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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迪娜 本报记者 唐闯

211 省道线上， 在距离德威大桥 200 米处，
一处黑瓦房似乎久不住人， 门口两根造型独异
的树根、 以及在过去的庄户人家才能看到的木
门似乎也在增强着这种预感。

走过低矮的门檐，穿过极为普通、光线昏黑
的堂屋，在另一扇木门被打开之后，一切突然变
得敞亮。 一处种植着各色鲜花的长方形楼顶与大
渡河及对面的青山构成了近景、 中景和远景，在
此处按下快门决然已是一幅美景。

顺着一条小径而下，一路上爬山虎正把叶子
舒展到饱满，它们沿着自然形成的巨石以及墙壁
蜿蜒而上，那些原本毫无美感的石头、呆滞的石
墙就这样铺排出绿色的旋律。

小径继续在曲折蜿蜒中延伸，在这条小路极富
曲线美感的线条上，主人极有耐心地间隔着点缀上
各色卵石，然而，卵石并不喧宾夺主，它们很快把人
的目光送上路旁的各色兰草、鲜花和翠竹。

在被一路绿色洗眼 、 一路幽静洗心之后 ，
视线终止于翠竹笔直的姿态里 ，到此小路结束
了 ，但它勾画在脑海中那小小园林般的诗意和
美感却让人顿生心旷神怡之感 。 此刻 ，在斑驳
竹影虚构的背景中 ，大渡河的水声似乎也喧响
着莫名的绿意。

引领记者走完这曲径通幽所在的人叫周华
明，一个从县城跑到乡间便不再愿意回城的老人，
他今年 65 岁。 13 年前，周华明拿出 8000 元买下

了这间在旁人眼里老得掉渣的房子， 房子的背后
是裸露着石头的荒凉山坡， 坡下便是大渡河终日
流淌的河水。 一开始，房子里不通水，不通电，家里
人意见很大：在这里安家不是受罪吗？ 可老周心里
一片亮堂：好歹有了个家。

在盘下房子之前，老周和家人过着“流浪”的
生活。 1994 年，老周和妻子双双从泸定县皮革厂
下岗。 听说海螺沟风景区人多，为了养家、供子女
读书，夫妻俩带上补鞋的工具前去碰碰运气，除开
每月的房租， 补鞋的收入实在难以支撑家里的生
活。 就在老周一家无路可走的时候，“靠山吃山”的
老话开始应验了。

泸定是山的世界，在众多的大山里，依海拔
高度不同，生长着颜色、形态各异的 60 多种兰花
（不加变种）。 兰花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要求极高，
生态稍有破坏，便会枯萎凋零，十年之后才能恢
复元气。 但在泸定，兰花的花期可贯穿 12 个月，
一年四季 ， 这些分布在县境内海拔 1100 米至
2800 米的兰花便依次绽放。

靠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 周华明一家开始
经营兰花生意，全家的生计渐有好转。 然而，由于
没有固定的居所，周华明和家人不得不持续搬家，
最多的时候，一年搬了 5 次家。 就在盘下这座老房
子，全家人都极力反对的时候，周华明却相信，大
山给了自己一口饭吃， 也能帮助自己在这个很多
人眼中的不毛之地，打理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家园。

于是，山里的兰花、兰草以及各种花卉在这
光溜溜的房前屋后落地生根；山里的黑金树在石

缝中长得碗口般粗大；从内地移植的翠竹、金竹
以及其它植物也在这里繁衍得翠绿葱茏。 许多陌
生的过路人就是因为门前的一束花、 一个根雕、
一点绿色叩响了主人的门扉， 进而被这里的清
幽、自然所吸引，和主人成为了朋友。

当着记者的面， 周华明拿出了一叠叠照片。
这些照片纪录了来自香港、瑞士、意大利、德国、
法国的朋友在周华明用 13 年时间营造的家里做
客的情景。 他们吃着泸定特有的野菜，欣赏着泸
定特有的兰花，和老周天南海北地聊着天，在照
片上，大渡河西岸大雪山山脉苍翠的群山成为了
美丽的背景。 周华明指着照片上一位 40 多岁的
中年男子对记者说，这位来自香港的朋友每年都
要到这里来小住一段时间。

