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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承认，正处在儿童时期的孩子是非常调皮
的。上课时，有说话的，有小动作的。让他们写作业时，
有的乱画一气。有时太惹我生气时，我也会像他们的藏
语老师那样，让他们吃一点皮肉之苦，——我用左手或是
右手半握拳头，对着他们的背，用力地拍打几下！——可
没用！他们根本不在乎，只是嬉皮笑脸的扒在桌子上偷
笑，有的甚至一边笑着，一边用生硬的汉语故意气我：不
疼，嘿嘿，不疼……我哭笑不得，毫无办法，有时怕耽误课
堂时间，干脆把一两个太捣的孩子给撵出去，心想：最好
让他们的藏语老师碰到，他们的藏语老师自会收拾他们
的！但每当他们有了一点点成绩，我也会及时的奖励：发
一二个糖果给他们……

班里大概有六七个特别小的孩子，连笔都握不好，写字
就更不用提了。一次，我坐在门前晒太阳，看见他们在走道
上跑来跑去，我就让他们去拿自己的本子和笔，到我这里来
练习写字。不一会，几个小家伙一个个拿着笔和本子跑来
了。我先是手把手的教他们写一个拼音，然后就让他们自
己练习，然后我则教另一个。由于没有写作业的地方，他们
一个个先是蹲在那写，继而扒到地上写，到了最后，索性全
身都扒到了地上，脸朝下对着作业本仔细的临摹。看着横
七竖八，挤扒成一团的孩子们，我是又心疼又无奈：

“哎呀，地下凉不凉呀？”“哎呀…哎呀…”他们一边
笑着，一边你推我挤的学我说话。那个大眼睛的亮亮，有
一次他一下午都没来，第二天，外面下着雪，他穿着整齐
的黑色羽绒服，气喘吁吁的跑了进来，我问他昨天去哪
了，他一面往座位上坐，一面用生硬的汉语回答我：

“回家了！”
“咦，你有家呀？你有家还要来我们这里？我们都是

没家才往这里来的，你有家还要来我们这呀。”我向他打
趣。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其他的孩子也跟着笑。

我常常利用课前及课后的一点时间，教他们唱歌。
孩子们学的非常快，我至今还清晰的记着他们唱歌时的
神情：一个个整整齐齐的坐在那里，微仰着笑脸，稚嫩的
声音一字一句的往外滑出，孩子气的脸上闪着灵活的眼
睛，生动的表情下，从小巧的嘴巴里，滑出声情并茂的歌
声：“阿门阿前一个葡萄树呀，阿嫩阿嫩的刚发芽，蜗牛背
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阿树阿上一个黄鹂
鸟呀，阿嘻阿嘻哈哈在笑它呀。”每当这时，我总是挪动我
已经好了许多的腿脚，轻轻的走在他们周围，享受着自己
的成果。有时我一边打着拍子，一边与他们一起唱：“弯

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这时的他
们笑的更厉害了，同时也唱的更起劲了：“我在小小的船
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等到他们一唱
完，我立即喊道：

“上课！”于是，他们在班长辛辛的一声起立声中，齐
刷刷的立在各自的位置上，并且齐声的喊道：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随即扬起一只手：
“好，同学们好。”并示意他们坐下。然后，我拿起点

名册：
“新新、路路、阳阳…….”，点名在一声声“到”的应答

声中结束。开始上课，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三下五除二
的画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然后指着画好的树问他们：

“这是什么呀？”他们没见过树，但通过我上节的讲
解，已经知道了一点关于树的常识。那个调皮的孩子又
在拉前排言言的棉衣帽子了!只见他一边拉，一边学着我
上节说过的话：

“那不是小鸟，天上飞的才是小鸟。”其他的孩子们开
始笑了，我赶紧又在大树的上面粗略的勾画出二只小鸟，
一只落在树枝上，一只在旁边飞，我一边快速的画着一边
说道：“对，天上飞的才是小鸟”。

这是上节课时，我指着课本图画上的黄色小雏鸡，问
他们：

“这是什么呀？”他们全喊：“小鸟！小鸟！小鸟！”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本来是要教他们认读“鸡”这个

