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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
云南省楚雄彝族
自治州永仁县中
和镇直苴村，正在
举办彝族手工刺绣大
赛——赛装节。永仁县
城里，万人空巷，直苴村的
山头上，却是人山人海，人头
攒动，万花攒动。身着花花绿绿、美
丽绚烂民族服装，戴着高贵美丽公鸡
帽、鸡冠帽，准备参加赛装、彝绣大赛的
彝族妇女，盛开成了满山遍野的山茶
花、马缨花。

一朵朵的云，是开在直苴山顶上的
另外一种花。一树树正在盛开着的山茶
花、马缨花，是栖息在山顶、树上的另外
一种云朵，是山吐出来的欢喜。赶来参
加直苴村山坡上赛装、彝绣大赛的彝族
妇女们，就是一朵朵、一树树红硕美丽
的山茶花、马缨花。

彝绣是彝族生活的艺术化和提升，
彝绣是彝族刺绣艺术的生活化实用化。
彝族是善于把生活艺术化、把艺术生活
化、把美丽和绚烂绣在服饰上、穿在身
上的民族。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彝族聚居的楚雄彝族自治
州、凉山彝族自治州等地，特别是永仁
县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富起来的彝族群众，对彝族刺绣等
等艺术生活的追求，对生活艺术化的追
求，越来越高，于是原本是永仁县中和
镇直苴村彝族群众自发组织欢度的彝
绣展演——赛装节，其规模和影响越来
越大，影响和表演范围已经超出了永仁
县，超出了楚雄州，超出了云南省，甚至
搬到了上海北京深圳展演。

每年正月十五，永仁县中和乡的
彝族群众就会自发组织起来，聚集到
直苴村的山头山坡平整处，进行赛装，
过赛装节，进行手工彝绣展演和大赛。
正月十五一大早，村村寨寨的彝族群
众就会早早赶往直苴村的赛装场地，
一对对、一双双、一家家、一群群、一伙
伙，沿路都是身着节日盛装、赶往直苴
村的彝族群众，一条路，就成了一条花
的溪流，欢快地向前流淌。乘车行进其
间，就是浮在了花的溪流里。他们全都
笑逐颜开、谈笑风生，满怀着对一年一
度的彝族赛装艺术盛宴的渴盼，满怀
着一饱眼福、欣赏彝绣精品和美丽手
巧的彝家“金绣娘”“银绣娘”的希冀和
幸福渴望。

早晨10点前后，直苴村赛装的山头
上早已是人山人海，聚集了成千上万群
众，等着观看赛装、彝绣表演、彝族服装
秀。彝族少女、姑娘、妇女们大红大绿的

公 鸡 帽、
花裙子，密密
麻麻的，一座偌
大的山头，花团
锦簇。山坡上铺满
青松毛，满山坡都是
新鲜松毛的清香。老人
孩子、汉子小媳妇、姑娘
小伙子，全都穿着绣满花
朵的绚烂彝族服装，席地坐在
青松毛上。最好看的，是小女孩、
妇女们的公鸡帽、鸡冠帽、花裙子，她
们交头接耳，摇头晃脑，就好像是漫山
遍野的山茶花、马缨花在春风中摇曳生
姿，在开心地、脆生生地笑。鸡冠帽是前
后方向直着戴的，公鸡帽是左右方向横
着戴的，永仁县的彝族妇女大多数戴公
鸡帽，但是都很美丽。我媳妇就是地地
道道的永仁彝家女，她也有这样一顶缀
满银亮亮银片的美丽鸡冠帽，时不时会
拿出来戴着秀一下。

直苴赛装节的彝族服装展演、服装
秀、大赛，是以彝族歌舞的形式进行。在
彝族祭师法师毕摩做完祭祀仪式以后，
赛装节、彝绣展演大赛就拉开了序幕。
千千万万彝族绣娘一年来花了无数日
日夜夜、千针万针精心织绣出来的精美
服装，都将在直苴赛装节上、在彝绣服
装秀上秀出来。

直苴赛装节的节目，不仅有欢快奔
放的姑娘舞、小伙子舞、姑娘小伙子共
舞，还有少儿舞、老年舞。其中少儿舞、
老年舞最好看。少儿本来就似花朵，穿
上彝家妇女们手工绣出的彝族服装，更
像一朵朵水灵灵活泼泼的山茶花。老年
人饱经风霜，穿上自己或者媳妇、儿媳
妇、女儿手工织绣出来的彝族服装，一
下子就红红火火、青春年少、精神抖擞
多了。身着手工织绣的彝族服装来赛
装，跳着欢快的彝族歌舞出场的彝族老
人们，一点儿也不让人感觉苍老，反而

