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责编 俸 波 制作 杨 焱 新闻热线 2143726

2019年3月3日 星期日

副 刊副 刊

放眼望去，那里除了山还是山，那
里是除了陡坡还是陡坡，那里很少遇
到人，那里偶尔有鸟飞过也悄无声息
……感受着山风轻抚脸面的惬意，看
着满目苍翠的树林，仿佛看到了群山
中的羊群及牧归的农人。在这里，听
到的是人们创造着庄严肃穆的乐曲，
奏响人生的意义。看到的是陪伴我成
长的大山，沉默浑厚，自信而又勇敢的
大山，养育了静悄悄地行走在岁月之
河中的我。

人的一生中，可能有一些心事以
及悲伤，一些困惑和矛盾，会一直埋藏
于心中，直至终老死去。独处时，耳旁
喧闹异常，声画如屏，与众生聚，却形
单影只，无人对话。

在那个叫做洪山的村子后面就是
大箐。我想，大箐中应该掩藏着许多
的神奇。但是，因为路途的遥远，道路
的狭窄陡峭，长时间跋涉，只感到心跳
加快，喘气吃力，嗓子干燥刺疼，眼睛
眩晕，双腿发软和酸疼，全身无力（我
们为了在夜幕降临前到达目的地，即
使力气消耗殆尽，却还得不停地往上
攀爬，艰难缓慢地前行）。这时心里就
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忘记了，更无意

欣赏眼前的风景，置身山中却对山完
全失去了知觉。

村子附近，不是应该满坡都是树
的大山吗？然而，由于人们过度的砍
伐，树不多了，东一片西一块地散落
着，因为冬天的寒冷，霜露的摧折，有
的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枯死一般；有
的叶子已蜕变成枯黄，无精打采地垂
下；那还呈现点点绿意的树，绿得很
暗，也缺少了往日的生机和活力。树
下的土湿漉漉的，就连空气也是潮湿
的。

还有些许活力的是山涧的泉水，
它流得那么自在，那么舒张，那么自
信，好像去追赶什么，去奔赴一个聚
会，在做一件大事，它就那么日日夜夜
地流着，自自然然地流着，没有什么东
西阻挡它，尽管有沉落沟底的巨石的
阻挡，它还是拼命地顺着山势往前冲
击，实在过不去了就从侧边绕过去。
它就那么快活地，一路唱着歌流向远
方。在沉寂得无法动弹的大山面前，
泉水显得有点得意忘形，向山炫耀自
己可以自由离去。

一座连着一座的山，从山头到山
脚都被开垦成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田

地，有的地方被雨水冲塌，变成一个大
槽子，像在山的身上割了一道口子。
庄稼早已收割，土被翻犁过来晾晒。
因此，大山那黄色松弛的肌肤就暴露
无遗了。有时会见到几棵幸存下来的
树孤立于田地边，还会看到几条黄牛、
几只山羊、几头小猪懒洋洋地在啃田
埂上枯败的野草。

半山腰散落着几户人家，远远望
去，只见房屋和树木都有些朦朦胧胧
地看不清，特别显眼的是屋顶上的几
缕袅袅的炊烟。太阳渐渐西沉，似乎
要与山尖相接，那不是离山近了，而是
更远了，满山遍野洒满了夕阳的余辉，
使得远处的更模糊，近处的还依稀可
辨，太阳也要向山告别了，留给山的将
是更加空寂的黑夜。

山里人日子过得很苦，因而也会
抱怨山的贫瘠，水的匮乏，路的艰险，
但是，他们是离不开大山的，为了从山
上汲取更多，他们又到更远的山箐里
去砍柴、牧羊和放牛。

人们称赞平原的肥沃和辽阔，海
的美丽和壮观，城市的繁华和热闹，此
时身处山中的我也感到了山的寂寞和
无奈，而我——一个疲乏的行路人，虽

然身处山中，却由于自身的渺小，是无
法让山感知的，而且它也知道我最终
会离去，想来它也不屑我这样一个平
常的过客的……这样想着，一阵冷风
刮过，更让我感到了置身这孤寂山中
的些许寒意。

