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18年5月11日 星期五

副刊投稿信箱：fkbdqrb@126.com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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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5月8日四版）展开叠在一起的信纸，
是她工整的字体：
尊敬的王老师：

您好！
老师您真的要走了吗？对于我来说这件事发

生得太突然了。老师您离开我的时候，我的心很
伤痛，无法想象您离开时的场面，哪怕是您在平
时说的一句话，也会增添此刻的离愁别绪。老师
我特别特别地希望您能留下来，我真的很舍不得
您走。一个月了，从您第一次走进课堂到现在分
别的日子，我们共同走过的30多个日日夜夜，您
的身影，您的笑声，您的一举一动，您的喜怒哀

乐，都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定格
在我的记忆里。忘不了每一次上
课之前您给我们教的英语歌，忘
不了您每一次细心批改的作业。

老师我知道您在这里受了很
多的委屈，真的对不起，老师让您
受苦了。

老师如果以后还有机会的
话，我们还会见面的，我会记住您
对我的好，永远会记住，我会努力
地学习，长大以后像您一样给农
村的孩子教书。

老师您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
伟大无私的老师。您有一颗善良
的心，您这么有爱心，像您这样的
人走到哪里，也会得到别人的尊
重和爱护。老师，我爱您，我会永
远记着您，祝您身体健康，天天快
乐。老师这个照片我是给您的纪
念品。

老师祝您一路平安。老师再
见！
此致

敬礼！
学生：东智吉
2013年5月24日

看着她笑着站在树荫下的彩色照片，我知道，
这可能是她长这么大唯一的一张照片。在她生
长的这个地方，女孩子上学是极少极少的，要不
是这几年政府大力支持，像她这么大的女孩，也
许早就嫁作他人妇了。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单
薄了，根本无法左右像她那样千千万万女孩的命
运。家里永远都需要劳力，放牛、挑水、砍柴。而

城市里就不一样了，就算是考研、读博，还不是要
吃饭穿衣吗？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农村一套
房，这样的生活也不见得就是好。挤在城市里，
不愿回家、不敢回家，家里的爷娘盼星星盼月亮
的，也盼不到他们一个影子！什么时候衣锦还
乡？什么时候出人头地？什么时候回头看看生
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什么时候才能想起白发苍
苍的双亲。我不知道以后的她，会有一个怎样的
将来？

第二天早晨，我在操场上极目张望、寻找她。
最后，看见她坐在台阶上，满腹心事地看着手中
的书，喃喃地读着，看那一副恍惚的神情，是因为
我要走的事吗？我快步走到她跟前，弯下腰小声
对她说：

“这是你唯一的照片，还是你留着吧，也许以
后再看它的时候，会想起你的中学时代。”

她迟疑着接了过去，也许她不知道还有半个
小时就将启程的我，虽然没能留下她的照片，但
她梳着马尾辫、闪着光彩的淡淡忧郁的大眼睛、
以及纤巧轻盈的身影，已经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
海里。我怎么能忘了呢，在那些遥远、寒冷寂寞
的冬日里，那个聪明细心、追求知识、善良美丽的
藏族女孩。我们身上，虽然流着不同的血液，却
丝毫不影响我们共同的思想，我们都拥有一颗积
极向上、追求进步的心灵，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虽然她还只是个孩子，却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心灵
慰藉啊。

在那遥远寒冷的青藏山区，有位藏族女孩，她
的名字叫东智吉，东智吉，多么动听的名字啊，东
方、智慧、吉祥，我能这样理解吗？善良懂事、聪
明好学的女孩，多么让人牵挂，难忘啊……就让
我，把这首《花期》，献给你吧：

每个孩子都是一粒种子

每粒种子都有不同的花期
只要，有适合的土壤
只要，有灿烂的阳光
只要，有滋润的雨露
再木的种子都会发芽、开花、结果
有的花
一开始就绽放芬芳
有的花
却需要漫长的等待

我多想
把苦难中的你们
耐心地等待
我多想
精心地陪你们成长
——我是愿意倾心支持你们的啊
只为能见到你们
即非同一般
又与众不同的
姗姗花期……
噢，那瓶放在箱角的洗发露，你见过的，也是

我特意为你准备的。那天我摸着你乌黑的发辫，
心想，等走的时候就拿给你，我知道，那可是你这
样的女孩子最心仪的东西呀。直到离开你好几
个小时后，我才记起了那瓶洗发露。唉，坐在奔
驰的青藏列车上，我久久地把洗发来露拿在手
里，一遍遍地触碰着它，闻着它的磬香，最后，我
把它从车窗里抛了出去，就让它躺在我曾经走过
的大地上吧。

