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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眼很普通的池塘，位于梯田边的青山
脚下，大小不过20平米，四周是光滑的岩梁，好像
一个天然浴盆。春末夏初，清澈的溪水，在阳光的
照耀下潺潺注入池中，叮咚作响，宛如奏乐，给寂
静的山谷增添了无穷的意趣。

这池塘离村子不到一公里远，它的源头来自
村中的那眼古井。古井四季长流，汩汩不竭，清澈
甘甜，全村几百户人家，都在那里取水饮用，洗衣
洗菜。它不仅足够全村的日常用度，还有多余的
溢流出来，沿着沟渠在村子外灌溉了一片梯田，汇
聚到山前时，涓涓细流竟壮大成一条小溪了。

小溪蜿蜒盘旋，在山寨口的断壁处，飞落下一
处十几丈高的悬崖，汇入到一条更大的溪流，然后
七弯八拐，流入清水江，流进洞庭湖，注入长江。
当然，这些都是我长大后才知道的事，

刚从村子出来时，涓涓细流，称不上小溪。但
流到村子对面的山崖前就不一样了，在很远的地
方都隐约听到潺潺的流水声。这潺潺流水，经年
累月，在山前形成一个冲击池塘。然而这池塘在
我们还没发现之前，不过是一个淤泥堆积的水凼，
野草丛生，烂叶、朽木充塞其间。但被我们发现
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记得当时我们六七个孩
子脱光了衣裤，像一群泥鳅，在淤泥里噼里啪啦地
清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清理后的水塘渐渐地
形成了一个宽敞的池塘，清澈的溪水潺潺地流进
来，温婉凉爽，波光闪动，我们就坐在池塘四周的岩梁上，沐着阳光，开心
地欣赏自己的杰作。有了这个池塘，童年的岁月就变得灿烂而多彩了，它
成了我们幼年时代的乐园。

池塘的确不深，刚淹过肚脐眼。不过开始我们还是非常谨慎，生怕一
不留神就出大事。因此，起初只敢在岸边的浅水区试探，揪住草根或扶着
岩石慢慢挪步，大约有点熟悉了才敢放胆往里走，然而如果不小心一个踉
跄倒进水中，仍就手舞足蹈，乱喊乱抓，仿佛就要命丧黄泉，几乎魂飞魄
散。当连连喝过几口水，从水里爬起来，赶紧靠在岸边的岩梁上，仍是一
副惊魂不定的模样。得过教训，大家就不敢造次，一个个趴在池塘边沿，
抱着岩石，撅着腚，双脚吧嗒吧嗒地伸进水中乱踢。之后又学青蛙，一伸
一缩地乱蹬。不知学了多久，双脚似乎开始协调起来，才把手从岩石上解
放出来，往水中舞动。玩到后来，知根知底，就胆大妄为了，一个个捏着鼻
子，紧闭眼睛争着往水中扎猛子，或是跑上岸边的岩梁上，争着往池中
跳。水池里顿时就哗啦哗啦地响，浪花四溅，好似蛟龙戏水，一片浑浊。

就这样，这方池水成了我们夏日里最开心的去处。
那时学校里安排午间休息，一到时间大家就趴在课桌上，呼呼装睡。

过一会儿我们就屏住呼吸，蹑手蹑脚，相邀着悄悄溜出来。一出校门，犹
如一群飞出笼子的乳燕，兴奋地叫、跳，奋力地往池塘方向奔，看谁跑得
快。一路上边跑边脱掉衣裤，一到池塘边上，就把裤子衣服往空中一抛，
争先恐后地跳下去，平静的池塘，立即成了欢乐的海洋。这样的忘乎所
以，以致上课时间常常都被抛诸脑后，等到一身疲乏，倦意朦胧，几乎已到
下午放学之时。

