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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十周年时，同学聚会，大家都很
感慨很兴奋。聚会结束后，班长像当年
一样，振臂一挥，慷慨激昂地说：“同学
们，以后咱们每年聚一次，好不好？”大
家像回到青春时代一样，群情激昂，齐
声说：“好！”班长依旧发挥着他的演讲
天赋：“一年 365 天，抽出一天时间来容
易吗？”“容易！”“每年抽出 365 分之一的
时间聚会一次，能做到吗？”“能！”

来日方长，我们都信誓旦旦，觉得一
定可以做到每年一聚。可是，所有的誓言
都跟爱情誓言类似，说的时候因为情之所
至，所以无比真挚，并且以为此情如磐石，
永远不移。但谁能料到，只是转身的时
间，已是沧海桑田，许下的誓言变得轻飘
飘的。我们许下“每年一聚”的诺言，以为
此次分别只是短暂别离，很快就能再见。
谁知，时光飞逝，转眼将近十年过去了，我
们还没能实现第二次聚会。

这十年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太多的
变化。有的人过得越来越春风得意，有的
人陷入了生活的困境。各种滋味，各种变
化，让聚会永远都在“计划中”的状态。

而且，我们中的一个人，再也没有机
会参加聚会了。他是我的同桌，上学时
憨厚寡言。上次聚会，大家都说他跟学
生时代判若两人，他变得开朗健谈，不
停地邀请同学们去他们那里玩。他的家
乡有个著名的风景区，他老婆在哪儿当
导游。他说两句话就要说到他老婆，带
着炫耀的口吻。听其他同学说，他老婆
特别漂亮。那次聚会，我感觉他把家乡
著名的风景区和他老婆当成了自己的名
片，动不动就要亮一下。

两年后的一天，一个同学一大早打电
话给我，沉痛地告诉我，我的同桌，突发心
脏病去世了。我不敢相信是真的，他还那

么年轻，又是那么热爱生活的一个人，怎
么会与这个世界不辞而别？有几个同学
赶去了，要送他最后一程。

我们以为只是小别，没想到却成了久
别，甚至永别。很多愿望，我们以为来日
方长，一定能够实现。可是，人生真的没
有那么多来日方长。

人世间的多少别离，都是这样的过
程。我们没想过要分别多久，以为如今交
通、通讯如此发达，相逢重聚几乎易如反
掌。可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牵绊住脚
步。或者，你有时间的时候，他没时间；他
有时间的时候，你没时间。人生处处都错
过，所有的相逢几乎都成了难能可贵的巧
合。“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相逢，都是久别重
逢”，这句话这样理解还蛮有道理的。

我们习惯在分别的时候说再见，期待
再次相见。“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
雨时”，“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重逢
是一次心灵的花开，值得期待。可谁也不
能把握未知的明天，而且很多时候，我们
连自己的脚步都左右不了。奢侈的重逢，
都变成了许诺和期待。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纵
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里把思念说
重了，其实即使不相逢，也要按着自己的
轨迹往前走，所有的风景都是值得珍惜
的。从此一别要好多年，我们都有属于自
己的良辰好景，纵使不见，也要且行且珍
惜。

未来无法预料，谁也不能许你一个天
长地久的承诺。人生要经历多次离别，每
次别离都可能是久别或永别。没那么多
来日方长，再握一次你的手，也许只能在
梦中。这一别，已是天涯；这一别，便再也
没有归期；这一别，便是一生……生活就
是如此难以预料。唯愿，且行且珍惜。

离开剑川古城，汽车载着我们向南行
驶。沿着黑潓江而下，进入沙溪境内。一路
上只见青苗涌浪，高楼接踵，白乡风光引人入
胜。记得被当代文坛称誉为“远宗杜白，近取
公度（黄遵宪）”的剑川籍著名作家、政论家张
子斋先生说过：“剑川素有‘文献名邦’之称，
名从实来，为全省所公认。”这是一块从久远
的历史中走出，富有民族风情而又溢满人文
暗香的土地。考古资料显示：“殷商晚期（前
1150±90年），先民滨湖而居，成为洱海区域
人类最早形成的村庄部落。”春秋至西汉初
期，鰲峰山（沙溪）就有火葬墓群。一方宝地，
人杰地灵，尽管风云变幻，时代更迭，人们难
忘的还是乡愁，不离的还是故土。那些逝去
的历史影子，近年来又浓墨重彩走上前台，复
活出一段气象万千的时光。

