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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河
这条河曾被我追着跑
直到溜进另一座山的背后

而不知什么时辰
变成彩带，死死勒住我的腰

入秋后，它胆大包天
梦里居然从我体内穿肠而过

◎三丈之外
石径弯弯，流水弯弯
三丈之外
鲜花长不过杂草

时间变化着人的嘴脸
那时候，我相信许多假的东西
这时候，我怀疑许多真的东西

嗨，风中的燕子
我想问一问
空中也需要侧身吗？

◎爬山记
爬啊，左弯右拐
向上的路上，忘了看风景

站在山顶向云挥挥手
风声：啊啧啧，多么伟岸

事到如今
上山难
下山更难

◎谎言
早春
我们在村口
谈论那只犄角弯曲的羊
和一些早已不在人世的人
几声布谷飘过来

沉默了片刻
沙库阿玛转过身
眼眶潮湿，轻声叹息
再转过身说，尘埃飞进了眼睛
她轻松地摊摊手

◎对故乡或幸福的点点描述
时间依然很轻，一跃
翻过了多少个年头
山脚下，人们依然
跳篝火、喊月亮、寻爱情

这片土地上

千万人口，两户人家
不是血亲，就是姻亲
当我从出生开始
许多男人成了我父亲
许多女人成了我母亲

抬头看看天空的彩裙
低头摸摸大地的额头
眼前的蕨苔、土豆花、荠菜、车前草
或许就是我的来生
天上的细雨或许是外婆的化身
此刻正飘落在我脸上

◎对绿皮火车的追踪思念
呜——
一声长鸣，惊醒了
村庄、河流、山谷
回音正好落在牧人木呷的心头
牧人木呷就是我爷爷

从此，千年神话飘落山水间
从此，蒙上眼睛我也能看见
挎着黄书包的自己扒进了第七节

车厢

时间飞到了昨天
我送大女儿到火车站
真好，每张脸都是花朵
你长成了你的模样
我长成了我的模样

◎风一吹
风一吹
风就成了自己
轻轻一扭腰
路边的草们
开始慌张起来
一下午不停地抖索
不远处，几株荞麦秆
不顾一切地抱紧对方
一松手，从此便是天涯
只有眼前的石头
不动声色
一如昨天或前天

◎在凉山
在凉山
心伤了
钻进阿妈的披毡里
让她裹紧

太阳下山的时候
喝酒吧
是是非非都是一碗酒
在问候或嬉闹间

让魂魄回到自己的身体里
月亮出来的时候
唱歌吧
恩恩怨怨都是一首歌
唱着唱着
你会变成妹妹嘴里的词

在凉山
睡眠总是甜甜的
一觉醒来发现
血管里回响着
金沙江的涛声

◎在莫获拉达
我看见，少年的牧鞭一甩
白云被赶成牛羊
我看见，少女的口弦一拨
昨天被拉回眼前

我还看见，山头的月亮一出
羞羞地，倒挂在妹妹的脸上

◎山情
父辈们代代守着
一座座的山
他们死了
这山就归了我

他们死后，火葬在山梁上
尸骨铺高或壮大山体
魂魄化作草木和森林
山成了我名副其实的故乡
风来了，我喊一声爹
你要穿好衣
雨来了，我喊一声娘
你要盖好被

再后来
我把山扎叠成行囊
爬山涉水，穿街走巷
山啊，我背不动你
山啊，我会背着你

◎母亲
母亲做的荞馍
圆圆的、黄黄的
馍上有她粗糙的指纹
我常把它捧在手心
细细打量
深怕咬痛母亲的手

母亲唱的乡谣
凉凉的、甜甜的
像春雨，滴滴答答
一直飘落在童年的天空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
边唱边含着泪微笑
一唱，春天就近了
再唱，时光就远了

我啃着荞馍走过昨天
在远方一回头
母亲就成了山岗上小小的坟茔
那是世上最美的角落
让人牵挂，令人担忧

◎草的倾诉
亲爱的羊
你们的嘴惊动了我的梦
我遍体鳞伤，伤口交错
但我不喊苦，也不喊痛
经过一个冬天的煎熬
不就是让你们吃掉吗
我的肉成为你们嘴里的甜
或胃里的香
谢谢你们成就了我生命的完美

亲爱的羊
我身体里有大地的声音
也有春天的秘密和乳汁
请你们细心聆听和咀嚼
这样，你们和万物连在了一起
现在，你们已水足饭饱
恳请你们尿在我的头顶
恳请你们踩响我的骨头
恳请你们啃净我的身体
这样，经过夜色的浇灌和发酵
明早我的长势会更茂盛