说不清是为什么，虽然感受到了
大山那无法言说的寂寞，但还是觉得
在那离精神家园中最美好、最珍贵、最
神秘、最飘渺的东西很近很近的，仿佛
永远在一起。在人世间跋涉是艰辛
的，我常常感到乏累，但是这种感动永
远和我在一起，给我许多快要遗忘或
新鲜的柔情、力量和幻想，使我觉得人
生依然美好，或许有些淡淡的苦味，
但都会过去，于是，我又可以坚定地
走下去了。岁月如歌，常常有个小
小的声音在我的心底时不时悄悄地
提醒我，你该到山中去，听一听大自
然的声音，你该静一静，看看自己喜
爱的书，理一理纷乱的情绪，我熟悉
山里的每一寸泥土，我知道，那是逶
迤的山。山中有我悠远的美梦，所
以，我总是对山有着一份虔诚的敬
意，同时，也将永远和大山一起感受
这份寂寞与孤独。

年的气息还未完全散去，春风
便迫不及待地吹醒了村庄，短短几
天，老家屋后那片原本光秃秃的桃
树林、李子树林、梨树林忽然变了颜
色，深红的、粉红的、雪白的……一
股脑儿爬满枝头。

“桃花开了，这几天多准备点食
材，山庄旺季要到了。”母亲兴奋不
已，像个小孩，出出进进都在反复叮
嘱。

老家屋后有近三亩的山地，属
于父母的产权地。记事起，父母就
一直守着这块地，春播玉米秋种麦、
地脚开荒栽白菜，幸苦耕耘，供养着
一家人的口粮。在这块地的呵护
下，我们 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发挥得淋漓尽致，熬过了吃完上
顿找下顿的艰苦时光。后来，乡村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
百货商店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各个角
落，大家都不再为吃的用的发愁了，
我们弟兄三个也长大成人走上了工
作岗位。父母亲逐渐放下了锄头镰
刀，合计着实施“林间套种”模式，把
三亩地都种上茶树，茶树间隙又栽
上了桃树、李子树、梨树。

采茶、赏花、摘桃子李子，老家
的生活节奏简单内容却丰富多彩。

去年，退伍回来的老二兄弟，别
出心裁地在桃树、李子树、梨树里建
起防腐木做的半开放式亭阁、旋回
环绕的廊台，以山就势建了个农家
乐山庄，起名“花果山庄”。茂盛的
茶园林海，五彩的桃花梨花，别致的
亭台楼阁，清新浓郁的乡村气息，

“花果山庄”给老家村子营造了一道
别样的风情，成为周边村镇以及县
城居民休闲养性、山野逐趣的好去
处。

诚如母亲所说，桃花、梨花、李
子花才探出娇嫩的头颅，殷红、粉
红、雪白的花瓣正酝酿着笑脸，鹅黄
纤弱的丝蕊还带着惺忪的睡意，一
群群喜欢踏青的青年男女，急匆匆
地褪下捂了一冬的棉袄、保暖衣裤，
解锁收藏了一冬的激情，轻装上阵
奔来山庄。

“那边那朵开的真好。”“这朵跟
其它的不一样。”惊奇、赞叹声，追逐
着日渐绽放开了的笑脸。这棵到那
棵，独影的、合影的，树上的、树下
的、仰卧的、斜靠的，亲吻花瓣的、拽
下枝杈的，自拍的、摆拍的、请人拍
的，各种型号手机“啪啪啪”响个不
停，生怕克扣了高科技智能化的功
效。闻到讯息的蜜蜂、蝴蝶也纷纷

