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天里的水墨画
文<刘红春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矮寨镇德夯村

海龙的鳞片
文<陈美桥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常理镇海龙村

“ 海 龙 凯 歌 ”“ 中 国 沼 气 ”是 四 川

遂 宁 海 龙 村 的 醒 目 标 识 。 这个安静

的村庄因“海”而蓬勃，因“龙”而灵动，

更是“中国沼气能源革命第一村”。

站 在 海 龙 村 美 术 馆 楼 顶 的 观 景

台 上 四 处 眺 望 ，辽 阔 的 村 庄 尽 收 眼

底。它像大海一样漫延无边，又如彩

画 展 开 在 苍 穹 之 下 。 整 个 村 庄 的 农

田经过科学规划和布局，每一处都依

季节和美学特征，种植着适宜生长的

作物。一片青幽幽的油菜田里，数丛

红色植物排列成硕大的五角星，也拼

出了“海龙凯歌”的地标。

琴 键 似 的 红 色 小 道 蜿 蜒 到 村 中

腹 地 。 踩 着 红 色 石 板 ，每 踏 一 步 ，都

像 在 奏 响 山 村 的 旋 律 。 道 路 一 边 是

澄 清 的 海 龙 湖 ，湖 边 花 团 锦 簇 ，低 矮

的 植 被 随 微 风 摇 曳 。 还 有 充 满 现 代

科 技 感 的“ 太 空 舱 ”，那 是 游 人 夜 宿

的地方。拉开窗帘，青绿的湖水倒映

着 周 边 美 景 ，倘 若 在 这 里 安 睡 ，夜 里

定 有 枕 着 星 星 和 花 香 的 浪 漫 。 另 一

边的池塘里满是残荷，弯曲的茎秆被

季 节 抽 干 水 气 ，但 我 分 明 能 感 觉 到 ，

就在那些肥沃的泥巴里，一节节莲藕

脆嫩鲜甜。

通 过 这 条 小 道 ，走 近 公 社 大 礼

堂。原来，这条路是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 人 们 出 入 海 龙 村 卢 家 院 子 的 主 要

