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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想到，浙江桐乡小小杭白菊花
会盛开在广袤黔中山地间，成为高原上
的一道美丽风景，其味芬芳，自成沁人
心脾的茶香。

八年前，一直待业在老家村子的倪
召华，主动到镇上要求劳务输出外出务
工。记得那次输送到浙江务工的60人，
都是边远村寨的村民，镇政府包车专人
送达目的地。在外出务工培训会上，个
子不高的倪召华就坐在会场前一排，给
我留下深刻印象。

那次输送到浙江务工的工种主要
是进皮革厂和纺织厂。可到桐乡市一
个月后，倪召华就离开了务工的工厂。
他给我打电话说桐乡有个好产业，就是
种植杭白菊茶。通过网上查询和咨询
比对，家乡的海拔、气候、土壤完全适宜
种植条件。还用手机传桐乡杭白菊种
植基地、制茶车间、产品成品等图片给
我。并说“浙江桐乡菊花茶协会”会长、
桐乡杭白菊茶公司总经理曹总已经同
意接纳他在公司基地务工，他很想学成
菊花种植和制茶技术，然后引种回家，
动员村民共同栽种，发展菊茶产业。半
年后，正是杭白菊开花的季节。作为镇
里负责人，我主动联系倪召华，想到桐
乡看看。在桐乡，曹总告诉我，倪召华
在公司只学技术，不要工资，是个有志
青年。看着正在田间修枝剪叶的倪召
华，崇敬之情在我心底油然而生，——
这个西部省份边远农村的务工青年，身
上洋溢着花香，心里装着希望的田野。

春节期间，面带春色的倪召华回家
来了。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数十捆货
运到来的桐乡杭白菊苗。这年，在镇属
发砟村流转土地栽种了200亩杭白菊。
杭白菊基地是镇里的产业示范点，小小
杭白菊就像刚过门的“新媳妇”，倪召华
则成了贴心的“婆婆”，垅土、除草、整
枝、施肥、浇水、看护，白天黑夜，一天要
往地里几个来回。后来他直接把管理
板房搭到了田坎上，生怕有着丝毫待
慢。精心细致的呵护，地里杭白菊茁壮
成长，簇丛郁郁，生机勃勃。

在植物学上，杭白菊属多年生宿
根草本植物，叶茂花繁，清新高雅。唐
宋以来，人们就以菊制茶，而浙江菊以
香醇适口，提神清心而蜚声四方。桐
乡杭白菊三月扦插，五月移栽，七月现
蕾，八月初绽，九月盛开，接着就是采
摘、烘干和制茶。菊有多芬芳，茶就有
多醇香。从岁月深处一路走来，杭白
菊茶香气氲氤。

地处云贵高原之上的黔中地区，每
年春夏之交，天气有时阴晴不定，偶尔

会有冰雹灾害发生。记得那年初引种
的杭白菊苗正待剪枝，一天中午忽然乌
云密布，天降冰雹。接到电话，我乘车赶
到菊花基地，眼前尽是被冰雹打得七零
八落的菊花苗，望着田间破碎的“致富
梦”，不免喟然长叹。可过一周，倪召华
发来信息，被冰雹打折的菊苗株又从中
部重新发芽生枝了，还调侃说节省了人
工剪枝投入。无疑，杭白菊顽强的生命
力，注定了它要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

当年基地采摘的200亩杭白菊花
蕾，烘干制茶是放心不下的桐乡曹总亲
自前来指导的，并悉数收购了全部菊花
茶产品。他以“菊花”般的品格和实际
行动，搀扶着这个远道而来尚且羸弱的
产业。收割到了杭白菊茶产业带来的
红利后，从此，在当地人的眼里，——坡
坂上、田地里、原林间，目光所及，仿佛
尽是风姿绰约的菊圃，密叶繁花，白晃
晃地在原野绽放。

翌年初春，以发砟村为中心，周边
各村抓住脱贫攻坚产业脱贫的政策，全
面推广种植杭白菊，发展菊茶产业，帮
助群众增收致富。一时间，村党支部引
领、村合作社带动、村组农户领种，菊花
茶产业如火如荼地铺开。种植面积逐
年增加，势如潮涨。数十个村的田野山
间杭白菊遍布，村村寨寨花团簇拥，蜂
蝶翩跹。杭白菊丰收，菊茶产业盈利
后，农民除了自有收入外，还有合作社
分红、土地流转费和基地务工收入，家
家户户笑靥如花，幸福祥和。

