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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

《藏地游》系列之四

百态

像许多车来人往的道路一样，317国道也需
要维护和修理。在一处转弯处，我们看到几辆工
程车正在路边作业。迎面墙上，一行鲜艳的标语
引起了我的注意，经过艺术处理的八个大字“鲜
水首城 红炉霍尔”展现眼前。其中，前两个字
和后两个字是白色楷体，中间四个字是红色草
体。我想，其中必有缘故。

原来，在不远处有一条鲜水河，霍尔是炉霍
的旧称，而红色是炉霍的底色。炉霍县原名“霍
尔章谷”，属土司管辖。1728年（清雍正六年）
置霍尔章谷安抚司，隶属打箭炉厅 （今康定
市）。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章谷土司世
袭至第十代绝嗣，土司统治告终。1897年（清
光绪二十三年），置炉霍屯，后改名为炉霍县，
仍隶属打箭炉厅。

转过弯，一条汹涌奔腾的鲜水河展现在我们
眼前，白色的浪花与河边的绿树一起奔跑，让人
眼花缭乱。我们在用汉藏两种文字写着的“霍尔
鲜水河谷景区简介”的广告牌下停车，详细查看
一下这里的自然生态。

炉霍鲜水河景区是国家湿地公园，它地处雅
砻江左岸一级支流鲜水河中下游（雅砻江系长江
上游源头金沙江最大的一级支流）。公园内有大
片湿地，还有灌木、乔木、草场，环境清雅，风
光旖旎。除此之外，这里还是许多珍稀鸟类的栖
息地，且享有丰富的天然温泉资源。冬季，鲜水
河湿地公园鸟鸣清脆，给冬季里万籁俱寂的湿地
增添了生机与活力。每年 10月，都会有大批黑
鹳在鲜水河湿地公园停歇，这儿成了候鸟们最青
睐的打卡地，每年停留时间约为 10至 20天，或
在此栖息过冬，因此也吸引着众多摄影爱好者到
此观赏拍摄。炉霍县森林覆盖率达 24.8%，是西
南地区重点原始林区，成熟林蓄积占森林总蓄积
的80%以上，林木品种以云杉、冷杉为主。动物
品种繁多，分布较广，比较著名的有白唇鹿、磐
羊、林麝、藏马鸡等数十种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
物，还有虫草、贝母等珍稀中药材。

我和戚海亮、许进海拿着照相机、手机各自
寻找着最佳拍摄点。我来到一处宣传栏前，看到
了关于这里生物多样性的介绍——这里的珍稀动
物有150种，其中包括雪域神鹰高山秃鹫、高空
战士黑鸢、捕鱼能手秋沙鸭、高原上的神秘精灵
黑颈鹤等等。这里的植物有 298种，什么绥草、
桃儿七、穗状狐尾藻、变叶海棠等等，我们在内
地从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我的视线越过河岸，看到一座座整洁美丽的
藏族民居。这些民居四四方方地矗立在山坡上，
色彩红白相间，外形端庄稳固，风格古朴粗犷。
藏族民居的房顶大多为平顶，上面放着一个方形
的花篮，花篮里插着各色的经幡，烘托出喜庆吉
祥的氛围。外伸的房檐由红色的、白色的四方柱
组成，整齐地排列着。据当地村民讲，这种藏族
民居由土石砌筑，形似碉堡，俗称碉房，一般为
二至三层，通常底层做畜舍，储藏物品；上层住
人，设立经堂。平面布置逐层向内收缩，下层屋
顶构成上一层的阳台。外墙门窗上挑出的屋檐
下，悬挂着红、蓝、白三色条形布幔，周围窗套
为黑色，屋顶女儿墙的脚线及其转角部位则具有
红、白、蓝、黄、绿五种色彩，与我们在山顶上
见到的经幡色彩相似。

戚海亮将他的丰田汉兰达越野车停在317国
道的右侧，路边的公交车站牌显示，这里是炉霍
县孔色乡崩龙村。一位身材稍胖的藏族大妈，赶
着一大一小两头牦牛从村里走出来。我急忙上前
与老妈妈搭讪，而她始终保持着微笑，对我说着
什么，可惜我听不懂她说的话语。村边树林旁，
也有一位村民在赶着牦牛放牧，她前面的牦牛在
那里低头吃草，她向我们招招手，算是问好。在
我看来，每一位藏族大妈都像才旦卓玛，那些藏
族服饰亲切别致，藏族民歌对她们来说仿佛张口
自来。