不仅内地和国外的朋友们喜欢上了周华明
的家以及兰草和兰花，和周华明毗邻而居的几户
人家也学着他的做法，用大山培植的绿色装点自
己的家。 记者注意到，这几户人家也依着地势由
高到低，设计着自己的一方天地。

如今，周华明的儿女在城里工作，他们多次
劝说周华明到城里去住。 对此，周华明却有不同
的看法， 他说他早已离不开自己脚下的土地、大
山，这里有他熟悉、热爱的生活。

每天，周华明 5 点起床，沿着大渡河走上一
会儿，享受带着水气味的空气，收集大自然遗留
在河岸边的各种奇石。 午后，周华明往往和棋友
对弈几局，看看书，给心爱的花卉和草木培土。 周
华明每个月都要爬山，一去就是十多天。 山上有

他熟悉的草木，更有他挚爱的兰花。 每一次上山
下河，周华明总会从大自然中带回一些花草种子
以及别的礼物。

一个人闲暇的时候，周华明会拿出自己酿制
的各种酒，慢慢品尝。 在周华明家里，记者看到了
6、7 个装着各种酒的大罐子，樱桃酒、葡萄酒、枸
杞酒不一而足。 泡酒用的各种酒引子全都取自天
然造化。 平日里，周华明的下酒菜里总是少不了
各种新鲜的野菜。

周华明告诉记者， 人无法脱离自然而生存，
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而泸定得天独厚的自然
环境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旅游开发日益升温的
今天，人们更应该学会与自然相处，找到与自然
共荣的方式，让泸定成为五湖四海的人们来往宜
居的家园。 周华明认为，在做好安全设施的前提
下，围绕泸定的山水，泸定完全可以开发一条观
赏兰花的旅游线路， 从山下一直到林木茂密、兰
花多样的大山之中。

再过几天， 周华明又将走进他挚爱的大山，
看看那些美丽而又熟悉的兰花。 周华明说，尽管
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准备利用人生中余下的
时光继续在大山中考察兰花的变迁，并完成一部
关于兰花的书。

记者离开这座建在大渡河上的心灵家园的
时候，周华明从路边捡回家收养的一条小狗不断
地向记者作揖，模样十分可爱乖巧。 在花园长满
绿草的一角，一株三角梅正在绽放，那火焰一般
的色彩似乎正在说着一个关于春天的故事。

以山为伴 以花养心

■ 阿迪娜 本报记者 唐闯

泸定县岚安乡本已是高山，可上天偏偏在这高山之上留下
了方圆平整的土地。 不同的季节，在海拔 2180 米的这片平整之
地上，出产玉米、花椒、小麦、土豆、大豆、雪山大豆，尤以花椒出
众；此外贝母、羌活、大黄等中药材也是山中特产。 岚安的“岚”
字为山中雾气之意。4 月，苹果花盛开，无名的野花也盛开，雾气
环绕积雪的山峰。 在岚安，记者看到了刺绣，听见了山歌。

山歌这样唱：“青布帕子三丈三，两头两尾绣牡丹，只要阿
哥心思好，把你绣在花中间。 ”唱歌的老人叫张良珍，自幼随母
亲学习刺绣，她正把山歌中的爱情绣在青布上。 在一针一线来
往穿梭之中，一朵“牡丹”渐渐在记者的视野里饱满起来。

当记者仔细打量，发现这并不是牡丹。 张良珍告诉记者，
她绣下的花叫做藤藤花，是岚安最常见的一种野花，生长在山
间、地头以及凡有一丝生存空间的土壤之中。 记者有些不解。

张良珍解释说，这种花生命力极强，哪里都能活下来。 记
者注意到张良珍的鞋子上、衣服上都绣有不同样式的花。 老人
告诉记者，自己常年生活在山上，看惯了花花草草，也爱上了
花花草草，常把它们绣在衣服、鞋子和青布上。