字的，结果他们全回答我：小鸟！我仔细一看，是有点像
小鸟，但我想任何孩子都不会说那是小鸟呀！我突然想
起：藏地是不产鸡的，那他们自然也从来没有见过鸡了？

于是，我耐心的告诉他们：
“那不是小鸟，天上飞的才是小鸟。”
“那这个该叫什么呢？”只见他们急急的喊到，有的甚

至站了起来。我马上在黑板上写下“鸡”这个字，并在旁
边加注了拼音，然后让他们试着拼读。

就这样，在我的不懈努力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
他们已经能认好多汉字了。

尽管我有脚伤，但也没忘记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我
把美术，音乐，体育，算术等课程，按一星期一到二节的课
时，排进了课程表。美术课上，我把他们画的蓝天，白云，
帖到了黑板的两边，只要我一拿起美术书，立即班里就鸦
雀无声了，他们开始眼巴巴的等着我给他们发蜡笔呢！体
育课上，我指挥着他们跳大绳，并和他们一起玩游戏：丢手

绢，老鹰捉小鸡等；算术课上，他们背诵乘法口诀的声音，
引得厨房做饭的都跑上来看。

在与他们相处的那段日子里，虽然辛苦，但我用我全
部的爱，一点一点的赢得了孩子们的爱。

离别
两个多月后，我的腿脚已经好了许多，我想，该是我

离开的时候了，我需要去城里，对脚伤做最后的检查和
治疗。

头天晚上，我叫大班的班长过来，把我已经看完的书
交给他，让他放回到图书室的架子上，并交代他一定管好
图书室：本子、铅笔、书籍等等都是好心人千里迢迢寄给
你们的，一定要爱护图书，不要浪费，要知道这些东西都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叔叔阿姨们节俭出来的，拿给你们
是希望你们用这些东西武装自己的头脑，做一个有文化
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在他就要走出屋子的时候，我
说：“来，握握手吧”。我用力的握了一下他的手，算是给
了他一个无声的告别。

尽管当时我并没有告诉他，明天一早我将离开他们
的事情，但聪明的孩子，一定意识到了什么。

我曾一再的要求院里的负责人：不要告诉孩子们我
走的事。可是，那天早晨，正在早读的孩子们，却比平时
过早的敲响了下课铃声。等到我们一行提着行李出来
时，院子里却出奇的安静，正在我暗暗庆幸孩子们可能还
没在教室里的时候，我刚刚来到早已等侯在那里的车子
跟前，还没坐进车子里呢！孩子们却不知从哪突然全冒
了出来（后来仔细一看，是从各自的住室里出来的）！

不知是院里事先安排好的，还是孩子们自己想的主
意，只见他们排成一个长长的纵队，一个个手里拿着或白
或黄的哈达！我一见，立即扭头向刚刚坐进来的院负责
人急急的问到：

“不是说好不让他们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他微笑着应付着我。
站在最前面，第一个向我献上哈达的，是大班一个常

常被我惩罚的孩子。第二个就是昨晚上我找过的大班班
长翁加（我给他起的中文名字是鹏鹏）。第三个是经常为
我弄水的牛牛。我握着结实的像面墙似的、已经是个大
人模样的牛牛的手，不知该说什么，眼泪差点就要掉下来
了，就在我低头又抬头的间隙，我看见不远处的台阶旁，
还有一队站成纵向队列的孩子们，站在最前排的一个孩
子见我看到了他们，立即举起了右手，就在他的眉毛与眼
睛之间，对着我一边轻轻的晃动着他的手臂，一边露出他
惯有的调皮模样，抿着嘴，向我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他在
跟我微笑……

车子徐徐开动了，我向孩子们举起了手，模糊的泪光
中依稀印着他们的身影，穿着绛红色的藏袍，立在台阶
上，脸上露出依依离别之情……（未完待续）

从冰冷的冬季走来，渴望遇见
一场盛大绵长的花事，借此温暖被
冰封的往事。

春天是个花开如诗的季节，是
篱笆里的野花，是远山生出的嫩叶，
或是那欢快的鸟儿。三月，一场“春
雪”在暖阳的陪伴下降临 ，山里路
旁的枯枝树干开满了一树树洁白如
银的“梨花”。“忽如一夜春风来，千
树万树梨花开”形容这雪花再美不
过了，干净、纯粹。

