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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

行走在维西
● 李雄珍 文／图

柏拉图曾说过：“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二十几岁时不善于讲故事，只一味地把时间和青春用完了；跨过三十岁门槛后，回首往
事时，青春、朋友、挫折和悲伤都是故事，而我逐渐学会做一个讲故事的人。——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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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分队卢浮展才艺

现在，终于可以喘一口气，说一说我对达
州政府所在地通州城的初步印象。达州原来是
个县级建制，升级为州级建制后，州府所在地通
州城的规模扩大了数倍。放眼望去，四通八达
的街道两旁，耸立着一排排的高楼大厦，15层
至30层，使不宽阔的街道显得狭小。这些现代
建筑，无疑都是后来才建的，我抽空四处转转，
也见到一些旧街道和旧建筑，诉说着旧城旧貌
的故事。

就在寸土寸金的地方，仍然开辟出一块宽
大的场地，称为“卢浮广场”。广场一侧，建起一
座5层建筑群，容纳了数百家商铺和餐饮店，有
四川的、重庆的，也有国内其他省市的，还有韩
国料理。其中，少部分已开业，大部分仍在紧张
装修和筹备中。

这当中，王晓明董事长名下的“热闹里火锅
店”算是佼佼者，占地面积大，装修豪华，设备齐
全，富有现代化色彩，所聘用人员达50余名，人
人训练有素，着装整洁整齐，显示出达州一流的
餐饮水准。经过紧张筹备，“热闹里火锅店”于
2017年元月19日开业了。在1楼正门，早已布
置两排花篮和宣传广告牌，除了有关火锅店宣
传文字和图片外，还有东巴圣地纳西族古老支
系纳罕人传统民间歌舞的内容。上午10时，东
巴圣地民间艺术团5人小分队，吹奏起传统葫
芦笙舞曲，跳起纳罕传统歌舞《阿哩哩》。色彩
斑斓的纳罕服饰，悠扬洪亮的葫芦笙，高亢的歌
声，欢快优美的舞姿，吸引着一拨又一拨的客人
观看。迎宾人员热情招呼，客人们以极大的热
情和兴趣，纷纷跟在引导员身后，径直朝5楼热
闹里火锅店走去。不一会，火锅店坐满了客人，
一面就餐，一面观赏圣地民间艺术团的演出。

第一个节目是小合唱《欢乐热闹里》。这
是一首行业歌曲，杨正文作词作曲。曲调优美，
歌词道出了“热闹里火锅”的真谛：“森鲜火锅
旺，山茅野菜香；百年江湖强，大西南美名扬。”
接着，表演东巴圣地白地神川纳罕民间传统歌
曲和舞蹈，曾获“中国民族民间歌曲演创大奖
赛”金奖的《白地峡谷景色美》，让听众兴趣大
增，掌声不断。“叔叔阿姨们，兄弟姐妹们，大家
来相聚，请喝一碗纳罕酒......”《纳罕敬酒歌》表
达了纳罕人热爱生活的意愿、热情好客的习俗
和情感。独唱《月亮花》，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
程”奖、中国民族民间歌曲演创大奖赛金奖，并
作为第一支曲收入《全国获奖优秀歌曲集萃》一
书。歌手和玉林、杨桂莲演唱《情歌对唱》：“白
云朵朵聚，情人来相聚；云聚有散日，情人不能
散。流水条条聚，情人来相聚；水聚有散日，情
人不能散。”意境优美，引得客人忘食倾听。和
桂生独奏《纳罕儿女多欢乐》，悠扬洪亮。演出
的节目还有歌舞《纳罕祝福歌》，传统民歌《太阳
金线长》、《三月开黄花》、《阿卡巴拉巴达咪》，合
唱《欢乐酒歌》等。

一首行业歌的孕育诞生

许多创办事业的成功人士，因为自己本来
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不太重视文化素养，也就
想不到事业的成功和发展是要用文化作为营养
品加以不断滋润的，因而就会影响甚至阻碍事
业的继续发展，待到他终于明白过来时，往往是他的事业已然失败或破产
之时，这种事例人们不难找到。

