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乡”可以是出生、成长的故乡，也可以是曾经或正在工作、学习、生活的
城市和乡村。家乡记录了成长的幸福，缔结了情感的牵绊，也寄托着难忘的乡
愁，不管我们身在何处，家乡的那人那事、美景美食、风土人情、历史文化都能
汇聚成独一无二的家乡情结。它如同一粒神奇的种子，不经意间破土而生。
一起来品读“我和我的家乡”的故事。

就是那么一天，带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吸引，我来到
了一座因茶而被人熟知的美丽城市——普洱。从某种
意义上讲，这里也成了我的第二个家乡。

3 版PU’ER     DAILY
讲述2024 年 7 月 4 日     星期四

责编：付利琨   版式：张毅   监审校对：郑舒文

很多普洱人都是“家乡宝”，这个词
有两层意思：一是普洱人爱家乡，不管走
到哪里，都觉得家乡最美；二是普洱气候
宜人，环境优渥，美食很多，生活节奏惬
意，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普洱人即便走
出去了，也会念念不忘家乡，总要想方设
法地“跑”回来。

我的朋友高中毕业去了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求学，毕
业之后都回到了普洱。我开玩笑地问：

“怎么不留在大城市呢？”他们不约而同
地回答：“这么美丽的家乡，怎么舍得离
开呢？外出学习是为了回来更好地建设
家乡。”就这样，我们虽都外出求学，最后
又相聚在普洱。

十年前的夏天，我从祖国的西南地
区到华东地区求学。刚下飞机，一股热
流朝我袭来，仿佛进了蒸笼，感觉自己像
一个热气腾腾的包子，天空像蒙上了一
层灰。这一刻，我无比想念那个流淌在
蓝天白云之下，孕育于青山绿水之中的
普洱。

普洱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被称为
“绿海明珠”“天然氧吧”。在他乡求学的
日子里，我感受到了家乡与外地的区别，
我明白了那些思乡诗句的内涵。

我想和大家分享普洱，这里有什么
呢？这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民
族风情，美丽迷人的亚热带自然风光，是
旅游休闲和观光的胜地。在普洱 4.5万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保存着全国近三分之
一的物种，享有“云南动植物王国的王
宫”的美誉。

我想向大家讲述普洱，这里有多好
玩呢？普洱下辖 1区 9县，有哈尼族、彝
族、拉祜族、佤族、傣族等多个世居民族，
每逢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狂欢。例
如，每年 4月中旬的泼水节，大家相聚在
一起泼洒吉祥幸福水，伴随着音乐蹦起

“傣迪”，可以吃到炸牛皮、凉拌鸡、舂野
菜等美食。这里还有哈尼族的太阳节、
佤族的木鼓节、拉祜族的葫芦节等。正
如网友所说：“普洱有着过不完的节日！”
没错，这是一个沐浴在花丛，徜徉在雨
林，天空流淌着芦笙的旋律，大地激荡着
木鼓的轰鸣，古老文化保存得完好又不
失现代感的城市。

毕业之后，我回到家乡，成为一名记
者。我见证了舞蹈《摆出一个春天》登上
央视的舞台，音乐剧《阿佤人民再唱新歌》
唱到北京，脱贫攻坚报告剧《宾弄赛嗨》在
全国多个城市演出座无虚席……一个个
精彩的中国故事、普洱故事，如种子般播
撒在全国乃至海外；我见证了中老铁路国
际列车通车，飞驰在普洱这片希望的热土
上；我见证了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普洱，我的
家乡，就是这么美好、这么精彩。

我曾无数次从书本和社交平台上看
到家乡的倩影，也曾无数次畅想，如果有
机会，我将如何描摹普洱，是写澜沧江边
童年的记忆，还是写边境小城的奇妙故
事，或是写白云工厂的生活……轻轻淡
淡写来，终究没有华丽辞藻，只有平铺直
叙的爱，那份来自家乡的温暖与幸福，是
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只能邀请你前来游
玩，一起品味。

他乡成家乡
▱于飞 我从未能远离过这里，因为这

里处处都有我留恋的风景。唯一
有一段离开普洱较长的时光是在
外地求学，但那时也是一到假期就
踏上返乡之路。

普洱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
或许是风景。这里有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的普洱景迈山古
茶林文化景观。古村寨掩映在大
片山林茶园之间，形成了山共林、
林生茶、茶绕村的独特生态景观。
走在林间，途经高大的乔木、低矮
的茶树，以及周围丰富的植被，这
数以千年形成的自然景观所呈现
出的勃勃生机，让人的心灵一下子
被治愈了。走进与茶共生的古村
落，干栏式建筑的民居依山而建。
随意走进一户人家，与主人闲聊品
茗。遇到下雨时，坐在有房檐的露
台，看雨淅淅沥沥、滴滴答答落在
青瓦间，远处层层青山掩映，近处
竹林芭蕉随风摇曳，在烟雨朦胧的
映衬下，成画成诗。