在岚安，刺绣既是一种手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拿着针
线绣花，不能乱了针法。 不同的心意搭配着不同针法，不同的
针法又勾描着不同姿态的花朵，这好比生活本身，看似复杂却
又遵循着某种规律。

在岚安， 张良珍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遵循着延续至今
的一种生活方式。 逢每月初一和十五，人们便要到将军庙焚香
祭拜、祈求风调雨顺，家人平安。 每天，将军庙的钟声早晚各敲
响一次。 站在将军庙外，放眼望去，难得一见的黑瓦房依次铺
开，平整的土地上，人们忙着耕种。

记者与张良珍还未说上几句话，她便收拾好背篼，穿好青
布衣服，系上围腰，准备上山挖些草药。 记者随即跟着张良珍
一起去挖草药。 张良珍要挖的草药大都长在路边上，外形很普
通。 张良珍拿着草药，逐一向记者解释起来。

在前去挖草药的路上，张良珍看见 80 多岁的王瑞蓝老人
在自家的老屋前晒太阳，她走上去和老人家攀谈，问长问短，
问寒问暖。 在岚安，这是一种风俗习惯：但凡见到上了年纪的
老人，大家都要上前嘘寒问暖。

在王瑞蓝老人家的堂屋里， 记者看到了供有 “天地国君
师”的神龛。 在岚安，这样的神龛成为家神，家家户户都有，神
龛上一年四季香火不断。 上了年纪的人们依然相信，自己供奉
的家神会给家里人带来吉祥和平安。

随着交通改善，在养老、医疗、保险等政策的充分保障下，
随着岚安古镇旅游开发进一步加快步伐，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
生着变化。

过去，张良珍夫妇都希望子女走出岚安，找个好去处，谋
个好营生。 “可不能一辈子呆在这个不毛之地。 ”回忆当初，张
良珍实话实说。 于是，儿女们一个个告别了家中的 12 亩土地，
或读书，或做生意，或到县城。 等到儿女们出息了，想把老两口
接到城里享享福，却不料遭到张良珍拒绝。

“山上空气好，环境清静。 ”张良珍说，绣花图个耳根清净，
心不静，针法就乱了，针法乱了，绣花就变成了花架子。 去年，
张良珍一年就绣了十几幅刺绣。 张良珍说，下一步他打算绣岚
安的山和水。

因为这里的山和水，因为岚安这几年的变化和发展，远嫁
他乡的岚安女子带着丈夫、孩子回来了，他们修新房，翻旧土，
重新生活在祖辈繁衍生息的土地上。 在这众多的归来者中，一
位老人的身影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老人叫马德明，88 岁。16 岁

那年，一场大火烧了马德明家的老房子。 家没了，在大雪纷飞
的冬天，一贫如洗的马德明下了山，参了军，成为了 185 师 58
团 2 营 6 连的一名战士。跟着部队，马德明去了理塘。在理塘，
马德明从部队干到了地方，成了一名警察。 在理塘，马德明认
识了陪伴他一生的伴侣王丽华，一个来自雅安的姑娘。1964 年
前后，夫妻俩先后从理塘调到了成都。 妻子王丽华到西南民大
任教，马德明则在成都锦江区继续他的警察事业。

此后，夫妻俩数度回到岚安探亲，夫妻俩难以忘记岚安险峻
的道路条件和交通情况，羊肠小道上，牲口和人艰难前行的画面
始终盘旋在他们脑海。 他们找到省民委为岚安修路筹得了 2 万
元资金。 后来，马德明的女儿也嫁到了岚安。 随着夫妻俩年事渐
高，回到岚安次数越多，马德明心中的故土情节更加难以释怀。
于是，夫妻俩与女儿约定，退休后，二人一起回到岚安，安度晚年，
叶落归根。 未曾想，妻子王丽华却先走一步，不幸逝世。 为了兑现
当初的诺言和约定， 马德明和子女将王丽华的遗骨安葬在了岚
安。 下葬当天，岚安乡山梗子的乡亲们献上了花圈，当老乡们提
出为王丽华立碑的时候，马德明婉言拒绝了。