亲爱的羊
夏天很快就过去
我把剩下的肉体放在
秋天的脸庞上
我要缩回大地的身体里去了
等待明年春来
我们能否还再相见

◎颂歌
翻过山的草
更茂盛，更细嫩
羊啊，你要吃个够

含着泪的歌
更撕心，更裂肺
哥啊，你要唱个够

真爱就那么一次
并不甜，却很美
妹啊，你要爱个够

阿洛夫基 作者供图







































































 

嘉 州 诗 人
创作感悟：写诗需要一种文化的重量，在更低处寻找人

文精神和人性的光芒。彝族是一个诗的民族，在苦难中净
化和提升自我的民族，诗歌抚慰、滋养、照耀了我的民族。
我从18岁开始写诗，并坚持走到现在，一定与沉郁、内敛、粗
犷、怕羞不怕死的民族性格有关，与含蓄、热情、凄楚、动人
的彝族传统诗歌有关，与感情奔放、言辞精巧、形式典雅、韵
律和谐的纯美歌谣有关，与我身上既有着激越与孤傲的风
骨又有着沉郁与悲悯的情怀有关。

故乡的痛和伤，都是生命的药和根。诗作力求深厚的
动情力，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生动的表达力，走
出狭隘、浮华、虚饰和悲观的传统表达，呈现诗歌细节丰满，
语言素净，气象辽阔的格局。我相信，诗句属于大地的、人
性的，由此也是先锋的。

作者简介：阿洛夫基，笔名“阿洛可斯夫基”，
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乐山市第二届十大杰出
青年。先后在《人民日报》《民族文学》《星星诗刊》
《散文》《延河》等60余种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
1000余首（章）。散文诗集《黑土背上的阳光》获
第二届四川民族文学奖，组诗《后半夜的歌声》获
第七届四川民族文学奖，长篇彝文散文诗集《情满
家园》（合作）获第八届四川民族文学奖。出版有
《黑土背上的阳光》《没有名字的村庄》《月亮上的
童话》《情满家园（彝文）》《阿洛可斯夫基散文诗
选》等，其中《阿洛可斯夫基散文诗选》被北京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
大学等36家大学图书馆收藏。

故乡的山与河（组诗）
阿洛夫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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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昨日开奖

天天彩经
广告

8月3日，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2088期前区
开出号码“01、08、10、20、35”，后区开出号码

“06、11”。本期全国销量为2.65亿元，为国家筹
集彩票公益金9567万余元。

一等奖开5注1596万元+1注887万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6注一等奖，其中5注为

1596万余元（含709万余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
一等奖，分落江苏南京、江苏苏州、上海青浦区（2
注）、上海长宁区。1注为887万余元基本投注一
等奖，落在上海浦东区。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本期来自
南京、苏州、上海青浦区、上海长宁区的幸运购彩
者，在单注一等奖方面多拿了709万余元追加奖
金，从而拿下单注1596万余元追加投注一等奖。

追加投注是大乐透独有的投注方式，在2元
基本投注的基础上，多花1元进行追加投注，可多
得80%的浮动奖奖金。

数据显示，本期上海青浦区2注追加投注一
等奖出自一张经2倍追加投注的单式票，单票总
奖金高达3193万余元。

奖池滚存至8.12亿元
二等奖开出56注，每注奖金23.66万余元；

其中20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8.92万
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42.58万余元。

三等奖开出182注，单注奖金1万元。四等
奖开出455注，单注奖金3000元。五等奖开出
12803注，单注奖金300元。六等奖开出17185
注，单注奖金200元。七等奖开出34458注，单
注奖金100元。八等奖开出565640注，单注奖
金15元。九等奖开出6079980注，单注奖金5
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8.12亿元滚存
至8月6日（周六）开奖的第22089期。

乐彩

广告

大乐透开出6注一等奖
单注最高1596万元

双色的小花发夹，带流苏穗子的古风发
簪、隆重又不失活泼的步摇钗……在乐山，

“90后”女子潘忠婷靠着一双巧手，做出了很
多漂亮又精致的汉服发饰，在抖音短视频平
台收获了一众粉丝。

昨（4）日，记者在中心城区瑞松中心城小
区见到了潘忠婷。身着汉服的她，静静地坐
在书桌前，在白卡纸上画出花瓣形状的纸样，
辅助铜丝固定，用各种颜色的蚕丝线缠绕，制
作出各种造型的花朵，再点缀上珍珠等一些
配件，一支发簪就跃然指尖。作品素净而不
失华丽，耀眼也不乏雅致，发簪虽小但形态逼
真，就像是一件艺术品。

