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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子
我静静地翻，金色的阳光温柔地给那些信笺镀上了浅浅的光晕。信笺上，每一封都那样的幼稚和孩子

气：“喵妈求投食，喵娃饿得抓不到老鼠哒喵！”……几乎每一张都工工整整，还配上了滑稽可爱的插图；稚嫩
的笔迹里，竟是我不敢相信的甜言蜜语：妈妈，我会永远爱你！每天都要给最美丽的喵妈写信，不让喵妈生
气，喵妈和喵娃要天天快乐地度过每一个困难！”奇怪又毫无逻辑的比喻，夸张的修辞；几乎每一张信笺上都
画满了猫咪和猫爪，在旁边注了歪歪扭扭的字迹

初 语

◎王雨葭

漫话因都坝

香秘

信笺里的猫

香巴拉之心

◎阿戈青麦

秋色触动的灵感，浸透
了酥油和奶子的沁馨。红色
藏袍裹身的姑娘，总喜欢把
金色腰带束得紧紧；婀娜多
姿的身影激活了秋之烂漫，
如飘舞在藏家碉楼前的山
花。红草地的遐思拂动，情
归何处？

紫夫 文/图

从早到晚，我都憋着一股气，要完成这幅巨大
的拼图。

我忘了吃饭喝水，奶茶和炖肉汤的香味惹不起
我的食欲。我忘了天忘了地，忘了这间闷人的石洞
屋子，也忘了坐在我身旁静静看我拼图的老阿洼和
小达瓦。

时间的脚步在这里踏着缓慢的节奏悄悄地前行……
我很有成就感地看着地上铺开的那幅巨图，蓝

天白云青山绿水红花黄草，村庄里的炊烟，水田里
的耕牛，群群小鸟在田野上飞翔。这平和的美景像
极了陶渊明写过的那个隐没人间的桃花园。

鲜亮的色彩，美丽的图景，我怎么会有这样的
灵感呀，小小的木块随着心意就拼出来了。我看着
坐在旁边的老阿洼，又指指拼图，说：

“看看，我不由自主就拼上了，拼到今天就成这
样儿了。”

老阿洼笑了笑，啥也没说，看着我，用犀利的眼
光叫我快快拼完。

我手里只捏着几块红色的拼图片了。在图中心，
就是村庄与天空的接口处，有一块不成形状的空白。
我把手里的拼片一块一块填进去。我与达瓦同时叫了
起来，那是一块让风吹上天去的绸巾，柔软的绸巾在
风里飘荡扇动，像极了一只红色的大鸟。

我在惊叹的同时，又紧捂住耳朵蹲了下来。我
知道老阿洼和达瓦都很吃惊地看着我，他们都不会
明白，那张飘向空中的红绸巾，让我觉得这图又神
秘又可怕。

它是什么东西呀，怎么能读懂我的心呢？
红绸巾，两年前的红绸巾，一模一样的红绸巾呀！
那天，我从街头一个俄罗斯商人那里看到了一

张红得耀眼的红绸巾，拈在手指心里揉揉，细腻得
像婴儿的皮肤。俄罗斯商人看出了我对这绸巾的迷
恋，就哈哈笑了，说：“你有老婆了吧，这是头巾，戴
在头上肯定比天仙下凡还漂亮。”

我笑了，又咬住了嘴唇有些羞涩。我说：“头巾
是很漂亮，可我是学生，兜里没几个钱呀。”

俄罗斯商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说：“小伙
子，我们这一早就能在这儿碰面，可算是有缘份了
吧。这样吧，你身上有多少钱？”

我掏了出来，只几块小铜币。
他从我手里抓过来，把头巾塞进我手里，说：

“就算成交了吧，你给我开了个好张呀。小伙子，快
去把头巾戴在你意中人头上吧。”

我就拿着这个头巾，去向小玉求婚。那时，她也在
省城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她戴着头巾，在镜子前左看右
看，脸红了，说：“我一定要戴着这块红绸巾嫁给你。”

