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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场在这个季节，简直就

是美的海洋，草场此时就像是

母亲博大的情怀，任凭那些不

知名的野花尽情地绽放，黄的、

白的、绿的、红的、紫色的、紫红

色的……应有尽有。

德格日巴村游记
◎韩晓红

日巴：藏语意为天神庙名，相
传此地有一神，英明果断，故名。
格萨尔史诗里有一分部本为《日
巴器宗》。

生命中有这样一种缘分，叫
做不离不弃。走进日巴村，我的视
线先是被蓝天里的那一朵一朵游
曳着的云朵所吸引，云朵把蓝天
作为自己变幻的背景，随意在这
块诺大的蓝色幕布上展示着自己
的舞姿，且变幻出各种造型，一会
儿是娇兔腾空，一会儿而是天牛
蓝月，一会儿是仙人指路，一会是
天马行空，变化多姿，惟妙惟肖，
一幕幕入眼，引发丰富的想象，仿
佛在讲述故事。这仿佛就是日巴
村给我的第一份礼物。

日巴村是有故事的，早在色
达，我就聆听过著名的格萨尔史
诗说唱艺人仁孜多吉说唱的格萨
尔史诗分部本《日巴器宗》，正是
拥有这份缘，我兴致勃勃地走进
日巴村，走进了日巴村讲述的故
事中。

感情与缘分有时有一根细线
串连，而现在我有让这根细线悄
无声息地系在了云朵上。

日巴村很美，变幻多姿的云
朵只是日巴村赋予我的外在美，
赋予我无尽的想象。尽管在我走
进日巴村的行程里，美从未缺席，
令我应接不暇；感动从未缺席，村
里一幕幕的景致令我兴致勃勃；
然而，从未缺席的，还有缘于格萨

尔史诗的故事，自然还有清新缭
绕的风。

日巴村的美，一动不动地呈
现在我的眼前，平坦无垠的草地，
俨然是在表达一种尊严，是美的
尊严：静谧而雅致。走进草地，每
一投足都会令人十分小心，充满
自责。软绵绵的舒适感，心里不禁
涌起阵阵不舍与歉意，唯恐每一
次投足，会惊破小草与野花们的
每一爿清梦。

牧场在这个季节，简直就是
美的海洋，草场此时就像是母亲
博大的情怀，任凭那些不知名的
野花尽情地绽放，黄的、白的、绿
的、红的、紫色的、紫红色的……
应有尽有。原本碧绿的草就展示
出轻柔熨贴的母性情结，使人不
知道应该怎样抬足、投足，走进草
地，每一步的令人犹豫、纠结、迟
疑，而正在歌唱着的野花，似乎无
视我们的存在，大声地吟诵着小
诗，展开歌喉，浪漫而自由地挥舞
着画笔，勾画出油画般的沉静与
清雅。

村支书是一位藏族女孩，名
曲珍，曾留学美国，藏语、汉语、英
语都很流畅，她行走在我的身旁，
用铜铃般的声音与我交流，我们
谈得最多的是草地。

兴致昂扬处，曲珍竟然敞怀
高歌，是山歌吗？是流行歌曲吗？
实在难以细分。歌声在悠扬敞亮
中不失细腻温柔；在高亢与张扬

中不失典雅与含蓄。曲珍的歌声
似乎在浇灌着鲜嫩的碧草，令枝
枝草叶应和着歌声茁壮成长，花
与叶相称相伴，在静美的节奏中
浸染着大自然的高洁，而那些展
翅唱鸣的小鸟，非但没有展翅远
飞的惊慌，竟然环绕着我们，把活
跃生动的舞姿呈现给我们。

