《青姑娘调》《白月亮白姐
姐》等。白族调的歌词虽然即兴，但形
式却有严格的要求，即“三七七五”或

“七七七五”，前者三个字起头，第二句
和第三句都是七个字，最后一句五个
字，后者七个字起头，第二句和第三句
也是七个字，最后一句五个字。四句
为一半，两个四句为一段，而且要押
韵，押韵比内容更重要，如果不押韵，
在姜宗德看来，有如吃饭喝水“咽不
下去”地郁闷拥堵。

三弦在白族调中占据极其重要
的地位，借姜宗德的话说，没有三弦
的白族调，就像煮青菜不放油盐——
没有味道。

数十年来，姜宗德频繁参赛与演
出 。 2004 年 ，在 大 理 三 月 街 民 族 节

“山花杯”歌王、歌后大赛中，与李宝
妹一起被评为“歌王”和“歌后”，同年

被原国家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
中心聘为首批“特聘民间歌手”，并在
第二届中国民歌南北擂台赛上获得

“最佳歌手奖”荣誉；2016 年，被大理
大学艺术学院聘为“民间艺术传习指
导教师”，出版专辑《歌王放歌》；2018
年出版《歌王放歌（续集）》，同年被评
为剑川白曲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就这样，歌王姜宗德因演唱满怀
激情、富于张力，音域宽广、唱功扎实，
享誉大理、丽江、怒江等地州。一路放
歌的人生，如此精彩！

姜宗德：歌王一路放歌的精彩

□ 陆向荣

山路一转，密鹿摩村便到了。
2014 年 3 月，我曾探访过红河

源，但选择的是从大理市乌栖方向
走。而从密鹿摩村徒步红河源，却
是第一次，因此就找了密鹿摩村党
支部书记毕有顺当我们的向导。

毕有顺的家就在村头运动场
边，走进刚建好的漂亮的小楼房，
客厅里的电视上正播放着彝族打
歌的视频。毕有顺说：“这是几天
前小儿子结婚时拍摄的。”密鹿摩
村是一个仅有 30 多户 136 人的小
村庄，当地彝族群众勤劳淳朴，由
于生产生活相对比较原始，故保持
了瑰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风
土人情，保留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服
饰和原汁原味的民风民俗。当地
人能歌善舞，每逢婚丧嫁娶或喜庆
佳节，全村村民从四面八方汇集在
一起“打歌”，喝上几碗当地出产、自
家酿制的包谷酒，跳起传统的彝族
舞蹈，豪爽的彝族汉子耍起大刀，彝
家姑娘唱着动听的即兴对歌。

临顶而舞，围火而歌。生活，
总是充满了快乐和希望。

小憩之后，再次起程。顺着村
后山谷间窄窄的土路蜿蜒而上，一
条 清 澈 的 小 溪 就 汩 汩 流 淌 在 路
边 。 毕 有 顺 告 诉 我 ，这 条 土 路 是
2014 年林草部门修的森林防灭火
便道，当年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生
态，修路时没有使用大型机械，都
是村民们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
五公里多的便道全村人整整挖了
近两个月。

远离尘世之喧嚣，这条小溪里
的 水 就 是 从 红 河 源 头 流 淌 下 来

的。小溪边的石头上爬满了绿油
油 的 青 苔 ，溪 水 像 个 害 羞 的 少 女
忽隐忽现，有时钻进了水草中，有
时 藏 在 了 沙 石 下 ，过 了 几 十 米 又
像 个 调 皮 的 孩 子 探 出 头 来 ，一 路
欢歌而下。

不经意间，小溪边竟然出现了
许多迎着冷风傲然盛开的小野花，
蓝色的勿忘我，紫色的龙胆花，白
色的三叶草……一朵朵、一片片，
恰似大地露出的笑容，让人莫名地
激动和兴奋，好像冬天已被拒绝在
了密林之外。

开得最热闹的，要数山路边的
野山茶了。一丛丛野生山茶在蓝
天白云、青山碧水间争相斗艳，苍
翠的野山茶树上，粉红的茶花灿然
开放，充满生机，各种姿态美不胜
收，给隆冬里的山谷增添了丝丝暖
意。有风吹过的时候，一株株山茶
在风中摇曳，不一会儿，路边的草
地上便铺上了一层薄薄的花瓣，让
人有种忍不住想躺在上面小憩片
刻的想法。

山涧边，还有许多大小不一的
土窑洞。曾几何时，当地的村民因
生活贫苦，就在山中伐薪烧炭，再
人背马驮到坝区换取生活必需品，
许多地方的山光了，水少了，生态
环境越来越差。如今随着国家天
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密鹿摩村的
群众在山上栽种了华山松、核桃等
林木，山越来越绿，水越来越清。

快到山顶的时候，路变得越来
越窄，林变得越来越密，地上是厚
厚的山基土和金黄色的落叶，空气
中弥漫着大森林特有的清香。毕
有顺说，如果爬到山的最高峰，可
看到远远近近的山包，像一只只山

羊伏在山岗上。因此，这座山叫羊
子山，红河源头流经密鹿摩村的这
一段，又被称为羊子江。

翻过一个小山包下行。不一
会，就看见了一块小小的湿地，旁
边的山坡上一个个脸盆大小的泉
眼 溢 出 的 水 流 汇 集 到 这 片 湿 地 。
这里，就是红河真正的发源之地，
当地群众称其为“一滴水”。没有
巨大的冰川，没有巍峨的雪山，没
有苍茫的莽原……眼前的一切，一
切都看似平实无华，与许多人心目
中红河源的壮丽景色毫不相干。