道 路 。 不 光 来 学 习 沼 气 技 术 的 团 队

要 经 过 此 路 ，卢 世 成 、李 清 晏 等 技 术

人员也是踏着这条路，将沼气技术带

去革命圣地延安，为当地节省柴煤做

了重要贡献。

在海龙村的土地上，有中国第一

口沼气池。如今，有不少游客慕名而

来 ，参 观 沼 气 人 家 ，了 解 沼 气 原 理 和

沼气文化。

从远处看，海龙村的房屋都是青

瓦白墙，与农田里的经济作物和谐统

一。在近处打量，那些房屋仍保留着

原始的内部构造，比如泥巴墙和条石

地面。因年代久远，屋内的一些立柱

和房梁已被虫蛀，大大小小的虫洞像

无数只眼睛，见证着一个村子的日新

月异。这就是村庄原有的样子，朴实

里带着历史和记忆，保留着时代的温

度。村中先辈怕是未曾想到，当年肩

挑 背 扛 、一 砖 一 瓦 搭 建 的 老 屋 ，能 在

新 时 代 的 繁 荣 背 后 熠 熠 生 辉 。 而 那

些 至 今 尚 存 的 供 销 社 、电 影 院 、大 食

堂，则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

在古朴的老屋吃饭，木质八仙桌

上有划痕，每一条纹路都仿佛是成长

的记号。坐在宽宽的条凳上，举目往

外，肥嫩的蔬菜在毛毛细雨中愈发莹

亮。进入冬季，许多植物已经开始休

眠 ，这 个 时 候 还 能 抵 挡 寒 冷 、破 土 而

出的绿叶蔬菜，会在冷空气中凝结出

非同一般的甘甜和清香。

我 问 饭 店 老 板 此 间 房 屋 是 租 来

做 生 意 的 吗 ，他 说 都 是 自 家 的 老 房

子 ，不 用 付 房 租 ，自 己 当 厨 子 ，有 客

做 生 意 ，无 客 做 点 农 活 ，完 全 没 有 压

力。屋后竹林有一处人工瀑布，那是

将 海 龙 湖 水 抽 到 山 坡 高 处 形 成 的 。

瀑布倾泻而下，再顺着花径沟渠回流

到湖里。有山涧鸟鸣相伴，简单家常

菜也令人心醉神怡。

另一家饭店屋外，老人们三三两

两 围 坐 在 院 坝 喝 茶 闲 谈 ，其 中 一 人

说 ：“ 哪 想 到 农 民 还 有 这 样 的 好 日

子 ！”这 种 新 农 村 的 安 居 生 活 ，不 正

是《桃 花 源 记》描 写 的“ 有 良 田 美 池

桑竹之属”吗？这是许多大城市的人

一直向往的生活。

远一些的菜园里，太空蔬菜以惊

人 的 体 格 刷 新 着 人 们 对 蔬 菜 的 认

知。普通蔬菜种子搭载航天卫星，经

过 太 空 失 重 、缺 氧 等 特 殊 环 境 变 化 ，

内 部 结 构 发 生 激 变 ，再 次 回 到 地 面 ，

经农业专家多年培育，便形成太空蔬

菜。它们生根发芽，被泥土和雨露滋

养 ，吸 收 日 月 精 华 ，逐 渐 长 成 ，个 头

几 乎 是 普 通 蔬 菜 的 两 倍 。 如 果 说 海

龙村是一条龙，那这片菜地就是龙身

上 最 大 的 一 块 鳞 片 。 而 其 他 的 每 一

块鳞片，都有独特的色彩和个性。这

一块是长满小刺的仙人掌，那一块有

灯笼样的火龙果，更不乏一垄垄白胖

的萝卜……

离开海龙村，挥别山坡上整整齐

齐 的 桃 林 、包 裹 紧 实 的 青 包 菜 ，还 有

一片片油菜地。归途中，我的心一直

没离开海龙村，感慨它盘踞在遂宁的

一 隅 ，在 乡 村 振 兴 的 浪 潮 中 ，不 断 用

新事物新经济模式替换闪亮的鳞片，

在希望中谱写时代的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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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花酒 月姐歌
文<洪家贵