望着幸福的藏族同胞，我的耳边响起了那首
由李俊琛作词、罗念一作曲的《洗衣歌》：

呃！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呃？阿拉黑司！
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呃？阿拉黑司！
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
呷拉羊卓若，若尼格桑梅朵桑呃，
军民本是一家人，帮咱亲人洗呀洗呀洗衣裳

呃……
（下期请看《卡萨湖是圣湖》）

炉霍，炉霍
□袁正建

数年前有段时间我有些腹胀，服西药
半月余有些许好转，停药后又反弹，病虽
不大却很闹心。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一家
中医艾灸馆，经月余调理，病情逐渐好转且
没有反弹，又经过半个月的巩固，食欲大
振，至今再无反复。艾灸馆的那位医师详
询了我的生活习惯后，确定我腹胀的病因
是脾胃受寒引起的。

《黄帝内经》上说：“病者，过也。”错
误的“因”导致错误的“果”。反思我以前
的生活习惯，自认为身体棒，是运动达人，
每次体检各项指标正常，平时就连感冒也没
有。在生活方式上有“充愣”之嫌，这次身
有小恙是给自己错误的行为买单，也为固有
的生活方式亮起了红灯。

先说穿衣，我已经十多年冬天没有穿过
棉袄，一冬天也是凉鞋，最冷时穿两件羊毛
衫、两条秋裤过冬。再说锻炼，本人喜欢打
乒乓球，就是数九寒天，打球也是赤膊上
阵，打过后没有及时穿衣，外面气温零度以
下，这时人体毛孔全开，免不了寒气进入体
内。我还有晨跑的习惯，就是冬天也从不间
断，每天5至10公里。三九天的早上寒气逼
人，出门跑步难免吸入冷空气，瘀滞到脾胃
上。最后说吃饭，我一般在家吃饭也就是
10分钟以内，而家人往往都得吃半个多小
时，这样进食太快也会把“气”吞进脾胃。
以上这些都是不良的生活习惯，都是导致脾
胃不和、腹胀的原因，错误的“因”不除，

“果”就不会好。
凡事永远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病了一

场，使我明白了“夫物芸芸，各复其根。归

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

人生到哪个阶段就该去做其相对应的事
情，不能逞强去做与自己年龄不相符的事。
老子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
已。”于是，我也开始注意保护自己了。比
如，我特意买了双棉鞋，还买了鸭绒袄和保
暖内裤，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虽然没了风
度，但却有了温度，全身暖洋洋的。不再关
注微信运动上的步数了，跑步也改为散步，
每次打 30多局的乒乓球改为 20多局，哑铃
多组改为一两组等等，从体力上“不妄作
劳”，以求身心安宁。再比如喝酒，我不跟
年轻人拼酒量了，也不大杯大杯地一饮而
尽，每次半斤八两的，过滤沉淀自己的社交
圈，非必要不入酒场，即使去了也只能应酬
两杯，小酌助兴。

通过那次艾灸的调养，我更加笃信中
医。中医是我们的国粹，不仅是科学，更是
哲学，甚至有人把《易经》作为基础的中
医，说成是量子纠缠理论的“玄学”，真的
很神奇。仔细想想，对大多数国人而言，没
有低维度的“觉”，就没有高维度的“慧”，
如打喷嚏到癌症只有一步之遥，打喷嚏是身
体抵御寒冷的先觉信号，是本身足有的高智
能身体条件反射，您对此却没有觉醒，那么
只有靠病痛来提醒您觉醒。所以说，只有具
有了高维的认知方能达到“身心灵”的康
泰。有很多病都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导致的，
都是“无知病”，都是没有自我觉醒而造成
的病痛。所以，活明白的人都知道我们自己
的身体具有非常强大的自我免疫能力、自我

修复能力、自我疗愈能力、自我适应能力、
自我觉醒能力和自我救赎能力。

接着说说我与葡萄酒的那些事。第一次
接触葡萄酒是在 40多年前，一位亲戚带我
参观葡萄酒生产线，现场品尝葡萄酒，口感
甜甜的，一口气喝了一瓶，并无微醺，只觉
饱了口福。

说来与葡萄酒还真有缘，经人介绍，我
又与民权第二葡萄酒厂的有情人结为伉俪，
几十年来，日子虽普通冗繁，但也恩爱香
甜，心想这得感恩葡萄酒给我带来的缘分和
福分。

慢慢地接触到了葡萄酒族的干酒，起初
觉着不那么好喝，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酸、
苦、涩。专业人士告诉我，干酒是葡萄自然
发酵的度数，不是勾兑的酒精度数，喝干酒
对身体有好处。