有一回，我们从池塘边回来，正好放晚学，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里静
听校长的训话。这时突然看到一群满身污泥的孩子走进来，校长的训话
立即停止，几百双眼睛“刷”的一下，一齐对准了我们，我们已经进退唯谷
了。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们被一个个点着姓名、班级，罚站在全校师生
面前。我作为违纪的典型，当时受到了严厉的训责。在之后学校的各种
集会上，大名仍时常被提及。

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份尴尬、狼狈，以及羞辱，依旧记忆犹新。
但是，我从不后悔。如果没有那眼池塘，我就与许多山里孩子一样，依旧
是一个“旱鸭子”。因为这个池塘，开启了我生命的另一扇窗口，享受到了
水所给予的智慧与乐趣。

在后来的岁月中，我曾到过洞庭湖，在那“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涌
涌激浪中自由徜徉，体验那“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的从容。到过橘子洲
头，在湘江里感受了一代伟人“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迈。拥抱过

“一片汪洋都不见”的渤海，也曾亲吻过南海咸涩的碧浪。
我常常想，世间任何事物都是如此，最初的起步都很平凡，亦如童年

的那眼小池塘，那曾经是污泥浊水充塞的小池塘，可它是我人生迈步的起
点。如今每当我想起童年的往事，那眼池塘自然就浮现到眼前。只是不
知道，村中的孩子，如今是否也曾像我当初一样，时常偷偷地跑到那里去
戏水、玩耍呢？

广 告

由深圳青少年报社
主办的“我的童年我的
歌”2016年儿歌童谣创
作与传唱活动正式启
动，欢迎广大师生及社
会人士踊跃投稿！活动详情及最新动态
请关注活动公众号“深圳少年派”。

一、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7月31日。
二、征集对象
广大中小学师生及社会人士
三、作品要求
1.新儿歌、童谣作品可以单独提供

词作，也可以配曲（可附上音频或视频文
件），字数不限。

2.以个人名义参赛的作品，每人限报
5首；以学校为单位参与的，每所学校统
一提供新儿歌、童谣作品共20至30篇。

3.请从 QQ 群“儿歌童谣征集”

（306021595）共享文件夹下载并填写相
关申报表格。

4.应征作品电子文档打包以附件方
式发至邮箱：szqsnb@163.com，文件标
题统一以“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命名。

5.应征作品须为原创并未曾发表
过，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权，违者将被取消
参赛资格，后果自负。

6.应征作品一经获选，其刊登及使
用权归活动主办方所有，作品用于报纸
刊登或结集出书不另发稿费。

四、奖项设置
共设成人组特等奖1名，一等奖2

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10名，优秀奖若
干名；未成年人组一等奖1名，二等奖2
名，三等奖5名，优秀奖若干名；优秀组
织奖6名，优秀指导老师奖8名。颁发
证书、奖金或奖品（奖项将根据活动情况
进行适当调整）。

五、联系方式
电话：0755-83519524/83512092；

联系人：尹老师；QQ：2408351994。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商报路商报大

院附楼5楼东深圳青少年报社；邮编：
518034。

六、活动介绍
“我的童年我的歌”儿歌童谣创作与传

唱活动自2009年开展以来，共收到来自全
国各地的儿歌、童谣新创作品2万余首，已
相继编辑出版了《我的童年我的歌——
60年中华儿歌童谣经典珍藏》系列丛书、
《2011童谣新作100首》《2012-2013童
谣新作选萃》等书籍及《我的童年我的歌
2009-2015年原创儿歌精选》等CD专辑。
中央文明办肯定该活动是“深圳音乐工程
与未成年人紧密相关的一项重要内容”。
2012年，该活动被评为“广东省首届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优秀创新范例”。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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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王明韵。邮发代号：26—176。单价：10.00元，免
邮资。邮购地址：230001合肥市芜湖路168号同济大厦六
楼612诗歌月刊收。联系电话：0551—6288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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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河上的心灵家园大渡河上的心灵家园
□□南泽仁南泽仁（（藏族藏族））