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石塘镇石塘村

在 世 界 自 然 遗 产 地 广 东 丹 霞 山 脚

下 ，有 一 个 700 多 年 历 史 的 古 村 —— 石

塘 。 它 与 丹 霞 山 巴 寨 景 区 两 两 相 望 ，距

仁化县城约 19 公里。

进 入 石 塘 村 ，首 先 映 入 眼 帘 的 是 气

势恢宏的双峰寨。这是典型的岭南围屋

式 建 筑 ，楼 高 两 层 ，四 周 护 城 河 水 清 澈

透 明 ，仅 有 一 座 木 吊 桥 与 外 界 连 接 。 双

峰 寨 是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原 是 村

民 为 躲 避 匪 患 而 建 ，大 革 命 时 期 ，朱 德 、

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

指 挥 粉 碎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的 战 斗 。 现 在 ，

它已成为村内的红色历史展览馆。

徜 徉 古 村 ，133 座 涵 盖 徽 派 、岭 南 、

欧 式 和 赣 南 风 格 的 古 民 居 ，沿 着 潺 潺 溪

流 的 方 向 ，组 成 一 条 条 悠 长 而 神 秘 的 街

巷 。 抬 起 头 来 ，但 见 飞 檐 翘 角 ，雕 梁 画

栋 ，光 影 穿 梭 ，灯 笼 摇 曳 。 做 工 精 巧 的

马 头 墙 ，因 墙 色 斑 驳 而 显 厚 重 。 木 门 半

掩 ，轻 推 即 入 ，主 人 若 在 家 ，说 不 定 会 请

你 来 一 碗 特 色 黄 酒 煮 荷 包 蛋 ；若 主 人 不

在 ，你 也 可 信 手 来 几 颗 茶 几 上 随 意 摆 放

的 花 生 、糖 果 ，大 可 不 必 担 心 主 人 会 不

悦——热情好客的石塘人没那么小气。

踏进以砖、木、石为原料建成的李氏

宗 祠 ，打 量 间 你 会 发 现 ，其 梁 架 用 料 硕

大 ，注 重 装 饰 ，中 部 略 微 拱 起“ 冬 瓜 梁 ”，

两 端 雕 刻 扁 圆 形（明 代）或 圆 形（清 代）

花 纹 ，中 段 常 雕 各 式 图 案 ，通 体 恢 宏 、华

丽 、壮 美 。 梁 架 一 般 不 施 彩 漆 ，而 髹 以

桐 油 ，显 得 格 外 古 朴 典 雅 。 墙 角 、天 井 、

栏 杆 、照 壁 、漏 窗 等 用 青 石 、红 砂 岩 或 花

岗 岩 裁 割 成 的 石 条 、石 板 筑 就 ，巧 在 利