剑川名胜古迹尤多，距今1000多年前的
白族匠人震古烁今之作石钟山石窟，为全国
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早已外扬四海。
此时我们正前往参观的沙溪兴教寺壁画，亦
是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多年前我去
剑川出差，出生甸南的老同学、县文化馆馆长
陆家瑞曾告诉我：“到了剑川，除了观赏石钟
山石窟，寺登街也是不能不去一游的地方，那
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佛教文化古镇。”可
惜时间紧迫，与寺登街失之交臂，留下深深遗
憾……正沉思之中，眼前变幻不迭的景物应
接出一座市镇来。这便是心仪已久的寺登
街。

寺登街坐落在沙溪坝中央，西临“南天瑰
宝”石宝山风景名胜区，东依滔滔不绝的黑潓
江，不仅有“金鸡栖石”“鳌沙逆水”神形兼容
的自然景观，还有“铁索锁江”“玉塔捍门”雄
伟气势的古代建筑。街市民居布局井然，全
是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传统模式，已经沿
袭了上千年的白族民居建筑风格至今仍完整
无缺。这里居民以纯正的白语交流，从饮食
到衣着仍保留着白族固有的习俗，没有被现
代人的社会生活过多冲击，更没有被外来文
化同化。这全得益于“文献名邦”强大生命力
的呵护。

寺登街始建于元末明初，当时的驿道、商
道和盐道，与博南古道相连，是滇西北通往西
藏和南亚茶马古道上的繁华集镇。2002年，
沙溪（寺登）区域入选101个世界濒危建筑保
护名录，此后动静越闹越大，中外游人慕名前
来参观，吃马帮大餐，住百年老屋，小镇上仅
有的三条“街子巷”挤满了购物和拍照的人
群。历史在这里复活了。人们在这里找回了
那些独特岁月里一个最为精典的时空。

沿着街道进入市区，一路上摆放出售的
农副食品琳琅满目，令人眼馋。卖凉粉、豆粉
的老婆婆们悠闲自在讲着白话。老人们把摆
摊做买卖当做一种娱乐消遣，游人们则视之
为一道独有的寺登街景。走进市中心四方
街，红砂石铺就的街面光洁如洗一尘不染，仔
细辨认却能从马蹄留下的痕印看出茶马古道
千百年历史沧桑嬗变。在云南许多古城都有
四方街，其实就是面积有半个足球场大小的
广场，既是马帮和商家易货之地，又是乡人和
来客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四方街中央，两
株大槐树像两把巨伞把街面遮盖得严严实
实。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回望历史留给人

们的记忆，坝子里的土著民族，开边拓土的移
民军士，用汗水浇灌出一方沃土，种下了这两
株福荫子孙的古树。树荫下铺设的石凳和木
椅上，坐满休憩的老人，歇气的四方游人。东
面是一座古老的戏台，还有一排青瓦土木结
构两层商铺。西面就是名传遐迩的佛教名寺
兴教寺。

剑川寺庙遍布于各村社，大小计 200 余
座。其中兴教寺是国内现存的白族“阿吒力”
佛教寺院。史载：“阿吒力，佛教密宗，与瑜伽
派有密切关系，故又称瑜密。阿吒力，梵语译
音，意为导师、正行者或规范师。”神职人员有
男有女，男称“师主薄”，女称“经母”。他们常
在寺中做水陆道场，替人禳灾荐祖。剑川境
内民族众多，信仰不一，形成一方独有的民族
宗教社会现象。