细查资料得知，葡萄酒是古罗马文化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圣经》 500多处提及
葡萄酒，耶稣在最后一次晚餐上说：“面包
是我的肉，葡萄酒是我的血。”葡萄酒就随
基督教传遍世界。马克思一生钟爱葡萄酒，
在他乡流浪时，他常常怀念家乡的葡萄酒。

唐朝以后，葡萄酒在我国得以发展，于
是就有了“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诗句。但
是，在近两千年的时光隧道里，中国的葡萄
栽培与葡萄酒酿造历史几近空白，直到
1892 年，爱国华侨张弼士在烟台创办了

“张裕”葡萄酒，我国葡萄酒业才开始萌
芽。然而，由于各种因素影响，我国的葡萄
酒行业依然没有长足发展。直到 1956 年，
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大力发展葡萄种植和葡

萄酒生产，让人民多喝一点葡萄酒”。1958
年，轻工业部响应伟人的号召，在民权建起
了新中国第一家葡萄酒生产企业——民权葡
萄酒厂。

我原以为葡萄酒是西方的专属，转眼间
我们身边也有了葡萄酒，人们慢慢也爱上了
葡萄酒。不仅走亲访友、招待亲朋用葡萄
酒，日常生活中，烹几盘小菜，斟上红酒，
与爱人小酌几杯，其乐融融，享受着葡萄酒
带来的浪漫和快乐。

我们白天在熙熙攘攘的凡尘中忙忙碌
碌，无片刻喘息，晚上静下来，让一杯红酒
唤醒灵魂，白天的一言难尽和一地鸡毛都会
在一饮而尽的红酒中散尽，江湖中的纷纷扰
扰都会忘到九霄，留给身体的是通泰和安
详。所以，除非必要的应酬，凡是有美女在
场或者是与家人相聚，抑或是一人独酌，我
就选葡萄酒，而且首推咱们身边的“民权
红”“河南红”葡萄酒。

说起“河南红”葡萄酒，不得不提及连
续当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法学博士、天明
集团创始人姜明董事长。2018年初，恰逢
民权对葡萄酒企业改组，姜明积极响应省委
省政府提出的“振兴豫酒”号召，并购了民
权葡萄酒，把原来的广告词“常饮民权葡萄
酒，能活 99”改为“常饮民权葡萄酒，健
健康康 119”。我原以为这是推销葡萄酒的
噱头，但我后来反复研读《易经》《心经》
《道德经》《黄帝内经》以及刘丰、刘一秒、
朱清时、施一公等大家讲的高维智慧、量子
纠缠、宇宙全息论、生命科学等知识后，我
方确信人本寿命120岁，只不过是我们被身
外的“物”所“物与物”了，所以组成生命
的最小单位细胞就大打折扣，鲜有期颐之
寿，却有“度半百乃去”之辈。

我相信只要我们放平心态，少私寡欲，
恬淡虚无，“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
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活到百岁已不是
梦。在此，我也衷心地祝愿看到这篇文章的
有缘人，都能有事心不乱，无事心不空，小
恙灸一灸，无灾又无病，常饮“河南红”，
经略气血通，净化身心灵，逍遥过一生。

一点感悟与大家共勉之。

我与艾灸、葡萄酒的故事
□闫鹏亮

藏族大妈赶着牦牛走出村口。 戚建 摄

在豫东一带，人们把小孩子穿的
带有虎头图案的鞋子称作猫头鞋。这
里没有虎，只有猫。

居住在城内的王婶就是做猫头鞋
的巧手。她在走投无路时迷上了猫头
鞋，用做鞋撑起这个家。

抹褙子、纳鞋底、绣鞋帮、缝帮底，
她日夜不停地忙活。高粱莛子编成的
正方形筐子已经破旧不堪，里面滚着
线、绳、布之类红红绿绿的物件。王婶
瘦成了枯柴，偶尔从胸部发出的几声
咳嗽提醒她，痨病渐渐厉害了。

这一天，王婶去街头摆摊卖鞋。
娃的爹陪着她，扁担一摘，蹲在墙角
点上一袋烟。他习惯把头摇来摇去，
街坊邻居称其为“老摇”。他平时不
善言语，也不多干活，这也难怪，看
他那身板，单薄得抵不住一阵风。

各种各样的猫头鞋摆出一大片，
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光彩夺目，简
直是一群鲜活的小猫在聚会。

“猫头鞋就是好！以后有钱了，
我也给俺孙子捎上一双。”

“不愧是王婶的手艺，针脚细密，颜
色搭配合适，看这鼻子、那耳朵，多有趣！”