想起那个遥远冰冷的学校，你的影子，就浮现
在我的眼前，一种心酸和感动便油然而生，多么
细心，多么善解人意的女孩啊，好孩子，你还好
吗？

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听音乐，我说：这是齐
秦的《大约在冬季》，歌词听的明白吗？我知道
你们缺少汉语交流的机会，本来听不太懂汉语
的你，却还要一口一个：是，是，是。我清晰地
记得你坐在我的床沿上，我坐在桌前的椅子
里，床和桌子紧紧相连，我和你也紧紧相挨。
你一面说，一面笑；或是我说，你静静地听，你
说，我静静地听；或是我们一起笑，抢着说，因
为你的汉语时不时地卡住，我去接，越接越好
笑……你直直地对着坐在椅子上的我，我也只
需稍稍地偏过头来，就可清清楚楚地看见你清
纯美丽的脸庞，我们没有任何隔膜，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我告诉你外面的天地，你给我讲学
校里我熟悉的、不熟悉的人和事，你笑着说，我
也笑着听。由于天冷，平时除了上课很少出门
的我，从你那里，知道了你们这里独特的风土
人情，你多么善良、多么透明、多么让人牵挂啊
……今天，再次展开你写给我的信，仿佛看到了
你一手拿书一手把我的屋门带上、并迅速转来
的轻盈身姿。我曾不止一次地想，我要有这样
一个女儿该多好啊……此刻，写着这些文字，泪
水一次次地打湿了我的眼帘……在朦胧的泪光
里，我看见我们分别的时刻，你和你的同桌携
着手，哭着跑下楼梯……好孩子，你现在哪里？
还好吗？无论时光过去多久，你们的身影、笑
语、你扎着马尾辫的长发，都永远地留在我的
心底。还记得吗，给你那盏小饰灯的时候，我
顺口说了句这样的话：我们的心中，都应该有
一盏灯，让它照亮生命，照亮前程。不知道你
听懂了没有，如果心中亮着一盏灯，就是亮着
一个希望，有了希望的支撑，不管生活多苦多
难，我们都会在希望里，在这盏灯的陪伴下，永
不气馁地永远向前…… （全文完）

藏族女孩东智吉
王海岚

清风习习，落日残阳。据说这是写小
说的人构思作品的最佳时辰。于是，他走
向郊外，去寻找灵感。

远远见草坪上坐着一位小青年，正低
头翻阅一本杂志。蓦地，封面上那熟悉的
刊名跃入他的眼帘。杂志里有他最得意
的作品——短篇小说《突破》。

意外的发现使他大喜过望，不由得停
下脚步，把这位亲爱的读者打量一番：小
青年长得一表人才，衣着光鲜，毛发灿
然。再瞧他那酷爱文学的劲头，定是文坛
未来的新秀。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油然
而生。他趋步上前主动与小青年搭讪。

“这书刊……怎么样？”他边问边弯腰做谦
虚状。

“不怎么样。”小青年淡淡回答，并奇
怪地看了他一眼。

他不甘心，鼓足勇气又问：“那……
《突破》呢？听说已被列为评奖篇目。”

“诺贝尔奖又怎样？”小青年见他一脸
惶惑，忙解释道：“你大概没读过这篇东
西，天底下竟有这样写小说的，吃饱了没
事干，胡编乱造……还《突破》哩，我看谁
也读不懂、突不破。咦，你不相信吗？请

看看这一段……”
他只觉得脑袋轰响一声，五官错了

位。重新打量这个小青年，横看竖看越看
越觉得不顺眼，禁不住在心里诅咒开来：
呸，看你暴眼突鼻，大口马牙，一副不学无
术的流氓相。好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不
知天高地厚！你懂得啥叫文学？别再胡
说八道，满嘴喷屎！

小青年没发现他满脸的悻悻之色，仍
在兴致勃勃地继续发表他的评论：“不过
这篇小说表现手法新颖，敢于探索的精神
值得肯定。如果……”

