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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艳阳

“当成群的鱼儿逆流而上，聚集在澜沧江
产卵时，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就到啦……”20年
前，刚到西双版纳就错过了泼水节的我，便记
住了把我们“忽悠”来此的小王的话。

次年的泼水节前夕，我虽没看到江里的鱼
儿是怎样逆流而上，但从人们喜气洋洋的脸上
和政府门口、各大商铺前摆放的花草上，俨然
感受到了泼水节来临的气息。

泼水节前一周，小王向我介绍了泼水节期
间的主要活动，赶摆、游演、泼水都集中在4月
13日至15日这3天。于是，我算着、盼着，期
待着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泼水节。

泼水节终于到啦！4月13日上午是澜沧
江边赛龙舟和赶摆。我和小慧6点多钟就开
始描眉画眼，换上傣装，穿上高跟鞋，拿起傣家
姑娘的“标配”小花伞，跟着小王、小飞、萧雨一
起去赶摆了。

去往江边赶摆场的大街上人潮涌动、热闹
非凡，几条主要街道已限行机动车，我们随着
人流向江边观礼台方向走去。一路上，茶水
铺、小吃店、水果摊等，家家生意火爆，身着艳
丽傣装、画着精致妆容的姑娘们个个灿若桃
花，真可谓是“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
去……”

“咦，她们是要表演节目吗？怎么穿得一
模一样？”我不解地问着小王。“她们的确要表
演节目，这是她们的节日，也是她们的舞台
嘛！这里是歌舞之乡，傣族本来就是一个能歌
善舞的民族，在这种重大的节日里，寨子里都
会组织不同年龄段的妇女来表演，所以一个年
龄段的妇女就会穿得一模一样。”小王为我们
解密道。

我和小慧因穿着筒裙，迈着“优雅”的小碎
步随着人流慢慢行走。我们边吃边逛，把赶摆
鸡、香茅草烤鱼、青苔糯米饭、生吃芒、椰子汁
等美食都吃了个遍。

“啊！泼水时节天气新，澜沧江边多丽人，
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云想衣裳
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小王看着来来
往往的傣族姑娘，不断吟诵和篡改着古人描写
美人的诗句。

游曳在天边的云彩不断地变换着身姿，太
阳则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涨红着脸徘徊在
云霞间，道道金光不断地从琉璃般的云层中射
出，把澜沧江两岸装扮得绚丽而璀璨。

江边的石滩上人头攒动，烧烤摊、冷饮铺、
游戏场前更是人来人往。身着各种花色、各式
傣装的姑娘的婀娜身姿让我们移不开眼。这
样的盛况，这样的情景，我还是第一次见啊！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
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不觉间，我也
像小王一样，吟起了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这首
《丽人行》来。

临近中午，太阳一改早间的柔情，像个大火
球似地照着石滩上，我身上这套美美的傣装此
刻变成了“蒸笼”，长长的筒裙被我改为半裙，心
仪的高跟鞋也早已“沦落”成拖鞋，被我一路踢
踏着……望着“乌央乌央”的人群，又累、又渴的
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快回去。

4月14日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大游演。我
一大清早就站到了游演队伍的必经之路——景
洪城区主干道勐泐大道一侧。初升的太阳把金
色的光芒铺洒在干净整洁的大道上，晨风轻拂、
树影摇曳，一切和谐而令人神往。

8点30分左右，人行道两侧陆陆续续站满
了人群。道路的一头开始传来悠悠的梵音，人
群有些骚动，但大家还是努力保持着安静，继
续翘首等待。人群中有人窃窃私语：“游演马
上要开始了……”

太阳越升越高，耀眼的阳光越过高大的棕
榈树射下道道金光。香风阵阵、梵音袅袅，经
幡飘扬的队伍中间，一辆缀满鲜花、造型庄严
瑰丽的游演花车上，大佛爷神态安详地端坐在
一把巨大的金伞下，带领众僧边诵经祈福，边
手持银钵用菩提叶蘸水，向道路两旁的人群抛
洒吉祥水。

道路两侧，人们纷纷向花车队伍涌去。傣
族群众和信教群众则神情专注、满心虔诚地弯
着腰，双手合十地低着头，“萨度萨度”地轻声
回应，接受着洗礼和祝福。

4月15日是泼水的日子。刚过10点，小
王就嘱咐着兴奋不已的我们：“记着啊，警察、

军人不能泼……”我和小慧不等小王啰唆完就
拿着小盆下楼了。

当我俩三步并作两步刚走出楼洞口，一大
盆从天而降的水便把我俩浇了个透心凉。“哎
呀，这是谁啊？还没到中午怎么就开始泼水
啦！”我俩吵嚷着仰头望去，只听楼上有人笑应
道：“哈哈，泼湿全身，幸福终身……”