我看着一朵红花样的小玉，醉了。
小玉说，她考完国文，就同我一起回康定乡下，

去见她的父母。她父母会同意她嫁给我的。
我记得，我与她回到家乡康定，刚翻过那座种满

桃树的小山包，就看到了我们的村子，村前清清亮亮
的小河映着朝霞，水声像鸣琴一般好听。阳光透过村
后的竹林，一片蓝色的炊烟飘起来，小玉紧揪着头巾，
脸上沾着金灿灿的阳光很好看。当村口有一群出牧的
羊冲出来时，她激动了，举起双手舞动起来。

就在此时，一股风刮来，她的头巾扇动着翅膀
飞起来了。她伸手想去抓没抓住。头巾在风里翻卷
扇动，越飞越高，在明净的蓝天映衬下鲜亮明丽。

后来，那头巾跌落下来，挂在了村头的那棵高
高的杨树上……

看着那张红色的头巾，我忍不住了，眼心一热
泪水就滚落下来。

达瓦紧紧搂在我的后面，脸帖着我的背脊。她
知道我心里苦，想安慰我。

老阿洼看着我的拼图，又看看我，说：“你拼完
了。很好看的图，都是从你心里生出的图吧。”

我说：“我做过这样的梦。”
他看着图，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我说：“太像我的村子。”
他说：“你心里很苦？”
我说：“我是太激动。”
他说：“不苦，就把眼睛上的水擦拭干净。”
我擦了擦湿润的眼睛，不好意思地笑笑。
老阿洼很认真地说：“你拼出的不是别的地方，

就是香巴拉。都说那是很难寻找到的神秘地方，是
天国一般美丽幸福的国土。其实就在你的心里。平
静安宁和谐的生活，没有战争，没有灾难，没有饥
饿，就是你的香巴拉圣土。”

老阿洼说，能在这里拼出全图的只有三个人，
过去来的两个人，他们一个是迷路的商人，一个是
朝圣的僧人。看看他们拼出的图吧。老阿洼伸手在
冰墙上一抹，我看见了那两幅拼图。

一幅金光灿灿，是座金山吧。山里处处生长着
摇钱树，房屋、亭台、楼廓与街肆全闪耀着一片金
光。不过，街上行走的商人们都很平和，他们或在店
铺前闲逛，或与人互捏手指头，做着买空卖空的交
易，气氛是那样的和谐。那是一座安宁的商业城。

一幅像绽开的莲花瓣，每瓣花里都有一座造型
雄伟的寺院。自由生活与修行的僧侣们或面壁悟
道，或聚众讲道辩经，都是一片和平祥瑞。那些隐在
莲花瓣里和绿树丛里的僧屋都让色彩涂抹得彩虹
一样的漂亮。

老阿洼说，同样的拼图块，看看他们就拼出了
这样的图。你很奇怪吧，其实不用那么怪，这拼图块
是和人的心灵相通的。只有你的心灵平静，才能找
到你最想到达的归属，就是你认为最美丽最幸福的
地方。那就是你的香巴拉。

我说：“你说得对，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我的村
子。没有战争，生活平静的村子。”

老阿洼笑了，说：“我还看过另外的香巴拉，就
是流传最广的香巴拉理想国唐卡图。”

老阿洼手在冰墙上又一抹，出现了一幅色彩厚
重的图，看着很像巨大的寺院壁画。老阿洼说，这是
唐卡。你知道吗？唐卡就是藏民族画的佛教内容的
卷轴画，多画于布或纸上，然后用绸缎缝制装裱。看
看这幅，据说来自于《时轮经》，很细致地画出了理
想中的世外天国香巴拉。 （未完待续）