只 让 人
感觉到蓬

勃朝气、活
气、生气。他们

是那样会享受和
追求生活的艺术，

是那样对幸福生活
充满热爱。
彝族人喜欢大红大绿

的颜色，彝家女们的服饰设计
没有提前画出花样和图案，她们

都是把放牛放羊时候看见的那些花花
草草记在心里，再凭自己的记忆和想
象，把花花草草画在布上绣出来的。彝
族人崇拜公鸡，因为公鸡是起得最早最
勤劳的，所以喜欢戴公鸡帽。

彝家人结婚都没有媒人，每年农
历正月十五赛装节的赛装场，就是彝
族姑娘小伙谈恋爱的地方。每年赛装
节，姑娘们都用自己亲手绣的最漂亮
的服装去赛装赛美，小伙子是赛乐、赛
高跷、赛拔河。那些姑娘小伙子白天在
赛装场相好了中意的异性，到了晚上
就拉起手跳脚，如果觉得彼此有感觉，
彼此中意钟情，小伙子就可以把姑娘
领着去自己家。到了小伙子家，姑娘害
羞，就让小伙子端饭给她吃。姑娘在小
伙子家住了几天以后才回家。有些姑
娘被小伙子领去几天以后，她的父母
才知道自己的姑娘嫁到哪家去了。彝
家姑娘小伙子们就是喜欢晚上串门子
谈恋爱。白天赛装赛美时看好了哪一
个姑娘最漂亮最手巧，彝绣服饰绣得
美丽，看好了哪一个小伙子最帅气可
爱，晚上他们就会彼此约会。彝家人还
有姑娘房，姑娘长到十八九岁，就为自
己建一间“姑娘房”，准备谈恋爱的地
方，等着小伙子们或者约小伙子们来
串“姑娘房”，约会相亲。那些又漂亮又
能干，却暂时没有找到中意的男朋友
的姑娘家里，每天晚上都有四五十个

小 伙 子 去 串
门，吹牛聊天，直

到公鸡啼鸣了，他
们才回家。

每年直苴赛装节
上，当地彝族歌手小伙

子——“山羊哥哥”李永聪的
歌曲《赛装赛到北京去》、非明荣

的歌曲《一路唱到天安门》都是很好
听的，很能抒发当地彝族群众的豪情。

在直苴赛装节上，除了赛装歌舞盛
宴值得欣赏，羊汤锅一条山街，也很值
得去走走。看赛装、吃羊汤锅、跳彝族
舞，是当地彝族群众的三大享受。在赛
装场旁边的山坡上，有一个瓦房参差错
落、鳞次栉比、美丽的彝族小村庄，小村
庄像一艘小船一样静静地浮在花海花
溪里。当地彝家人砍来一枝枝的栗树枝
松树枝，搭建起青篷，办喜事宴客，举办
赛装节，他们同样如此做，搭建成了青
色篷篷的一条山街，在青篷山街上卖炖
得软乎乎、香噜噜的羊汤锅。满青篷、满
山街、满山坡就都是新鲜树叶松毛的清
香和山羊肉羊汤锅的鲜美味道。看完赛
装节的彝族服装、彝绣展演，再逛一趟
由一个个青篷连成的羊汤锅山街，三三
五五的彝家人，就会聚在一起，围拢在
一个个青篷里，围拢在一个个火塘边，
开开心心地吃一碗羊汤锅，开开心心地
喝一碗荞麦酒。身上立刻热乎乎的，心
里立刻暖洋洋的、甜蜜蜜的，他们就都
会豪情万丈，就要聚拢在一起，手拉着
手，紧紧围成一大圈一大圈，快乐地跳
脚唱歌，展示自己的风采，抒发自己的
情怀，抒发对新生活和新时代的热爱。

永仁县中和镇直苴村委会一带彝
族群众自发组织的赛装节，据说开始于
唐朝，至今已有 1300多年历史。近年来
彝族聚居的永仁县、楚雄彝族自治州和
附近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群众生
活富起来了，又由于直苴赛装节的影响
越来越大，每年正月十五，赶来参加直
苴赛装节的彝族群众越来越多。