马德明的女儿告诉记者， 母亲在世的时候， 只要回到岚
安，常常和乡亲们一起拉家常，给邻居家的孩子做衣服，大家
相处得非常融洽。 如今，山梗子村的一口水井还是当年王丽华
捐钱修的。

王丽华的坟在一处可以俯视岚安全景的地方。 如今，每
天，马德明很早起床，四处走走，仿佛仍然走在妻子的视野里。
马德云说，退休后回到岚安定居已经五年了，离开成都时血压
高的毛病从没有犯过。 老人说话的时候，用手抹了抹眼角，似
乎在擦拭泪水。 不知道，马德明是否想起了自己过世的妻子，
是否想起了当初叶落归根的约定。

离开岚安的时候，风正好，天正蓝，隐隐约约中，记者仿佛

听到了一曲山歌：“青布帕子三丈三，两头两尾绣牡丹，只要阿
哥心思好，把你绣在花中间。 ”不知道，此刻，在岚安，那些热爱
刺绣，也热爱生活的人们是否已经开始手握针线，一针一线地
勾描着自己的家园和未来。

刺绣里的山水，山歌里的故土

■ 阿迪娜 本报记者 唐闯

游客来了又走了。 红樱桃节落幕了。
未来泸定旅游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泸
定如何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让旅游
走出一片新天地？ 记者采访了泸定县文
化旅游局长程军， 请他就泸定旅游业发
展谈了自己的看法。

程军说，在旅游业高度发达的今天，
建设宜居家园，必然和旅游业的发展紧
密联系在一起。 宜居是旅游业发展的内
涵，良性的旅游业发展必将推动宜居家
园的建设。

泸定品牌旅游资源多，如牛背山、泸
定桥、海螺沟等在全国都非常知名。 目前
以“红樱桃节”为品牌的新兴的乡村旅游
发展势头良好。 根据县委、 县政府的要

求，未来，泸定县在坚持红色文化旅游、
绿色生态旅游的总思路下， 还要对已有
知名旅游品牌如泸定桥进行升级打造 ，
挖掘其它旅游资源如岚安、化林坪、冷碛
等地茶马古道等文化历史的潜力， 突出
泸定文化特色和厚重历史。

此外，下一步，泸定还将成立泸定县
旅游协会，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实现行
业管理，行业参与，行业互动，提高服务
质量， 不仅让泸定的农副土特产品与旅
游开发深度结合， 并进一步开发特色旅
游产品。 与此同时， 作为甘孜州的东大
门， 泸定县还将搭建游客服务中心等平
台，开展本州旅游咨询及旅游促销服务，
与州内其它县互动， 主动融入我州全域
旅游发展的大潮之中， 为推动甘孜州旅
游业发展做贡献。

建设宜居家园是未来
泸定旅游业的发展方向

■ 阿迪娜 本报记者 唐闯

在杵泥乡， 记者遇到了几个内地来
的游客，便和他们攀谈了起来。 来自河南
的刘亮原本准备到牛背山欣赏风光，听
说本地的“樱桃节”开幕，他便过来看看。
他告诉记者，泸定的空气很好，是山清水
秀的地方，很适合人居住。 在短暂停留的
时间里， 他喝了本地酿制但还未推向市
场的樱桃酒，连说不错。

来自攀枝花的向胜利夫妇则被当天
展览的岚安刺绣吸引，称赞其手工特色独
一无二。来自北京的三位女游客则告诉记
者，清新的空气、满山满村的翠绿让她们
体验到了大都市没有的自然风情。 当天，
记者从几家生意较好的农家乐了解到，入
住农家或者前来游玩的大部分游客以甘
孜州内的游客为主体。尽管内地游客所占
比例并不高，但杵坭乡樱桃节人流量依然
居高不下，有增无减。