赶来，争抢着入镜免费提供群众演
员服务。

“看，你头上落了花瓣。”欢笑
声、打闹声、逗乐声、打情骂俏声，比
花还热闹。

地是典型的山区台地，蜿蜒曲
回分级登台，更增添了曲径通幽柳
暗花明的意外乐趣；品种也不统一，
本地的外来的嫁接改良的相互大混
杂，更彰显了环肥燕瘦千娇百媚的
别样风情。古朴的木雕亭台楼榭错
落有致五花八门，或掩映林中半遮
半露、或悬空独钓凭栏远眺、或树包
屋屋包树天然成趣。

也许是受到人的刺激，仿佛一
夜间，所有的花骨朵瞬间全部绽放
开来。

这里粉蕾娇娇，莹洁无瑕；那里
玉蕊楚楚，含露吐英。含苞的，娇羞
滴滴；怒放的，玉立亭亭。有的花朵
躲在叶子后面，像个闺中的小姑娘，
却又忍不住悄悄探出身影偷窥行
人；有的花朵大胆独放，像个豪迈爽
朗的风情女郎，妩媚着身姿招蜂引
蝶；有的花朵显得很文静，含情脉脉
地配合着摄影师们演绎各种剧情。

一阵清风拂过，那些美的令人
惊异的花瓣片片随风散落。有的在
风中摇曳挣扎依依不舍，不愿意这
么快就离开枝头，为葬花女再添一
份伤情；有的在亭瓦窗棂边打转着，
偶尔悄悄跑进屋去，给清香的茶水、
热气腾腾的饭菜、浓烈的包谷酒作
些点缀；有的停落在人们臂膀上、头
发丝上、裤腿上，久久不肯离去。

看着这一片片如玉、如雪、如霞
的倩影，我的思绪也跟着翩翩起
舞。感觉自己已然化身为一代侠
客，雪白轻盈的长衫，衣袂飘飘，轻
身一跃，飞身枝头，挥舞长剑，剑光
如行云，如流水，时而卷起一大片一
大片洁白无暇的雪浪，时而舞动一
大团一大团鲜红透亮的云霞……

“发什么愣啊，赶快出牌了！”朋
友的催促声将我从行侠仗义的幻境
中拉了回来。花有果有菜有拿酒
来，朋来友来亲来添碗筷。趁着这
大好时光，邀三五朋友，往桃花树下
一坐，打牌喝酒，谈天说地。一缕花
香，免去今生前世的烦扰，一杯浊
酒，化解山里山外的隔阂。

桃花山里桃花庄，人面桃花相
映红，大碗地喝酒大块地吃肉大声
地吆喝。醉了，就靠着树躺下，枕
着桃花花瓣，编排一个关于春天的
梦。

11岁的我连当时的公社都不曾
去过，考上县一中的时候，我以为城里
的学校就跟露天电影里展演的一样，
那么富丽堂皇，那么人文荟萃，不由分
说我一定要来到县城读书。及至上了
学，我才知道，不可遏制的想家的念头
整天占据着我的心。周末的时候，我
坐在教室前的亭子里，一种前所未有
的虚空感如潮水一样漫上心头，眼里
咸湿一片。

“同学，你是一三一班的吗？”我扭
头一看，一个林妹妹一般纤细文弱的
女孩站在我身后，“我能坐这儿吗？”
她眨巴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站在
我身后的石椅边等着我的答复。我使
劲点点头。她从黄色的夹层书包中取
出水彩和笔，要为我画像。我好奇的

看着她画轮廓，上调子，呀，一幅和照
片差不多的画像就呈现在我的眼前
了。她就是我少年时代最好的伙伴子
君，也在一三一班读书，只是坐在教室
的后排，我以前不曾注意到她，从那以
后，她这个城里姑娘就开始为我恶补
美术这一课了。

我特别喜欢她的一幅画作，黄昏，
清溪边，数朵寒梅倒映在细碎的波纹
之下，金波荡漾处，似有暗香阵阵。留
白处题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
月黄昏。

她向我解释道，题字来源于林逋
的诗，“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
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
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
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