用石料本身的自然纹理组成图纹。墙体

基本使用小青砖砌至马头墙。砖雕大多

镶 嵌 在 门 罩 、窗 楣 、照 壁 上 ，在 大 块 的 青

砖 上 雕 刻 着 生 动 逼 真 的 人 物 、鱼 虫 、花

鸟 及 八 宝 、博 古 和 几 何 图 案 ，极 富 装 饰

效 果 。 各 进 开 着 天 井 ，通 风 、透 光 、排 水

恰 到 好 处 ，好 一 派“ 庭 院 深 深 深 几 许 ”的

意境。

村 中 常 年 流 水 潺 潺 。 因 地 势 低 洼 ，

水 量 充 沛 ，先 民 因 地 制 宜 ，掘 井 取 水 ，生

活 、消 防 都 很 便 利 。 村 中 一 直 沿 用 的 古

井 还 有 40 多 口 ，室 外 井 、室 内 井 ，圆 形

的 、方 形 的 、不 规 则 的 ，每 口 井 都 藏 着 不

同 的 故 事 。 其 中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古 井 是

三 多 堂 前 的“ 高 门 槛 井 ”，也 称“ 祖 井 ”，

距 今 已 有 600 多 年 。 井 深 约 三 丈 ，井 口

直 径 1.1 米 ，地 面 有 石 砌 围 栏 ，井 壁 四 面

设 有 小 方 孔 ，供 人 下 井 底 清 洗 和 拾 捡 杂

物 。 井 水 清 凉 甘 甜 ，不 盈 不 枯 。 凡 藏 井

之 处 ，定 能 闻 到 酒 香 。 石 塘 人 利 用 独 特

优 质 的 地 下 水 源 、自 制 酒 饼 ，运 用 先 人

流 传 的 酿 制 工 艺 ，用 大 米 、高 粱 、糯 米 酿

成 远 近 闻 名 的“ 堆 花 酒 ”，清 正 醇 香 、口

感宜人。

在 石 塘 古 村 ，时 光 仿 佛 是 静 止 的 。

你 不 由 得 就 会 放 慢 脚 步 ，生 怕 打 搅 了 这

安 闲 的 时 刻 。 远 离 尘 嚣 的 石 塘 是“ 长 寿

之乡”，有 80 岁以上老人近百人、百岁老

寿 星 近 10 人 。 清 幽 淡 雅 山 水 之 间 的 慢

生 活 ，隐 于 此 ，晨 迎 曦 、暮 送 霞 、夜 赏 星

月，身心融于自然，悠然自得若神仙。

每 年 农 历 八 月 初 一 至 十 五 ，石 塘 村

的 女 人 们 会 聚 在 一 起 吟 唱“ 月 姐 歌 ”。

几 百 年 来 ，月 姐 歌 以 口 传 心 授 的 方 式 在

村 中 流 传 。 凡 唱 月 姐 歌 的 女 子 ，必 须 先

沐 浴 更 衣 、焚 香 祈 祷 。 众 人 聚 齐 后 ，进

行 隆 重 的“ 接 月 姐 ”仪 式 ，齐 唱“ 接 月 姐 ”