游客眼里的樱桃节
■ 阿迪娜 本报记者 唐闯

在泸定县城，在家中向阳的地
方，不少家庭都会选择用盆和钵盛
满从乡村带来的泥土， 栽种上葱
子、 蒜苗等家庭食用的一些小作
物。 在适宜的阳光和气候下，这些
原本属于乡村的作物生长开来，绕
过家家户户的现代防护栏，贪婪地
吐纳着空气。

尽管生活早已千变万化，但在
泸定，乡土人情却一直未变。

常年奔走于县城与乡村从事
泸定本土历史研究的董祖信告诉
记者，在泸定，在文化心理上，乡村
和城市并没有经纬分明的界限。每
年年末，无论是城里和农村的亲朋
好友都会找到董祖信，请他写一幅
对联； 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红
白喜事来了，董祖信会同亲朋好友
一道往返于乡村和县城，为新人送
祝福，为逝者表哀痛。

在泸定，血缘亲情以及互爱共
存的友谊把城与乡联系在一起。董
祖信告诉记者，昔年的茶马古道贯
穿泸定全境，为了在崇山峻岭中活
下来，各色人群相互依存，相互支
撑，相互支援，共同锻造了泸定的
历史和现实。 董祖信说，历史的经
验启示我们：一个宜居的泸定需要
各族人民共同建设。

退休后，邓明前致力于泸定本
土风俗文化研究。和董祖信的家族
相同，清末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迁
徙将邓明前的祖辈也带到了泸定。
邓明前告诉记者，这些移民也带来
了自己的文化和风俗：狮灯文化和

龙灯文化。而这些民间风俗很快在
泸定盛行开来，并发展为当地民间
风俗的一大特色。

邓明前还告诉记者，如今成为
泸定品牌和标签的红樱桃其根源
在汉源地区。邓明前的爷爷那一代
人，因为耍狮灯去了汉源，并从那
里带回了樱桃树种，在下田坝栽种
成活。 此后，就像舞狮子与舞龙灯
的习俗在泸定迅速流传并扎根一
样， 在泸定宜人的气候条件下，红
樱桃，这种季节性很强的水果遍布
泸定全县， 并从平坝发展到高山，
成熟期持续三个月之久。

如今，樱桃成熟的季节 ，住在
下田坝的亲戚总会为邓明前留下
一株樱桃树， 等待他回家摘取甜
润可口的红樱桃。 而董祖信也会
收到亲朋好友送来的樱桃和情
谊。对邓明前和董祖信而言，尽管
自己已经退休， 他们却有一个心

愿，抓紧时间收集、记录泸定的历
史文化和民间风俗， 为子孙后代
留下些什么。

从迁徙到定居 ， 从陌生到眷
恋，不少人走到泸定后，便在这里
成家立业，开枝散叶。 据泸定县的
另一位文化人杨仕强介绍，大概在
十多年前，泸定县城里的居民以汉
族居多，随着社会发展，交通发达，
作为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绿色长
廊， 泸定逐渐吸引着不同民族、不
同地区的人们前来定居、生活。 如
今，泸定县居住有汉、藏、彝、回、蒙
等 17 个民族，总人口 8 万余人。

如今， 红遍大江南北的坝坝
舞，也流传到了泸定，并结合彝舞、
藏舞摇曳出另一种风情。 夜幕初
上，生活在泸定各族人民在同心圆
队伍里结伴起舞。 尽管，茶马古道
早已荒芜，但泸定包容、共存、发展
的历史不会结束。

流动的历史 不变的乡土

■ 阿迪娜 本报记者 唐闯

顺着大渡河继续向上，人与自然
平衡和适宜的关系逐渐浸润在人与
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山水之间生活的
人们继续寻找着自己的山水之梦。

式样老旧的老药柜陈放着各种
中药材， 药柜的主人拉开盛药的暗
格，在一抓一取的节奏之中，上百年
的时光丝毫未改变这些药物和医者
治病救人的使命。 每天，前来问诊看
病的人们得到了医者的叮嘱， 他们
起身离开，带走了药香，也带走了康
复的希望，如此周而复始。

