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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光贤

一

发家村，始建于1750年（清乾隆年
间），位于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胜境街道
洗洋塘社区东北角，是一个汉彝杂居的古
村落，彝族最先入住时叫发吉梁子，后更
名为发家村。发家村村名来源于彝语，

“发”在彝语中有悬崖、石岩的意思，寓意
为悬崖上的村庄，或是石岩上的村庄。

发家村地形结构非常特殊，为喀斯
特漏斗（溶斗）地貌，这是一种碟形、漏斗
形或圆筒形的小型封闭式洼地，直径从几
米到上百米不等，在漏斗底部通常有消水
道（如落水洞、溶隙等）把汇集的地表水排
走。因此发家村常年缺水，且多以石山为
主的高原村庄，平均海拔2300米。过去
交通极其困难情况下，很少有外人走进这
个村子。尽管村子不是生在悬崖上，但天
然形成的特殊地貌，让发家村在过去成为
云贵高原深处封闭的古村庄。

发家村背靠400余亩古树林，拥有
千余株古树，以青榨槭、灰背栎、元江栲
为主。其中树龄达1000年以上有2棵，
800年以上有66棵，500年以上有200余
棵，历经千百余年风霜雨打，依旧充满生
机。原生态的古树林让发家村环境优美，
空气新鲜。发家村的漏斗型地质结构，在
村子背面随处可见，俗称“落水坑”，一到
雨天形成的地面水全部落到大地深处，因
此当地村民吃水极其困难。神奇的是，发
家村中竟然有一口唯一的古井，也正是这
口古井，为发家村村民提供生命之源，使
得他们能久居此地，繁衍生息，从原本仅
有的5户人家发展到如今135户486人。
或许是那片古树林的繁茂根系汲取的水
分，汇聚到这口古井里，滋养着发家村村
民世世代代。

发家村的古树，历经千百年沧桑巨
变，村子里的人更换了一代又一代，而古
树一直存在，护佑着那里的村民。古树、
古井与发家村村民世代结下不解之缘。

二

7月盛夏，天气开始炎热起来，走进
发家村，白色水泥路通向村子里每一户
人家，两层三层高的楼房错落有致散布
在村子中。几户人家正在烈日炎炎下，
在自家庭院平整的水泥面上，使用连盖
(又称连架)打干枯的绿肥草(也称野豌
豆、马豆草)种子，因其茎叶含钙、磷比较
丰富，可用作青饲、青贮和调制干草，是
牛羊马猪的良好饲料，我小时候就听老
人常说，这些家禽吃了之后容易长膘，因
而有“绿肥草”之称。看到他们如今还以
传统的方式处理一些农作物，唤醒了我
小时候在老家使用连盖打豆子的场景，
回忆起来别是一番滋味。

在风的作用下，绿肥草的残渣在村
子上空飞舞，似乎在迎接我们这群外客
的到来，感受乡土农家气息。村子每户
人家的院墙上，一幅幅鲜彩夺目的油画
呈现在眼前，画里大多描绘的是红色文
化与农耕文明的场景。尤其是一栋瓦房
的山墙面，绘有一片绿油油的古树林，依
靠在村子背面，右上角写有“寻千年古
树、享天然氧吧、传红色基因、品发家味
道”20个红色字，这是发家村要打造的主
题宣传标语。

村子随处还可见古民宅建筑镶嵌其
中，有的古宅近百年历史，之前我见到的
古民宅中，墙体多为木质结构，而发家村
的古民宅是红色泥土结构。令我感到惊
讶的是，那些泥土墙并不是烧成的火砖，
而是将泥土直接弄成长方形，一块一块
地垒起来成为一堵墙，历经多年风吹雨
打，冰霜雪洗，却依然完好如初，据说那
是用一种特殊的泥土做成的，即黏土，它
是一种含砂粒少、有黏性的土壤，水分不
容易从中通过而具有较好可塑性，可见
群众的智慧无处不在。

村子的主干道上，一群施工队伴随
着各种施工机械，正在热火朝天地作业
中。富源县胜境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介
绍，发家村正在建设自来水管网和布置
下水管道，对人居环境整治进行再提
升。过去，发家村村民的生活非常艰苦，
属于无水、无电、无路的三无村，前些年
通过脱贫攻坚改造，如今村子里通上水
泥路，通上了电和网络。村子里虽然有
一口古井，但远远满足不了人畜饮水，村
子里正在进行水管网道升级改造工程，
务必确保家家户户都能持续喝上清凉凉
的水。