午后的金色暖阳恣意地泼洒在碧绿的灌木
丛畔，熏香的和风柔软得像甜美的歌谣，轻拂过
紫藤萝上朵朵烘焙过的浅紫的云彩……如此美
丽的下午，我却很烦躁。

“别烦我。”看着妈妈堆满了埋怨的眉头，我
幽幽地扭过头去，清凉的薄荷水也无法过滤掉
我眼底的倔强。

“砰！”妈妈用力地砸回了门，提着包愤恨地
扬长而去。

我无助地趴在书桌上，将头和悲伤深藏在
臂弯。

站起身，整理好自己杂乱的心绪，我去妈妈
的房间里找山楂片吃。妈妈经常减肥，抽屉里堆
满了各种干果和小食。

“咚——”我拉开一个抽屉，一个黑色的缎
面盒掉在了地上。

这是什么？我疑惑而好奇，作业本般大小的
黑缎上精致地绑着一个金色的蝴蝶结，盒面上
粘着一张爱心贴纸，看得出，妈妈对这个黑盒子
里的东西十分珍爱。

我不屑地撇撇嘴，和妈妈吵架冷战的火正
没地儿撒呢，“刺啦”两下，我撕掉了贴纸，扯下

了丝带蝴蝶结，打开了黑盒子。
然而，映入眼帘的，不是什么美丽的头饰、

手链，更不是什么重要的证件、文据，而是叠得
整整齐齐的一张张信笺，霎那间，我的耳畔似有
惊雷，让心都为之一震。那些信笺是如此地熟
悉：我，这不正是我写给妈妈的信吗！我几近颤
栗，跌坐在地上，一张张地翻看：“最最亲爱的妈
咪：”，“喵妈，喵娃我和喵爸永远爱你！”“喵妈，
你给了喵娃生命和爱，喵娃以后长大了一定好
好孝顺您哒喵！”“妈妈的爱像糖果一样甜，像云
一样高，像水一样软和！”“喵妈，你在我心里像
名人一样伟大！”

我静静地翻，金色的阳光温柔地给那些信
笺镀上了浅浅的光晕。信笺上，每一封都那样的
幼稚和孩子气：“喵妈求投食，喵娃饿得抓不到
老鼠哒喵！”……几乎每一张都工工整整，还配
上了滑稽可爱的插图；稚嫩的笔迹里，竟是我不
敢相信的甜言蜜语：妈妈，我会永远爱你！每天
都要给最美丽的喵妈写信，不让喵妈生气，喵妈
和喵娃要天天快乐地度过每一个困难！”奇怪又
毫无逻辑的比喻，夸张的修辞；几乎每一张信笺
上都画满了猫咪和猫爪，在旁边注了歪歪扭扭

的字迹；胖喵妈！快去减肥哒喵！喵娃的喵爪要
抱抱妈咪！”信的开头总是千篇一律的“最最美
丽最最亲爱的喵妈：”，结尾署名也总是“最最最
爱喵妈的喵娃”，信笺间满满的口水话里还插了
无数句“喵呜——”

却不由落了泪。
泪眼朦胧中，我仿佛想起曾经：我拿着精心

制作的信笺，悄悄塞进妈妈的皮包，妈妈看了后
总是灿烂地笑，我和妈妈“喵喵”地傻叫……

心便疼痛了起来：原来母亲都是这样的容
易上当和容易满足的啊！一个孩子的稚语，却被
您当作爱的证据收藏。

泪便无声地滑落，一滴一滴，打湿了信笺。
眼里的水烟却是止不住地氤氲，我后悔地哭

泣着，张开嘴想要“喵——”地叫，却终究喊不出声。
一片茫雾里，耳畔仿佛却传来了“喵呜——

喵呜——”的叫，混着稚童和母亲的笑……
霎那间，宇宙洪荒——那岁月深处的记忆

中的猫叫，和眼前信笺里的猫一同喧嚷了起来，
似乎在斥责、埋怨着这个不懂事的孩子。

叛逆的黑夜总会被爱的白昼所淹没，再蜕
变成一颗种子，从心底开出花来。

金沙江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奔腾而
下，汹涌浪花飞溅，拍打岩石的磅礴气势振聋发
聩，江水咆哮着蜿蜒穿梭向东，不经意间便在地
势较为平缓的上游拐了个弯，一改她桀骜不驯
的性格，放缓了奔腾的脚步，在四面环山的地
方，将一路携带的泥沙缓缓堆积，日积月累，冲
刷出大小不一的三个平坝——因都坝。

入夏后，天气开始闷热，好不容易盼来一场
及时雨，使得干渴了一季的山坡自枯黄的荆棘
杂草中渐渐泛起些许绿意，知了纵情的鸣响夏
季的华美乐章，遽然一声接一声刺激神经的尖
叫，就像一曲多声部，划破乡村的宁静，炊烟从
农户家烟囱中徐徐升起，一派安居乐业的田园
风光呈现在眼前。

