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17年7月10日 星期一

副刊投稿信箱：fkbdqrb@126.com
情感在线

网址: http://www.xgll.com.cn（香格里拉网）

本报由迪庆日报彩色印务中心印刷 本报地址：香格里拉市康珠大道208号 邮编：674499 纠错投诉电话：8224019 传真：8289000 记者部：8222759 编辑部：8223550 副刊部：8226346 广告部：8230970 印务中心：8881620 网络部：8881015

每逢回家，我通常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翻阅父亲整理成册的《迪庆日
报》，《迪庆日报》成了我和故乡的连心
桥。今年，迪庆迎来了自治州成立60
周年华诞。60年，人生一个甲子。雪
域高原60个春秋也像人生一样，承载
着一段段故事、一首首歌谣、一片片回
忆，不由得将我的记忆带回到那片土
地，那片金色家园。

迪庆，香格里拉……，这是一块令
人神往、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挚爱的
那片净土，往昔所有的美好、回忆以及
伤痛都静静流淌在那片土地上。“为什
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
土地爱得深沉！”是的，每次我都热泪
盈眶，回想起曾经在那片土地上播撒
过爱的父母和亲人。

林肯曾说：“我之所有，我之所能，
都归功于我天使般的母亲。”在我看
来，亦是如此。美丽善良、认真细致的
母亲既是生我养我的人，也是我学习
和生活的启蒙老师，但凡我具备的一
点点可以打动人的闪光品质，都是母亲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循循
善诱的结果。也让我笃定地陪伴如她一样语迟、明心见性的儿
子，让他的成长像山风一样自由。母亲留在我心里的记忆，就像
我种植在小院里的那株紫藤——根茎粗壮、枝叶繁茂，让我感受
一岁一枯荣的悲喜，也带给我无限的喜悦。

冰心赠葛洛的一首诗中说：“爱在左，情在右，在生命的两
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使得穿
花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痛苦，有泪可挥，不觉悲凉。”人生
实苦，但我们足够相信！母亲也是。岁月给了善良的女子沉静
的美，但也会悄悄留一些苦难，让她学会用更博大的胸怀接纳无
常和悲喜。母亲自幼经历了父亲早逝、母亲改嫁的艰难，但她有
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爷爷奶奶以及博爱的姑妈、姑父。姑妈和
淑珍与姑父杨宗林除了养育他们自己亲生的两个女儿，同时养
育了他们的侄女（我的母亲和姑父的侄女）共4个孩子，在那样
艰苦的岁月里，他们给了我的母亲情同手足的爱，也让我的母亲
成长为像他们一样善良美好的人。天之大、爱之大！

1968年8月，母亲不满16岁便踏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征
程，期间走过“巨水”“斯农”“佳碧”“茶里桶”“日夜卡”“开
贡”……这些散落的名字美得像流淌的河，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
里，永远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于我的生命。

年轻美丽的母亲在巨水村贡水村民小组担任赤脚医生期
间，用自己的善良、真心和热情赢得了当地群众的爱戴。这样的
付出换回的是村民真心的回报，每当收获的季节，村民自发地将
最好的果实、最可口的食物都拿来送给母亲，以表他们的感激之
情。当年母亲即将离开时，队长带着村民一再挽留，表示只要母
亲留在当地继续服务，他们将无偿承担母亲的一切劳作任务。

1970年12月，母亲被吸收到教师队伍，开始“一村一校，一
师一校”的教学生涯。自幼喜欢唱歌跳舞的母亲，在教学过程中
自然承担起音乐、舞蹈等艺术教育工作任务，在茶里桶教学期
间，曾带领孩子们去当地大队水利工程建设现场参加表演，深受
群众欢迎。

这些故事，是我的母亲用她的青春和美丽谱写的生命之歌，
就像生命中的阳光，温暖着藏区热爱她的每一位人。然而，阳光
也有隐去光芒的时刻。有一次，母亲在去斯农过溜索的时候因
受惊吓致病，之后却一直顽强地带病坚持工作。即使这样，母亲
在德钦县升平小学工作期间，用自己的敬业和努力，荣获了“云
南省优秀图书管理员”的荣誉。付出所有、无怨无悔，这是母亲
她们这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谱写的最好的教科书，我会
用心去学，用爱传承。