我静心聆听，曲珍唱的歌词
大意是：小时候我们不能孝敬父
母，现在我们长大了，孝敬父母就
是我们的生命。歌词简单朴实，含
义却很深远。

听着曲珍的歌声，我想起了
故乡，想起了父母，想起了与我有
缘的人……

曲珍告诉我，村里的孩子们
特别喜欢格萨尔，下午他们要演
出格萨尔史诗藏戏《英雄诞生》。

我和同伴们走进了村里，在
村小学的操场上已经围了很多村
民，很多孩子已经画好了妆，他们
在做演出前的准备工作。

这是一场别致的演出，就是
这样一场演出，成为了我研究格
萨尔史诗的一个重要的点，我从
中寻找到了格萨尔史诗真正传承
传播的缘由。

演出开始了：几个衣着怪异
的孩子，出现在观众的视野里，只
见他们怪异的眼神、怪异的乱舞、
怪异的凶狠，凶神恶煞，他们代表
着人间的邪恶力量，预示这个世
界需要正义，需要英雄出现，铲平

邪恶。果然，不一会，一位孩子身
着英雄铠甲，带领“天兵天将”，冲
入邪恶群，经过厮杀，战胜了魔
群，取得了胜利。最后一幕，一群
孩子举着彩旗，簇拥着“英雄格
萨尔”，在格萨尔身旁，有“珠姆”
等仙女陪伴，整场剧没有音乐，
有简易唱腔，童声唱腔富有极为
特殊的艺术魅力，感染力极强，
使我们几位观众非常感动，就在
我们沉浸在快乐与感激的氛围
里的时候，只见原本也是观众的
村民们，竟然走进舞台，与演员
们一同载歌载舞，场面极为壮
观，没有音乐伴奏的歌声，在宁
静而富有生机的日巴村里尤为
清亮，富有很强的穿透力，这时，
谁也难以分辨出谁是演员，谁是
观众。格萨尔史诗在日巴村已经
不是简单的艺术，而是日巴村人
的生活、生命，这样的场面，正好
诠释了格萨尔史诗得以千年流传
的真正魅力。

夜里，我们留宿日巴村。
曲珍带着村民走进了我们的

木屋，酥油茶、奶茶在小屋里散
发出浓郁的芳香，简朴真挚的村
民面带微笑，很是热情地款待我
们几个外乡人，老人慈祥微笑的
面容，村民们质朴的表情，使我
们感到真的回到了家，回到了亲
人身边。

日巴村，一个富有魅力、富有
人间真情的村子。

◎安宇影

一望无际的荷塘里
铺满了挨挨挤挤的荷叶
如一个个绿色的圆盘
举行着夏日的盛宴

一朵朵盛开的荷花
似一群翩翩起舞的仙子
舞动起六月的旋律
奏响了夏日的歌谣

那晶莹粉嫩的花瓣
分明是月中仙子遗失的纱巾
温柔地缠绕在颈间
送给大地一个迷离的梦

夏日的荷
是一首清丽的曲子
从唐诗宋词中走来
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
吟唱了千年

夏日的荷
是一幅淡雅的国画
从缥缈的清池
一直铺到我的心中

夏天的云

夏天的云是个顽皮的孩子
在天上追逐打闹
一会儿扮成花脸猫
一会儿又变成了小白狗

夏天的云是个急脾气的汉子
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
他慌慌张张地赶路
和风姑娘撞了个满怀

夏天的云
像个坏心眼的巫婆
施了魔法让珠峰打喷嚏
把那千年积雪喷得到处都是
又让王母娘娘不小心抖落了银河
搞得万里苍穹飞满了浪花

夏天的云
是个最勤劳聪明的织女
一天到晚穿针引线
给天空织了一件又一件美丽的衣裳

夏天的云
是一首典雅的诗
是一幅五彩的画
是一段缥缈的梦
是一个未知的未来

小院坐落在巷子深处，看上
去荒凉清寂，矮墙上长着野草。推
开院门，却不由得愣在了那里。

一树璀璨的金黄在初夏的微
风里摇曳，虽是一个暗沉的阴雨
天气，可刹那间，那金黄的色泽就
把眼前的天空照亮了，豁朗朗变
成了艳阳高照的太晴天。这是我
第一次见到枇杷树。