兴教寺建筑不仅有典型的宋元风格，还
有浓郁的地方色彩，邻近罕见。寺门右侧有
石碑介绍建寺始末。大意是：寺于明永乐十
三年（1415）沙溪杨庆、张添绶为首与善信人
士集资兴建。今为保护文物，限量游客入
寺，实行门票制度。进得山门就进入了以大
殿组成一条中轴线的三进院落。因几经劫
难，现仅存大殿、二殿。大殿称万佛殿，重檐
歇山九脊顶，结构复杂精巧，空间无柱，气势
宏伟稳健，殿内供奉 30 尊精美木雕佛、菩萨
像。大殿四壁内外绘有色彩绚丽、线条工整
娴熟的壁画，与张胜温画卷一脉相承。壁画
作者为明永乐年间沙溪白族画工张宝。剑
川是南诏和大理国两个王朝以佛教文化为
自身文化的核心区，从印度、吐蕃、中原三个
方向传入的佛教众多教派，在这里蔓延、深
入，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尊崇地位。兴教寺壁
画中展现着的娇贵温慈的女性柔美与尊威
严正的男性刚毅和为一体的形象，无疑是古
印度佛教与吐蕃密宗佛法杂然相为一体的
表现，可惜“文革”被毁。1982年5月，县内组
织聘请省、州、县相关美术工作者，对壁画进
行抢救性修复，并临摹复制11幅送北京民族
文化宫，参加《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展》，受到
高度评价。二殿称天王殿，悬山式五脊顶，
多梁多柱，结构紧凑，与大殿浑然一体，交相
辉映。清乾隆年间，曾增建观音楼（三殿），
不幸毁于战乱，今已不存。寺内挂有杨升庵
游兴教寺题海棠诗匾。诗曰：

两树繁花占上春，多情谁是惜芳人。
京华一朵千金价，肯信空山委路程。
作者杨升庵（1488-1561），四川新都人，

名杨慎，“举正德六年殿试第一，授翰林编
撰”，后谪戍云南，民间尊称“杨状元”。贬居
云南三十多年，广交文友，留连胜迹，诗酒酬
唱，编纂史志，纵论古今，与嘉靖丙戊进士、大
理白族学者李元阳（1491-1580）交情尤笃，二
人曾有沙溪之游。李元阳以《和杨升庵兴教
寺海棠诗》唱答，借花明志：

国色名花委路旁，今年花比去年芳。
莫言空谷知音少，也有题诗玉署郎。
黑潓江源于剑湖海尾河，至合江村纳桃

源河，合流入沙溪境，从乔后至澜沧江。《徐霞
客游记》称黑潓江为“沙溪河”。水流四时稳
定，不涨不落，沿江绿树成荫，宛若长龙，有灌
溉、发电之利。江上有玉津桥，是茶马古道必
经之要津。桥建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为

单孔石拱桥，长 35.4 米，拱高 6.14 米，桥面宽
5.9 米，跨径 12.2 米。桥头石狮精工雕琢，望
江怒吼，栩栩如生。果真是玉津桥因黑潓江
而名，黑潓江因玉津桥而生。走过玉津桥，有
修造于明朝末年的东寨门。如今海晏河清，
天下太平，空空寨门摆设出历史遗痕，吸引游
人。相传寺登古街原有三道寨门：东寨门，通
往大理地区；南寨门，通往滇西盐井及南边地
区；北寨门，通往滇西北纳藏地区。今仅存东
寨门，明显破败。

寺登街之名，始于近代。寺，当然是指兴
教寺；登，白语，赶集的地方。大理白族聚居
地区，多有以“登”命名的地名，究其渊源，与
兴街设市不无关系。寺登街每隔三天有一个
集市。若逢节日，万人云集，热闹非凡，洞经
古乐、霸王鞭舞、民歌表演，通宵达旦。