或许是美食。我最爱普洱的
野生菌。到了雨季，林间长出一
朵朵大红菌、奶浆菌、鸡枞菌、干
巴菌……对这些野生菌如数家珍
的普洱人，定不会错过这等山珍
美味。最近一段时间，家人买来
各种野生菌，做成大红菌煮鸡、辣
菌炒腌菜、奶浆菌炒韭菜、鸡枞榨

油……实在不过瘾，还可以到城郊
的倚象镇，这里既盛产野生菌，又
有擅长烹饪菌宴的农家乐。一到
雨季，当地农户就到山上捡拾野生
菌，所采的野生菌一下山便送往附
近的农家乐，经过煎、炸、烹、煮后，
一桌鲜美的野生菌宴便上桌了。
这时，要先舀上一碗大红菌鸡汤尝
鲜，汤一入口的鲜甜一定会征服
你的味蕾。

抑或是风土人情。普洱少数
民族众多，九县一区都有很多特色
节庆活动：澜沧葫芦节、孟连神鱼
节、西盟木鼓节，还有以水果命名
的江城三丫果节，以烧烤命名的宁
洱磨黑烧烤节……同时，普洱人也
热情好客、喜欢热闹。记得我在景
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勐班乡八落村
驻村时，恰逢当地的泼水节，村里
的大哥邀请我们到附近的傣族村
寨去过节。见到有客人来，主人就
摆出了丰盛的菜肴和酒水，他们的
热情化解了我初去时的不适应，融
进了喜庆的节日氛围中。

普洱，我在这里生，在这里长，
感知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走
在这座出门见绿、四季如春的小
城，总能感受到这里的勃勃生机。
我诚挚地向大家发出邀约：“欢迎
你到普洱来，这里正精彩！”

最是乡愁  最是依恋
▱范晶晶

我的家乡在普洱市，这里四季如春，有普洱茶、普
洱咖啡，以及四季新鲜的果蔬和热情好客的兄弟姐妹。

故乡的原点
▱张婕

作为土生土长的澜沧拉祜族
自治县人，除了少年时期在外求
学的短暂经历外，我人生的大部
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短暂
离开的那些年，梦里每时每刻都
在牵挂着这片土地的丝丝缕缕。
澜沧，一个低洼的坝子，四面环
山。闲暇的时候，我常常眺望天
际，连绵的山峦高低起伏，如此景
象早已铭记于心。这偏远的一隅
虽然没有都市般繁华，却使我沉
迷其中。或许，翻过那连绵的山
峦，会出现一个美丽繁华的城市，
然而对于牵挂家人、眷恋故乡的
我来说，更愿意留守这片热土。

在澜沧，有一大批文学爱好
者。他们扎根基层，用朴实的文
字抒发着真挚的情怀，诉说着家
乡的历史和变化。赵小陶的《拉
祜山谍影》《卡别阔旧事》，郎志刚
的《高高的拉祜山》《拉祜族小
史》，周志的《沧城记忆》《雨落人
间》，巧言的《半个月亮》《一叶乡
愁》，还有许多澜沧本土作家的呕
心之作，让我从中感受到澜沧人
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之情。

2023年，我有幸拜读了苏钰
琁的长篇小说《七日》，这是一部
以民族团结誓词碑为背景，讲述

澜沧、西盟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各
族儿女为争取自由而进行艰苦卓
绝斗争的故事。为了使故事更具
真实性，苏钰琁花费大量时间去搜
集写作素材，到澜沧、西盟、孟连采
风，实地感受边疆地区的人文风貌，
深入了解历史沿革。在苏钰琁笔
下，那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真实地
呈现在我的面前。在字里行间，我
以另一种方式领略了那段风雨沧桑
的历史，对那个风云时代的仁人志
士增添了一份崇高的敬意。

近年来，我的家乡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迎来了一件件值
得澜沧儿女自豪的喜事。2023年
4月，澜沧迎来了 70岁生日，全县
各族儿女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这
个特殊的日子；9月，普洱景迈山
古茶林文化景观被正式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2024年伊始，扩塔
春节、春茶开采节、葫芦节等民俗
系列活动相继开展，各族儿女携
手迎来崭新的一年，共同绘出最
美的民族团结同心圆……

所谓故乡，是精神和心灵的
安放之所。现在，我常常以文字
的方式，记录着家乡日新月异的
变化，也用文字诉说着那一份油
然而生的自豪感。

所谓故乡，是精神和心灵的安放之所。现在，我常常
以文字的方式，记录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也用文字诉
说着那一份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没错，这是一个沐浴在花
丛，徜徉在雨林，天空流淌着
芦笙的旋律，大地激荡着木鼓
的轰鸣，古老文化保存得完好
又不失现代感的城市。

“十八岁出门远行。”
每个少年，觉得自己长大之

后，似乎都渴望离开自己的家乡，
离开养育自己的土地，到外面的
世界去看看。倒不是因为外面就
一定是好的，只是有一种必须走
出去的魔力，前方有什么曲折，全
然不顾。当我真正离开家乡到远
方的时候，已快二十岁。

