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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如东县融媒体中心 宣宣

诚信为要诚信为要 礼让为先礼让为先

文明为美文明为美 和谐为本和谐为本

7月 16日。一夜大雨不止，附近的
柏条河，河水湍急，奔流不息。白天雨
渐止转阴到多云。上午驱车寻找当地
的核酸检测点，先导航到疾控中心，但
今日休息（星期六）。后到都江堰市人
民医院。院墙外是省外来川人员排队，
院内排队的则是本地待检人员。因交
费是在院内，我们得到工作人员许可后
便就近在院内排队。本来待检人数并
不多。但一位年轻的女医护，工作少点
责任心，装好咽拭子的试管居然忘在不
知何处。然后就在工作台上，对照登记
表到处找。结果有的排放好的试管也
被她弄得倾倒在台面。最为恐惧的是
她还将手伸进垃圾桶去拨拉寻找。我
们实在忍不住，就提醒她注意，结果引
发不快。幸好，负责检测工作的同志及
时过来调处。

今天，我们向西北再转西南而行。
第一处游览景点是卧龙中华大熊猫苑，
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
县西南部。沿途经过映秀等地，当年震
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就发生在这里。
现在环顾周遭，满目山清水秀，不禁感
慨万分。

网上旅游攻略提示说，中国卧龙大
熊猫博物馆最佳观赏时间：早上 9-11
点 或 午后 3-5点。夏天很热，大熊猫
很怕热，所以应该尽量选择早晚前往，
中午很多熊猫都回去休息了，或者懒洋
洋地躺着。饲养员会在早上和傍晚喂
食，所以早上或傍晚去，大多数熊猫都
在外面玩耍和吃竹子。而十分凑巧的
是我们在下午 4 点左右，到达大熊猫
苑。

大熊猫苑分内外环建馆，外环 6
个馆，内环 3 个馆，还有两个幼儿园
馆。苑内共分布着 100 多只大熊猫，
约占全国总数的 10%。作为“熊猫之
乡”，这里的每个熊猫都有自己的铭
牌。上面标注姓名、性别、出生时间。
我们看到年龄最大的熊猫是 2004年 9
月 1 日出生的雄性（♂）大熊猫，名字
叫“白杨”，算起来今年 18岁了。一般
野外大熊猫的寿命为 18-20 岁，圈养
状态下可以超过 30岁。这样说来，可
称为“白杨”大叔的这只熊猫已经步入
中年。年龄最小的熊猫一只是 2018年
7月 14日出生名叫“元宵”的雄性（♂）
大熊猫，另一只是 2018 年 8月 10日出
生名叫“向野”的雄性（♂）大熊猫。这
对大熊猫哥俩今年才 4 岁，妥妥的幼
儿园小朋友。

由于各馆之间有一段距离，游客也
不是很多，让我们得以尽兴地近距离观
赏大熊猫。完全不像一些大城市的动

物园，就那么一两个“国宝”，看的人围
得水泄不通，与其说是看大熊猫，不如
说是人看人。在这里，我们只有在一
处，见几只很萌的熊猫在树上、树下玩
儿得甚欢，吃、卧、爬、睡、玩，十八般武
艺样样精通。周围的游客闻讯纷纷赶
来。就那么一阵，有点小拥挤。喜乐之
余得七绝《大熊猫》——

箭竹青青满山凹，
千姿百态数熊猫。
卧龙深处国之宝，
乐坏游人频对焦。

告别大熊猫苑，时间已是下午 5
点，天气阴。

我们沿公路往四姑娘山景区驶
去。到了猫鼻梁公路服务区，只见端着
长枪短炮的摄影师，背着双肩包的驴
友，全家出游的大人小孩，人头攒动，
摩肩接踵，一起涌到服务区。目标只有
一个——眺望四姑娘山。猫鼻梁公路
服务区的观景平台位于巴朗山隧道下
山到日隆镇途中的公路旁，海拔 3500
米左右。到达观景平台，已是晚 8点左
右，正值日落时分。夕阳的余光，将天
际照亮。远处的四姑娘山自右向左，大
姑娘山、二姑娘山、三姑娘山、幺姑娘
山（幺妹峰）依次排列。雪峰的尖顶直
插云霄，虽有云雾缭绕，但雪山倩影清
晰可辨。主峰四姑娘山海拔 6250米，
是邛崃山脉的最高峰，四川第二高峰，
横断山脉第三高峰。