王晓明董事长文化水平不低，又能与文化水平高的人做朋友，并能
听取文化人的建议和指导。经过王晓明的朋友、中日两国文化研究学者、
文化商业设计师王超鹰先生的介绍，王晓明才认识了我，并很快与我成了
好朋友。为了答谢他对我和我的团队的殷切帮助，我想到可以用我掌握
歌曲创作的能力，自告奋勇地为他的“热闹里火锅”创作一首既好听又好
唱的行业歌曲。令我欣慰的是，这个想法一经向他提出，立刻得到了他的
赞同，并郑重请我尽快创作出来。

我从重庆回到香格里拉白地后，立马进入这首行业歌的酝酿创作。
我在这之前虽然没有创作过行业歌曲，但也曾为学校及单位创作过校歌、
队歌等。我初步地了解到，要创作一首行业歌，应当做到以下几条：一是
歌词应当概括出这个行业的主旨、目标和奋斗精神；二是歌词要琅琅上
口、易学易记；三是音乐旋律要积极向上，能鼓舞斗志，四是曲调要朴实无
华，易学易唱。有了认识和思路，很快进入了创作阶段。

根据王晓明提供给我的《热闹里火锅文案》，我知道了这家火锅店的
主旨是：要办成一个森鲜火锅集市，要建成一个新鲜食材矩阵，让食客新
鲜看得见，由专门的基地提供新鲜食材，争取成为达州地区最优秀的餐饮
企业。根据以上资料，又实地参观、品尝了王晓明设在重庆的民稼实业、
百年江湖、大西南等火锅店，我很快写出了歌词：热闹里，热闹里，森鲜火
锅美；热闹里，热闹里，山茅野菜香。森鲜火锅美，山茅野菜香。热辣又可
口，美味世无双。 竹海春冬笋，糖水米米茶。手艺独一份，人人争品尝。
民稼实业大，百年江湖强；重庆火锅多，大西南美名扬。原生态歌舞，人
人都夸奖。热闹里啊热闹里，热闹里啊热闹里，原生态歌舞，人人都夸奖。

以上只引用了部分歌词，但也概括了“热闹里火锅”的基本内容。按
照创作歌曲的规律，先作词后作曲，我在写歌时原先也是这么做的。但后
来发现了一个捷径，或者说是创作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每当有一个写歌
念头时，我就跑到山上，边走边漫无目的地哼些旋律。久而久之，脑海中
忽然跳出一两句极有韵味的乐句，再把它们扩充为一串弦律，再将它联缀
成一首曲子。此时，再去联想歌词，按照预先考虑好的主题写成一段歌
词，再把乐谱修改成能配歌词的乐章，形成一段完整的歌曲之后，又补写
第二、第三段乃至五、六段歌词。这样，既写出了优美的旋律，又写出了优
美的歌词，一首好歌就算创作完成了。这种做法，与传统的先写词后作曲
的创作规律有些不同，但结果是写出了好歌，每首都有纳罕民歌（或其它
民歌）的特色，以致不少人把它当作“纳罕民歌”。我的许多带有浓烈的民
族风格的歌曲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也有另一种情形，即先写出一段歌词，再配以恰当的乐句，再写出另
一段歌词，再配上另外的乐句，然后把这些乐句联缀成完整的歌曲。又经
过多次反复修改最后确定下来，之后再把歌词配齐。我创作歌曲，喜欢一
手作词作曲，觉得这样才至善至美。这是建立在我既懂作词又懂作曲的
基础上，才能驾轻就熟的。《热闹里之歌》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在设计歌曲旋律时，我考虑到它唱的是四川省达州市一带的汉族同
胞的歌，应有汉族歌曲的特点。中间加了小段数板，设计了几处反复和收
尾。

这首行业歌的创作成功，老友超鹰功不可没。2017年1月14日，他从
广州飞到重庆，第二天又乘火车来到达州，仔细聆听了我的队员演唱的

《热闹里之歌》，又反复阅读了打印好的歌词。对歌曲部分，他认为写得很
好，不必修改了。对于歌词部分，他提笔修改了几处，我认为改得很好，全
部予以采纳。从中我肯定了两点：一是他作为我的多年的知心朋友，主动
提笔修改歌词，完全是为了我好，是在主动帮助我；二是他具有很高的文
学功底，修改之处都是原词存在不足之处，经他一改就通顺很多，也注意
了押韵 。