“真的？”他像灌了一口蜜糖水，甜滋滋
乐呵呵忍不住笑出声来。“好聪明的小伙
子，我早就看出你才华出众，是个行家！”说
罢，一把握住小青年的手使劲不放。

“……？”小青年瞪大惊愕的双眼，把
他看了又看，像明白了什么，旋即摇着头
苦笑起来。

他也从他的笑声里明白了什么，顿觉
脸颊发烫，背有芒刺。

清风习习，落日残红。这当然是捕捉
灵感的最佳时辰。但此时他竟没有心思
再去想那些写小说的事了……

麦子黄了的时候，连天的麦浪是很有气势的，一
浪连着一浪，撵不上，也看不到边。

娘坐在田埂上，嘴里叼着一绿野草，白发淹没在
无尽的金黄里。她老了，这些麦子也老了，该归仓
了。娘在盘算着今年的收成。

老牛在不远处啃草，尾巴悠闲地甩着，像是在赶
着那些麦浪行走，这些经它犁过的地，种过的庄稼都
成熟了，那些深深的蹄印，如今，都灌满了风，灌满了
丰收的气息，都随着滚滚的麦浪流向远方。

麦子挺着腰身，饱满的麦粒躺在麦囊里，头上的
芒闪耀着光亮，在风里点着头，像是在感恩大地，感
恩劳作过的人。

燕麦也抽穗了，一兜一兜的高出麦子好多，这些
长着黑胡子的家伙，偷吃了麦地里的养分，格外的旺
盛。不过也好，我们拔起来方便。枪打出头鸟，敢在
麦地里出头，那就对不起，连根拔掉它。

庄稼人对于燕麦是绝不会手软的，锄地的时候
就把它当做麦子的第一杀手对待，可惜的是，燕麦和
麦子长得实在太像了，不仔细看是很难分辨的出的，
即便是村子里种庄稼的老把式也不能完全消灭它。
多年的习惯就是先放过它，等麦子抽穗再修理它。

庄稼人对燕麦是不敢含糊地，必须抽时间在小
麦扬花之前清理门户，不然，一旦过了扬花期，燕麦
的种子还会在来年发芽，即使这样，年年拔燕麦，年
年燕麦长。有可能，多彩的世界里，谁都离不开谁，
这也是自然界的神奇之处。

麦浪翻滚的时候，麦棵里也有很多野草和野豆
和它们共生，并随之奔跑。野草已经失势，麦子的气
势早早压过了它们，这些老得满头是籽的野草们，只
好折服在麦子的下面悄然老去，留下它们干枯的茎
根。尤其是那些野豆，攀附在麦秆上，拼命地傲着

头，但也只能在麦穗下面拖着瘪瘪的果实走完一生。
娘隐在麦浪里拔草，她的衣服浸满汗水，盐霜的

痕迹清晰可见，她已习惯了这样的劳作，骄阳和热风
都被她甩在身后。麦子随风起伏，不停地摇摆，只有
她挺立着，像一尊佛，护佑麦子的佛。

我一直对麦子怀有钟爱之心，那东西从下地到
成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其间带给我们的欢乐是无
穷的。大雪封山了，麦地成了我们的天堂，村子里孩
子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根竹竿，身后领着狗，一块麦
地一块麦地地寻找野兔和山鸡，寻着了，我们就撵，
我们跑，狗也跑，直到抓住猎物，大冷的天，个个头上
都冒着热气，脸上漾着微笑。麦子起春、拔节、养花
时节，我们就捉迷藏，打水仗，更有意思的是可以一
个人卧在麦地里，静静地偷吃麦地里套种的嫩豌豆，
甜滋滋的，青青的甜带着麦子的味道，惬意极了。

娘侍弄麦子比照顾我们用心，
她一生都和庄稼一起沉浮，麦子是
她生命里的海，任何时候都是波澜
壮阔的。

和别人家的麦地不同，我们家
的麦地是从不扎稻草人的，因为娘
几乎天天都在麦地里劳作，家雀再
胆大也是不会飞临到我们家的麦地
里觅食。娘会把麦地里草拔得干干
净净，麦子也是选了又选，齐刷刷地
站在一起，很是好看。当然，我们家
的麦子一上场，就会作为麦种被邻
居们一抢而光，兑换的麦子自然比
收的多多了，只是麦子的品相差些，
对此，娘并不在意，能帮上邻居，她
是愉快的。

生活在乡下的人都会对粮食有无比热爱之心，
他们敬重粮食，敬重庄稼成熟时的张扬，也会倾心陪
伴于庄稼身边，把青春和生命都当做肥料献给庄
稼。他们喜欢碧绿、喜欢金黄，喜欢沉甸甸的麦粒，
麦子的香他们闻得到。