因为是入户走访群众，推开农户虚掩着的
门，见有人应答，径直走进了屋内。不大的客厅
被主人家收拾的很整洁，窗明几净，家具摆放有
序，主人家显然已用过早餐，只见茶几上摆满各
种饮料和拉罐啤酒、麦糖爆米花、花生瓜子和水
果等拼盘。这是当地的习俗，总要在茶几桌子上
放一些饮品、零食和点心，一来方便招呼客人，
再者就是不能使桌上显得空当当的，让客人觉
得主人家的吝啬或寒酸。

在谢绝了主人打酥油茶的盛情后立即开始
工作，攀梯上二楼，刚脱粒不久的小麦装在均匀
的蛇皮口袋里，整齐码放在靠梯的那个房间，房
间弥漫着清香粮食味，梁上挂满藏香猪腊肉，楼
梯口上端，悬挂着一把麦芒尖细、颗粒饱满的麦

穗，意即五谷丰登。
280余户农户分别坐落在因都坝一二三号

坝子上，疏密适度，紧凑合理。从观景台上观看，
房屋就像水彩画上的火柴盒一样，俨然镶嵌在
街道两侧，田地阡陌纵横，一马平川，机耕道又
给田地点缀出一丝银色的飘带，看上去立刻有
了动感。俯瞰田地，只见躬身劳作的人们星星点
点，被庄稼遮挡了半个身子。

这里的农户都是从其他地方搬迁来的，新
建的房屋已由过去的土坯房改装得很精美，白
色风貌应和蓝天白云使色彩十分融洽。家家都
有栽种花草树木的庭院，经过雨水的冲刷，空气
自然清新多了。了解到家庭收入后，就去田地里
看庄稼的收成。在平整的一畦畦梯田里，置身其
间，一眼望不到边，仿佛裹在绿毯中，玉米吮吸
着叶片上的露珠，滋滋生长，放眼望去，葱葱笼
笼的盎然景象尽收眼底。相邻的地块上，结满籽
的葡萄藤整齐的簇拥着水泥柱一字排开，株苗
行间的地里，栽种了花生、鸡眼豆等矮杆植物。
田垄上绿油油的苜蓿绽放出紫色的花朵，藤蔓
匍匐在石坎上，像是要把整个绿意延伸到每一
寸土地，不知名的野花摇曳在微风中，兀自绽
放。零星生长的油橄榄枝繁叶茂，果实压弯枝
条，树形被风吹得都朝同一个方向弓了腰。万物
都在雨后恣意生长。

很早以前，由于缺水，因都坝是一个荒滩，

只在半山腰有2户住家农户，坝子上的植物也
只有短暂的生长期后很快就会在烈日暴晒下变
成枯黄。群山延绵在荒凉的坝子四周，炽热的太
阳烘烤大地，大地因焦渴而贫瘠得只剩下满地
的荆棘丛生。后来从引水入手，规划出坝区开发
的一张蓝图。边引水、边开地，从几十公里以外
南北两个方向的乡村沟渠中采取直流式、倒虹
管等多种方式将两条小溪水引至坝区，并修建
数口容积颇大的池塘蓄水。有水就有了灵气，植
被破土而出，顽强的与大自然抗争，绿色铺成的
田地使人们看到了希望。一些交通不便，居住分
散，偏僻穷困的山村农户逐渐搬迁而来，在统一
划定的宅基地上建房，在荒地上开垦耕地，白手
起家。乡政府、学校、卫生院、派出所、客运站也
相继落户，荒滩开始有了生机，坝区一天比一天
繁华起来。

夕阳衔山时，坐在乡政府院子的葡萄架下
聊天，感叹开拓者的艰辛，斗转星移，不毛之地
已今非昔比。抬头看见串串葡萄乍青还涩，矮丛
的石榴树结了零零星星几棵果实，金桂和女贞
树上飘来一阵幽香，三角梅娇艳欲滴，有鸟儿叽
叽喳喳从头顶掠过，乡村的傍晚很惬意。吃完晚
饭后已是华灯初上，道路两侧有序耸立的智能
太阳能路灯照耀着笔直的街道，三三两两的村
民忙完一天的农活后走上街头悠闲的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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