兴教寺对面古戏台，挑檐叠角，彩绘艳
丽，台后是魁星阁，楼高三层，有十二角翼然
若飞。戏台虽是附带建筑，其功能无可替
代。每年农历“二月八”太子会，附近四乡八
寨男女老少全出动，到沙溪赶会，男人们争相
上台表演。当地人说，没上戏台演出过，不能
算沙溪人。那些缺乏登台经验的人在表演中
或唱错台词或做错动作，会引来台下一片善
意的欢笑声鼓掌声，台上台下互动，其乐融融
（谁不晓得表演是故意逗笑取乐）。沙溪妇女
每逢春节还会跳一种敬神的祈祷舞，但参与
者多是老人。歌舞者团团围定，手持纸做的
鲜花，祈求风调雨顺，清吉平安。我到沙溪，
已错过时日，见不到这种敬神舞蹈。天高云
淡，寰宇清明，老人们欣逢盛世，尽其所乐。
他们每天午后必到四方街欢聚。盛装打扮的
老奶们焕发青春，常跳白族霸王鞭舞。仔细
聆听，带着白音的唱词富有人情味，特别逗人
发笑。老人们每人手握一根竹制彩鞭，鞭上
拴着铜铃，随歌舞节奏发出脆响烘托气氛。
歌舞结束时，领舞者唱道：“鞭王鞭，霸王鞭，
一根长长霸王鞭，一根短短霸王鞭，敬你一小
鞭。”唱毕，相互举鞭轻拂对方肩背，大笑而
散。

这里气候温和，物资丰富，景色迷人。吸
引不少人迁来沙溪定居，代代相传成了沙溪
人。清末以后，大理人在此发迹的较多。如

“三家巷”欧阳氏族，经历四代，人口繁衍，分
为三户。先祖从开马店起家，积累资本后运
盐、经商，发展成寺登街首富，盖起一座占地
1300 平方米的大院。近年来旅游业不断升
温，沉寂多年的寺登街又重新热闹起来。欧
阳家把宅院改装成客栈，每天接待大批客
人。与欧阳家客栈齐名的赵家马店，主人也
是从赶马发迹的经商大户，民国年间盖起一
进三院、拥有6间铺面的豪宅。赵家马店经过
装修后，增设茶楼、餐厅、酒吧，每天顾客盈
门。一些内地老板瞄准势头，赶来发财，小小
寺登街开设的客栈、餐馆和酒吧、咖啡吧，多
达60余家。有的客栈别出心裁，管住还管吃，
更受旅客青睐。但过热过浓的商业气息，大
大减弱了古镇文化的原始色彩，却很少有人
提及。

寺登街，一个文明的发祥地与创造地。
历史与未来，正在这里对接。那些游遍大江
南北、黄河上下的旅行者，切莫忘了云南还有
这颗埋藏在大山深处的珍珠！

路边有两间门面房，有人在这里开了一
家卖粮油的小商店，房子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很干净、整洁。两间房子的地方虽然不大，但
里面住人，外面营业，也颇有生机。我经常光
顾这里，因为这里兼卖鸡蛋和手工面条。

小商店的女主人有三十多岁的样子，她
虽然是来自乡下的女人，却天生丽质，像一片
自然灵动的春色，女人的脸长得十分的光洁、
匀称，完美的轮廓和精巧的五官搭配，让人找
不出不足之处，她的身材虽然不苗条，却充满
着丰满的韵致，使她显得满足而幸福。

小商店里的这个乡下女人似乎并不在
意自己的美貌，她只专心致志地做着自己的
买卖。她热情地接待着每个顾客，说着朴实
的乡音，非常亲切。

我经常看到她那沉默寡言的丈夫骑着
人力三轮车，放着几箱鸡蛋穿过马路，不知
要送到哪里。有时候，他浑身沾着面粉，穿
着蓝大褂从外面回来。见到我，总是非常憨
厚地笑笑，算是打过招呼了。

有一天中午，我急匆匆地去那家小商店
里买人工面条，我在算账上一向有些弱智，
就让那个男主人随便算，然后把钱给他。回
到家，妹妹问我买了多少面条给了人家多少
钱，握如实回答，妹妹说那个人多收了我的