那年，老家的青青姐突然打
电话给我，说她离婚了，一时无
处可去，想来我读书的城市。青
青姐比我大三岁，她姥姥家和我
家是邻居，她又在姥姥家长大，
年少时，我常跟在她后面玩，感
情甚好。后来，她父母把她接回
家，过了几年，她竟嫁人了，似乎
并不如意。

过了两天，青青姐背着大包
小包站在了我们学校大门口。我
邀她去宿舍坐坐，她坚持不去，说
她现在这个落魄样可不行，不能
丢我的脸。我们找了一个小饭馆
一起吃了饭，付账的时候，她一把
把我推到一边，自己付了账，还是
从前大姐的样子。

青青姐的当务之急是要租个
房子住下来，有个落脚的地方，但

又要便宜的，经济有限，我们俩就
坐车跑到远一点的郊区找房子。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那个小
院，青青姐也因此与枇杷树结下
了深厚的缘分。枇杷树长在院子
东墙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但繁
茂的绿叶和满树垂挂着的金黄色
枇杷果在荒草萋萋的院落又尤为
不同，显得生机勃发，乐观明朗。
寥落的环境，它却散发着芳香。

青青姐盯着枇杷树，久久不
说话，眼中盈满了泪水。她当即决
定租下了小院。后来，她告诉我，
她那时的心境正如慌乱破败的小
院，失却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而
枇杷树在那一瞬间如一道神奇的
光打开了紧闭的心扉，她暗暗下
定决心，一定要从人生失意的黯
淡里走出来，走到阳光明媚处，快
乐地活着。

当时，看青青姐的状态，的确
不太好，我特意请了两天假陪她
收拾院子。我们跑到附近的林子，
捡回很多树枝，为枇杷树制作了
一圈篱笆，篱笆内还摆放了两把
椅子，一张桌子。我们不舍得摘
树上的枇杷，就捡自然落在地上
的，清洗干净，放在篱笆内的小桌

上，来庆祝青青姐将要拥有的新
生活。

短暂的休整，青青姐很快适
应了新环境，投入了新生活的奋
斗中。她先是在一个服装店做销
售，因为服装店离这个城市最大
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不远，她心思
灵活，观察了些时日，自己起早贪
黑摆起了摊，卖些日用小商品。挣
的是一份辛苦钱，她却不怕苦累，
干得风风火火的。过了一两年，有
了些积蓄，竟盘了一个门店，又做
起了服装生意。

学校和小院离得远，我忙着
读书，青青姐忙着为美好的生活
奋斗，有时半年几个月才见一次
面，每次见，她的进步和变化都会
让我很吃惊，每次都必然想要讲
起她的枇杷树。在她的讲述里，我
一点点了解了这是怎样的一种果
树。一年四季常青，晚冬时节开
花，团团簇簇，比梅花还美，一直
延续开到早春。因为枇杷早花，果
实成熟也早，在晚春初夏，枇杷的
果实就成熟了，正是南风树树熟
枇杷。

又过了几年，我早离开那个
城市北上了，和青青姐的联系也

渐渐稀疏了。有一天，我又突然接
到了青青姐的电话。

在枇杷一树金黄的时节，青
青姐要结婚了，未婚夫是儒雅的
教书先生，她欢喜地邀我参加她
的婚礼。地点就是我们曾经一起
租下的小院。

青青姐和未婚夫一起买下了
这个小院作为他们岁月静好的家
园。现在的小院已有三棵枇杷树
了，繁茂的绿叶，金色的累累果
实，空气中弥漫着芳香，一院子的
诗意。他们为小院取了名，叫青青
草堂，还把杜甫《田舍》中的“枇杷
树树香”精心刻了字。青青姐说，
把它摆在院子里，既装扮了院子，
更是一种幸福的提醒，要乐观地
往前看，像枇杷树一样四季常青，
永远明媚美好。

小院枇杷香
◎耿艳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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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你游甘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