我的家乡在祖国北方的东
部，我便希望到祖国南方的西部
去看看，即便在成都求学四年，
但依然没有阻止我对祖国大好
河山的向往。于是，我游了四
川，去了西藏，来了云南，走过了
许许多多祖国西南部的城镇和
乡村，深深地为祖国的广袤和绮
丽而赞叹，就像歌里唱的一样：

“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
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
唱每一条河。”

就是那么一天，带着一种不
可名状的吸引，我来到了一座因
茶而被人熟知的美丽城市——
普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里也
成了我的第二个家乡。

但，普洱带给我的和我看
到的，不仅仅有茶，有咖啡，还
有 处 处 可 见 的 百 年 或 千 年 古
木，以及冲击着我味蕾的美食
和这里可爱的人。有时候，仅
仅在窗前看普洱的天空、云朵
和彩虹，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极
大的享受。自然而然地，我在
普洱工作了，在一个温馨的大
家庭从事了我人生中富有“挑
战和激情”的工作——记者。

因为采访，我在一个阴雨蒙
蒙的早晨来到了“人类童年·西
盟佤部落”西盟佤族自治县，一
个几乎是祖国最西南部的边境
小城。当我站在博航十组观景
台上时，恰巧，雨渐渐地停了，雾
缓缓地散了，葱绿而又连绵的群
山一下子跃入我的眼帘。那种
感觉，豁然开朗，心旷神怡，仿佛
只有你自己跟佤山在对话。

那时，我知道，佤山是一座
富有灵性的山。冥冥之中，我预
感还会再回到佤山，就像是一场
美丽的约会。

半年后，我重新来到了佤山，
以一个全新的身份——驻村扶贫
工作队员。当我坐着汽车在佤山
蜿蜒盘旋时，心中怀着莫名的欣
喜和期待。我来到了中课镇窝笼
村，正式开启了我的驻村生活。
而这一待，就是整整 42个月。

如果不来普洱，不来西盟，
我不会知道一座座山连接而成
的山脉叫佤山，不会从“知道到
了解直到熟知”一个民族叫佤

族，不会知道有个
佤族英雄叫拉勐，

也不会唱一首动听的歌曲——
《阿佤人民唱新歌》。

来到西盟佤山，我亲身感受
到了龙摩爷圣地的神秘和幽静，
欣赏到了勐梭龙潭的清澈和美，
领略到了里坎瀑布的浩大与震
撼，品味到了木依吉神谷的安谧
和深邃，体会到了佤山特有的风
土人情，结识了许许多多铭记一
生的伙伴。

我在佤山短短几年的时间
里，见证了风雨沧桑的佤山换了
新颜：一幢幢富有民族特色的小
别墅像一朵朵艳丽的花朵开遍了
佤山的村村寨寨，一条条干净整
洁的水泥硬化路如跃动的玉带舞
到了佤族群众的家门口……我用
我的文字书写着佤山的点点滴
滴，把佤山的真情向普洱这个家
乡诉说着：“村村寨寨，哎打起鼓
敲起锣，阿佤唱新歌……山笑水
笑人欢乐……”

当那七彩的虹再一次在佤
山之巅绚烂展开时，我突然明
白，这彩虹桥真的就是一座心灵
桥，把我带进了普洱这个大家
庭。正是因为有了在西盟这几
年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与
驻村队员并肩作战，与佤族同胞
同吃同劳作，与佤山自然亲密接
触——我才能在未来的几年里
真正爱上普洱，留在普洱，把普
洱当作我的家乡。

于是，我住在“普洱茶都·康
乐思茅”，去了“茶源道始·盟誓之
城”，看了“双胞之家·双生之城”，
望了“茶出银生·无量景东”，走了

“无量宝地·千景之谷”，到了“世
界茶王·芳香镇沅”，进了“一城连
三国·江城入画里”，寻了“世界拉
祜之根，千年古茶之源”，游了“边
地绿宝石·龙血树故乡”。

没错，普洱是民族文化大观
园，有汉族、哈尼族、彝族、拉祜
族、佤族、傣族等 26个民族，有 9
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澜沧是全国
唯一的拉祜族自治县，墨江是全
国唯一的哈尼族自治县。普洱
生态环境优美，中心城区海拔
1302米，有 5个气候带类型，年
平均气温 19.5℃，森林覆盖率接
近 70%，是北回归线上最大的绿
洲，有“云南动植物王国的王宫”
之称，被誉为“世界的天堂、天堂
的世界”，也是民族团结誓词碑
的诞生地、茶马古道的源头，有
着“世界茶源”“中国咖啡之都”
的美誉……这样的普洱，怎能不
让我流连忘返呢？

不知不觉间，已留在普洱很
多年，他乡已成家乡。多年来，
许许多多的朋友喜欢问我同样
的一个问题：“你在这里没有亲
戚，读书也不在云南，为什么跑
这么远来到普洱？”我总是不假
思索地回答：“这里是我的家乡，
这里的人也是我的家人。”

普洱人又叫“家乡宝”
▱徐一丹

（（记者记者    周思雨周思雨    绘图绘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