人们前往的这间中医诊所叫
“中善堂”，位于泸定县冷碛镇。 在泸
定多山峡谷的地理环境中， 冷碛镇
是一处难得的平整之地。 在这里，大
渡河东岸的邛崃山脉与大渡河西岸
的大雪山山脉繁衍着一眼翠绿。 当
海拔依次降低， 这些翠绿便冲开山
的禁锢，在山脚的平坝中铺开庄稼、
绿树和村落。

范述方是“中善堂”的主人，他行
医已有数十年。从 10 岁开始，范述方
便跟随父亲上深山走老林， 看百草，
识百药。 他说，正是泸定独特的气候
以及地理环境孕育了大山中的各种
草药。 靠着这些草药，范氏一族行医
立身，落地生根，悬壶济世，已繁衍生
息了几代人。 凭着大自然的馈赠，更
多的人家也得以身体康健。

据考证，在泸定郁郁苍苍的大山
之中，在海拔落差形成的自然条件之
下，500 多种中药材在此落地生根，
繁衍生息，其中一些药材为泸定所独
有。 而这些药材都被范述方收集在
《贡嘎药物拾奇》、《贡嘎山药物临床
治疗拾奇》两本书中。

“天不生无名之人 ，地不生无
名之草 。 ”范述方和乡里乡亲们都
相信 ： 人的生命与大山孕育的草
药都是自然造化之功 ， 相互之间
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血缘 。 在大
山中的某一种草药的帮助下 ，人
身体上出现的每一种病症都有被

治愈的可能 。
12 岁那年，范述方患了皮肤病，

浑身奇痒难耐。范述方的父亲采来石
斛草，制成药汁涂抹在患处，反复几
次，范述方的皮肤病便由此痊愈。

15 岁时 ， 范述方不慎落下马
背，摔断手臂。 一种名为“接骨丹”
的草药在父亲的调制下又奇迹般
地将范述方的手臂治好。 在范述方
的人生经历中，生长于大山中的草
药既是衣食父母，也是他生命中的
守护者。 如今，石枣子、何首乌、天
麻等药材为早已年满 60 岁的范述
方提供着充沛的血气和精力，继续
支撑着他给人诊治疾病。

大山中的草药无偿帮助着人
们， 人们又该以怎样的方式知恩图
报？ 范述方和乡里乡亲们都相信：自
己没有给山中的草药上过一次肥，
给过一碗水， 却时时得到它们无偿
的照料和眷顾。 此生只有行善，方能
对得起融化在自己血脉中的草药。

范述方说，这也是自己将中医诊

所取名为“中善堂”的原因。行医多年
来，范述方从未收取过门诊费。 经济
困难的人家前来看病，范述方不收取
医药费。 每逢泸定“樱桃节”开幕，在
现场， 范述方会免费给人们诊病，并
将价值上万元的药材免费发放。

在范述方看来，仅仅这样做还不
够。 他说大多数中药材既能美化环
境，又有经济价值，如果能普遍栽培，
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人们的生
活水平改善都十分有益。 他希望，将
来的泸定能建设成一个集生态 、文
化、医疗、养老、保健为一体的基地，
吸引更多的人前来旅游和居住。

对于这一设想，范述方给出了以
下理由：泸定日照时间长，无雾霾，含
氧量，空气和水质很好，绿色植被覆
盖率也高。 范述方认为，天地人本是
一体，和谐是这三者关系的根本。 最
近， 范述方正在尝试以此为理论依
据，著述阐释癌症病的病理。他相信，
与癌症相对应，大山深处一定生长着
能有助于治愈癌症的药材。

老中医的山水之梦
游人体验亲手摘樱桃的乐趣。

范述方和他的中药材。

红色岚安。

岚安山上正在拉家常的老人。

岚安乡将军庙。

农家乐一景。

新村风貌。

周华明夫妇。

一溜摆开的红樱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