在他的建议下，我的队员们又专门唱给王晓明等企业领导。他们听
后，一致认为很好，可以采用。至此，这首行业歌总算有了圆满结果。

（全文完）

这座宁静的独克宗古城，收藏了1300多年时光雕刻
的历史沧桑。曾经有过许多纵横交错、长长短短的小巷，
仿佛是岁月深深浅浅的皱纹，曲折蜿蜒、幽深绵延。

很小的时候，就在这些巷道间进进出出，成为我生活
的天地。那时候，父母辛劳的脚步，常常从深长的巷道间
走过。记不得多少年了，那脚步由轻捷而坚实，由坚实而
沉重……无论映着朝阳和洒满夕阳，小巷几乎都是这样，
岁月仿佛在这里打成了结，一切都凝固着，凝固在青青的
石板路上，凝固在长草的土墙上，没有风的时光似乎永远
不流动。

是的，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些弯弯曲曲的小巷，总像
一本无字的书，默默地铺展在我的眼前，延伸在我的脚
下，让我冥想让我解读。谁也记不清这古城里究竟有多
少小巷，谁也说不清楚那些小巷究竟形成于何年何月哪
朝哪代。日月悠悠，长长的巷道已被岁月的脚步磨滑，沿
巷苍老陈旧木屋，不是秦砖汉瓦，却也隐隐透出前古遗
风。那些绵亘的巷里板房、长草的土墙，轻轻诉说着岁月
的沧桑，其中有深宅大院，或者祖上为官曾经显赫，或者
家底厚实原是富贵人家，朱门之内，曾经喧腾过一阵，后
来有的历经沉浮空空墙壁对着黄昏，宛如一台大戏散了
场，有的干脆换了主儿，重新热闹起来。有的早先书香门
第，现在青堂板舍已被烟熏火燎，墙头檐上爬满野草苔
痕，不过斯文一脉仍会多少有些遗传。早年间，门楣之上

“忠孝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之类的名堂自不会少。此中
兴废，让人想起唐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花
香，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

家。
寻常巷陌，原为平民世界，区区小院，本是百姓之家，

不过既食人间烟火，便家家都有些忧忧乐乐的往事，户户
都有些折腾的历史。然而无论喜也罢、忧也罢、苦也罢、
乐也罢，这有喜有忧有苦有乐乃至有滋有味的日子还不
是一样过。至于爱花的，便在门前栽盆花草，任花儿开出
四季；爱鸟的，便在檐下挂只鸟笼，让鸟儿唱着晨昏。

这些深深浅浅的小巷，都有些雅雅俗俗的巷名，巷名
是一种特证，是历史和文化的宝贵遗产，有了特证，小巷
就容易被记住。或以人名或以物名或以形名，巷名都有
些来历，因为任何地名的产生，一般都反映了当时这个地
名出现、存在和延续的一些因素，而不仅是一个地理坐
标。有的简单直白，有的耐人寻味，巷名其实也是一门学
问，代表了一定的时空范围概念，有的复杂、有的深刻、有
的简练、有的通俗，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譬如说古城被
称为“月光之城”，体现了日月崇拜、万物有灵的思想。

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小巷荟萃芸芸之众，浓缩世态
民情，包罗万象。因为住得久了，出门一头一脸都是熟
人，早不见晚见，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谁家的儿
子谈了对象，谁家的女儿嫁了人家，哪家来了客人，哪家
有了难处。当然，家长里短的套话占了多数。近年来，旅
游兴旺起来，新鲜事儿层出不穷，小巷也日渐活跃起来。
街坊的人们唠起话来明显多了，有的谈改革开放、反腐倡
廉、香港回归，有的透露小秘密谁家高价卖土地发了，谁
家儿子当了局长，也有的喜欢谈谈油盐酱醋，说出来都有
些道道，也是人生世相。

从遥远的昨天延伸下来的小巷，日复一日演绎着忧
忧乐乐的人间故事。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光似乎
加快了它匆匆的脚步，一切都在悄无声息地变化着，这座
宁静美丽的古城，仿佛从冗长的睡梦中醒来。