随着直苴赛装节的影响越来越
大，一位位“金绣娘”“银绣娘”、一朵朵

“最美山茶花”“最美马缨花”的名声传
扬四面八方，传扬云南省内外。中和镇
直苴村的起翠琼，手工织绣彝族服装
的技艺高超，人称“金绣娘”“金巧娘”。
永仁县莲池乡凹泥奔新村的李济雁、
李丽凤，莲池乡秧鱼村的李晓丽等一
大批“长在深闺人未识”的彝族“金绣
娘”“银绣娘”趁着新时代的春风涌现
出来。她们的彝绣产品不仅远销北京
上海深圳广州等地，甚至还远销美国
加拿大等国。

在我们滇南彝家山寨，一进入冬
月，几乎每家都要在堂屋里烧上一盆栗
炭火暖屋子，火塘的火一燃起来，整个
屋子便暖和起来，家的味道便浓起来，
一家人或者和来访的三五个亲戚一起
围坐在火塘边拉家常，温馨极了。

四十年前，我们彝家山寨的堂屋里
烧的可不是一盆栗炭火，而是一个在墙
角用石头围成的火塘，火塘里烧的是干
树疙瘩。火塘的火比栗炭火大、比栗炭火
热乎，但火烟也大，可以说是满屋子浓烟
滚滚，过不多久，新屋子便被浓烟熏得黑
漆漆的了。当然，火烟也不是一无是处，
阁楼上悬挂着的腊肉是离不开它的，用
它熏过的腊肉，保质三五年没问题，且肉
质香润可口。那些年，我们进城工作了几
年的三兄弟家吃的腊肉，都是父母亲送
来的。尽管这样，亮堂堂的屋子总比浓烟
滚滚、黑漆漆的屋子好住多了，加上这些
年日子芝麻开花般一天天好起来，镇子
上几乎天天有人卖鲜猪肉，熏腊肉就没
有那么重要了，渐渐地，栗炭火盆便代替
了树疙瘩火塘。或许。还有一个原因是因
为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家乡父老乡亲的
生态意识也逐渐提高起来，他们不再上
山挖树疙瘩来烧火取暖。随着时间的推
移，生态炭代替了栗炭。说到火盆、说到
火，便想到我们彝族是一个崇拜火的民
族，父亲说：相传很久以前，天和地是相
通的，天上的神和地上的人和睦相处，经
常相互往来。有一年夏天，天神思梯古慈
派了一个名叫耿丁有惹的天差下凡催
债。耿丁有惹来到人间后，遇到人间的英
雄惹底毫星（一说火体拉巴），惹底毫星
说:“你们住在天上，我们住在地上，我们
互不相干，为什么我们天天给你们交租
还债？今天，我们两个来比赛摔跤，如果
你赢了，我们就交，你输了我们就不交。”
于是两人就比赛摔跤，结果耿丁有惹被
摔死。天神思梯古慈大怒，放出很多蝗虫
到地上，把人间的庄稼吃掉。惹底毫星带
领人们砍来很多竹竿，扎成火把，举火烧
虫，保护了庄稼。为纪念这次胜利，以后
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这天都要举行火
把节，相沿成习至今。这似乎扯远了，又
似乎没扯远，反正都与火有关。

不管怎样，冬腊月在彝家山寨的屋
子里烧盆火暖暖家是很有必要的。你
看，我老舅从和平村到镇上来赶街（即
赶集）了，他一进屋，放下背篓，搓搓手，
走向火盆，说：真冷，烤烤火！正在厨房
做菜的父亲笑眯眯地说：兄弟，烤好火
过来喝酒！老舅爽朗地说：好的！老舅
边说边抬腿向餐桌走去。这时，我家又

进来几个来赶街的亲戚，我母亲笑逐
颜开招呼他们围到餐桌坐下，又到厨
房炸了一盘花生米，做了几个小菜端
上桌来。随后，我们家的周末聚餐开始
了，差不多要到镇上街子散了才结束，
那氛围，真温馨。那时，从文山回到马
关大栗树彝山老家，看到此情景，心里
总是暖暖的。可不，兴能老表的婚事就
是老舅和我父母在火塘边敲定的，大舅
家起房盖屋的时间也是在火塘边敲定
的，我们家及亲戚家的许多大物小事都
是在火塘边敲定的，火塘与我们的生活
息息相关。