春天，是个绚烂的季节，绿的
草、蓝的天，向日葵一样的阳光，五
彩的鲜花和翩翩而舞的蝴蝶。而
在鲜艳斑斓里，皎洁素雅的梨花是
最让人心动的。梨花开时，一片片
一簇簇层叠相依，含苞吐蕊，洁白
如雪，花瓣白如凝脂，花蕊暗红，微
风吹过，更会下起一场缤纷的梨花
雨，清清淡淡的梨花香让人沉醉不
知归路。

一树树梨花在光的点缀下熠熠
生辉，满山春色灿烂。洁白的梨花，
被翠绿的梨叶包裹，花里带着甜味，
采蜜的蜂儿上下翻飞。天边白云朵
朵，到处是温暖的阳光。“粉淡清香
自一家，未容桃李争年华”。这份清
冽更沁人心脾。

春天，是发芽的季节，随着那嫩
嫩的芽儿，你会发现你心里的很多
人和事也嫩嫩的发芽，然后开出素
素的花儿来，你才明白，有些人一直
在你心里，一直未曾远离，不管你们
联系不联系，不管你们是有多久没
见面。就像九儿，翻看很多年前的
QQ 照片和日志，好像她在我心中
和我们之间，就是那一树繁盛的梨
花，素淡，却茂盛地绽放，充满了绚
烂和温馨。有些唯一，永远都会是
唯一。

梨花盛开时，那种美是让人炫
目的。晶莹的花瓣在阳光下透亮洁
净，如一只翩然的蝶。一树一树开
满，树枝上的花朵或端庄、或倾斜、
或半遮着蕊、或瓣瓣舒展含笑，美得
让人不敢触碰，不敢言语，生怕惊扰
了她们绚丽的梦。

梨花的颜色是暖暖的、欢快
的。就像秀秀，她是欢快的，是温暖
的。因为同样是做旅游，认识了好
久，可是一直都未见面，我们就像两
个网恋的恋人，每次打电话，听到她
的声音都是脆脆的柔柔的。在心中
无数次刻画她的模样是长发、清秀、
高挑，然后见面，飘逸的短发，小巧，
而左脚却因为几年前跳水训练受
伤，然后跟她去了海东家里看了啊
妈，去村长家做客吃土八碗，去洱海
边喂海鸥，去双廊的小巷里走了又
走——跟她呆在她的小屋里好几
天，我是个特别爱干净的人，可是跟
她在一起的几天里，我们同吃同住，
挤在一张床上，被琐事折磨的我会
整夜整夜对着她像个孩子般哭，她
就跟我说她的经历，如何接受从一
个正常的美丽女子到脚不能像正常
人行走的现状，从最初的不能面对，
到如何一天天熬过来，直到现在美
丽而阳光的生活着。我们两个，理
应在生活中我要更多的照顾她，可
是她却无微不至的关心着我，每天
早上起来她递过来的那杯温开水，
就这样温暖了我。她就像那树纯美
的梨花，超脱和宁静。从此，在我心
里洁白的开放着。

回家途中，村里庄外、房前屋
后、路旁沟延都能看见满树的梨
花。皎洁、素雅。李白有诗“柳色黄

金嫩，梨花白雪香”，一路上梨花盛
开，那片片花瓣，随风飘洒，美不胜
收。

那天回老家时老段说，经过那
片梨花，就在同学家里等她。见到
她时，天色已近黄昏，我们争分夺秒
一起吃了顿饭，现在各奔东西，见一
面吃顿饭都只能“争分夺秒”，一桌
的中学同学，有的很多年没见，有的
面孔都已经陌生，可是都还是热气
腾腾，那个年代的纯白的感情是最
真挚的。老段我们俩是初中时同
桌，毕业后又同在一个家乡的小镇
工作，她在医院，而我开了个小店，
然后又天天腻歪在一起。度过了很
多个一起哭一起笑的青春岁月，有
时回医院晚了，大铁门锁了，我们爬
了不知多少次铁门。她很朴素，发
型还是我一直记忆中的长发，规规
矩矩的扎着，一点不凌乱，就像她的
生活，素白，干净。她就像开在春暮
的梨花，多了几分温暖恬静，少了几
分寂寥冷清。