古树林下，三三两两的村民在树下
乘凉，摆着家常。我们一行人中，有人问
一个坐在长木椅上的老太太多大岁数
了，身体如何？老太太笑着并顺口答道：

“我已经80多岁了，身子骨还健朗很。”旁
人又问她发家村这些年来有啥变化没
有？老太太爽快答道：“要讲变化啊！变
化忒大了，你看现在基本家家都有小轿
车，去城里很方便，就半个小时的路程，
吃喝啥的都不愁了。要是放在以前啊，
我想都不敢想！”

老太太80多岁高龄了，说话依然清
晰，步入耄耋之年依然有一个健朗的身体，
还能感受新时代的巨变带来的美好生活。

三

古树林里，粗糙、直径一米左右的古
树干显露出的沧桑面容，历经千百余年的
风吹雨打与严寒酷暑，有些树干脚底处已
经枯死，甚至树干直径的一半是空的。尽
管如此，存活的那部分树干继续汲取大地
的水分和营养，依然枝繁叶茂，矗立在发
家村这片有着悠久历史的土地上。其繁
茂的枝叶为我们遮挡了夏日的火辣，阳光
透过古树的缝隙，散落在树林里青石板小
道上的斑斑点点更是美丽如画，树枝和树
叶在风的勤劳奉献中摇晃着发出滋滋声
音，地上不规则的光点随之移动，凉爽二
字顿时进入我心间，唤醒无上清凉。

多么盼望手表上的分针能够停止下
来，哪怕只是一小会儿也知足，让我多感
受一下古树林里这般美好的慢时光。

走到一口呈半弧形的古井前，这是

有着悠久历史的古井，目测井长3米，宽
1.5米，高2米，从井口顺着几道石坎下去
便可取水。由于今年长时间未下大雨，
天气特别干燥，古井也处于干涸中，水面
还不到十公分，发家村的村民早就没用
这口井了。井壁及弧形的拱用青石砌
成，青石间隙处长满了青苔，一些杂草镶
嵌其中，部分井壁面被水长期浸泡过，已
变成黄褐色。这口古井曾滋养了发家村
好几代人，如今，它几乎枯竭，但发家村
村民并没有废弃它，古井前被打扫得干
干净净的。

在古井前，工作人员给我们详细讲
述了80多年前，红军长征经过发家村的
故事。红军曾两次经过发家村，在发家村
这片热土上播下了红色的种子。1935年
4月25日，罗炳辉率红九军团经过发家
村，时隔近一年后，即1936年4月2日，贺
龙率红二军团进入富源，当晚就住在发家
村，并开展“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宣传，发
家村村民用古树青榨槭的树叶为受伤的
红军治病。红军离开时，从古井里取水把
家家户户的水缸灌满，短暂的时光里，红
军与发家村村民结下深厚的情谊。我想
这份情谊主要来源于红军能真正为百姓
向往的美好生活而奋斗，因此在短时间里
取得了群众的信赖及支持。

红色基因深深植根于发家村的泥土
中，传承于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奋斗的事业
中，与发家村每一个人情感相连、命运相系。

如今，长征精神依然在发家村闪亮
着光芒，引领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了追求
美好生活披荆斩棘、砥砺奋进。

四

走在古驿道上，欣赏着一路遇见的
古树。大家的手机“咔嚓咔嚓”不停地拍
照，把悬挂在古树上的“身份证”拍下，便
于随时翻照片查阅每一棵古树的树名、
年龄等具体信息。古树林里还有各种植
被，有野生杨梅树，有风藤草、金刚藤等
天然中药材，还有小叶杜鹃系列珍稀品
种。枯萎程度不同的落叶遍布满地，散
发出植被原有的气息。每隔一段距离，
会有一个休憩的木质结构的亭子，亭子
的设计朴实无华，但坐在亭子里却可以

一边休息，一边欣赏着四周的古树与其
他繁茂植被。

穿梭在古树林中的七彩健康跑道，
那是用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各自
涂抹一段的跑道，跑道宽约 2 米，长达
1200余米。时而蜿蜒曲折，时而相遇十
字路口。我站在四种颜色交会的十字路
口，闭上眼睛，脑海里呈现出在跑道上的
七彩人生画面，情不自禁伸开双手，拥抱
古树林里的七彩风光。

林子里偶尔有完全干枯的古树和其
他植被枯枝，当时我有点儿纳闷，这些枯
枝残叶为何发家村的村民不捡回去做柴
火呢？且我们刚进村子时，看到一些人
家门口整齐堆放着几米高的干木柴，又
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把这些疑问抛给驻
村干部，得到的回答是，发家村村民对古
树林的保护意识非常强烈，很是自觉，从
来不采伐古树林里的干枯树枝，即便是
古树下的枯叶，也不会去收集给牲畜垫
圈用，或用作肥料，那些门口堆放木柴的
人家，他们的木柴是从其他山上捡来的。