《神农本草经》载，菊“服之轻身耐
老。”在黔中地区，以“郎菊源”为品牌的
杭白菊茶已经让人深信不疑。广阔的
市场需求为杭白菊的扩面种植再创机
遇，不少适宜种植的地方纷纷前来购苗
栽种。前不久，我陪客商到镇上杭白菊
基地考察，从悬挂着的杭白菊茶产业种
植分布图上，清晰地看到，如今杭白菊
已从黔中地区发散，引种到300公里以
外的遵义市凤冈县。其次，贵阳市修文
县、黔南州贵定县、黔西南州的普安县、
六枝特区木岗镇、镇宁县六马镇……等
地，也纷纷引种大面积种植。高原上，
已悄然掀起了菊花茶产业种植热潮。
杭白菊像络绎的白蝴蝶，翩飞四方。

杭白菊，这位远嫁的“新娘”，生机
盎然，已在黔中大地开枝散叶，花蓓敷
荣。不仅以天然的风韵装扮大自然，还
以无私的情怀缔造一方福祉。回来的
路上，迎着骀荡的东风，我分明嗅到从
远方飘来的菊香。

朵朵杭白菊，杯杯菊花茶，烟霞般
绚丽，清香满人间。

前不久校对一文稿，提到在西秀区
黄腊乡，可以清晰看到耸立在西面五十
里外的大西桥镇“三斗山”。记忆中这
山，应为老青山，遂注为：“即九溪村前的
老青山”。虽已注毕，然惴惴焉。今夏小
暑第二日，众友约游老青山，遂欣然应
允，“小心思”却想考察此注对否。

是日上午 9 点，众友兴致勃勃出
发。出城20余分钟后，到“黔中第一屯
堡”九溪村，在横跨邢江河的新桥上，就
见老青山如蹲狮般矗立在东南面。有好
事者提议徒步，说这样才有意思。然知
情人说不可，如徒步到山顶，累倒不说，
时间要到下午了，现已有盘山硬化路到
达山腰，可减很多路程。众人回应：爱徒
步的下车，我们在山顶等。好事者哑
然。一众遂车载前行。车南进，折过二
三路弯，果见有两米多宽的水泥路从山
里伸出来，像一匹热情的灰布接住了进
山的欢叫声。

车继续南行向上，之后顺着山体折
向东，又渐走东北面，感觉转了大半
圈。四五分钟后，到达一个10余户的
小寨，我诧异怎么会有寨子藏在海拔
1312米的半山里。同行的说，这是九
溪村老青山组，其北面还有白岩组，都
属九溪村。

把车停妥，大家就分提了吃食，从一
包谷地上山。路为土路，杂有部分砌石，
宽米余，却无荆棘，路面清新，可知常有
人进山。曲折上到海拔1370米，见一堵

长而高的岩石耸立眼前，石下有一洞，较
为开阔，不甚恐怖，同行说是乌龙洞，想
必曾有乌梢蛇盘踞而得名。到此，道路
豁然开朗，宽到2米余，且是石阶，路沿
用石块堡坎，暗思古人艰辛。头顶柯枝
交横，树林阴翳，凉气阵阵，全无小暑气
象。爬到海拔1426米处，见路左有三座
和尚墓，皆用石块垒砌。左墓石碑被毁，
墓被盗挖，后人不忍，用乱石参差回填。
右墓无碑，青苔密布，不甚显眼。最突出
的是中墓，墓碑一通，石质甚好，然上半
部被人打掉；所镌墓字工整健秀，每字
0.2米见方，内容叙述艰难建寺、护寺诸
事。又发现石崖边一匍石也有文字，但
字迹不深，漫漶难辩，就商议先爬山，回
来再细看。

顺着石阶继续走，感觉道路渐陡，再
上四五十米，过一道口，眼前突然平阔一
片，靠山根处有一高墙，为块石垒砌，始
知已到普德寺。只是寺已无存，灌木杂
草遍生。察看倾圮的石墙和规整的屋
基，依稀可辨寺为三进，正殿、两庑、僧寮
等一应俱全。传说鼎盛时期，寺僧百余，
寺田分布在15千米外刘官乡红仡佬村，
收租时人挑马驮络绎不绝。穿过大殿后
门，就没石阶了，路经一灌木遮蔽的稀疏
竹林，再略上又见一深黑岩洞，俗称淌米
洞，才知是合郡八景的“米遗青山”处，传
说建文帝在此留下黑米，又传说寺祖古
原和尚到一富户化缘，主人问要多少米，
大师说只要装满一只衣袖就行，富户大