春天，是能让人心里开出花朵
的季节。

有人说我是个性情寡淡的人，
就像一棵梨花，寂寂地开着。我想
这性情随了父亲吧，其实满心都是
芬芳，却不会把花朵都说出来。没
放在心里的人，他人说什么怎么想，
都是别人的故事，与我们无关。而
在心里的人，我们会把满心的爱都
给出去。回到家看到脑梗的父亲，
一脸消瘦，躺在靠椅上，心里就狠狠
的疼。生病的父亲已经没有了往日
的意气风发，没有了子女都成才的
骄傲，可见到我时还是隐忍着眼底
的泪水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记忆中，父亲在村里算是比较
有文化的人，所以有时还是会狂傲，
性格比较孤傲，可是对我极好，宠溺
有加，在父亲影响下，我喜欢看书，
各种课外书，小学就基本走马观花
看完四大名著。小时候，我非常讨
厌面食，米饭里有馒头的味道都不
吃，当时家里做饭都喜欢饭上面蒸
馒头，所以父亲就专门找了个铜锅
给我煮饭，有一次吃饭时大哥故意
把锅藏了起来，找不到小锅的我就
大哭，直到大哥拿出小锅又破涕而
笑。在家里最贫困的时候，父亲和
家人给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而如
今子女围绕在父母膝下的日子却一
年见不到几次，在家里的日子，我给
父亲理发，给他洗脚。我问父亲，您
想我吗？父亲说，见不到谁，就想
谁。他对我们的感情就像那清远淡
逸的梨花，安静，自在。

亲情就是这样，不一定说，却
一直在。只要有什么事情，第一在
你身边的人，必定是你的亲人。亲
人，就像那素雅的梨花，有颗淡泊
的心，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温婉宜人
地盛开着。

“梨花院落蓉蓉月，柳絮池塘淡
淡风。”描写梨花的诗句唯美，如一
副清远淡逸的水墨画，置身此情此
景中，我想全身都能感受到梨花的
清香,清淡而永恒。

若有微风，花枝跳舞起来，轻盈
而细碎。有花瓣随风飘洒起来，我
把所有的美好都锁进了心底。

春天，天空很干净，在纯净的季
节我学会了把自己的心也打扫干净，
安放了拥有同样记忆的人和事，安静
的看花开听花语，偶尔写一些或快乐
或忧伤的文字，安静的或欢快地期待
来年的一树花开，素锦如云。

香格里拉，在以往的理解里，她是一
片圣洁的乐土，那里有雪山、有草地、有湖
泊、有河流、有羊群和牦牛。这些固然是
香格里拉的标志，但我在香格里拉三四年
的时光里，我认为最美的应是那些坐落在
圣洁的雪山脚下、那些依偎在蔚蓝的湖泊
旁、那些矗立在广垠的草原上、那些深藏
于江河谷底的乡村。

本就是农村出生及长大，从小与牛羊
为伍、与蓝天白云作伴，对于农村的生活
可谓轻车熟路，对乡村总有些许剪不断、
道不明的情愫。我想如果不是自己的生
长环境所塑造了自己对农村生活的适应
能力，我也没有自信能在这里一呆就是三
四年，当然，除了这点，更多的是这个地方
所呈现的美好以及她所给予你的期盼以
及那些只要你自己足够努力就能看得见
摸得着的东西。