保护古树古井，留住岁月乡愁。
这片古树林与发家村村民，早已有

深深的情怀。据说数十年前，有关部门
需要大量砍伐发家村的古树，村民为保
护跟他们一同生长在这片热土上的古
树林，以山区交通极其不便，运输困难
为由，仅进行极少量的砍伐以应付过
去。这才使得大量的古树得以保存下
来，我们今天才有机会见证一棵棵古树
的容貌。

观景台，是发家村古树林里最高的
位置，可以俯瞰发家村的全景，还可看到
远在百里外的老黑山上旋转着的风力发
电设备。只有一处上百亩的红土地，地
面上未种植任何农作物，且没有任何杂
草。后来才知道，发家村正在做有关土
地规划属性调整，准备在那片红土地上
种植万寿菊、康乃馨等观赏花卉，为发家
村的风景增添色彩。

从观景台东北面望去，古树林较多
的那座山上，基本是大石块组成的山，地
面土壤非常少，加之今年春夏交替时段，
干旱达几个月，致使那座山上的树枝整
体还是秋冬时的模样，处于久久沉睡中，
还未在步入夏天时节里苏醒过来，让人
看上去难免显得有些苍白。树林里的杂
草依然是枯萎的，很难看到长出来的新
草芽。一些杂七杂八的树枝叶还是秋天
时的黄色，只是没有那么黄得透，但那座
山上的古树叶子早就焕发新生，苍翠的
绿色镶嵌在黄色之中。或许是古树生长
周期长，根系早已深深扎入大地中，即便
遇到干旱，也能汲取大地深处的水分和
营养来支撑其生命的运转。

观景台所在的这片林子，属于土山，
石头分布较少，主要生长小叶杜鹃等植
被，偶有古树在其中。因土壤肥沃、深
厚，这片土地上的植被长势很茂盛，绿色
成了真正主角，与对面那片黄色形成鲜
明对比，一黄一绿，共同见证了发家村的
发展历程。黄色点缀的是发家村过去悠
久的历史人文，留住的是古树林下发家
村世代居民的生活记忆；而观景台处的
绿色，装饰了发家村的今天，成就了郁郁
葱葱、绿树成荫，象征着发家村欣欣向荣

迈向未来。
从观景台西北面望去，有两棵在丛

林中独立生长的细叶云杉，树顶尖部分
高出周围其他树两米左右，之间间隔一
米五左右。它们看上去更像是一对彝家
情侣，左边这株树顶部分长得茂盛一点，
似彝族女同胞佩戴的头饰，距离顶部一
米处有一根枝叶向右延伸30公分后，再
向上伸长一截，恰似拿着一束花，而右边
那株树顶部分长得疏松一点，似彝族男
同胞。它们彼此注视着对方，一同沐浴
阳光下的丝丝温暖，共赏月光下的缕缕
静谧，历经风风雨雨，一起慢慢变老。

在古树林一处小道旁，两边各长有
一棵灰背栎，树龄约100年，其叶子有锯
齿或分裂，它们的枝叶相向生长，可为行
走在小道上此处的生灵遮风避雨一程。
很巧的是，有关保护单位在给古树林挂牌
编号时，从1号古树按顺序编到此处，恰
好左边的灰背栎是13号，右边的灰背栎
是14号，树旁还长有红豆树，“1314”组合
在一起，谐音为“一生一世”，加上红豆树
的衬托，可以蝶变成一个美丽的传说。

是啊！它们像一对情侣紧紧拥抱在
一起，心心相印，永不分离，彼此已度过
百年光阴。

五

在发家村，流行着一句话：“你如果
没来发家，那你一定在来发家的路上。”
近年来，发家村在富源县干部职工及村
民的共同努力下，正在迈上农文旅融合
发展之路。发家村依托附近园区区位发
展优势，打造产城景融合示范点；依托勤
劳朴实的村民，主动参与村民自治管理，
打造基层治理示范点；依托“三古一红”
（古树、古井、古驿道和红色文化）品牌，
打造全域旅游示范点；依托农文旅一体
化，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点。这些示范建
设，正在发家村一步步践行着。

当前，发家村的发展面临着一些现
实困境，一个是发展资金问题，另一个依
然是水的问题。好消息是发家村近期正
在进行供水管道改造，几个月后便可彻底
解决村民用水问题。关于发展资金，胜境
街道及驻村干部正在努力想办法，为发家
村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本助力发展。

发家村，这个云贵高原深处的古村
庄，正在筑梦新的美好未来。

(作者简介：胡光贤，中国散文学会
会员，贵州省写作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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