潘忠婷告诉记者，她今年29岁，犍为县
人，室内设计专业毕业的她对传统文化十分
感兴趣，特别喜欢汉服和手工制作。2019年
下半年，她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了传统古风饰
品的制作过程，十分感兴趣，便买来工具和材
料学习制作。通过模仿网络教程，再借鉴一
些影视剧和《红楼梦》等古典书籍中的人物头
部配饰，逐渐掌握了缠花、绒花、热缩花等制
作技艺。

“制作一个汉服发饰，既要应用剪纸的方

法，还要掌握刺绣用线的技巧，里面是满满的
传统文化。”潘忠婷说，每每沉浸在制作工艺
中，整个人都会非常有耐心，不急不躁，感受
手工带来的质感与温暖，力求让自己的每一
件作品都具有立体感和动感。

潘忠婷以“黎栀手作”为名，将自己制作
的汉服发饰发到抖音短视频、淘宝、小红书等
平台，受到了众多网友的喜欢，纷纷称赞她

“用最普通的线材制作了最精美的作品”。很
多网友还找她定制发饰，搭配自己的汉服或
结婚时佩戴。

潘忠婷还告诉记者，2021年央视春晚，
李宇春领衔节目《山水霓裳》中，北京服装
学院时尚传播学院服装表演专业的学生李
嘉瑄，在演出中佩戴的海浪发簪，就是她制
作的，整个节目带领观者感受浓浓的中国
风、古典美。

潘忠婷说，尽管如今各种工业生产的工
艺品盛行，并有广阔的市场，但在她看来，传
统手工艺制作出的汉服发饰承载着一种生活
美学，是无数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延续，她要坚
持做下去，让传统文化传承下去，焕发新的生
机。 记者 张波 文/图

本报讯（记者 黄曦）昨（4）日，峨边彝族自治县妇
联联合县民政局，在婚姻登记处开展了移风易俗普法
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巾帼志愿者向群众解读移风易俗的意
义，宣传婚俗新风，引导新人增强婚姻中的法律权益意
识，自觉抵制天价彩礼等不良风气，营造健康向上、节
俭文明的婚俗新风，并耐心解答群众相关问题咨询。

现场群众表示，通过活动，提高了对婚姻中法律权
益的了解，将从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营造和美家庭、
和睦邻里、和谐社区的良好氛围，努力成为移风易俗的
传播者和践行者。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发放《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
庭暴力法》、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环保袋等宣传资料
200余份。

峨边妇联
开展移风易俗普法宣传

用最普通的线材制作最精美的作品

乐山妹子制作古风发簪
本报讯（万佳利 记者 罗曦）夏季是马蜂筑巢的高

峰期，最快2-3天便可以形成一个马蜂窝。6月至今，
夹江县消防救援大队为群众摘除130余个马蜂窝，用
精湛的业务技术解民忧、纾民困。

8月2日，夹江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求助，在
夹江县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园区（禅意古街）发现大量
马蜂窝，消防人员随即赶赴现场。夹江县藏羌彝文化
产业走廊园区（禅意古街）为夹江县重点打造，园区远
离城市喧嚣，且为木质结构建筑，在今年夏天受到了马
蜂的集体“霸占”，园区内树上、屋内多处可见马蜂窝，
严重影响游客及工作人员安全。

18时左右，消防人员来到现场，在确保园区无游
客滞留后，消防人员穿戴好防护服，对分布在园区各
处的马蜂窝进行摘除。低矮处是人工直接摘取，高处
则用水攻摘取，从18时一直到当晚22时，消防人员耗
时4小时，共摘除马蜂窝30余个。

据了解，每年6-9月是马蜂较为活跃时期，今年
进入夏季至今，夹江县消防救援大队共摘除马蜂窝
130余个，平均一天摘除2个，最多的一天摘除了30
余个马蜂窝。在此，消防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马蜂
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一旦被马蜂蜇伤，要及时就
医。如果发现较多马蜂聚集或已筑巢，千万不要擅自
捅窝，不要惊扰它，应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或找专
业人士进行处理。

马蜂窝“霸占”古街
消防花4小时摘完

潘忠婷正在制作发簪

潘忠婷制作的发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