笑：“要求太小，这有何难？”大师举起僧
服，米入衣袖而终日不盈，谁知米去到百
里外的淌米洞了。《安顺府志》云：寺后天
米峰，出自然米，形肖食米，色稍黑。凡
游山者，岩下土中寻无不获，而竟终古不
绝，可疗腹胀、心气痛。我们也想探个究
竟，但腐叶深覆，只好作罢。

过了这里，道路陡峭起来，坡度逾七
十，需攀树枝藤条才能上，同行中有两小
男孩，也手脚并用，喘气连连。约爬十余
分钟，前面的人大喊：“到山顶了，到活动
岩了！”众人陆续登到山顶。细看这活动
岩，为一大块癞岩，岿如磐石，咋会活动
呢？古人传“此石偶拨则动，用力推之则
屹然不稍移”，这是地方人“摆故事”罢
了，然清代道光举人刘庆臻“上有灵石岐
嶷立，妙能点头识人心。推之辄动摇不
扑，神仙巧置如悬针”的诗，给它增添了
几分灵动的气息。

站在海拔为1510米的活动岩上四
望，全见周围田野村庄横陈脚下，那些平
时看来高大崔嵬的山坡，此时也只如刚
出土的竹笋一般小巧玲珑，让人顿时想
起“一览众山小”“登泰山而小鲁”的诗
句，《安顺府志》则形象地说：“俯视群山，
皆成培縷矣”“至山顶俯视，则诸山皆如
儿孙矣”。但遗憾的是，今日无朗照阳
光，看得不远也不分明，我东向远眺，见
旧州、刘官一带有飘逸白烟，而黄腊最高
峰马头山，还是隐藏在一片云雾中。

休憩一会，大家轮换到活动岩上或

蹲或站拍照，无不遗憾说天气不凑巧，
待到晴日再来爬，一定要在老青山上留
下靓影。如此说着，就原路鱼贯而下，
且边选择野炊之地，都觉得乌龙洞前平
敞干净。遂垒石架锅，捡柴剁鸡，袅袅
炊烟中香气顿生。而有两位田调朋友，
念念不忘那墓碑文，又去取来工具，专
注拓起碑来，我亦在侧递水扯纸，看着
上面的文字渐渐清晰浮现到纸上，心里
也很舒畅。

约莫两个多钟头，诸事完毕，下山去
往停车处。但我还是心挂“三斗山”的
事，就沿街跑到青山组最下方远观老青
山。的确是三峰并立，中峰最高，右峰次
之，左峰最低。我们上山的路线，是从左
峰半山出发，过乌龙洞，上到和尚墓，之
后进入与中峰交汇的山鞍处，普德寺就
在那里，难怪地势开阔呢。再后经过“米
遗青山”进入中峰直抵山顶活动岩，无怪
此段道路突陡了。至于右峰，因盘山路
是从其根脚始，后环主山而上，道路没有
经过，也就错失见识其中的石方丈、天生
桥、双眼井等奇景了。自此，“三斗山”为
老青山无疑了。

联想开去，天下名“青山”者何其多，
仅西秀区，东屯乡有之，轿子山镇有之，
然都称“青山”，何独此处要加一“老”
字？是否其有尊崇地位？思虑老青山诸
多风物沧桑及传说故事，以及今日无缘
右峰及晴空朗照，只能叹一声人生易老
青山不老了。

天空上一轮圆月，洒下皎洁的月
光，洗涤着梦幻的家园，渐渐地清晰起
来，山外青山楼外楼，明月歌舞的欢乐，
多少个夜晚，远方游子依栏望月，回到
魂牵梦绕的家乡。

回家的道路始终漫长，望断天涯路
的惆怅，泉水边的那排杨柳枝，挂满冰
凉的月光，年迈的老母亲，站在低矮的
屋檐下凝望，通向山外的小路尽头，飘
逸而过粉红的身影。

山上的树丛竹林里，百鸟归巢的宁
静，村前蜿蜒曲折的小河，唱着过去古
老的歌谣，溅起洁白的浪花，故乡刻骨
铭心的名字，在清水里静静流淌，泛动
银色的眷恋。

村前的那棵老槐树，抬头仰望山外
的风雨，秋千上荡漾的童年，已经远走
高飞，从此以后浪迹天涯，吹一调悠扬
的竹笛，童年骑牛牧归的倩影，成为高
原永恒的背景。

庭院深深的院落，花好月圆的清
凉，墙壁上脱落的石头，岁月如歌的锵
锵有声，显现斑驳陆离的光影，故人远
去的真实面孔，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对
酒当歌人生几何的畅饮。