观景平台不大，要看的人忒多。我
们依次排队，等候观景最佳时刻的到
来。特别幸运的是得到一位游客的热
心帮助，给我们在这样一个难得的四姑
娘山打卡地拍了张全家福。激动之余，
口占七绝一首《猫鼻梁远眺四姑娘雪
山》——

车伫人潮猫鼻梁，
远天雪岭四姑娘。
夕阳染色群峰顶，
阿坝雄姿画卷长。

晚 9点前，我们到达小金县四姑娘
山镇。这里是康巴地区。藏区的划分
主要是根据方言来划分的。“卫藏”指
的是西藏拉萨、日喀则一带；“安多”指
的是青海除了玉树以外的其他藏族地
区和甘肃的甘南州等地；“康巴”是四
川省甘孜、阿坝、西藏的昌都以及云南
迪庆地区等。今晚入住的雅舍美居酒
店是藏式建筑。藏区建筑的主体颜色
有红白黄三种，据说有着各种不同的文
化含义。白色自然、朴素，也代表吉
祥；藏族人吃的糌粑是白色的，祭祀温
和神用白色的朵玛，结婚时披着白色的
哈达。当这些信仰方式延续到建筑上，

便是随处可见的藏式白墙。红色，对于
藏族人民而言，是尊严和权力，也是对
一切未知和强大力量的敬畏。他们祭
祀温和神用白色的朵玛，祭祀凶神就会
用红色朵玛。即使是白色建筑，他们也
会在屋檐处围上红色的装饰。在檐部
下的墙体涂抹大面积的红浆。而黄顶
则代表宗教的力量。这在寺庙里尤为
显眼突出。

与雅舍美居酒店底楼一墙之隔的
是“花花餐饮”，因女主人叫杨春花而
得名。他们一家 4 口人，儿子大学毕
业，女儿刚上初中，丈夫负责后勤。老
家在双碉藏寨，离这里仅十几分钟车
程。我们就餐时，杨春花和儿子、女儿
都在明厨亮灶的店里忙碌，丈夫在另一
间房子张罗。杨春花厚道健谈，技术娴
熟，动作麻利。我们吃了牦牛火锅，挺
有特色。

吃完火锅，大家上二楼房间休息。
谁知老伴高反发作，头重脚轻踩踏无
力，心发慌，头胀痛，好容易才进到房
间，立马休息。下半夜，服保心丸，吃
红景天，吸氧，折腾许久，稍稍缓解。

17日早晨，到隔壁急救中心，请医
生诊治，处方就是吸氧，安排吸氧一小
时。这里二楼吸氧室有专门的吸氧装
置与座椅，可供八九人同时使用。吸氧
到点后，即在急救中心做好核酸检测。
下一站向西北便是四姑娘山风景区核
心景区之一的双桥沟。

进入双桥沟景区，乘坐景区的摆渡
观光车，由山脚拾级而上，直至海拔
3840米的红杉林广场。这里生长的红
杉树，名叫四川红杉，是横断山系四川
境内非常珍稀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也
是此地特有的植物品种之一。红杉树
历史悠久，几乎与第四纪冰川同时出
现。它春抽嫩芽、夏冠绿荫、秋染金
黄、冬披银装，可谓四季常新，百看不
厌，是四姑娘山双桥沟除沙棘树以外的
另一种神树。

欣赏了挺拔高大的红杉树，四周转
了一圈。这里有卖各种小吃（小吃摊位
前的长凳，需要买吃的，才能坐下）、饮
料，各类小挂件、小玩具，提供氧气瓶
的。考虑到身体状况，没向树林深处探
险。

由红杉林广场下山往回走，由上而
下，观光车依次停靠布达拉峰、白塔、
四姑娜措、盆景滩、人参果坪等景点。
我们在白塔、四姑娜措下车。白塔金黄
色的塔尖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从
这里向下走一段路正好是溪流漂流的
入口。我们全家分乘两只橡皮筏。跟
黄河漂流的雄浑交响乐完全不一样，这