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一样，也是一位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
这片土地的默默的耕耘者。出生在丽江的父亲是一名孤儿，自

幼在孤儿院长大，这样的经历让他更
加懂得珍惜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对工
作和生活中的付出永远不计回报。热
情好客、乐善好施的父亲在迪庆工作
32年的时间里，用自己的真诚、真心，
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在我记忆中，只
要小县城里哪家有事，父亲就会第一
个冲在前面，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做好
每一件事情。每每乡镇的藏族朋友来
到家里，父亲和母亲都会热情招待。
只要父亲到过的地方，都会一路行善、
一路交友、一路付出、一路收获。

1969 年 8 月，父亲与母亲相识
相爱，那是他第一次到德钦。那时，父
亲在云南公路一团思茅专区江城县工
作。之后父亲以云南省公路一团技术
人员的身份参加“碧福贡公路”“156
工程”建设。听父亲讲述，碧福贡公路
全程 115 公里，其中匹河——福贡 43
公里属碧江县。156工程是由云南省
政府出资，省属50名技术人员来自公
路一团，丽江专区12个县共有800人

参加，其中德钦120人，物资由保山地区保障。虽然投身公路建
设的人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们用生命和热血实现了云南
省最后两个县——贡山和福贡通车。这段故事虽然没有发生在
迪庆，但这是属于我的父亲年代，他们用青春和激情诠释了互助
友爱、愚公移山的精神。

父亲在德钦工作期间，始终敬业奉献、任劳任怨，在平凡的
岗位上做着受人尊敬的事情。在父亲的讲述中，一段故事让我
想而后怕：1977年父亲参加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20周年献礼工
程——汤满河电站建设工作。那年中秋，父亲负责到丽江采购
苹果、糕点等物品，途中客车侧翻，还好父亲吉人天相，只是受了
伤，最后还是坚持把东西买了回来。虽然他说得轻描淡写，可我
还是感受到当年的父亲他们那一代人感恩与回报生活的方式，
懂得了“国”和“家”在他们心中的分量。

由于父亲一直在专业技术岗位工作，同时忙于照顾家庭及
我和弟弟的成长，没能入党。这在父亲心里成了一个心结。
2008年6月16日，父亲召开家庭会议，议题只有一项：年过58岁
的他要入党。他说：“我工作了一辈子而未能入党，将来面对子
孙也会汗颜。”纯粹的入党动机和朴实的言语打动了家里每一位
成员。那年7月，父亲慎重递交入党志愿书，经过考验，2010年9
月20日正式成为中共迪庆驻丽江退休老干部党支部的一名成
员。在不同的工作岗位敬业奉献近42年的父亲，终于在他60岁
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一名一生拼搏、一生奉献、一生进
步的老兵新战士。父亲用实际行动给我和家人上了一堂精彩的
党课，激励着我如他一般努力。

常常听母亲讲起家族的故事，家里的祖辈是茶马古道重镇
阿墩子的经商者，妈妈形容他的爷爷和德明是“一位像成吉思汗
的男子”，和奶奶阿秀共同拼搏，是智慧有方、勤俭持家的典范。
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财富，养育儿女，施舍穷人。父亲也会常
说，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是受了当年家里祖辈恩赐的，教会我们用
一颗感恩的心去回报家人、回报社会。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在我们的一生中经
历的每一件事，遇到的每一个人，走过的每一个地方，流过的每
一滴眼泪，心碎的每一次、欢喜的每一次……都是为自己的灵魂
而体验的。就像影片《冈仁
波齐》中的那段藏地歌谣所
唱：“我一步一步向山上走，
雪一片一片往下落；在雪花
与我约定好的地方，我想起
了我的母亲……”

我心中的想念，雪花
记得！

云南是个多湖之省，位于昆明市中心久负盛
名的翠湖，周边有大观楼长联所叙的八百里滇
池，有离昆明市区仅30公里之遥的阳宗海和距昆
明70公里的澄江抚仙湖等著名湖泊。分布在省
内其它地方的湖泊我知道的有被誉为滇西明珠
的大理洱海，流传在智者阿一旦故事中的丽江拉
市海，著名作家冯牧笔下杜鹃醉鱼的高原湖泊碧
塔海，有着无数美丽传说的宁蒗泸沽湖。这些都
是大自然赐于我们的宝贵资源。