我曾经无数次走过麦地，深深的对起伏的麦浪
心存敬畏，它们手牵着手，以大海的气势翻滚，南坡
北坡地跑，循着太阳的光线跑，饱满的麦粒在光芒跃
动中炸响，那份凛冽，焦脆中带着热辣和泥土的清
香。

这个时候，是娘最宽心的时候，她的心也随着麦
浪翻滚，眼看一茬的麦子丰收在望，生锈的镰刀又要
闪亮，她为这些麦子祈祷，希望能有个好天气，让撒
野的麦子们回家。

麦浪滚滚，今年又是一个好收成，娘说。

仙人掌是墨西哥的国花。因为拥有
1000余种仙人掌科植物，所以墨西哥被称
为仙人掌王国。

令人惊奇的是，在墨西哥最美味的小
吃竟然是仙人掌。墨西哥人吃仙人掌很有
一套。他们把仙人掌果实外边的刺利索地
削去，然后很快乐地生吃。就像咱们中国
人生吃黄瓜或萝卜一样，感觉很惬意。

除了生吃，凉拌之外，煎炒或者和肉一
起炖着吃，也别有风味。柔嫩多汁的绿茎
可以盐渍糖腌，做凉菜、酸菜和蜜饯，味道
也不错。墨西哥的菜市场里有大量仙人掌
嫩茎出售。除了直接生吃，还可以用果实
熬糖、酿酒。

在墨西哥朋友家品尝仙人掌佳肴，齿
颊留香。仙人掌炖牛肉，味道甘甜清香，回
味无穷。朋友说，一天一片仙人掌，年龄不
随岁月长。

置身墨西哥街头，我发现，在大小饭馆
里、小吃摊上，都能品尝到吃法多样、味美
价廉的仙人掌菜肴：凉拌、爆炒、炖煮、煎
烤。而最典型的吃法是将仙人掌洗净，切
成小块，加少许食用苏打，与洋葱同煮。另
外，用仙人掌制成的甜酱、蜜饯和糖果也是
墨西哥风味小吃之一。

仙人掌的果实也非常美味。用刀从当
中切开，剥去果皮，就露出水汪汪带着籽粒
的果肉。咬上一口，汁多味美，清香、滋润，
既解渴又顶饱，味道有如石榴般甜美。特
别是长途驱车口干舌燥时，如果能吃上几
个仙人掌果，精神立刻为之一爽，疲乏也随
之而去。因此墨西哥人称它为“仙果”。

墨西哥人爱吃仙人掌、仙人掌果，因为
它们鲜嫩多汁，营养丰富。仙人掌果分为

白果、紫果和酸果。白果肉瓤呈淡绿色，又
有点泛白。紫果肉瓤呈紫红色。无论白果
还是紫果，新鲜果肉都汁多味美，给人玲珑
晶莹的感觉，可谓色香味形俱佳。酸果味
道太酸，像纯柠檬汁，不宜直接使用，墨西
哥人把它加工成各种调料食用。

仙人掌茎是墨西哥人最喜欢的当家菜
之一，就像北京人爱吃大白菜，甘肃人爱吃
土豆一样。仙人掌嫩茎可以凉拌、做泡菜、
沙拉酱、调料等，也可以热炒，清脆爽口，风
味独特。

仙人掌炒辣椒是当地人特别喜欢吃的
一味小吃，算是墨西哥平民家中的一道家
常菜。之所以备受欢迎，是因为墨西哥人
同时也非常喜欢吃辣椒，哪怕吃水果也要
蘸着辣椒酱吃，真可谓是无辣不欢。而仙
人掌炒辣椒，特别符合墨西哥人的口味。
仙人掌甘甜清香，融入辣椒的热情，犹如美
女配帅哥，口味上默契和谐，堪称绝配。仙
人掌清爽的淡绿转白的颜色，搭配火红的
辣椒，颜色先声夺人，味道自然更值得期
待。

我的母亲，已经年过半百。远远地望着她，感觉
精气神都衰了一截，近近地看着她，头发已经开始泛
白，额头上也有了深深的皱纹。30多年过去了，母亲
看着我一点点长大了，而我也看着母亲慢慢变老了
……