然而，这里的的确确就是红河
的发源地，这片湿地不停地孕育和
滋养着红河的躯体，一丝丝滢洁的
水流，在这里沁出、涌动、汇聚，从
沼泽湿地和圆丘状山丛中流经的
一路上，长满了香蒲草，水就在香
蒲草间安静地流淌着、流淌着，水
色看上去清悠悠的，犹如彝家妹子
的眼眸。

穿过由马樱花、麻栗树组成的
低矮灌木林，就看见路边立了一块
深褐色的石碑，碑体材质为大理苍
山青石，碑高 199.9 厘米，宽 99 厘
米，厚 19 厘米，1999 年所立。石碑
正面，写着“大红河源 额骨阿宝”
八个大字。“大红河源 额骨阿宝”
上方，刻着礼赞红河源的富有诗意
的碑文：“大地的复兴和丰盈，是我
的美，是我波澜壮阔的美。生命的
源流，从此而发动，如日之升真真
而从容，如光之盈源源而深入，向
着充分，在祖国之南……”

据毕有顺介绍，世代生活在红
河源的彝族人称红河源为“额骨阿
宝”，当地彝族人有语言，但没有文
字，“额骨阿宝”为彝语发音，“额”

是水，“骨”意为弯弯曲曲，“阿宝”
是父亲。从彝语翻译为汉语，意为

“弯弯曲曲的一条水的父亲”——
红河正是这条“弯弯曲曲的水”。

离开石碑，顺着陡峭的石台阶
下行数十米，就见一个长满香蒲草
的沼泽，潺潺细流无声无息地穿过
草甸，汇聚成宽不盈尺的小溪，向
右一拐顺着山谷一路向着山下而
去，蜿蜒曲折穿过整个巍山坝子，
养育了彝汉苗回各族人民。之后，
它 贯 穿 云 南 南 部 ，艳 丽 的 花 腰 新
娘，就在河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而勤劳的哈尼人，则用河水灌溉着
两岸满山的梯田……

而在山的另一面，所有的溪水
则往北进入了澜沧江水系黑惠江
段。一山拥二水，站在红河源上，
也就站在了红河和澜沧江两大自
然水系分界线的最北边缘，即是站
在了红河与哀牢山脉千里山水起
始地上。

清清小溪流，在羊子山的密林
间穿行数十公里后，就进入了充满
人间烟火气息的巍山坝子。此时
的河面就宽阔了许多，弯弯曲曲缓
缓南流，远望犹如一条蜿蜒曲折的

“瓜藤”，两岸布局有致的村落像
“瓜藤”上的“瓜果”，构成了一幅景
致优美的“瓜图”，因此红河源巍山
坝子段也被唤作阳瓜江，又因为它
总是顺着西山脚而流，也叫西河。

日落，回程。夕阳下，公路边，
时不时闪现出几株柿子树，树虽不
大，却挂满了一个个如红灯笼般的
柿 子 。 那 红 ，是 红 河 源 头 彝 家 人
的“幸 福 红 ”，也 应 该 是红河之源
滋养出的“甜蜜红”，是红河之水的

“澎湃红”。

探访密林深处的“额骨阿宝”

本报讯（特约记者 张银奎） 由鹤庆县民间文艺家、原
云南省楹联学会理事、楹联研究所研究员章天柱先生编撰
的楹联集《联咏鹤庆》一书，近日出版。

《联咏鹤庆》是一本以楹联艺术形式，歌颂鹤庆的大好
河山、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历史人文和各民族群众美好生
活的对联专辑，旨在弘扬楹联文化。同时，还辑录了部分优
秀的传统春联、喜联、贺联，供大家在现实生活中应用参考。

全书辑录对联 3660 副，按咏赞鹤庆、祝贺颂赞、自然风
光、抒情、励志·哲思、春联、趣联·妙对、喜联·挽联、杂咏 9 个
卷目编排。

本报讯（通讯员 陈欣蕊 李沫蕾） 近日，云南诗歌之旅
第三站即滇西、滇南诗歌大展隆重推出大理州 10 位诗人
作品。

据悉，此次云南诗歌之旅，由昆明市文联《滇池》文学杂
志策划实施，目的在于全方位展示云南诗歌创作情况，倡导
积极、健康的诗歌写作生态。该刊编辑部自 2020 年起，先后
从昆明周边三地玉溪、曲靖、楚雄开始，到了昭通，今年又来
到滇西、滇南。

此次作品展包含迪庆、怒江、丽江、大理、德宏、保山、临
沧、普洱、版纳、红河、文山 11 个州市在内的滇西、滇南诗
人。此次展出的大理州的 10 位诗人分别是祥云县的郁东、
和慧平、麦田、芮晓峰、过客、刘珈彤，鹤庆县的何永飞，宾川
县的闫建斌，巍山县的鲁吉星，永平县的阿卓日古，所有作
品在 2022 年第 5 期《滇池》隆重推出。滇西、滇南历史文化
积淀深厚，诗歌色彩绚丽斑斓，在这些诗人阵容中，有不少
潜质明显的诗歌新人，更有多位已融入中国当代诗歌生力
军队伍的实力诗人，云南省祥云县诗人整齐的阵容成为此
次诗歌大展的特色和亮点。

《联咏鹤庆》一书出版

云南诗歌地理重磅推出
大理州10位诗人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