不知不觉间，火塘已成为我们生活
中的一个符号，已成为联系家和联系父
亲的一个符号。转眼间，父亲已79岁，就
是79岁那年，父亲走了，永远地走了。80
多岁的母亲，到文山我家住一段时间，
想三弟一家了，又到马关三弟家住一段
时间。大栗树彝山老家门可罗雀，火盆
也没人烧了，笑声也没有了，我的心里
空落落的。说到火塘，便想到父亲在火
塘边对我说过的话：晓平，过去我们去
你外婆家、奶奶家都是走路，现在都通
了乡村公路，就是还没有我们家的私家
车。等以后买了车，你们一定要拉我和
你妈到和平、裸洒去看看。父亲，大山般
的父亲，我要大声告诉你，我们家现在
已有了私家车，我们不仅可以开私家车
到和平、裸洒去看看，还可以开私家车
到昆明三娘家玩。父亲，你听到了么？

一进入冬月，总会想起滇南大栗
树彝山老家的火塘来，那火塘温馨
极了……

火塘 周祖平（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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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盘江是珠江上游的嫡系正源，
在贵州望谟或者是万峰湖以上，我们
习惯称为南盘江。南盘江在曲靖市马
雄山东麓，一个杜鹃花开遍山野、福音
禅寺余音袅绕的地方，一江春水向东
去，千里珠江奔流不息。

像一条美丽的绸带，南盘江从北
到南串起了曲靖、陆良、宜良、开远、弥
勒等一个个珍珠般的坝子，期间还有
抚仙、星云、阳宗、杞麓等众多山间湖
泊如晶莹宝石夹在其中，这些都是云
南经济人文最为发达的地区，说南盘
江养育了一方水土一点也不为过。南
盘江是母亲河，承载着整个滇东、滇
南上千万人民的生生不息，养育着这
片充满朝气活力的红色大地。曲靖更
是与南盘江结下不解之缘，云南段六
百多公里的河道，曲靖就占了三分之
二，从曲靖出发，哺育滇中留下一段
美妙的弧线后再返回曲靖下辖的师
宗、罗平两县，与同样发源于马雄山
片区的黄泥河汇合后入黔桂界，再遇
来自马雄山西北麓的北盘江，滔滔江
水捎带着滇东高原的问候和深情逐浪
而去。

南盘江在曲靖分为南北两段，南
段师宗、罗平境内大多沟壑连绵、峡谷
深邃，水流湍急，多为野山密林之地。
北段沾益、麒麟、陆良境内的南盘江却
给每个人留下了太多的记忆与乡愁。
比不了长江黄河的磅礴大气，也赶不
上澜沧江怒江的滔滔奔流，千百年来
她汲取着漫山遍野鲜花的芬芳，顺着
一根根钟乳石滴答落下，顺曲沾坝子
潺潺而流，河水舒缓，映照南国，也难

怪古称温江、盘水。曲沾、陆良坝子均
为断陷湖盆地，过去都是一汪湖水、碧
波荡漾，湖水退去后又接受河流的改
造和沉积，千万年的河湖积物造就了
盆地的富饶，而南盘江也就继续用她
的温情养育着这方热土。一路上，沾益
松林古镇、麒麟珠街八塔古墓群和陡
山洞炭化稻遗址、潦浒瓷器、陆良小堡
子元代古城……都在讲述着南盘江源
远流长的人文历史。

在坝区里，南盘江温和儒雅，尤其
是陆良段笔直如轨，其实是人们改造
自然战胜水患的结果。43年前的 1977
年冬天，十万人用半年时间手挖肩扛，
硬是新开挖出近 30公里的人工河，虽
不如红旗渠十年凿山筑天河，却也是
珠江水千年改道辟新路。那是一个时
代的精神，是人们战天斗地、不惧艰险
的勇气和豪气。从古至今，南盘江水只
要泛滥的时候就会给沿岸的百姓造成
灾难性的损失，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
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地兴修水利、截弯
改道、炸滩泄洪、根治水患，南盘江水
才能一劳永逸，造福百姓。有了新南盘
江，老南盘江还是绕着我们村口静静
地流淌，再也没有那种洪水一来就惊
慌失措的紧张，没有那种村里大喇叭
一响我们全村都赶去圩上搭草席帐篷
的慌乱。记得那时夏天，我们都泡在江
里，惹得每次回家母亲都要用指甲壳
在身上刮几道印子，看看有没有去游
泳，为了不被挨打，就从背后的网兜里
拿几条小鱼儿给母亲开心。每到五月
栽秧季，大河里一放水，门前屋后小沟
小渠里都是划船的地方，这个时候洗