价钱并不高，但毕竟兵荒马乱的，看
家多，买家少。填饱肚子是天大的事情，
这几天城门盘查更严，据说要打大仗。

“哈哈，看看这双鞋子，怎么大小不
一样呢？做错了吧？”有细心的顾客问道。

王婶端庄而蜡黄的脸上展出笑
容：“俺做鞋多年，悟出了一个道
理：百货中百客。千奇百怪的脚，要
配五花八门的鞋子。”

“难道还有谁来买大小不一的鞋子？”
“左右鞋型号一样，那是正常人

的需要。对于踮脚的，就要特殊对
待，残疾的脚要穿型号大、鞋底薄、
帮子紧的鞋，这样穿起来才舒服，也

有利于治疗脚疾……”
话音刚落，转过来一位年轻人，光

头、长脸、白棉布褂，黑大裆裤缀着几
处大大小小的补丁，左手提着一串马
扎，右手攥着一只脏兮兮的布袋。

他放下马扎，躬身在鞋子前挑来
挑去，最后盯住一双大小不同的鞋子。

“大婶，您这双鞋子有毛病，左鞋大，
右鞋小，没谁会买的。可偏偏适合我天
生残疾的女儿，您能不能便宜点……”

“说鞋子有毛病，不错，遇到有
毛病的脚便成合适的了，正是弯刀对
着瓢切菜。”

“大婶，我是木匠，今天还没有发
市，能不能用一个马扎换一双鞋？”

老摇走过来，瞧瞧年轻人，瞧瞧
马扎，瞧瞧鞋子，没有言语。

王婶纳闷起来，这纳闷已经延续
了多日。前年死了原配丈夫老王，邻
村老摇就托媒人说和，成了倒插门新
婿。半年来，总觉得他像幽灵一样闪
来闪去的。

“嗨，快打仗了，我再置办马扎
也没有什么用处，看你这么疼女儿，
女儿又那么可怜，大婶也就答应你。
这鞋子是特殊货，费工夫，你真想
要，那就拿两只马扎吧！”

“两只就两只吧，好在不是现钱。”
“年轻人，你还不知，眼大小不一样

叫鸳鸯眼，鞋大小不一样叫鸳鸯鞋。你
给女儿买了鸳鸯鞋，图个吉利。”

青年人不胜欢喜，赶紧拆下两个
马扎，交给王婶，又拿起那双鸳鸯鞋塞
在布袋里。然后深深鞠了一躬：“谢谢
大婶，要是女儿穿着合脚，我以后还会
来买的，求您早晚再备些鸳鸯鞋。”

王婶笑着说：“如果有需求，只管
来。我这里多操一份心，没什么。”

十天后，青年人又用几斤谷子与

王婶换了一双鸳鸯鞋，他临走告诉王
婶：“天要下雨了，注意避雨。”

不久，县城解放。老摇却神秘消
失了，母子哭成一滩泥……

大概是 1954年夏天，王婶正在田
间拔草，几名民警冲到地里，不由分说
把王婶绑去。没过几天，传出王婶将
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的消息。
理由是，她的丈夫老摇长期充当国民
党特务，又跑到台湾从事反革命活动。

王婶如梦初醒，又意外又后怕。
她明白为什么老胡一再提醒她，要注
意保密，哪怕是家人；明白为什么老
摇成天盯着她，形影不离。要不是自
己格外谨慎，一定误了大事，她骂
道：“老摇啊，你个老妖！”

“我不是反革命分子，我是一名
地下情报员。前任丈夫王志海是共产
党员，牺牲了，我帮助他完成未竟的
事业，多次传递重要情报……”她辩
解着。

“瞎胡扯，你一个绣鞋婆能传递什
么情报？谁来作证？”工作人员怒吼道。

“我的上线老胡在给我传递最后
一个情报后就牺牲了，”王婶抹起眼
泪，“战斗一打响，我和下线小罗也
失去了联系……”干着急，找不出证
人，王婶痨病复发，只能闭眼受刑。
忽然，一名青年男子火急火燎地来到
县公安局，请求释放王婶。“王婶是
进步群众，是我的上线，她多次收集
传递重要情报。解放县城一战，多亏
她传递了敌军布防图。”