5月1日，搭乘便车，我来到了泸定县德威乡大渡河
畔一个叫石门坎的地方。经由当地文化人董祖信老师的
引领，到达此行采访的目的地——周华明家。

车停靠公路边上，跃入眼帘的是一棵硕大的金槐树，
撑开满树灿黄的金槐花；花树下一间简朴的土石墙小屋，
门半掩着。董老师推门唤“老周”，屋内无人应答。董老师
掩门后又退出，屈指叩门，门内有女人声音答应并开门来
迎。董老师称呼她：弟妹。她50多岁，面露微笑。

我们随这女人穿过一间光线暗淡的屋子后，眼前豁
然一个水泥铺就的宽敞露台。露台整洁干净，露台边沿种
满大盆栽的花草，香气扑鼻，沁人心脾。赏花之余，女人欢
喜地从水池中捞起形态各异的袖珍奇石供我们观赏。显
然，她已习惯如我们这般来意的造访者。这期间，从屋内
走出一位五十开外的男人。男人瘦长脸型，骨架高大，他
就是周华明。

周华明一脸淳朴的笑容，站在露台边沿指向大渡河
岸，我看到了一个搭建在大渡河上的缓斜坡地形的苍翠
植物园林。周华明引领我穿过露台下摆放着几个硕大奇
石的房间，沿石梯拾级而下。一片葱茏密匝的爬山虎从河
边向上攀缓，止于露台边沿。继续往下，一路有浅绿苔藓。
石梯两旁，竹林掩映；竹林根部，野花星星点点，色彩斑
斓，仿佛遗失在童年的花纽扣。再往下，有一排整齐的盆
栽兰草。跟随周华明的脚步，直至石梯最底层，几株浓密
的阔叶大树包围着整个的园林景致。大树外，便是奔腾的
大渡河，从周华明的这方天地喧响而过。

一

周华明是泸定县皮革厂的一名下岗职工。1986年，
由于工厂不景气，周华明面临养家糊口的困境，便按政策
停薪留职离开了皮革厂，去磨西镇上自谋生路。在磨西镇
天主教堂，他们一家人租了两间小房屋安顿下来。周华明
在磨西镇置备了补鞋工具，凭着心灵手巧、为人厚道，他
很快就熟悉了补鞋的行当。每天几毛钱的收入，在当时能
勉强为生，可一到孩子们上学时，周华明又陷入了困境。

一个偶然的机会，周华明在磨西镇上接触到了一些
外来收购兰草的商人。他询问了当时的行情，觉得兰草
的价格不菲，而且泸定气候温湿，适宜兰草生长。周华明
意识到挖兰草是一个很好的生活门路。周华明上路后，
便带着爱人刘明兰一同上山寻兰草。兰草多长在深山幽
谷，不易得。最初，周华明对兰草的种类没有研究，挖回
的兰草大多没有价值。周华明托人买回关于兰草的相关
资料细致研究。此后上山，周华明夫妇便能够识别出兰
草的贵贱。偶尔，他们会寻得一两株名贵的兰草解决家
里的窘况。

有时，挖回兰草等不到收购的人，周华明就只好把它
培育在家里。兰草的培养过程需极其小心。越是名贵的兰
草越是矜娇，越不好养活。刘明兰说，兰草因为种类的不
同，适宜的温度也有所不同，养它们像养奶娃一样，可就
是这样悉心养育，它们也常会枯萎。

时间长了，刘明兰养兰养出了一套自己独到的见解。
春、夏、秋季，兰花要在室外及阳台培养，要在通风良好、
空气湿润、无环境污染的地方。培养兰草，靠近河岸更好，
因为能汲取到河水的湿气，或者有乔木或竹林遮阳的地
方，减少阳光照射。可那时，周华明一家连容身处所都是
租住的，哪里能给兰草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呢。