说到这些珍珠般的湖泊，我首先想到的是翠
湖，半个世纪以前，我第一次到昆明，和几位初中
同学到翠湖游玩。那时的翠湖水清澈见底，公园
风景如画，给我留下了美不胜收的印象。

当时有一首歌曲，就是著名词作家乔羽作词
的《让我们荡起双浆》，美妙的词加之曲作家刘帜
那优美动听的谱曲，使得歌曲风靡一时。歌中唱
到：“让我们荡起双浆，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
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
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为了
感受同样的意境，我们同去的5位同学，用身上
不多的钱租了一条小木船，效仿电影《祖国的花
朵》中的少先队员们，坐在小船儿上荡起双浆，推
开湖中的微波，尽情欣赏翠湖那醉人的美景。我
把这一美好的时刻，定格在了16岁那花样年华的
岁月里。我多么希望翠湖永葆50年前的秀美，然
而，让我感到十分诧异的是，10年后我到昆明出差，再去翠
湖，湖水已被污染得不成样子，没有了清澈的湖水，翠湖之
美在我心中也就大打了折扣。

治污迫在眉睫，抢救翠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面对
社会关切，国家极为重视，不惜重金治理翠湖。但污染与
治理就像一个人得病与康复一样，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
丝。污染容易治理难，几十年过去了，要把翠湖的水质恢
复到被污染前的纯度不是易事。出于关切，后来我又去了
一两次，较前好了一些。湖以净为美，翠湖的污染，对后来
开发的景区、景点尤其是湖泊的开发利用是个极其深刻的
经验教训。景点开发必须以环保为前提，做到无污染才能
保持景点的魅力和可持续发展。

宁蒗泸沽湖，一个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在众多作家
笔下生花，既有美丽风景又有美丽故事的地方，虽向往已
久，但我一直未能成行。今年4月20日，我们以家庭出游
的方式，沿丽宁2级公路自驾前往泸沽湖观光。到达后，泸
沽湖秀美的风光呈现在我们面前。当我们登上租用的木
船驶向洛水村对面的里务比岛时，50年前在昆明翠湖划船
的景象浮现在眼前，清澈见底的湖水，荡在湖面上的小船，
使我产生了一种幻觉，有如当年的情景再现。

4月，虽然是旅游淡季，仍有不少游客前来观光。俗话
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与洛水村村民的交谈中我们
了解到，靠得天独厚的资源，仅旅游一项，泸沽湖每年为周
边的村民创造了不菲的收入。这固然是好事，但任何事物
都具有双重性，生活中好些事情往往是双刃剑，有好的一
面，也有负作用，游客多了，对组织村民的收入是件好事，
与此同时，对环境保护又会成为严峻的挑战。

听说泸沽湖已经开发了20年，看上去水质还很清澈。
我问水手有什么经验？他说：“我们汲取了别的地方重开
发轻环保先开发后治理的经验教训，开发初期就未雨绸

缪，采取了有效的保护措施，对各种污染源进行严格管控，
通过排污管道把污水排到远离泸沽湖的格姆山背后的污
水处理厂作净化处理。全湖青一色只用木船，禁止使用其
它水上交通工具。”介绍完情况，他操着泸沽湖当地的口音
对我说：“要不然，泸沽湖早就臭掉啰！”接着他又很以为豪
地说：“泸沽湖是我们摩梭人的摇钱树，所以我们要像保护
眼珠一样保护好泸沽湖。不信你们看，由于保护得好，平
眼可以看到水深12米的湖底，这里的水深就是12米。”虽
然我们无法准确丈量水下的深度，但从他所指的位置看下
去，深水处确实能见到湖底。我高兴地用手舀起湖水喝了
一口，感觉和矿泉水的味道没有两样。又一次让我感到湖
以净为美，我伸出大拇指向水手点赞。并有意用藏话回了
一句：“牙姆里（真棒）！”