我俩只好回去重新换好衣服，顶着小盆下
楼了。大街上已经开始泼水了，到处都是湿漉
漉的人群。此起彼伏的欢闹声中，人们用盆、
桶、水枪等器物互泼着，开心地从街道两旁的商
铺或水池里舀着水追逐打闹，一场场欢乐无比
的水仗正在进行着。马路上，小伙子、姑娘们向
着来往的人们泼着水，被泼的人躲着、跑着、笑
着、反击着……

一路上，我和小慧左躲右藏，无比开心地投
入到了一场又一场大大小小的水仗中，在躲了无
数的“明枪暗箭”后，终于来到泼水广场。

广场上更是人声鼎沸、人山人海，到处是
飞溅的水珠、飞舞的水花，无数抛洒向天空的
水花形成了一道道透明的、美丽的弧线。阳光
也配合着快乐的人们，探头探脑地在云朵间左
躲右藏，把装饰在建筑物上金色的斗拱飞檐、
雕梁画檐照映得忽明忽暗。

我则像从水里捞出来一般，滴着水的牛仔
裤已经被我卷成了中裤，球鞋也如拖鞋般“噗
嗤噗嗤”地向外冒水，帽子早已不见踪影，手中
的那只小红塑料盆也不知落入了谁手，和我一
路“打”过来的小慧，更是不知去向。

人群中，我喘了口气，扒了扒贴在脸上的
头发，甩了甩水珠向四处张望，只见小慧在不
远处正发挥着她的身高优势，“彪悍”地泼着

“围攻”她的人，我笑了笑，向着小慧跑去。
没走几步，几盆水一并向我泼来，我没有

一丝招架之力，只能蹲下身笑着任由大家泼
着。透过指缝，我看见一个人的一只凉鞋跑掉
了，我心中一阵窃喜：“哈哈，反攻的机会来
啦！”就在他回来穿鞋时，我忙起身，一脚踩住
那只鞋，趁他不备时“抢走”了他手中的盆，得
意地跑向小慧。

广场中央的水池旁，我和小慧“咯咯咯”地
大笑着，向来往的人群泼着水。舀水、丢盆、抢
盆，再舀水、泼水……就这样，我们闹着、笑着，
乐此不疲。

飞溅的水珠、变幻的光影、灿烂的笑
容……整个城区沸腾了。狂欢的人们完
全融入到了泼水的快乐中，人们无不感受
着“泼湿全身、幸福终身”的酣畅淋漓。

“水、水、水”的欢呼声，在这漫天飞舞着水
花的世界里，飘散着、回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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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温香囡 苏云华 罗星 岩罕丙

春日的一个清晨，浅浅的晨雾还在脚
下的土路上游荡，我们一行人已背着行囊，
前往基诺山那片神秘的热带雨林，开启了
一场探秘之旅。

随着汽车前行，基诺山的轮廓逐渐清
晰。阳光透过云层洒在山间，给绿色的树
木涂上了一抹金黄。下车后，我们来到啊
司喃啵基诺文化庄园，在向导的指引下，踏
入了这片神秘的土地。

走在这片绿色的海洋中，热带雨林的
气息扑面而来，那是潮湿、清新、充满生机
的气息。

呼吸着不同于城市里的新鲜空气，听
着周围生机勃勃的自然之声，心中充满了
敬畏和激动。每一片叶子、每一株植物，仿
佛都在向我们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我
们沿着小路前行，周围是高大的树木，脚下
是厚厚的落叶，耳边是鸟儿的歌声和溪流
的潺潺声。偶尔有成群的松鼠在树枝上嬉
戏，或是飞鸟掠过林梢，发出悠扬的鸣叫，
仿佛在欢迎我们的到来。

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冠，斑斑点点
地洒在地上，如同点点金光在暗绿世界中
穿行，更添了一份灵动。我们穿越在茂密
的原始森林中，举目所见尽是参天大树和
缠绕其间的翠绿藤蔓，构成了一个活脱脱
的绿色秘境。我们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
翼，生怕打扰了这片神奇森林的宁静。深
呼吸时，鼻尖满是泥土和叶子的芳香，湿润
的空气中，还带着淡淡的花香。