听外婆讲，母亲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所以没有
太多的文化，她辍学后每天帮忙外公外婆做家里的
农活，有时要放马放羊，有时要去山上砍柴，有时要
去田里劳作。但她始终对生活保持着坚韧，也充满
着乐观。听外婆说，母亲13岁时，看起来已经是一个
大姑娘了，每当山上积雪的时候，母亲就随村子里的
大人们翻越20多里山路，去背一大筐积雪回家，然后
熬点红糖水去集市上“卖雪饼”。一筐雪可以卖10多
块钱，完了又拿去给舅舅们买笔和纸。类似于这样
的事还有很多……

从我记事起，都只记得母亲辛劳忙碌的身影。
记得5岁那年，母亲忙不过来领我，就把我送进了村
里的学校去读学前班，由于学校规定不能收插班生，
母亲一连跑了校长家3趟，校长才勉强答应。入学那
天，我哭得稀里哗啦的，死活不去上学，母亲在学校
门口的小卖部给我买了一个气球，我才勉强没有哭
闹，母亲告诉我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放学后多等一
会儿，她才会来接我。后来，我稍微懂事了，才知道
那时母亲每天先把我送到学校，又立即回家去安顿
好弟弟。紧接着，她得忙着去干活，挖田、种地、背
土、堆土基，一天也就只能挣五六块钱，有时是去别
人家里还工，别人家需要做什么就得帮着做什么。

年轻时候的母亲总是起早贪黑，忙里忙外。家里农
活多，从来没有听见母亲说苦说累，她一直默默地承
受着生活的苦累……

后来，我长大了，也开始帮着母亲做点事情。母
亲在一家单位帮忙煮饭，她每天早早起来烧水、做早
点、洗碗、买菜，一直要忙到中午，收拾整理好厨房，
才能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每逢赶集的日子，她料理
完日常事务，就推着一辆手推车到粮食市场，做点小
买卖补贴家用。她收购了很多大米，一个人运不回
来，我就跑去帮忙她，我们母子推着一车千斤重的大
米，拉回仓库里面堆放好。过上两天，母亲还得把这
些大米送去给加工米线、饵丝的老板，那时一斤大米
也就只能赚几分钱。在我的印象中，我去帮忙拉大
米、送大米的时候差不多只有30多次，多数时候是母
亲一个人去的。

有一年，母亲与别人合伙做鱼饲料生意。那时
村里有很多的鱼塘，也有好多的养鱼户。母亲把
鱼饲料供应给养殖户，到打鱼的时节，直接用鱼来
抵扣饲料款。寒冬腊月里，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
间，母亲都奔忙于打鱼、拉鱼、卖鱼。由于市场不
好，囤积起来的鱼一下子也卖不掉，就索性放在了
网箱里放养着，一天晚上风太大，一个网箱被风吹
掀翻了，网里将近几千斤鱼跑入偌大的草海里一
条不剩。第二天早上看到这个景象，母亲一下子
气得大哭了起来。那天早上我也在场，我拉着母
亲的手，心里非常难过，价值几万元的鱼就这样没
了。我知道母亲心里的痛，那种打击和无助是多

么残忍，可后来母亲又振作起来，从腊月二十到正
月十八一口气卖完了剩下的鱼。内心坚强、身体
力行的母亲，遭遇意外打击，但她还是勇敢地挺了
过来……

母亲很勤劳，又善于动脑，又肯吃苦。后来的几
年，她还坚持种庄稼，和父亲一起劳作，家里也盖起
了大房子，她自己种兰花，承包经营农家乐……总
之，她没有闲着，这么多年，一直忙碌着。其实，我们
都很心疼母亲，这么多年的辛劳，母亲也积劳成疾，
腰椎间盘突出、胃也不好，还做过胆囊手术。但为了
这个家，为了我们兄弟，为了有幸福的生活，她默默
地操持着家里的一切。

现在，我们兄弟都长大了，也都成家了，母亲也
有了2个孙子，1个小孙女，本该好好休息养老了。可
她依然终日奔忙。有一天，我回到家，母亲刚好身体
不舒服，我就劝她注意身体、好好休息。可她却对我
说：“我现在50多岁了，别人已经到处去玩去闲了，我
是不喜欢，坐车坐飞机还晕车难受。我要是身体没
什么大病的话，还可以再苦几年，我这个人是不怕苦
的，有什么能帮你们的还可以帮一下”。母亲说完立
马做饭去了。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很纯粹的人，她没有太
多的文化，也没有随时代有太大的变化。但她始终
坚持着她内心和外在的朴素，始终愿意吃苦奋斗。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源自她无尽的苦、无尽的
爱。母亲一直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给我们一个朴素的
道理，有苦不用怕，苦才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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