原来，当年买鞋的年轻人叫小
罗，他跟随大部队辗转四川，解放后
在当地一家兵工厂任厂长。正巧，小
罗回乡奔丧，听说了王婶的遭遇。

“不能只凭嘴说，要有相关证据。”
“我和我的下线都是人证，另有

物证，解放后被我放在老宅。”
在多人见证下，小罗从一口破木

箱里取出一个塑料袋。拆开塑料袋一
看，里面卧着两双大小不一的半旧的
猫头鞋。左鞋帮一律松着口，里面曾
经隐藏过密件。

至今，那两双鸳鸯鞋还珍藏在县
城博物馆。

鸳 鸯 鞋
□娄渊礼

八月桂花香。前几日，一下楼就有花香扑面而来。四处
寻找，原来是楼下的一株桂花树开花了，空气中氤氲着桂花的
甜香。这香味醉了金秋，也醉了金秋里的人。

因秀梅一句“日月湖的桂花开啦！”这几日，我便坐立不安，
一心想着要去那里赏桂花。午休后，骑上单车，向日月湖急急
赶去，像是赴一场约会。半小时后，一湖碧水便映入眼帘。

沿环湖步道慢慢骑行，期待着那一树一树的花开，更期待
着一阵一阵的花香。看过几树桂花，不仔细闻，感觉不到花
香。或许我来晚了，错过了花期，些许遗憾油然而上心头。

半阴天，光线不强。一湖如镜，碧波万顷。湖畔小径，绿树
红花。在日月湖南部，我看到了一树树的桂花，便停下车来，上
前去嗅这花香。虽不浓郁，仔细闻香味还是有的。我期待的是
扑面而来的浓得化不开的桂花香，香味中透着一丝丝甜，就像
一坛桂花酒。不喝，单闻一下便醉了，沉醉在这花香中。

在一条不知名的小径，我看到了夹道的桂花树。金黄的小
花，挨挨挤挤地开在一起，争相散发着香味。我上前一闻，真香
啊！我感叹着，回味着，不虚此行。

湖边石阶小坐，有音乐袅袅飘来。国庆假期过后，热闹的
日月湖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三两游人悠闲地在湖边散步。有白
发夫妇，有蹒跚学步的婴孩，有青年情侣。他们在秋日里欣赏
着风景，也装扮了这片风景。秋水长天，一只彩色的小船划过，
留下阵阵涟漪。几只水鸟，轻快地飞向远方。远处的树叶在变
红发黄，微风吹拂，夹带着一丝丝凉意，送来晚秋的祝福。

丹桂飘香，这是桂花的季节。日月湖赏花，并不只是迷恋
它的花香。偷得浮生半日闲，边骑边走日月湖。这一湖的美
景，不算热烈的桂花，还不浓郁的秋色，便愉悦了我的身心，驱
走了案牍的劳累，缤纷了我的视界，让我沉醉在这一片湖光秋
色之中。

桂花香里日月湖
□吴海良

老家在农村，印象最深的季节应该是秋天。
立秋胡桃白露梨，寒露柿子红了皮。七月杨桃八月楂，九

月板栗笑哈哈……儿时的我们对这些谚语耳熟能详，把这些
农谚根植在心里，到了什么时候吃什么美食，对我们来说是天
大的事。

秋收过后，田野一片疲惫，偶尔传来老牛辽远的叫声。我
们常常在田间地头翻捡秋天遗落的果实，每一枚果实都引得
我们欢呼雀跃。在我们老家，把这叫“捡秋”。我常常好奇地
去看地边的豇豆，以及那些不知名的草儿，它们似乎不知道秋
天已经来临，还在兀自开着好看的花。“这些草还以为是夏天
呢，一下霜就全打蔫了，为什么它们现在还在开花？”我问母
亲。母亲笑着说：“正因为秋天了，快打霜了，它们才拼命开花
啊！它们是要赶着结籽呢。”我才明白，一种植物，如果到了秋
天还没结籽，该是一种怎样的慌张。

当太阳在豆荚里结籽的时候，秋光就像叶子一样薄了。
白天一天比一天短暂，气温也在逐渐下降，空气里流淌着秋天
咝咝的声音。田野里，山坡上，放眼望去，草黄占据了主色调，
那是温暖的颜色，同时也意味着生命即将完结。无论是黄蒿、
莎草，还是野苋、红蓼，都结满了籽，把枯黄的茎干压得弯弯
的。我想，它们一定是在幸福地老去。

立秋三天，寸草结籽。我一直对那些立秋过后，赶着结籽
的植物充满敬意，那是生命最动人的情景。顾城写过的一首
诗：“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
着，扶着自己的门扇，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草在结它的
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这
样的画面，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那是秋天的写意。

天空高了又高，日子凉了又凉。在秋意浓浓的傍晚，我常
常坐在草边凝望。思绪忽然被刮过的一阵秋风吹着，让我想
起故乡的那些植物，它们一定赶在秋天去结籽。

秋 的 籽
□赵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