钱，我只是笑了笑。当又一次去买面条时，
我不经意说了这件事，男主人马上认真地又
算了算，结果是他真的多收了我的钱，那女
主人笑着多拿了一些面条给我，并诚恳地向
我道歉。我问她这样整天忙碌是不是太辛
苦了。没想到她说，这比在乡下老家种地好
多了，她说在老家里种了很多地，那才是真
的累呢，她看了看自己的男人说，有一年他
在广东打工，我一个人收了十亩的玉米，现
在想想都害怕。

那天，我找衣服的时候，翻出了一堆穿
不着的旧衣服，放在家里
也占地方。于是，我经过
那个小商店的时候，跟那
个男人说，如果不嫌弃，就
把旧衣服都送给你，省得
占地方。他憨厚地点头，
说愿意要。于是，我把那
些旧衣服送给他。从那以
后，我总是能看到他穿着
我的旧衣服来来回回地忙
碌着。他说以后我拿他的
面条不要钱，我说坚决不
行，看我非常诚恳，他就不
再多说什么了。有一天，

他对我说，今天我一定要送你二斤面条，因
为我们不干了，回家盖新房子，明天就走。
我问，以后还来吗？他笑笑说，不一定。

在经过那个小商店的时候，我总是会突
然想，若是想拥有自己质朴满足的生活，是
不是都需要经过日常生活的忙碌？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这是一种幸福，在这种幸福中，时光悄悄流
淌，春夏秋冬也一年又一年的来来去去。

身在红尘，云卷云舒，花开花落，只要心
情愉悦，人生就自是安然。

阳春三月，万紫千红，大地一片生机
盎然。

但我，不！我想是很多很多人的心中
与这美丽的春天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因为
再好的春光也奈何不了一个饿字。

那年我10岁。听老师和大人们讲：忍
饥挨饿的不仅仅是哪一个村哪一个县，而
是全国上下几亿人，原因是这两年遇上了
自然灾害粮食减产，而且还要还归还苏联
的债务。

地里收不上粮食人们就得挨饿，这个
我懂，可又与还苏联的债务什么关系？有
一次我就问父亲。他说：关系大着呢！欠
债还钱，咱国家穷，没有钱，但人家非要不
可。所以国家就只好把很大部分的粮食
卖成了钱来还，或者把粮食直接送到苏联
去抵债。噢，我听懂了，要不是还债的话，
粮食就减一部分产也不至于把人们饿成
这个样子。

虽然集体规定不准损毁树木，但很多
杨树、榆树和柿树的树梢还是被人们偷偷
地砍了不少，有的榆树还被剥了皮。这杨
树叶煮沸后放在火边待一段时间可当酸
菜食用；这柿叶和榆叶拌上糠面（谷糠加
些玉米磨成的面）一焖，可当主食；那榆树
皮除去外边的老皮可以煮着吃，也可晒干
后磨成粉配上点玉米面擀成面条。还有，
到了柿花开柿蒂落的季节，人们都要去树
底检拾柿蒂，回来将它晒干后磨成面蒸成
圪瘩（窝头）食用。另外，到了秋季人们都
要抽空到山上去捋荆籽，它的做法和柿蒂
相同。

尽管大自然馈赠这些不是食物的东
西也能够充饥，但是真的难以下咽。尤
其是那荆籽和柿蒂做成的食物，现在我
一想起那味道就要呕。可又有什么办法
呢？集体分给每人每年 10 斤小麦 20 斤
谷子，其余的就是玉米。而且是按劳力
每天 9 两，儿童每天 7 两计算的。因此，
各家各户都要精打细算，生怕口粮接不
住秋后。

那天中午，老师因有事提前放学。一
回到家里，我就从锅里找到半个柿叶糠面
饼，边吃边想：妈妈至少还得一个多钟头
才能收工回来，怎么能等到她回来再做
饭？再说她回来又能做什么好吃的呢？
还不照样是柿叶拌糠面的闷饭？一连几
天这柿叶把我都吃腻了，倒不如自己去拔
点苦苣菜，回来做一顿苦苣闷饭也能换换