沿途的风景让我们目不暇接。绿色
的海洋中，各种奇特的植物争奇斗艳，有
的叶片巨大，如同一把巨大的伞；有的花
朵艳丽，如同燃烧的火焰。我们惊叹于大
自然的神奇，也感叹生命的顽强。高大的
树干上，遍布着各种奇异兰花、苔藓和菌
类，共同编织起一张张绿色的网。

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一条隐藏在树林
中的小溪。坐在溪边，向导用从天然石头
中磨出的颜料涂在我们脸上，意蕴大自然
将在雨林中护佑我们。我们看着水中的倒
影，感受着大自然的宁静和美好。

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不见了人群的狂
热，这里只有自然的平静和谐。时间仿佛
慢了下来，在绿意盎然的林间中悠游。

这片热带雨林不仅拥有令人惊叹的
自然景观，更是基诺族人的精神家园。基
诺族村落点缀在远处的山间，犹如时间的
守望者，记录着雨林的沧桑与变迁。

夕阳西下，我们结束了这次徒步之
旅。回头望去，基诺山热带雨林依然美丽
如画。我们带着满满的收获和感动，踏上
了回家的路。

这次基诺山热带雨林之旅，让我们深
刻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美丽。这里
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滴水、每一声鸟鸣，
都充满了生命的力量和美感，这就是大
自然的魅力吧。它无声无息地存在着，
却又充满力量，让人心生敬畏，也让人心
生向往。

我们会记住这次旅途，记住这片热带
雨林，记住这里的一切。

春露琴音 徒步基诺山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诗意漫步

□ 吴鸿

我的家乡勐海县勐遮镇素有“滇南粮仓”
的美誉。记忆中，这里的暮春三月是种粮人最
忙碌的一段时光。

春阳柔柔流泻，春风微微吹拂，伴随着拖
拉机的隆隆声，犁铧豁开表面龟裂的土地，天
地间散发着清新的泥土味，黑黝黝、软绵绵、黏
糊糊的泥土里藏着各种各样的虫子，引来一群
白鹭觅食，逐渐拉开水稻春耕的序幕。

翻过的土地用水浸泡几天后，再用拖拉机
耙一遍就可以用来插秧了。不同的地方插秧时
间有早有晚，但差不多都在清明前后。有经验
的人都知道，插秧是最苦最累的体力活之一。
长时间站在水田里，弯着腰，一手拿着秧垛子，
一手拿着秧苗，一撮一撮地插到田里，竖成列，

横成行。不一会儿，腰就累得受不了。更何况，
还有天上的骄阳和水里的蚂蟥。蚂蟥总是悄无
声息地叮在腿上，拼命地吸血，即便扯下来，也
像在腿上打了个洞，半天血流不止。虽然这个
季节很累、很辛苦，却也很幸福，因为庄稼人知
道没有春耕的辛苦，就没有秋收的喜悦。

后来，不知从哪个年头开始，庄稼人发
现，那白花花的大米，不仅稻田里可以产出，
市场上也随时可以购买，天天吃大米饭再也
不是庄稼人的奢望。庄稼人对水稻没有以前
重视了，多数都把田地出租了，就算不出租，
也不再种早稻了。于是，春耕时热闹的劳动
场景随之消失，绿油油的稻田逐渐被大棚所
取代。庄稼人从炎热辛劳中解脱出来，用不
着辛苦地栽插早稻，收入还不减反增。但没
有了春耕的期盼，人们自然也不会再去热热

闹闹地庆贺秋收，农村沿袭了千百年的农耕
文化也渐渐在消失。

如今，随着国家一系列粮食安全战略的实
施，土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得到了明显改
善，庄稼人在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道路
上迈出坚实的步子。清明前夕，我返乡途中再
次路过广袤的勐遮坝，机声隆隆，一辆辆插秧机
在水田中来回穿梭，人们运秧、托秧、上秧一气
呵成，大片大片的土地也被嫩绿的秧苗铺满，我
仿佛置身于宋代诗人虞似良在《横溪堂春晓》一
诗中所描绘的“一把青秧趁手青，轻烟漠漠雨冥
冥。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的春耕
场景中。一棵棵秧苗，随风飘动，就像在希望的
田野上跳动的音符。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栽下秧苗，就
是种上了希望。

在 希 望 的 田 野 上

岩温香囡/摄基诺山热带雨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