为了养兰草，两人变卖家里所有家当，筹措到8000
元钱在石门坎简易地搭建起了与兰草同居的家园。养兰
有谚语：“荫多叶好，阳多花好。”周华明开始四处去寻与
兰草生生相惜的一草一木，栽培在这方小天地里。那些庇
护着兰花生长的茂林修竹就是周华明夫妇从山上挖回栽
种在这里的。他们俩一天天看着这些竹林树木，一寸一寸
长高，心里满是愉悦。

周华明说，爱人的名字中间有一个兰字，他相信兰草
会给他们家带来好运气。果真，兰花救了他们一家人的
命。如今，周华明的一对儿女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周华明
说，现在，他们该在这个家园里休养生息了。说着，周华明
乐呵呵地去牵住妻子的手问到：“你说，我说的有没道
理？”妻子只笑不答。刘明兰是当地农民，朴实善良，与周
华明荣辱与共实属难得。

说话间，刘明兰从屋内取出几本影集和一摞红色的
荣誉证书，说这些都是周华明历年在省城参加花卉展览
的获奖证书。我好奇地问刘明兰，哪一种兰草是他们养过
的最名贵的？刘明兰说那是他们过去养的一盆宽口杓兰，
在花展中获了二等奖。它的来历不简单。周华明翻越几座
山岭才发现了它，带回家中养在路边，等待旅游旺季买家
到来。那时，周华明家门外有筑路队，他们在爆破石头时
把这盆兰草炸得七零八碎。筑路队知道兰草的价值，当场
就作了赔偿。虽然周华明家拿到了钱，可仍然痛惜这盆兰
花的命运。刘明兰在路边收拾那些碎片时，见到兰花根部
完整地包藏在土里，于是拿回家中精心栽种。第二年，兰
花竟然发了苗，开了花。周华明拿去参展获了奖。这让刘
明兰高兴异常。

也就是那次参展，周华明结识了一位80多岁的德国
朋友。他喜爱兰花超乎常人。参展的那几天，这位德国老
人一直围着这盆杓兰，从不同的角度观赏。展会结束那
天，他与周华明互换了联系方式。第二年，这位德国老人
就来到周华明家中作客，为周华明带了数码相机等礼物，
希望周华明能带路去山上寻兰。

第二天，周华明带着老人，爬上海拔3000多米的高
山，山路陡峭，老人由当地的两名村民搀扶上路，几次跌
倒在地，但老人一点也没退缩。最后，在长有一棵刺藤的
岩壁下，周华明发现了一朵开着清浅白花的宽口杓兰。他
欢喜地指给老人看。老人如获至宝，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用相机不停地拍照，顾不得刺藤树扎人。周华明心想，客
人千里迢迢来到泸定，又这么喜欢这棵杓兰，就给老人比
画，自己愿意把这棵杓兰挖起相送。老人勃然大怒，赶忙
摆手，说着“NO、NO”，语气明显不愉快。老人身旁的翻
译解释说，老人此行是希望有缘亲眼目睹已濒临灭绝的
稀有兰草还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今天见到了死也瞑目；希
望周华明放过这棵兰草，让它自由地生长在这片天地间。

老人教诲周华明，学会保护环境，在保护生态的前提
下开发兰草。一席话令周华明感触甚深。兰草救了周华明
一家人的命，理当回报大自然，竭力保护好兰草。周华明
也被自己的话感染了，他说，从此，自己学会了保护山间
这精灵般的兰草。

二

这些年，因为兰草，周华明夫妇有机会到外地参展。
在展览会上，他们看见了形态各异的石头，就觉得这些奇
异的石头在自己家乡泸定有许多。回来后，他们夫妇俩也

开始捡拾各式各样的石头。他们不得收藏家的要领，可是
他们知道收藏奇石多含有个人的好恶和观念，奇石虽无
定法，但仍有规律可循。周明华将他的奇石拿给我看，他
的奇石不事雕琢，具有自然美感。古人云：“山无石不奇，
水无石不清，园无石不秀，室无石不雅。”周华明说这些奇
石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代表着泸定的一方山水。