2013年因本专业的实习课程，走进香
格里拉酒业，协助收购香格里拉高原产区
德钦赤霞珠葡萄基地的采购工作，从玉龙
雪山脚下一路向北，从汹涌澎湃的虎跳峡
进入陡峭俊美香格里拉大峡谷，从遍地开
满狼毒花的小中甸进入长满仙人掌的奔
子栏，从牦牛遍地的白马雪山到常年积雪
的梅里雪山，从滇藏交界佛山再到植被茂
密的澜沧江茨中地域，再跨越澜沧江流域
进入金沙江流域的腊普河谷地域。这一
路的地貌气候可谓三里不同地、十里不同
天，江河、冰川、草地、湖泊、峡谷以及村落
和人们。

翻起第一次走进香格里拉的日记，里
面有记录下来的一些点点滴滴，仅是从单
一行业的视角出发，试着以一叶而知秋，
但已然不可能：

雪山，心中最纯洁的地方，就像心中
的梦想一样，静静地矗立在那巍峨的高山
之顶。得不到，所以神秘；因为梦想，所以
向往！

为了寻找心中的那一片净地，执着、

任性地往前走，不管今后如何迷茫，如何
颓废，但留初心。

走进她，去感受那山，那水和那人。
——2013 年 9 月 18 日记于香格里拉

经济开发区香格里拉酒业员工宿舍
现在翻看起来，感觉仍然如初。不管

世界如何发展，不管天涯海角，个人一直
觉得在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个香格里
拉梦，只是有没有去追寻罢了。

今天是收购奔子栏葡萄的最后一天，
也许是农户把好的葡萄拿来自己酿酒或
卖给别人，反正这个地方的葡萄及葡萄园
给我的感觉不是很好，整体留下来的多部
分是病烂严重，达不到做好酒的要求。

然而，没有让我失望的是去德钦的那
一路风景，放眼金沙江，月亮湾近在山
脚，金沙江重刷的宽阔河岸中间坐落的
一座小山蜂将金沙江缠绕，像上玄月般
美妙。

翻越那巍峨的山后就看到了一片片
茂密的针叶林带，之后是云雾缭绕的白马
雪山，那神秘、那神圣，远远地耸立在山顶
的白云之上，而我们却一点点地靠近她，
一步步地走向她，那种一点点地揭开新娘
的面纱般的兴奋在血液里沸腾，回旋的盘
山公路，那耸入云天的松树林，那一颗颗
泛黄的枫树，那随处奔腾的雪山融水，那
悠然自得的牦牛，那只够两个人住的树
屋，在夕阳的余晖下，泛着一层平静而安
详的气息。在这样的环境里，尘世的纷
乱，落满尘埃的心灵都将涤荡远去。

——2013 年 9 月 25 日记于香格里拉
德钦县城旅馆

奔子栏是香格里拉的农村中比较漂亮
交通条件较好的一个乡村小镇。她的美
不仅在景，更在于她的葡萄产业和风土人
情。

那个时候的自己并没有想太多，多半
是记录自己心里的感受，如今想来，更多
的并不是那刻糟心的葡萄收购心情和那

瞠目结舌的美景，而是奔子兰这个“滇藏
线”上的小镇葡萄产业的发展现状，政府
统筹的葡萄产业在单点上面临市场竞争
时，该如何去掌控产业的良性发展方向，
该如何去调整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关系
等。而奔子栏、佛山因地域的特殊性，产
业和各方面将会成为香格里拉葡萄产区
首当其冲被市场无形手所摧残，当然，任
何的区域性经济和产业最终的归宿都将
是市场化，所不同的是，在市场化的过程
中如何去定位区域产业，使产业链利益最
大化受惠于地方。

拉金神谷！
一个只有神仙才会居住的地方，没有

过江桥，没有公路，完全的与世隔绝，唯一
的与世沟通的就是那两条横江吊索。

人们辛辛苦苦地将葡萄筐背上山，装
满了葡萄后又背下山，之后人和葡萄一起
通过过江索划到江这边，然而葡萄的病害
很严重，根本无法酿造酒，过完称计量后
大部分倒掉。那份心情，太沉重了。