在翠湖、滇池和大理洱海等被誉为高原明珠的湖泊遭
到不同程序的污染以后，泸沽湖水依然能保持清澈秀美。
主要得益于不过度开发，有一整套极其严格的管理措施，
包括游船的有序发展，统一安排。“载客划船的收入和篝火
晚会的收入等纳入统一管理和统一分配”，对这种近乎于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管理模式和分配方式村民们很认
可。他们认为这样做既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又体现
了资源共有利益共享原则。最根本的经验是，当地上上下
下对保护泸沽湖已形成共识并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

再说我们的故乡：州、市两级人民政府下决心整治曾一
度被污染的龙潭湖已取得明显效果。如今，龙潭湖水由浊
变清，为龙潭公园平添了几多秀美。夏日里的龙潭湖，草
木成茵花相伴，绿荫树下湖畔小径，人们或漫步在湖边，或
坐在树下乘凉，尽情享受着香格里拉美丽城市带给人们的
幸福生活。我不禁要大声疾呼：珍惜幸福生活，留住美丽
环境。我们要像泸沽湖人一样，上上下下形成环保共识，
像爱护眼珠一样保护好龙潭湖这一汪清水。

雪花记得
●王菊喜 水

清
湖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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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门口有一副对联：心作良田百世耕，善为至宝一生
用。是父亲用毛笔写在门框上的，虽经历风吹雨淋日渐灰暗，
但它的精神内核却深深烙印在我心里。

父亲喜欢写毛笔字。家里张贴着很多对联，都是父亲亲手
写的。我年少懵懂的心，沐浴在父亲的教诲里，知道了静以修
身、俭以养德，知道了勤俭之家、忠孝仁义。稍大一些后，我才
慢慢读懂父亲，理解了他疼痛的耕耘和生命的担当。

一生耕耘，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父亲14岁离开山村，去城里读初中。每个月两元钱的生活

费，经常忍饥挨饿，被疼痛包围，所以拼了命地想走出大山。16
岁初中毕业后，因家里十分困难，父亲带着遗憾回到了山村。
从此与土地结缘，年少时走出大山的梦想，在昏黄的土地上日
渐凋零。

父亲说，他和母亲结婚的时候几乎一无所有。那时，我的叔叔
还小，分家时，父亲除了几亩薄地什么都没要。在艰难的岁月中，父
亲凭着自己的双手建起了新房子，让整个家变得欣欣向荣。在我
年少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在大雨中佝偻着腰，挥舞锄头开垦一块块
土地，他的汗水让贫瘠的土地也能结出丰硕的生命之果。

父亲说：“土地是最诚实的，一份汗水一分收获。秋天你看
到土地上金黄黄的一片，都是辛勤劳作后结出的果实。”只问耕
耘，不问前程，这是父亲的命运，也是他的美德。

记忆中，父亲曾是村里的用电管理员。每当刮风下雨停电
时，他总是忙着协调人抢修，奔走在风里雨里。谁家乔迁新居

需要接电，谁家电路出问题需要维修，父亲也是义不容辞。在
一次接电的过程中，父亲从高处摔下，落下了一身的疾病。之
后的很多年，每到雨天，父亲就会习惯性的全身酸疼，但他从未
放下地里的活计，一直用意志支撑着自己在疼痛里耕耘。

我在外奔波多年，每次回家看着父亲依然那么劳累，心中甚是
难过。父亲总是说，自己忙惯了，闲下来不舒服。我心里明白，父
亲是不想让我操心，他希望自己的辛苦可以换得我不再辛苦。

远离山村后，时空的阻隔让我们心灵的代沟越来越深。每
次和父亲通电话，都是循着一种模式，无非是“身体好不好？少
下地了，多休息一下”之类的套话。我的性格里继承了父亲的
沉默，不善于倾诉，也不懂得安慰人。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二姐
的电话，她在电话里发出低低的哭泣声。她说：“爸爸现在还在
背肥料，还没有吃饭。”我看看表，已是晚上8点多。那一瞬间，
我竟忍不住失声痛哭。我强忍住哭声打电话给父亲，叫他先吃
饭。父亲叫我不要担心，他很好，但我分明听到父亲的声音里
有几分哽咽、几分疲惫。