里虽然也要穿救生衣，但溪水清冽透
澈，深可见底，漂流恰似一首悠扬如诗
的小提琴曲。作为漂流动力，溪水流速
不疾不徐，游人只需必要时拨正方向即
可。仰望雪峰奇岩，俯瞰绿草如茵。两
岸树木参差，枯树虬枝相盘绕，远处群
峰气势雄健，直插云霄。山水相依，草
木相间，云遮雾绕，一幅美丽动人的山
水长卷。置身宛如仙境的山水画卷中，
执念全无，心旷神怡。

到达漂流出口，上岸下山，取道丹
巴。途中有一段路正在维修，十分难
走，幸得女婿车技娴熟，安全通过。是
日，入住丹巴吉美大酒店，住 5楼藏式
客房。入夜，店前广场以藏族男女为主
体，跳起欢乐的锅庄。有游客不断加
入，圆圈越转越大。灯光掩映，河水潺
潺，天上人间，吉祥和美。得七绝《吉
美藏族舞蹈》——

花舞格桑盈四野，
锅庄甩袖喜朋来。
长长哈达寄深意，
灿灿金光云剪裁。

翌日晨，从 5楼向广场望去。有人
在广场进大门的右侧用白土（不知是否
有糌粑）在地上绘制状如宝伞、金轮、
妙莲等纹样之类的白线条图案，然后，
左侧如法炮制。一拨人在旁边观看。
接着，人渐聚渐多。再接着，酒店左侧
的傍山街道出现了一列百余人的长长
队伍。男女人人都身着盛装，肩披哈
达。打头的举着似乎是经幡的卷轴，然
后，是一男一女两个藏童，紧挨着儿童
的是两位青年男女（好像是新郎新
娘），旁边走着的有点像主持仪式的喇
嘛。

广场这边的一群人见状开始向这
支队伍转进广场的入口处聚拢。接下
来，这边人群又自动分成两列，状如括
号，折进来的长长队伍则从括号中间
缓缓前行。此时，所有人都将哈达托
举在手中。广场中央，举经幡的仍在
最前面，喇嘛紧随其后，他们身后是男
女藏童，接着是新郎新娘，再后面是 3
对男女（似乎是双方父母等人）。不一
会儿，有一人托举紫色长带（不知是否
也算哈达）走到中间人群的前方，上身
前倾，十分虔诚地用紫色长带贴地向
左右扫过。这时，旁边的锣鼓及乐器
一并响起。再接着，所有人鱼贯进入
酒店。

不经意间，有幸目睹藏族婚礼，殊
为难得。待到婚宴结束，我们从楼上下
来，在底楼大厅，见到男女双方收受人
情的各居一侧。在礼金簿上瞥了一眼，
发现人情大多是 200元，也有 400元的。