金尊。”她的解读激发了我对文学对
美学的向往。

30 多年来，这首诗仿佛一曲剧
幕，一遍遍在我内心排演，让皱褶的内
心一片片舒展。我每一次在心里吟诵
这首诗，都仿佛走进了那样一处雅致
的小园，没有癫狂柳树的喧嚣，也没有
轻薄桃花的纷扰，只有猗猗寒梅独自
开放。黄昏时节，天地间一切躁动都
静寂下来，翩若惊鸿的梅花点点，情态
各异的倩影倒映在清澈的水面下。月
影迷离，白鹤飘逸，蝴蝶翩跹，而诗中
的“我”呢喃低语，无需饮酒奏乐，只需
用心去碰触那种别致的美丽。

像露珠闪烁在枝叶间，纯真的友
情是镶嵌在辽阔思绪中的繁星。少年
时代的美好，宛如电影里的桥段，趁我

寂然的时候纷纷登上思维的壁照，如
同鱼游荡在深海里，花拂荡在春风中，
我的心啜饮着缕缕暗香，在朗月清辉
下游弋。回溯奔流而下的时光，我总
是与纷至沓来的暖心的片断不期而
遇，在惊艳的时光中我彻底沦陷，时光
在那一刹那安谧得停止了游移，轻柔
得如真空一般静寂无声。

如今，星移斗转，瑶月潜形，花朵
凋散，子君已去另一个不可知世界多
年，我常常想起她，内心溢满感伤，还
有心头徘徊不去的那缕暗香，久久地，
我伫立沉思。真诚、友善、包容，将一
番热忱、一腔挚爱无声倾注，亦如这冰
魂雪魄的寒梅，将暗香淹留在天地之
间，渲染成一段荡气回肠的旋律，奏响
心中空灵的乐章。

“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这是
今天在书店里偶然从汪曾祺的一本集
子里看到的。这句诗出自于苏轼，下
面两句是“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
十”。我虽然不知道他这首诗的写作
背景，但却不由喜欢上了这两句。

人世浮华，人性的恶便无处不
在。无端的风雨，冷不防的暗箭，让人
难以防范。苏东坡是大才子，尚且在
官场上处处遭人暗算，何况我等庸碌
之人。因此，在看透了官场的尔虞我
诈，厌弃了俗世的勾心斗角之后，他退
守偏僻之地，醉情山水，情系笔墨，他
的心灵是自由的，飞得很高。后世人
只有仰视才见。

岁月碌碌，当我们停下来，慢下来
的时候，就静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吧，

让那些是是非非，全当清风过耳，任尔
东西，我自岿然不动。

习静，这就是我每天的功课。
这么想着，我就想起了这些天读

着的一本书来，是贾平凹的书。贾平
凹是奇才鬼才，他立足陕西，却胸怀天
下。以商洛为根据地，写作了那么多
接地气、有力度的大气之作。他关注
百姓，关注民生，审视人性，书写着秦
地风俗风貌、山川地理、世态人心，构
成了当代文坛独特的风景。他的书出
一本我买一本，差不多都收藏了。《西
路上》是贾平凹的一部长篇散文。起
初，看到贾走西部的消息，我就很激
动，预感他要写一部好书出来了。果
然是这样，一本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的

《西路上》，很美。书里附了许多照片，

给人想象。文字很干净醇厚，间有涩
味，依然是贾氏风格、贾氏味道。美中
不足的是，字体的颜色是橘红色的，看
着很扎眼。后来，我搬家时，一位朋友
说拿去看看，我就答应了。没想到他至
今也没有还我。我又不好意思向他索
要，只好寻思着再买一本了。有一天，
上网浏览网页，看到新浪网上连载《西
路上》，就欢天喜地地下载下来，想，等
有了时间再细细阅读吧。遗憾的是，至
今我没有再看它。人往往就是这样，买
书时欢天喜地，暗暗发誓，一定要读，但
真正把书拿到了，大部分的书命运都差
不多，束之高阁了。那天，在县城十字
溜达，旧书摊上正好有这一本《西路
上》，就两元钱买了。书买得多，看得却
少，也不知自己整天都忙球啥了？说与