2014年1月11日，因为需要构建防火线，轰轰隆隆的
推土机开到小巷，推倒了我的百年老屋，那一幕曾经让我
陷入噩梦，经受心灵的创痛。那些昨天的故事，那些逝去
的时光，一一从眼前掠过，一种寂静的苍凉感不由溢满全
身，一种凝重的历史感不由涌上心头。该结束的就让它
结束，该消逝的就让它消逝。别了，昨天的小巷，别了，迟
缓的岁月。

暮然回首，昨天已是一种发黄的日子，一片消逝的岁
月。我缓缓地抬起头来，仰望着那些高高的脚手架，仰望
着淡青色的天空，显得格外澄净开阔，远处一排飞鸽展翼
直冲云天，我不禁长长舒了口气。

当我重新走过这座古城，以一种新的目光打量那些
劫后重生小巷时，没有惋惜没有惆怅，此刻我的心中唯有
一种走出狭窄
的感觉，一种
告别陈旧的喜
悦，为了怀念
美好的过去，
我们重新建立
一个家，让那
美好延续下去
吧。

难忘的古城小巷
◎ 赵嘉林

故事·中路

对于中路的印象，来源于 1999 年冬，
未满二十岁的我分配到维登乡上班报到。
山高坡陡、水冷草枯、人烟稀少是这个穷乡
僻壤给我的第一印象。那时恰逢拓宽公
路，客运车来到一个叫吉介土的村庄就停
住了。我和母亲只得背着行李，搭乘一辆
工程车再次启程。

工程车一路颠簸，扬起的灰尘将我们
弄得灰头土脸，同行的老乡看到我一脸失
落，便开起玩笑调动气氛。工程车再次停
下来，我看到一块牌子上刻着“庄子”的字
样，老乡告诉我，这里就是中路乡政府所在
地。一条狭窄的街道，几家不大的店铺，整
条街上看不到几个人。工程车到达目的
地，我们只好下车了。

一辆拖拉机停在我们面前，“要去维登
吗？”拖拉机驾驶员一脸坦诚。要在天黑前
到达维登，我们没有选择，赶紧爬上拖拉
机。“突突突”冒着黑烟，一路向前，没过
多久，驾驶员看着面前道路垮塌，无可奈何
地摇了摇头，邀请我们到家里喝茶等路通
了再走，我们婉拒了，只是默默地记住了

“俄卓”这个地名和这个好人。
我们只能背着行李步行继续赶路，路

上几乎没有再遇到行人。只记得，一颗心
沉到了谷底，无心观赏周围的风景，脚上渐
渐起了泡，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只能强忍
着。从象牙塔到偏远的山乡，我感觉：我的
人生从那一刻失去了光彩。但对中路却心
生好感，毕竟，一路上遇到的都是好人。

以后的几年里，这条到达维登的路，断
断续续。而我也与中路有了更亲密的接
触。有一次回城的路上，再次遇到塌方，饥
寒交迫的时候敲开了一户老乡的家，熊熊
的炉火、香喷喷的锣锅饭、鸡蛋汤，温暖了
我。老乡拒绝了我的餐费，告诉我“谁都会
有难处”。这句话，就像微光，悄悄地照进
了我的心扉。以后，但凡我有能力帮助别
人，我都会想起这句话。

因为爱看书，在那个没有网络、交通不
方便的岁月里，认识中路的志国是一种冥
冥之中的缘分。我从这个“假小子”那里，
借阅了大量的书，张小娴、余秋雨的散文、
余华和苏童的小说，还有贾平凹、严歌苓、
韩寒、郭敬明、方舟子，把金庸、古龙、温瑞安
的武侠小说也看了个遍。在她的书桌前的
墙上贴着这样一张字条“要做这样的女子：
面若桃花、心深似海、冷暖自知、真诚善良、
触觉敏锐、情感丰富、坚忍独立、缱绻决绝。
坚持读书、跳舞、打扫、烹饪、约会、狂欢。”她
的确是按照这样的方式生活着，后来从中
路到州级机关工作，她始终这样生活。