衣做饭全在这里，我们上学前只要把
鱼兜放在下水处，放学回来就是满满
的一兜小鲫鱼、鲤鱼……其中还会夹
着一两条小青蛇。南盘江养育了我
们，我们也依恋、敬爱着南盘江，其中
有亲自参与修水库、炸石滩、开新河、
筑良田的我的亲人。唯愿南盘江在两
岸人民的手里变得更加风调雨顺、天
遂人愿。

水是生命之源泉、自然之灵魂，对
一座城市来说更是灵气。曲靖城临江
而建，南盘江记载着曲靖的历史，无论
是庄蹻入滇、秦开五尺，还是南中往
事、爨氏治滇，抑或是元跨革囊、明清
中兴，盘江水都记录了这片热土千年
的磁性。虽没有那些滨海沿江之城的
灵气，亦没有杭州牵手西湖、昆明依
偎滇池的福气，但曲靖有秀美的南盘
江——一条通江达海、风光旖旎、景色
迷人的母亲河。自 2016年以来，曲靖市
委、市政府全力实施南盘江综合治理
保护工程，从防汛、生态、水质改善、
旅游休闲、绿色经济等方面着力，把
保护、建设南盘江作为重中之重，营
造水清岸绿、城乡融合、乡村阡陌的
田园风光城市美景，让南盘江重获新
生，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曲靖发展的中
心主轴，亦即城乡发展的融合纽带，
一边是高楼新城，一边是乡野春潮，
绿意盎然、江水碧波，成就曲靖城发
展的广阔背景。

人们常说，有多宽的江河就有多
大的城市，有多美的山水就有多壮丽
的天地。于曲靖和南盘江而言，有多宽
广的境界就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我原来的单位，在滇南某县城的城
郊，设计美化得匠心独具，别具一格。各
种亚热带树木成荫成林，芳草鲜美，落
英缤纷。曲径通幽处，有一座优雅的拱
桥。你只有站在楼上，才能发现拱桥系
一“水”字。各种鱼儿在“水”字池里悠哉
游哉。可时间一长，我觉得自己犹如那

“水”字池里的小鱼，不缺食物，但缺活
水，那种来自民间的带有泥巴和水草的
活水。

我想：应该经常到乡村和市井的活
水里去游一游，感受民间的喜怒哀乐和
酸甜苦辣，感受原汁原味的生活。

单位围墙外不远处就是田园和村
寨。炎夏，农人们黝黑脊梁上的汗珠，不
断滴进脚下的红土地，滋养出我们餐桌
上粒粒饱满的“珍珠”。雨天，农夫们身
披一块塑料布，长时间地在田里锄草。
我曾动情地跟孩子讲解：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苦口婆心地告诫他们：糟
蹋粮食就是糟蹋血汗，就是犯罪。

我满怀敬意地走到农人中间，递上
一支烟，拉近了距离，而后随意地跟他
们聊天。聊得高兴时，就接受邀请到寨
子中走走，到他们家中坐坐。格吃饭了？
没吃就说没吃。就着辣椒，埋头“稀里哗
啦”地把一大海碗米线甩进肚。待满头
大汗地抬起头来，主人家正用亲切的目
光和微笑注视你，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
温暖和感动：有时，粗茶淡饭确实胜过
美味佳肴，因为是一片真情。

单位的东北边，有一个在当地小有
名气的“老鹳湖”。工作劳累或心情郁闷
时，我经常痛痛快快地去游上一通。累
了，四脚朝天地躺在草皮地上，读蓝天
白云。快活地光着脚板去帮农人浇菜
水。他们也会把你当作一棵植物，用清
凉的话语浇灌你、慰藉你。这时你心如
一湖高原的好水，微波不兴：职称评不
到算了，分不到住房也没什么，苦苦恋
了多年的伊人小鸟飞了就飞了——只
要她过得比我好。

抖擞精神和一帮村童比赛摔跤。彼
此约定：谁输了谁请客。我输了，到星期
天，所住后院的楼道或菜地里，就到处
可听见“噼里啪啦”的光脚板声和一群
小鸟的大呼小叫声；如果赢了，就轮换
着“抬花轿”抬到小头领阿文家。年纪小
的，被颠簸吓得又叫又笑。轮到我时，小
鬼头们被压得脸红脖粗。一气之下，他
们脱去了我的皮鞋。其理论是：我们不
穿鞋你也别穿鞋。“赤脚大仙”们笑闹着
涌进阿文家。“又多了一个大娃娃头”！
阿文的妈妈一边笑一边手脚麻利地做
好一桌可口的饭菜；走时，执意送到村
口。我走出老远了，仍见她和阿文不时
挥手，就想唤她一声：妈妈……