他们收藏的奇石中，数贝壳化石最多。周华明夫妇在
茶余饭后，提上篮子在大渡河捡回来后，一直把它们养在
水池里，每天让流动的自来水浸润着。周华明让妻子用盘
子装盛些端来让我细看。石块一粒粒都是饱满闭合的贝
壳石。其形是扇形，纹路清晰可见。这些石头不知道经历
了多少年代的风化、冲刷。我惊叹不已。

周华明说，收藏石头也没有想过要赚钱，每块石头都
经历了久远的时间冲刷。收藏它们，可以陶冶情趣，将自
我融入到大自然中；通过奇石展览，展示泸定的风景……

除了奇石，他们还收藏古钱币。这是周华明在种兰草
之前和之后一直持续在做的事情。周华明说，许多钱币的
获得都在人群密集的会场。每年磨西镇白马寺庙会都会
涌来四面八方的人朝拜，朝拜者中老人居多。有的老人把
那些铸造精美的钱币，用皮绳从方正井口穿入配带在腰
间，有的当作纽扣佩戴在脖子上。佩戴的年代久了，钱币
会显得光滑锃亮。

周华明凭着警觉灵敏的视线在人丛中寻找它们，并
凑上前去与老人攀谈。然后聊起老人的古钱币来自哪里，
愿不愿意出售等话题。老人觉得价格相当还是会爽快地
取下来卖了。周华明并不知道他收到的古钱币本身的价
值和年代，许多时候全凭直觉。老人们的铜币大多都是从
老一辈手中传得，代代相传也不知晓具体渊源。

周华明还说起当时听说岚安乡有一户人家，家境清
贫却有几十个古钱币镇宅。周华明费了两天的脚力走访
到这户人家，这家人拿出钱币时，币上都长了一层浓重的
绿锈。其中有一枚是自己从未见过的开国钱币，问这家主
人可否愿意单独卖出。主人说若卖就一并卖，开价也着实
昂贵。周华明无力买下，也不甘心，仍就一次次登门求购
这枚开国钱币。这家人觉得周华明一次次登门，认为这些
古钱币有超出他们预料的价值，开价更高了，周华明只好
舍弃。言谈间，周华明仍对那古币表示出无限惋惜。

周华明收藏了很多钱币，却没有卖出。他说，那年头饭
都吃不上，也没有舍得卖出一枚钱币，是因为他觉得来之
不易。和钱币自身的价值相比，他更珍视与这些钱币结缘
的故事以及情缘。收集钱币，在不知不觉中到最后就成了
收藏。

周华明说苦日子总算是走过来了，现在就更不能卖
了，要把这些钱币放在家里，留给子孙后代。董祖信老师
在旁说，要卖也要卖给国家或是当地的文物局，让大家一
起见证泸定的古钱币历史。

三

采访结束，天下起了小雨，周华明在露台上撑开一把
大伞。周华明说，一路走来也不必说什么艰辛苦难，也不
必夸赞什么荣耀。如今，总有担忧在心里隐隐作痛，有时
彻夜难眠。这些年，挖兰草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为获得一
棵兰草掘地三尺，植被遭受严重破坏。常此以往，兰草将
无处生长。他愿以身作则，多培植珍贵兰草还归到山岭
间。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引起重视，保护好生态。一席话
感心动耳。

周华明妻子从家中取出泡酒，我们围坐在奇石、兰
花、古钱币这样的氛围中品酒。刘明兰说，这是从山上寻
来的蕨灵芝浸泡了几个年头的酒。长期喝这酒能够神清
气爽，润肺去燥，增强记忆。我饮下珍贵的灵芝酒，入口甘
甜，醇香浓郁。感慨间，留意端详了刘明兰、周华明以及董
祖信老师。是的，他们气色红润，神采飘逸。在他们身旁的
一棵黄桷兰，花多含苞，缀满枝头，正四溢馨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