西行游学记（五）

□ 陈震

书赠钱媛贤妹
□ 陈有清

（钱媛，吴门闺秀，清末翰林后裔，网狮园主。解放后，园林
献给政府，家亦移居沪上。闻我微恙，频频问候并寄赠异品…）

心期梅绽喜重逢

不意冠魔舞碧空

倩影临池三寸月

雅姿倚石五更钟

海畴槿荻衰逾老

网苑芝兰茂益丰

珍重江河流万古

梨花似雪品霓虹

雾中城堡（外一首）

□ 牛涛

一座棕色调的城堡

若隐若现 在一场浓雾里

中世纪风格的餐厅里

挂上抽象派的油画

鬼魅 又神秘

空无一人的餐厅

空无一人的大堂

从哪里传来的大提琴声

一直回旋着

古老的忧伤

我凭栏远望

透过浓雾前面是一片

迷宫般的园林

我陷入无边的困惑

梦呓般的大提琴声

穿过厅堂

纷扰着 我不安的灵魂

城堡的主人

是不是在另一个时空

他也隐约听见

一个诗人忧伤的脚步声

他写在书桌上的一首《雾中城堡》

慢慢 浮现出来

南国一夜入冬

乱山幽远在云雾中

入冬的寒意

催花一点点零落

我登舟出发

越过一次次骤起的波澜

鸟语声声 从两岸

幽深的林中传来

叽叽喳喳说着

我听不懂的无忌童言

南国一夜入冬

风吹起我蓝色的围巾

小舟徜徉在天地间

穿行在梦一般的烟雨中

凝望着远方 阴霾的天空

流云被风吹散成了

天际线上的一首朦胧诗

安静的细雨开始落下

寂寞在十二月的烟云里

瓣瓣零落 下南国

我是 1933年出生的。在我的记忆
里，我长到 5 岁那年，才在大年三十
夜，吃了一顿大米饭。说准确一点，是
糁儿饭。吃饭时，父亲用筷子指着碗
里九成糁儿一成米的饭说：“今天过
年，向东家讨了一点米，我们一家人吃
顿米饭吧！”

碗里的米很少，基本看不到，但能
闻到一股大米的清香。母亲用筷子夹
了两粒白米，放进两岁弟弟的嘴里，自
已没舍得吃一口。含着泪说：“一米度
三关呀！”

然而，这一顿饭，没能让我家度过
三关，这一年，先是父亲积劳成疾，吃
不饱饭，得暴病而故，相隔 8 天，大妈
妈又去世了，最让我痛心的是时隔 50
天，两岁的弟弟因饥饿而夭折。而母
亲因悲痛患上了羊角病，我们一家陷
入了困境之中。

好在有乡邻的帮助，才勉强糊口
度日。到 12岁时，我跟着姐姐开始下
田耥秧。

那时节，我们这些佃农信神较重，
也缺乏科学头脑。心里总希望寄托田
里有一个好收成，祈祷风调雨顺。于
是在撒种时，用碗装上一点种子，名叫

“仙秧”，浇上天水，请村里的私熟先生
写上对联：上联：敬菩萨田禾茂盛；下
联：点高香五谷丰登 。然而，烧香磕
头，还是填不饱肚子。

新中国成立后，让我们穷苦农民
翻了身，我们过上了幸福的好日子，
有了大米饭吃了，种田的干劲足了。
耥秧，需要水，那时用的是水车车
水。

车水作田时，一般是人力、牛力辅
助。人力车水时，为了消除劳累还哼
着号子，一人领，众人合，至今我还记

得几段：
领：什么尖尖能通天？合：宝塔尖

尖通上天。
领：什么尖尖好耕地？合：犁头尖

尖好耕地。
领：什么尖尖好割稻？合：镰刀尖

尖好割稻。
领：什么尖尖在面前？合：鼻梁尖

尖在面前。
哼到末了一句，互指鼻梁哈哈大

笑，把劳累抛到九霄云外。
车水作田时，车水人还“比武”，有

一位名叫龚三的人，此人只有 1米 5的
个头，却长得五大三粗，吃饭要吃双
份，车水一人顶几人。

傍晚时分，比武开始了，看他的那
种打扮，额上戴一副汗套（挡头上冒出
的汗，咋一看活像鲁智深，小腿上打上
吊带，双手盘，两脚踏，好比山猴盘桃，

那水车前不见斗板只见水，尤如白龙
戏水，末了哼上一句：哎！嗨！嗨！

观阵的无不拍手叫好，龚大力
士！莳秧的早晨，田埂上点着香，放鞭
炮，表示出征的样子。到了丰收在望
季节，一边耥秧一边唱山歌。

唱的是：日落西山一点红，耥秧的
人不放松，耥得土疏杂草光，金黄的稻
子堆满场。稻子收割上场后，脱粒人
工甩，稻谷成米人工舂。

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如
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车水、耥秧、收
割全是机械化，丰收季节，田野里金灿
灿一片，稻谷飘香，一天三餐吃的大
米，产量高、品种好，白灿灿、油光光、
香喷喷，多余的吃不了，就卖给国家储
存。这正是：一日三餐大米饭，穷苦生
活成过往。全国建设成小康，美好日
子万年长。

忆 大 米
□ 王亚民（九旬老翁）

●

●
心 有 翡 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