歌 ，然 后 是 神 秘 的“ 迷 月 姐 ”。 其 间 有 独

唱 、对 唱 、齐 唱 ，有 边 舞 边 唱 ，还 有 歌 堂

与 歌 堂 之 间 的 斗 歌 。 直 到 中 秋 节 午 夜 ，

方 在 歌 声 中“ 送 月 姐 ”，完 成 一 年 一 度 的

月姐歌表演。

历经沧桑的石塘古村，厚重而神秘，

热情而静谧。游览石塘古村，就像踏入了

历史的门槛，文化与民俗散落在每一条古

街古巷、每一座古屋，让人流连忘返。

褪去五彩缤纷的颜色，冬天的德

夯 苗 寨 是 一 幅 笔 法 讲 究 的 水 墨 画 。

这长长的画卷徐徐展开，从九龙溪起

笔，抵达苗寨入口，足有几公里。

从 秋 天 开 始 ，随 着 降 雨 量 减 少 ，

梦 幻 般 的 流 沙 瀑 布 已 经 失 去 活 力 。

高 高 的 悬 崖 上 看 不 见 像 雨 像 雾 的 飞

流 ，只 留 下 灰 白 的 岩 壁 ，显 露 出 冬 季

的冷峻和萧瑟。

而 九 龙 溪 则 像 一 个 忽 然 间 长 大

的 姑 娘 ，身 姿 变 得 苗 条 柔 曼 ，性 子 也

变 得 温 和 可 亲 。 春 夏 季 节 那 个 顽 皮

的 熊 孩 子 ，此 刻 是 深 居 简 出 的 大 家

闺 秀 。

清瘦的溪水从九龙潭出发，迈着

轻盈的步子，沿着河床朝东南方向细

细流淌。遇到一块大石头，它轻轻一

跃 ，跳 了 过 去 ，溅 起 几 朵 小 水 花 。 碰

到 河 床 拐 弯 ，它 又 来 一 个 急 转 身 ，舞

蹈演员一样优雅地旋转，舞出漂亮的

漩 涡 ，像 美 人 迷 离 的 眼 神 ，看 上 一

眼，就会沉醉。

九龙溪水明亮的眸子，跟随着一

路风景不停地扑闪着，跃动着。右边

的 象 头 山 、海 螺 峰 巍 峨 雄 奇 ，左 边 的

梭 子 岩 高 峻 挺 拔 。 溪 水 从 它 们 身 边

经过，忍不住多情地打招呼。至于峡

谷里的万种风情，更是让溪水不忍拒

绝 ，免 不 了 这 里 一 番 逗 留 ，那 里 一 番

流连，最后才曲曲折折地向下游的德

夯村流去。

进 村 的 第 一 站 便 是 接 龙 桥 。 桥

边的碑文显示，这座浑身爬满岁月青

苔 的 桥 修 建 于 1933 年 ，由 德 夯 大 户

石 成 珍 、石 成 金 兄 弟 倡 议 ，经 148 人

合 力 修 建 完 成 。“ 此 桥 系 二 面 寨 人 朝

夕 往 来 ，并 为 赶 场 大 兴 寨 、排 达 鲁 、

排 碧 一 带 通 衢 。”可 见 当 年 接 龙 桥 已

是 德 夯 周 边 乡 邻 往 来 通 商 的 重 要 通

道 。 而 今 天 ，这 座 由 青 石 铺 就 、以 石

灰掺糯米黏合砌成的石拱桥，在历经

时 光 打 磨 、风 霜 侵 蚀 之 后 ，依 然 雄 姿

勃发。

清 澈 的 溪 水 把 接 龙 桥 的 身 姿 拓

印下来，与河面上半圆形的桥身连接

在 一 起 ，形 成 一 轮 圆 月 。 只 不 过 ，这

圆月一半在水上，一半在水中。青石

板 台 阶 是 登 上 圆 月 的 天 梯 ，抬 步 上

桥 ，热 热 闹 闹 的“ 接 龙 ”场 景 仿 佛 就

在 眼 前 。 接 龙 的 师 傅 摇 着 铜 铃 走 在

最 前 面 ，身 着 盛 装 、头 戴 插 花 银 帽 的

“ 龙 女 ”走 在 人 群 中 间 ，伴 随 着 锣 鼓 、

长 号 、唢 呐 声 ，浩 浩 荡 荡 从 桥 上 走

过，德夯人禳灾祈福的接龙仪式隆重

庄严。

青 山 、流 水 、小 桥 、石 碾 、筒 车 、

吊脚楼、红灯笼等等构成一幅水墨丹

青，在九龙溪里荡漾。炊烟从屋顶升

起 ，青 石 板 在 脚 下 延 伸 ，桥 头 字 迹 斑

驳的碑文不仅记录了桥的历史，也记

录了德夯人的敦厚淳朴和慈爱友善。

这 座 承 载 了 近 一 个 世 纪 风 雨 的

接 龙 桥 ，仍 巍 然 屹 立 在 众 人 脚 下 ，德

夯苗寨的传奇故事从桥上开始，又从

桥上延伸。

过了接龙桥，九龙溪就进入德夯

苗 寨 。 溪 水 穿 寨 而 过 ，把 苗 寨 分 成

两 半 。

向西步行，就是通向问天台的玉

泉门。几千级台阶，是真的要通往云

端呀。站在高高的问天台上，德夯大

峡谷像军事地图上的模型，九龙溪成

了一条细线。吊脚楼、小木屋点缀在

峡谷中间。前方是万丈深渊，身后群

山 簇 拥 ，白 云 就 在 头 顶 ，雾 霭 在 身 边

缭 绕 。 大 喊 一 声 ，声 音 在 天 地 间 回

响 ，真 有“ 不 敢 高 声 语 ，恐 惊 天 上 人 ”