朋友，朋友说：像你一样的人贼多。
下午得空，孩子又出去玩了，就翻

出来看看，想起许多读书写字的事
情。中午吃饭时，前天买的馍发霉
了。孩子不吃，我说：孩子，吃吧，我以
前上学时经常是这样。于是，我掰去
馍馍上的霉点，吃了。孩子也吃了几
口。她很惊讶，当然，她还不懂。上学
时的一幕幕如在昨天，直让人唏嘘不
已。还是那句老话：时光最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还是要想方设法使自己静下来，
经常向自己发问，我是谁，我要到哪里
去，在不断地追索和拷问中，正确地定
位自己，把准人生的航道。习静，是我
的功课。此时，倒想起一副联语来：无
事常来吃茶，有闲且去读书。

山 的 寂 寞
□ 李廷珍

桃花山里桃花庄
□ 沧江鱼

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百年追梦
“滇缅铁路”》，有幸拜谒目前还尚未
开馆的“滇缅铁路遗址博物馆”，被百
年前胸怀大志、历尽艰险，勘察设计

“滇缅铁路”的铁路专家所感动，被攻
坚克难、砥砺奋进，修筑“滇缅铁路”
的建设者的伟大壮举所震撼。

参观滇缅铁路遗址博物馆，是
2018年末一个细雨纷落的下午。这
牛毛般纷纷扬扬的细雨，似乎是在为
修筑滇缅铁路而长眠于孟定坝的孤
魂而哭泣。征得市文物管理所同意，
负责看管“滇缅铁路遗址博物馆”的
孟定镇忙蚌村岩更给我开门。这是
一位30岁、中等个子、微胖的傣族小
伙，穿一身合身得体的迷彩服，颇有
几分英俊威武的军人气质。

滇缅铁路遗址博物馆建在耿马
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忙蚌村滨河
路边，也就是曾经的滇缅铁路孟定
站。青色的仿砖砌墙体庄严肃穆，外
观造型与某些火车站颇有几分相
似。走进一楼展厅，活像从深邃的隧
道里奔驰而来的火车模型汽笛轰鸣，
启程时的鸣笛、行进中狂吼、进站停
留时的残喘，模仿得淋漓尽致。展厅
地下是钢化玻璃覆盖的铁轨，展厅两
侧是修筑滇缅铁路实物展，有照片，

有实物，有雕塑。拾级而上，是二楼
展厅。二楼展厅除了一部分久远的
滇缅铁路建设时期文物展览外，更多
的则是中国近代铁路建设的成就展。

博物馆以事件、时间变化为主
线，用修筑滇缅铁路时的实物、场景、
影视文字、图片等资料再现了全国人
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争取
修建滇缅铁路付出的努力，记录了近
代以来滇西人民修筑滇缅铁路时艰
难悲壮的场景。滇缅铁路，铭刻着一
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寄托着一个民族
的共同追求。无数仁人志士为挽救
民族危亡，改变国家命运而上下求
索、救国图强的奋争精神，薪火世代
相传。注目一张张弥足珍贵的照片，
一件件不可思议的实物，仿佛听到了
密林深处的锄声、锤声、炮声、夯土声
和马帮铃声。

滇缅铁路遗址博物馆展现的
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奋力拼搏精神，
以及工程技术员坚贞不渝的科学
精神。30万筑路民工，与严寒酷暑
拼搏，与瘴疠病魔拼搏，与缺粮断
炊拼搏，挺起大山一般的脊梁，硬
是靠肩挑手挖，在悬崖绝壁的澜沧
江畔，在密林封裹的南汀河岸，修
筑了滇缅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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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滇缅铁路”遗址博物馆
□ 杨茂芳

读 书 贵“ 静 ”
□ 胡忠伟

那年，她留给我一缕暗香
□ 王丕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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