为什么这样的地方不选择种植名贵
的药材，而却选择了种葡萄，性价比太低
了！

看着人和葡萄筐一起在吊索上来回
划过，我的心已经跌到了澜沧江的水底。

这个地方太苦，苦得让人生畏！
这个地方太美，美得让人心碎！
——2013 年 10 月 4 日记于香格里拉

燕门乡村旅馆
葡萄酒产业与香格里拉的结缘，那是

历史发展的偶然也是必然。偶然性在于
天主教的传播，以至于葡萄酒得以在这

“三江并流”的河谷中扎根生长；必然性在
于“三江并流”河谷的高海波低纬度独特
地域性气候以及香格里拉这一精神品牌
的打造，葡萄酒是文明与和平的产物，在
这一点上，这两者的结合真可谓是锦上添
花相得益彰。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种上葡
萄，产业布置应因地制宜，就像现在回首
过来看到这篇日记时的感悟，交通限制仍
然是香格里拉农村葡萄酒产业的硬伤，不
仅仅表现在基地原材料的运输，更多的时
候所表现的是在一些外来材料的运输成
本上，举个例子，从北上广一带采购的包
装材料，昆明到当地的运输成本都要比从
发货到昆明的成本高出许多，造成在同类
产品的竞价中明显处于劣势。随着香格
里拉的发展，“香丽高速”“香丽铁路”的打
通，相信对香格里拉各行各业的发展必定
会造就一个更良好的环境。

发展对于任何一个地域来说或多或
少必定会带来破坏，虽然任何由发展而带
来的问题必将由发展来解决，但香格里拉
确实是一个较敏感的地域，她那多元化的
自然特性、生态特性都是她较宝贵了的资

源，也是她得以立足的根本。所以在农村
产业的布局和规划上，这点由为重要。
2015年有幸再次路过拉金神谷，那两条吊
索横江已然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桥梁
和公路，有所高兴也有所失落，高兴的是
这个地方的人们再不用那么苦那么累，失
落的是当年的那些震撼已然不复存在。

早上8点，从塔城出发，开车穿越腊普
河谷，路边嫩绿的稻田种满了小麦，整齐
而铺满整个河谷，远远的看见远处的葡萄
园错落有致地矗立在村落间，晨雾和炊烟
飘荡在泛黄的秋冬季，旁边的腊普河潺潺
而流，远远望去这的山型地貌极像“蒙娜
丽莎的微笑”中的背景。

塔城，一个高原上的江南水乡！
——2013年10月22日记于香格里拉

塔城宾馆
这一程下来，大致转完了香格里拉的

葡萄基园和种葡萄的村落，有过留恋忘
返，有过担心纠结，更有过伤感同情，葡萄
酒产业对于农村来说无疑是一条集合种
植-生产-销售的较长产业链，同时也是一
条能让底层人民受惠最大的产业链，更是
一条及其符合并升华乡村环境的产业
链。然，更多要做的是如何实现技术成
熟，在保质保产的情况下实现旅游观光式
种植。

宏观现在的中国农村的发展，成长型
人才、劳动力外流较严重，许多乡村土地
荒芜，许多村庄只剩下留守儿童与老人，
更盛的直接变成空村，而城市的压力越来
越大，城市的平民窟越积越多，可大胆地
设想将来农村的发展无疑就是城镇化或
空村化。在这点上，香格里拉的农村就发
展的很好，至少未发现较大的劳动力外
流，但对于云南省这个旅游大省中占浓墨
重彩一笔的香格里拉，在旅游资源的开发
上相信也会有饱和的一天，若走深度旅游
开发的话，相信乡村旅游必将是她的独特
之处，那是田园乐土与香格里拉精神的锲
和。而致力于振兴、发展乡村产业，完备
乡村设施建设将是实现这一旅游设想的
必经之路！

香格里拉，以精神乐土的形象矗立在
世人心里，“乐土”是否也表现为这一方水
土里人们的安居乐业。而处于21世纪“空
化”的中国农村，香格里拉乡村乐土的建
设与开发会不
会成为中国乃
至世界农村的
北极星？守护
香格里拉，从
守护她的乡村
开始；发展香
格里拉，从发
展她的乡村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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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梨花
那丽珍

调皮又可爱的孩子们
——节选自《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系列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