父亲的一生，有多少时间在为自己而活？贫瘠土地是他一
生的财富，辛苦耕耘是他一生的担当。漫长的生命里，父亲总
是把温暖留给别人，把疼痛留给自己。

韶华易逝，父亲已不再年轻。在沉重的岁月里，他渐渐变
得枯瘦衰老，变得佝偻单薄。他依旧守着遥远的群山，守着土
地，平凡沉默，与世相忘，而他用自己的耕耘点亮了儿女们走出
大山的希望之灯，照亮了我们的梦想之路。

耕耘生命的心田
◎朱金贤

◆◆禹中玉禹中玉 // 文文 // 余丽芹余丽芹 // 图图

其实，人生就是一辆车子，从起点到终点的这几十年
路程里，除了必不可少的清洁、检修、保养、更换零部件以
外，每一天上路都要认真、小心行驶，才会保得一生的平安
与幸福。

人生如车，当我们庆幸刚刚避免了一次较大艰难后，
又会有更多未知的困难在前方等待。当我们小心翼翼地
超过前面的一辆慢车时，前方还有无数的车子等着我们去
超越。在我们一生停停走走、时快时慢的旅途中，经常会
被别人超越。为别人让道，开文明车，做文明人，成就别人
的目标，是一种风度和修养，也是自我安全的需要。

车是一台工具，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文明、快捷与方便，
同时，车又是一部高速移动的机械，事故在所难免。一路
上有宽敞的坦途或高速公路，也有艰难不好走的山间道
路，坑洼、陷阱、高突、陡坡、急弯、窄桥一个接一个地过来，
如人生旅途上的一个个问题和困难。一不小心，放纵了自
己，就可能会前功尽弃、导致麻烦连连。只有谨慎驾驶，才
能确保每天都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人生如车，小时候是新车，人人喜爱，最先进的配置，
尽抢风头，前途无量。要是有个好司机或好老师来调教或
磨合，将会一辈子顺当、好使。青壮年时候是旧车，但旧而
不衰，正是发力作为的关键时期。忙忙碌碌地完成一个又
一个使命，从一个终点奔向另一个终点。偶尔也会有个大
病、小疾来打扰，但不影响这一生的功劳与收获。中老年

时候是一部老爷车，修修理理还可以再使用，但已经是时
过境迁，没有新意、没人宠爱，只能是雍容、自信地珍惜好
每一天的平凡日子。

人生如车，车在路上，人在旅途，往往身不由己，该快
则快，该慢则慢，关键时候宁可停让三分钟，也不要争抢一
秒钟的时间。否则，可能是欲速则不达的后果。更可悲的
是为快一时，可能会比别人快上一生。再有就是红灯不能
硬闯，绿灯也不能大意，一定要远离酒驾、毒驾、带病行驶、
不遵守交通规则等这些害人又害己的违法行为。

人生如车，有时候，也会遇到道路坍塌、自然灾害，或
者前后左右的车子失控伤及自己的事情，那就是祸从天
降，尽管不是自己的原因或主要责任，但也要承受相应的
后果，所以说，行车上路，不能有半点马虎大意，除了管好
自己的手脚，还要注意别人的行为。要是不提高警惕，再
有经验的老司机，也会阴沟里翻船。

人生如车，总有应该自己行驶和遵从的轨迹和线路。
安全，是你回家最近的路。在让车、超车、变道时可能短时
越过控制线，但决不能触碰安生的防线、道德的底线，否
则，一旦出轨或逆向行驶，后果不堪设想。

人生如车，车行万里，人活万日，平安是福。要想一帆
风顺，就要苦练行车技术，当达到车人合一的境界，再加上
谨慎驾驶，就能做到随心所欲，最大程度的减少事故和安
全隐患。

多余一滴
山里正黄昏
过山的一阵雨
多余了一滴

多余的一滴特立独行
擅自离开雨群

从松枝
花蕊
草叶
直落到尘埃

那坚持不懈的可爱样子
多像我的爱情

月光的梦
一个奇怪的梦

我用马鞭挑落了挂在马头的月亮

巨大的声音
惊醒了睡在摇篮的孩子

孩子的哭声响亮
她的母亲在责骂我的鲁莽

羞愧的我匆匆逃出了梦
看见月亮的梦
一缕月光漏进纸窗
在我的脸上坏笑

■扎史农布de诗

苗青 摄

人生如车
▲汤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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