的忐忑与惶恐。

传说屈原被流放到沅澧一带，曾

到过这里。在这与天最近的地方，屈

原 与 天 对 话 。 那 些 积 郁 在 天 才 诗 人

心 中 ，关 于 天 地 自 然 、社 会 政 治 、人

生 命 运 、探 索 与 追 求 的 问 题 得 以 抒

发，留下举世瞩目的《天问》。

天 空 辽 阔 ，群 山 耸 立 ，悬 崖 峭 壁

下 的 人 或 许 只 是 天 地 之 间 的 一 粒 微

尘 。 然 而 人 却 又 是 伟 大 的 ，此 刻 的

你 ，不 由 得 生 出 万 般 豪 情 ，头 顶 天 、

脚 立 地 ，把 深 山 峡 谷 踏 在 脚 下 ，把 万

水千山揽入怀中。视线辽远，心胸敞

亮 。 不 远 处 震 撼 世 界 的 矮 寨 大 桥 是

人类战胜自然的奇迹，是天堑变通途

的梦想成真。

凛冽的寒风拂过脸颊，寒气从脚

底升起，下山的脚步有些急促。苗寨

风情园燃起热烈的篝火，苗鼓声从山

脚传出。精彩的民俗表演开始了，醉

人 的 拦 门 酒 、动 听 的 拦 门 歌 、欢 快 的

迎宾舞。多情的苗家姑娘身着盛装，

款款而来，神秘苗寨的帷幕在冬日的

夜 色 中 慢 慢 揭 开 。 拦 门 酒 里 盛 满 了

姑娘们的热情，苗鼓声声敲响了苗家

人的豪迈，接龙舞舞动了苗寨的欢乐

和吉祥。

平静的心躁动起来，整个苗寨躁

动起来。祭祖、歌舞、巫傩、椎牛……

古老神秘的仪式重现，原始气息扑面

而 来 ，那 是 对 远 古 生 活 的 深 情 回 望 ，

是对苗家先祖的感恩与缅怀。

天 色 暗 下 来 了 ，盘 古 峰 、问 天 台

和四周的群山一起隐退，消失在浓浓

的 夜 色 里 。 吊 脚 楼 、石 板 路 、石 碾 、

筒 车 在 灯 火 中 朦 朦 胧 胧 ，若 隐 若 现 。

苗寨恢复了宁静。

夜 里 ，雪 花 纷 纷 扬 扬 ，悄 无 声 息

地 降 临 ，落 在 宽 阔 的 圆 形 广 场 上 ，落

进清凌凌的九龙溪水里，又在青瓦木

屋的房顶上铺开。第二天一早，推开

窗 户 ，远 山 一 片 灰 白 ，青 瓦 变 成 了 白

色 ，板 壁 、飞 檐 、挑 梁 、花 窗 、雕 栏 依

然是古旧的墨色，德夯苗寨变成了黑

白 分 明 的 水 墨 世 界 。 只 有 悬 挂 在 吊

脚楼屋檐下的大红灯笼，像冬天里的

一把火，炽烈地燃烧着。

如果要在大理找一个标本式的最美

村 落 ，带 着 多 彩 的 白 族 风 情 ，弥 漫 着 浓

酽的乡愁韵致，非古生村莫属。

从大理古城沿着大丽路一直往北到

古 生 村 ，公 路 和 村 子 之 间 是 一 大 片 稻

田 。 每 年 秋 天 ，这 片 稻 田 频 频 在 游 客 的

朋 友 圈 亮 相 ，是 大 理 最 受 关 注 的“ 明 星

稻 田 ”。 秋 收 之 后 ，田 里 改 种 油 菜 ，在 冬

春 寒 意 最 深 的 时 候 ，依 然 一 片 灿 烂 金

黄 ，与 苍 山 皑 皑 白 雪 和 洱 海 千 顷 碧 波 相

互映衬。古生的美，由此徐徐展开。

沿 着 这 一 大 片 田 野 走 下 来 ，就 进 了

古 生 村 。 水 晶 宫 、福 海 寺 香 烟 袅 袅 ，诵

经 之 声 不 绝 于 耳 。 百 米 之 外 ，一 座 斗 拱

飞 檐 的 古 戏 台 遥 遥 相 望 ，一 株 苍 翠 的 大

青 树 卓 然 而 立 ，虬 干 粗 实 ，枝 叶 婆 娑 。

每 年 春 节 ，古 戏 台 上 都 有 歌 舞 表 演 ，村

民 们 身 着 节 日 盛 装 ，开 心 地 围 坐 在 大 青

树 下 ，不 时 有 孩 子 追 逐 打 闹 ，一 派 浓 郁

的节日氛围。

美 丽 的 洱 海 有“ 三 岛 、四 洲 、五 湖 、

九 曲 ”之 胜 ，古 生 村 恰 好 就 在 洱 海“ 四

洲 ”之 一 的 鸳 鸯 洲 畔 ，背 倚 苍 山 ，前 临 洱

海 ，更 有 沙 洲 绿 树 曲 岸 生 姿 ，鸳 鸯 白 鹭

翩 翩 戏 水 ，尽 得 山 水 之 妙 。 原 先 的 环 海

路 现 在 升 级 为 洱 海 生 态 廊 道 ，使 人 们 与

洱海更加亲近。

在 古 生 村 的 生 态 廊 道 上 ，有 个 地 方

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乡愁小院。

2015 年 1 月 20 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云 南 考 察 调 研 期 间 来 到 古 生 村 ，在 村 民