因为志国，我经常往来于维登、中路之
间，心境也渐渐开朗起来。坐在老乡的拖
拉机里，从江水“春来绿如蓝”到“汹涌澎
湃”，从山花烂漫到橘子红了，我们坐在高
高的墙垣上数星星，在她板栗园的家里喝
酒聊天，我们把漂流瓶放入澜沧江，想象着
湄公河下游的有缘人能打开它；我甚至听
到春天花开的声音和澜沧江水的吟唱。现
在想来，那些日子也是我青春岁月里最纯
美的回忆了。

板栗园，是佳禾村委会所在地。春天，
白色的蚕豆花、紫色的豌豆花把田野点缀，
夏天的绿荫笼罩着村庄，秋季时节漫山黄

红相间，冬天火红的柿子和桔子高挂枝头，
一年四季皆斑斓。著名的象鼻湾就在这
里，也许是因为板栗园太美，澜沧江在这里
形成了巨大的转弯，既有惊涛拍岸的气
势，又有平缓温柔的拘谨。“天生象鼻挡沧
江”使这里充满了豪气。而江对岸的象鼻
山村民小组隶属于维登乡富川村，两村之
间时常有简易船只往来。

腊八山村位于云岭山脉的大山之中,
平均海拔2100多米，离中路乡政府虽然只
有短短的15公里，但全是坑坑洼洼、狭窄
陡峭的山路。“腊八山，离天只有三尺三，垫
条板凳摸着天”是对腊八山的调侃。如今，

在各级各部门的关心下，腊八山通过种植
核桃、中药材，发展养蜂等产业，傈僳族群
众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大变化。老蜂是地地
道道的腊八山人，祖祖辈辈生长在大山
里。几亩山地一年收成少，主要靠国家救
济。2014 年起，老蜂响应号召，种植了当
归。种植当归对老蜂而言，轻车熟路。早
年跟着父亲就种植过当归，因为销路不好
而终止了，但种植的技术还在。2015 年，
老蜂一家的收入第一次突破了万元。那一
晚，老蜂热泪盈眶，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足足唱了10遍，歌声在小山村久
久回荡。

相较于腊八山，施根登因为吴氏家族
的兴旺而声名远播。身为汉族后裔的吴氏
儿女，秉承了“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的思想，勤奋好学，多成为有用之才。
而施根登其它家族的孩子也深受吴家儿女
的影响，立志走出大山。

中路乡沿江一带的拉玛人，传承了一
种叫“拉钩溜”的民间文化。钩溜是一种带
钩的木杆，长5米左右，是用来做“拉钩溜”
比赛的工具，其作用相当于今天的拔河
绳。比赛时，双方各用一根“钩溜”，双方人
数相等，在裁判的主持下进行比赛。每年
农历二月一日为钩溜节，是拉玛人最为隆
重的节日之一。这一天，全村男女老少赶
往活动现场，庆祝钩溜节，也拉开了拉玛人
春耕的序幕。佳禾拉玛人“拉钩溜”历经几
百年的传承和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
的内容，歌词多为即兴创作，主要以说、唱、
跳的形式来表现。2014年，拉钩溜被列入
迪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欢迎您
来佳禾村，拉玛人过上了好日子，我们村子
风光美，我们村子酒歌甜。”中路乡拉钩溜
传承协会会长和金花边劳作边唱起心中的
歌。

现在的中路乡，在各级党委政府及各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坚持“围绕发展抓党
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方针，按照生态文明
好、环境卫生好、幸福指数好和推动重大项
目的“三好一推动”建设，扶贫整乡推进和
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双推进”，全面开展“千
名党员服务群众”活动，构建四级为民服务
体系，推行“村党总支+合作社+农户”的合
作股份制经营模式壮大集体经济，一个美
丽、幸福、和谐的新中路逐渐展现在我们的
面前。

每一次途经中路，我都会走进老乡家
的果园买上一袋水果，和他们聊聊天，桃
子、李子、板栗、桔子、黄果塞进嘴里，甜上
心头。

关于中路的故事依然继续着……

▲ 拉钩溜

▲ 传承文化。

▲ 中路山村。▲ 象鼻湾。▲ 澜沧江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