我结婚后的第一个中秋节，同事大
多回家团圆了，院子里冷冷清清。岳母、

妻子和我无语静坐，无心过节。楼道上忽
然响起光脚板声：一定是小鬼头们。开
门，果然见他们笑嘻嘻地抱着西瓜、地
瓜、花生，还有些害羞呢！我们全家一下
子来了精神，端桌摆盘过节！我关了电
灯，点燃蜡烛。烛光里，每一双眼睛都柔
柔的、亮亮的，就想：生我者父母，爱我者
乡亲！

有女儿后，为了培养她的毅力，有
时星期天我们故意不坐“的士”拖拉机，
徒步穿越田间小路或村寨进城。这样，
可以多看看那些星期天仍在劳作的身
影，看看那些蝶翼一样翩飞的花衣。尤
其是孩子，睁大眼睛看世界，水葡萄似
的黑眼珠一转，就擦亮了无数倦怠和蒙
尘的心，给人以希望。

有希望就不会觉着多累。我们挺有
兴致和信心地穿越小巷进城。这样可以
饱览那些藏在陋巷里的古建筑和一眼
眼年代久远的井。面对古建筑，我感到
一切喧哗和标榜是多么肤浅和可笑，文
字是多么无奈；而抚摸着那些被岁月之
绳勒出深深浅浅伤痕的古井，我则感
慨：即便是浇灌生命这样的善举大德，
同样得饱受磨难。

有几眼井恰好离女儿的班主任张
老师家很近。小姑娘见井必思师，吵闹
着非去玩不可。去就去吧。我巴望着张
老师也像我们一样去走亲访友或逛街
散心，这样就免了我们冒昧打扰了。可
是多数情况下，张老师都在院心的一棵
桂花树下批改作业或备课，独享内心的
宁静和工作的充实。绿叶映衬下的阳
光，在她的书上或身上雀跃……对学
生，张老师一视同仁：有权没权的，有钱
没钱的，长得好或一般的，城里乡下的，
一样精心培养。在张老师眼里，成长中
的孩子，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是很正常
的。这才需要老师不断修枝剪叶、施肥
浇水，让其健康成长。花朵们各有各的
性格特点，也就各有各的可爱和美丽之
处。世界上，没有一朵花是相同的。

为接孩子，我曾无数次站在教室外
面听张老师讲课，她是那样投入。我曾无
数次看到：那么多“唧唧喳喳”的小鸟围
着张老师，她笑着、说着，没有丝毫的倦
怠和烦躁。对于张老师来说，跟天使在一
起，欢乐无穷；而对孩子们来说：她们的
张老师，不是妈妈，胜似妈妈。哪个孩子，
不想投入妈妈温暖的怀抱呢？看着蓝天
丽日下，那簇拥着张老师的孩子们，我敢
说：这是世界上最真、最善、最美的画面
之一。

在张老师身上，我看到了东方女性
思想和品德的美丽：无怨无悔、勤勉求
实、乐观向上……正是张老师等爱岗敬
业者普通而高尚的业绩，正是田野和乡
村里那些淳朴善良的乡亲的关爱，使我
在云南民间的活水里，快乐地游来游去。

我爱这片悬空的蔚蓝
在一千五百米的高空波澜不惊
舟行水上，荷叶田田
没有激荡的生活
没有急需奔赴的远大前程
亿万年前大海离去时遗落的泪水
被神秘的力量安放在高原之巅
它清亮、欢快，活在自己的平静中
如万物之灵，独到而美好
每天映照天空、山峰和身边的事物
我爱它清澈丰盈，从不自满损溢
身边长满无名的灌木
怀里养育凡俗的鱼虾
让我从中看到低微的自己

致影

影，你是无所不在的存在
我要披星戴月
赶在黎明到来之前
写下宁静的文字送给你
黑夜可以容纳无边的寂寞
自然不会拒绝闪亮的星斗

不再纠结窗外的月光
清瘦而缓慢的山河
我写给你的文字
一定要有春天的样子
流水拖着清亮之躯
流萤在黄昏打盹
草木刚醒来
就被柔软的风悄悄吻过

影，我要马不停蹄
将这个春天寄给你
废墟中时间冒出新芽
梧桐下滴落的雨
黄昏时缥缈的歌
眼睛里透明的晴朗……

我爱这片
悬空的蔚蓝

（外一首）
——献给普者黑

李红林

畅游于云南民间 阿大理

曲靖有条秀美的南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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