口味。还能让妈妈高兴一回，说：看儿子
都能替我做饭了。想到这里我扔下那半
个饼，提起篮子就出了门。

顺着田间小路边走边采。路两边和
山坡上已经盛开了多种小花，有的正含苞
待放。看着这一片片美丽的景色，我一时
竟忘记了饿的烦恼。在边采苦苣的同时
还顺手摘了几朵“不了荠”和“兔米花”，到
后来才知道它们的正式名字叫蒲公英和
白头翁。

我认识苦苣，是因为妈妈前几天用这
种野菜做过闷饭。她还说，这种菜必须用
开水稍煮一会儿才能去掉苦涩的味道。

照着妈妈说的做法，先把菜洗净切
好，然后上火去涩，等水沸后用漏勺（荆条
编的）把菜捞出后加上冷水凉一会儿，再
用布包住挤干。第一次做饭，虽然是现
学，但我起码敢当架。在锅里倒上了点蓖
麻油，（这是破例，一家人全年分了几斤蓖
麻熬了不到三斤油。妈妈平时是舍不得
用的）等油烧热后，就把菜放进锅里炒，调
味料只有一样——盐。接下来把面放到
菜上边用慢火焖。

就在这时，妈妈回来了，果然夸我了
不起，小小年纪就会做饭。但当她看到我
择过的苦苣菜的下脚料时，又不由地皱起
了眉头。问：你采的是能吃的这种苦苣
吗？一看妈妈这个样子我就疑惑了，问：
苦苣还有几种？妈妈也不回答我，而是锨
开锅盖，拿一双筷子伸到面下夹起一点菜
用嘴吹吹稍凉后一尝，紧接着又“呸”的一
口唾到了污水桶里，说：儿呀，你不能做就
等妈回来，看，今天白白糟蹋了一瓢面。
去，去尝尝。妈妈显得有些不高兴了。

当我夹起一块菜送到嘴里时，差点把
我呛吐了，很难形容那是一种什么味道
……

这时妈妈告诉我：苦苣分两种，一种
是能食用的，一种是不能食用的。就拿能
食用的那种来说，但凡人们有吃的也不会
吃它，就更别说这种不能吃的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心慌。
我想，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吃饱饭过上幸
福的生活呢？

然而，这幸福说来就来了。而且一年
更比一年好。现在的人们再也不为吃不
饱和吃不好犯愁了，大米白面各种肉、蛋，
甚至连山珍海味都吃腻了，却在为吃什么

“大伤脑筋”。

梅梅小屋服装店，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533421600079100。

香格里拉县华欣矿产品有限责任
公司，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证

号：云国税字533421067148130。
香格里拉县华欣矿产品有限责

任公司，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本 ） ， 证 号 ： 云 地 税 字
533421067148130。

因经营发展需要，经公司股东会决
议，并经迪庆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
记，“迪庆香格里拉郎哲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现更名为：“迪庆州供信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经营地址变更为：迪庆州香格里拉
市建塘镇康珠大道10号。现就更名后有
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更名后，原开户银行、账号、
联系电话、传真等不变。

二、名称变更不影响我公司原有的各
项权利及承担的各项义务。原迪庆香格
里拉郎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资产和债
权债务以及对外签订的各类合同、合作协
议等法律文书，均依法有效，由迪庆州供
信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依法继承和延续。

特此公告
迪庆州供信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7月3日

维西鹏程林农科技专业合作社，孟
学 聪 ，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
533423NA000111X，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

香格里拉市金江镇福云生态猪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谢文翠，营业执照注册
号：533421NA000031X，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

香格里拉县藏香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慎遗失开户银行许可证，账号：
24160901040011665,核准号：J7570000418601，开户行：农行迪庆长征路分理处。

寺登街散记
★杨增适

没那么多来日方长
☆王国梁

难忘的午餐
△王满堆

云卷云舒自安然
◆王吴军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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