李 德 昌 的 小 院 里 与 白 族 乡 亲 亲 切 交 谈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说 ：“ 这 里 环 境 整 洁 ，又 保

持 着 古 朴 形 态 ，这 样 的 庭 院 比 西 式 洋 房

好 ，记 得 住 乡 愁 。”“ 看 到 你 们 的 生 活 ，我

颇为羡慕，舍不得离开。”一时间，人们争

相 探 访 大 理 的 美 丽 乡 村 ，乡 愁 亦 被 赋 予

了 全 新 的 时 代 意 义 。 如 今 ，满 院 山 茶 、

杜 鹃 的 小 院 里 ，慕 名 参 观 的 游 人 络 绎 不

绝，天南海北的人都在这儿找寻乡愁。

古生村既有传统农耕文明的依依乡

愁 ，又 有 面 向 未 来 大 步 向 前 的 包 容 与 进

步 。 乡 愁 小 院 隔 壁 是 乡 愁 科 技 小 院 ，人

们 在 这 里 探 索 洱 海 流 域 生 态 保 护 和 农

业 绿 色 转 型 。 乡 愁 与 科 技 在 此 间 碰 撞 ，

催生出更美的花朵。

海 边 的 龙 王 庙 前 有 观 景 台 ，是 一 眼

看 尽 苍 洱 风 光 的 好 地 方 。 洱 海 万 顷 碧

波 就 在 眼 前 ，鸥 鸟 翔 集 ，如 一 幅 天 成 的

油画。

每 年 农 历 七 月 二 十 三 是 当 地 的“ 本

主 节 ”，这 是 古 生 村 最 热 闹 的 时 候 。 洱

海 周 边 十 里 八 乡 的 人 们 聚 于 龙 王 庙 前 ，

放 生 泥 鳅 、诵 经 祈 福 、埋 锅 造 饭 …… 欢

声 笑 语 ，竟 日 方 休 ，热 闹 、隆 重 程 度 堪 比

春 节 。 追 溯 本 主 节 放 生 的 根 源 ，多 说 是

感谢泥鳅在唐僧师徒取经归来途中护经

有 功 ，但 民 间 传 说 中 的 具 体 情 节 大 抵 多

为 附 会 ，热 爱 家 乡 、尊 重 生 命 、感 恩 自 然

的生态意识才是这个节日的内里精华。

若 碰 上 绕 三 灵 、蝴 蝶 会 、火 把 节 、耍

海 会 等 节 日 ，或 农 家 的 婚 丧 嫁 娶 、家 族

活 动 ，也 很 有 风 情 。 彼 时 ，当 地 民 间 组

织 兴 儒 会 与 莲 池 会 各 司 其 职 ，吹 吹 打

打 ，各 乐 其 乐 。 忙 时 务 农 ，闲 时 弹 唱 ，知

时 处 世 ，逍 遥 游 乐 ，生 生 不 息 的 乡 土 社

会由此得以延续，洱水弦歌，绵绵不绝。

古 生 村 北 边 ，鸡 鸣 江 顺 流 而 下 ，凤

鸣 桥 横 跨 其 上 。 单 孔 的 石 拱 桥 上 苔 痕

密 布 ，几 百 年 的 风 雨 沧 桑 沉 淀 出 森 森 古

意 。 立 于 桥 头 ，小 桥 、流 水 、青 瓦 、白 墙 、

田 野 、阡 陌 近 在 眼 前 ，可 见 渔 歌 唱 晚 的

悠 悠 风 情 ，可 见 沃 野 葱 郁 的 田 园 牧 歌 ，

可 见 湖 光 山 色 掩 映 炊 烟 农 舍 ，家 园 如

画，时光不老。

鸡 犬 相 闻 中 的 岁 月 静 好 ，正 是 乡 愁

最美的模样。

古生乡愁 时光不老
文<王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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