记忆的古井，长满了苔藓，犹如老
人深邃的眼，流出浑浊的泪水，清洗疲
惫的灵魂，深渊死水微澜浮现，渐行渐
远的峥嵘岁月，清水里流淌的岁月，往
事已经不堪回首。

寨子中那棵大榕树，枝繁叶茂的翠
绿，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石头房屋鳞次
栉比，栋栋紧紧依偎相连，升起紫色的
袅袅炊烟，东家的花开西家的香，西家
的狗追赶东家的鸭。

月亮悄悄的爬上来，高高挂在树梢
上，月亮月亮你别睡，月光下的大榕树，
爷爷抽着苦涩的叶子烟，述说着丰收的
喜悦，奶奶笑掉了的门牙，再也关不住
故事的流露。

谁依偎在窗前，朦胧的月色中，残
遗孤独的身影，离别愁绪涌上心头，眼
角流下的泪花，打湿单薄的思念，温暖
那双远去的脚步，种满亘古的相思，盛
开成悬崖菊绽放。

古朴敦厚的石桌上，摆满香甜熟透
的瓜果，望眼欲穿地等待，远方游子的
归期，饱满的花生甘甜的葡萄，成熟的
南瓜殷红的石榴，洗沙芝麻饼和桂花
酒，芳香扑鼻醉人心扉。

犬吠深山更加幽静，清澈的山泉石
上流淌，繁星璀璨渔火点点，夜空彩云
追月的意境里，双手举杯邀明月的豪
迈，对饮成三人，八千里路云和月，月是
故乡分外明。

石板路上走过，两小无猜的青梅竹
马，挑着水捅的漂亮村姑，素面朝天的
羞涩，笑靥如花的走来，解开飘逸的秀
发，直泻下一往情深意长，在溪水边浣
纱，欢乐地嬉戏。

悄悄的摘朵花，插进乌黑的发梢，
傻傻地对着镜子发呆，唢呐吹响锣鼓喧
天，出嫁的夜晚就想这样，默默地打扮
自己，如花似玉平凡的一生，相夫教子
的繁衍生息。

月光下的凤尾竹，闪烁绚丽的色
彩，吹响木叶的阿哥，站在低矮的竹楼
下，凝视漂亮的小阿妹，知心的话儿说
不完，哼唱着情意缠绵的情歌，成双成
对的述说衷肠。

轻轻依偎栏栅边，凝望月光下的荷
塘，盛开娇艳的花朵芬芳，风姿绰约的
亭亭玉立，哪一朵是亲爱的莲子，不胜
凉风的娇羞妩媚，晶莹剔透的泪水，流
过花瓣的边缘。

月光如水似水流年，岁月如梭光阴
似箭，回家的路只有一条，穿过时光的
背面，回归梦幻中的家园，风轻云淡皓
月当空，夜空中飞舞的萤火虫，不知梦
里花落知多少的翩跹。

香飘四方杭白菊
□伍永鸿

月夜故乡
□王天锐

青山不老
□王辉伦

坐藤椅，摇蒲扇，说古风，道黄梁，古
槐倚石墙。大碗茶，青条石，风过檐廊稻
花香。

不松不紧，不咸不淡。
屯堡老者者在石墙根敲烟锅斗的动

作慢悠慢悠，
屯堡老嬢嬢纳鞋底的针线细长细长

……
他们在大青石垒砌的屋子里，任世

上风云变幻，捍卫着自己的精神领地直
到地老天荒。

地 戏

地戏，又称“跳神”。跳的是风调雨
顺、村寨安康。

对于屯堡地戏表演者来说，无处不
戏台——村中空坝,田间地头,就地围
圈，威武出场。

600多年来，从军人到农户从农户
到军人，习武备战，桑渔农耕。如果说生
活是一场大戏，那么，屯堡人最会时时刻
刻都在出演自己生活的主张。

600多年过去，曾经战争的阵法再
度被摆起，曾经的英雄毫不变换模样！

于是，地戏就多了几分灵性、几分敬
畏、几多铿锵。

一个地戏队跳一部书称为一堂。
薛家将、杨家将、岳家将、狄家将、三

国英雄、瓦岗好汉、封神将军……
走马横刀，古驿飞蹄，江湖烟雨，庙

堂鼓鸣，原野山岗……
功成名就的显赫
退隐深山的张扬
荣辱悲喜，兴替轮回，谁在时间的手

掌心殚精竭虑？
成王败寇，都是过往！
带上脸子，时光就会流淌。
没有谈情说爱，没有才子佳人。

只有与屯堡人生活紧密相关的军旅
生活，

金戈铁马，深邃、粗犷、奔放。
表演强健雄浑，
傩腔荡气回肠、
赞美忠义、良将忠臣——英雄，是地

戏永恒的篇章！
时光消失、文化不灭、信念不忘
那戏台上的英雄
仍气宇轩昂！

唱 书

元曲最真实的唱法，已经众说纷纭，
元曲的腔调，会不会就是其后明朝唱书
的腔调？

可以肯定的是，今天屯堡人唱书的
腔调，就是600年前大明的古韵“官腔”。

炊烟从鳞片般的白石板屋顶婀娜而
出，夕阳在牧童归来前悄悄隐去……青
山绿水间，老牛一步一个脚印，一任笛声
清脆，野花菲芳。

此时的石墙根，蟋蟀开始在石缝间
歌唱，一块大青石突然间下巴好长。

此时的屯堡四合院落里，神情庄重
的屯堡“秀才”老人翘起二郎腿，发黄的
册子耷在膝盖上，忠实的听众熙熙攘攘。

放眼望去，泛黄的纸页在三月春风
里轻轻飘荡。

厚厚的老花镜片里，老“秀才”那双
略显浑浊的眼睛依旧能在书中明察秋
毫，在浩瀚的词语里洞古穿今。

唱书声起。
大明朝的“官话”顿挫、抑扬。
五言七言节奏铿锵，
一说一唱一韵悠长。
老人，老屋，老书，老花镜……
唱什么呢？
唱《柳莺记》《薛仁贵》《三下河东》、

《薛刚反唐》……
唱一篇一篇褪色的文章
唱一段一段了结的尘缘
唱一朝一朝的轮回兴亡
唱一位气短的英雄唱爱上红颜薄命
唱所有人的来世、今生和过往
动情处，老人的声音开始发颤。老

人的脚在抖动，拿书的粗糙的手也在抖
动……

渐行渐远，模糊清晰……通俗的历
史演绎，实在的人情冷暖……在老人口
中淋漓酣畅。

云聚云散，老人沉浸在自己的精神
领地里，膝盖上泛黄的册子在抖动，英雄
与英雄在文字里碰撞。

书页有了分量，穿过檐廊的三月春
风换上便装。

走进屯堡，小册子唱本中泛黄的日
子，要轻拿轻放！

山 歌

安顺的山连着山，是山的世界。歌
连着歌，是歌的海洋。

山歌，大山深处最强健的心跳。于
是，生养在大山怀抱的男女青年，怎么能
按捺住心中那一份热肠？

在山水的韵律中，在歌声的丰饶里。
那个纵情山水，游历名山大川，见到

庐山之上几股水流下就惊叹“疑似银河
落九天！”的诗人曾经歌咏：“我寄愁心与
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然而“直到”而
未到。多年以后，一群“屯堡人”留了下
来。在青山绿水间繁衍生息……每一个
日子都飘忽在山歌里。

二月杏花雨，三月桃花开。
桃花之上的天空是一块湛蓝的丝

绸，覆盖在牛背上，覆盖在屯堡汉子黑黝
黝的脊背上，被太阳的手指，抚得舒展。

此时，依山傍水的屯堡村落，像一只安详
的摇篮，把世事的风雨隔在大山之外。

偶尔飘过这里的云朵很悠闲，青山
绿水间的牛羊很悠闲，放牛的青年男女
哪里去了？

飘悠悠的山歌传到耳朵里，火辣
辣地写在脸上——无论小伙子还是小
嬢嬢。

山歌，本身就离不开大山，因为大山
上的一草一木，都是听着屯堡山歌长大
的。因为只有巍巍大山，才能承载这些
歌词的分量。

“生要连来死要连，
生死要连一百年。
那个九十七岁死，
奈何桥上等三年！”
——这是坚贞爱情的呐喊，这是内

心深处的绝唱！

花 灯

唱着、跳着，岁月便因生活的态度而
繁华起来……把生活本身当作艺术的屯
堡人，生活在祖祖辈辈幸福的节奏里。

民间小戏，演绎农村生活、民间故
事。屯堡人的花灯戏，600年的历史积
淀，让其更加多姿又多彩。

手帕摆动，人间冷暖。
折扇翻飞，风云变幻。
野鸡步、矮桩步、梭步、碎米步……
小花扇、大花扇、交扇、盖扇、扑蝶

扇……
膝上栽花、犀牛望月、雪花盖顶、黄

龙缠腰、岩鹰展翅、海底捞月……
阳春白雪的孤芳自赏，下里巴人的

逍遥自在……几多荣华富贵、高低贵贱，
都在一颦一笑间灰飞烟灭！

唱着唱着，扭着扭着，弯弯曲曲的日
子过得更加香甜！

话说屯堡话说屯堡
□□蒋平平蒋平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