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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臂而深深自责，躲进房间一个人

感受泪水下泻的哗哗声，脑子一片

空白。曾因儿子的一篇好作文而高

兴而窃喜，也曾因他的贪玩好耍不

学习而悲愤莫名。时间就在这样现

实而俗常的挣扎中前行，当了父亲

更深刻理解了父亲的不易。

然而当了父亲，也有了深刻自豪

的时辰。一次，儿子一个同学的家

长，闲聊中偶然提起，说儿子跟他家

的儿子说，他最佩服的人是我，最怕

的人是我，最爱的人也是我，长大就

想做我这样的人。心暖暖的，鼻子酸

酸的，所有的艰辛、烦恼、不快与艰

难瞬间一扫而光。一句话说不出，我

只有笑笑。但我知道，幸福与自豪塞

满了我的心胸。

儿子上大学了，思念成了常态，

许久难以适应儿子不在的家居。常常

会在夜深人静之际想起儿子成长中的

闪光点滴。他冒出的第一颗牙，他说

的第一句话，他在乒乓球桌上迈出的

人生第一步，他在幼儿园拿回的第一

朵小红花，他与同学打的第一架，

想起他的街舞，想起他学着我打篮

球的三大步，也想起他一门心思玩

游戏的玩逆，不爱深钻学习，吃不

得苦，受不得气的毛病，思念中没

有了责难与失望，只有温暖、幸福

和牵挂。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

去，也渐渐适应了儿子在外求学的实

际。突然有一天看到儿子在报上发表

了一篇 《论孝道》 的文章，非常惊讶

那是出自吾儿的手笔，尽管我们对他

常常是爱藏心底难显露，责在嘴边常

嘶鸣，但儿子在文中表达了他的理

解，也含蓄表达了他对我们的爱。深

感欣慰，我还未老，但儿子已长大

了，大了的不仅是他的身高，还有他

的胸怀、学识与对人情世故的正确认

识。一次在儿子求学的城市出差，

请 他 和 他 的 几 个 同 学 好 友 一 起 吃

饭，饭后看到儿子陪着他的小哥们

走过马路，把他们一个个送上出租

车才稳步走回我的车上，我透过车

窗 看 到 了 一 个 阳 光 、 帅 气 、 重 情

义、心智健康的小男子汉，深感欣

慰；一次假期儿子要回来，熟人的

车只能坐下一人，儿子宁愿坐大巴也

不愿扔下一起的两位同学，友人大加

赞赏，我亦欣然；现在每逢出差去省

城，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师傅睡单间，

我睡标间，因为儿子总会过来陪我

睡，和我聊，碰撞思想，抛惑释疑，

研究现在与未来，探讨他的前途选

择，关心我的工作、健康。有子如

是，深感幸福！儿子大了，突然间就

会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问平

安，让几个老人幸福得不得了，高

兴得不得了，突然间就对叔叔阿姨

及其孩子亲近很多，把整个家庭气

氛搞得其乐融融，表扬他几句，没

想到他竟沉稳地说是你说的要尊老

爱幼、尽孝要趁早嘛。吾心大悦！

儿子大了，深感欣慰。而父亲却

渐入老境，入院就医的时间开始多了

起来，让我很揪心。父母的健康是我

最大的祈望，也是儿孙最美的幸福。

我像是一个纽带，一头连着父母，一

头连着儿子。父亲把我当做依靠，我

也冀望儿子能尽快让我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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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绕三灵，白语称为“观

上览”（直译为“逛山林”），流传于

大理白族自治州苍山洱海地区的白族

村寨，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绕三灵是大理白族民间重大的风

俗性文化节日之一，起源于南诏，最

初是白族古代宗教祭祀的一种仪式。

“三灵”是指洱海西岸三个神灵象征，

是白族本主崇拜的几位重要本主和传

入大理地区的佛教神祇，供奉它们的

庙宇分别称为“佛都”（大理崇圣

寺）、“神都”（大理庆洞村段宗榜本主

庙）和“仙都”（河矣城村段赤诚的洱

河神祠）。

绕三灵来历有不同传说，较为普

遍的一种说法是大理七十一村村民代

表“本主”来朝拜“神都”的中央本

主并祈求丰年而举行的一种仪式。据

《滇中琐记》记载：“大理有绕三灵

会，每岁季春下浣，男妇咸集，殆千

万人，十百各为群，群各有巫觋领

之，相传起于南诏，数千百年不能禁

止。盖惑于巫言、祈子嗣、禳灾病”。

“绕”是载歌载舞行进的意思。

随着社会发展，现在的绕三灵已

逐渐演变为白族祭祀本主与娱乐郊游

活动相结合的民族盛会。每年农历4月
23日至 25日，洱海四周白族村寨的男

女老幼，由经过乔装打扮的一对歌手

领队，边唱边舞，开始了绕三灵活

动。队伍从大理崇圣寺 （佛都） 出

发，沿苍山麓“绕”到喜洲庆洞的圣

源寺（神都），白天在圣源寺进行祈年

等宗教活动，夜晚便在圣源寺附近的

田野、树林中歌舞狂欢。第二天从庆

洞出发，到达洱海边河矣城村的金圭

寺（仙都），祭“洱河灵帝”，夜晚依

然歌舞达旦，以歌舞娱神、娱人。第

三天沿洱海西畔往南回走，回到大理

崇圣寺附近的马久邑村，祈求本主庇

佑，活动才告结束。

绕三灵期间，有成千上万人参

加，男女老少同歌共舞，白族调、大

本曲、祭祀调、三弦、唢呐曲不绝于

耳，金钱鼓、霸王鞭此起彼伏，各种

艺术形式的表演均涵盖其中。

绕三灵传承历史久远，群众基础

深厚，活动规模庞大，巡祭空间广

阔，参与者态度虔诚，体现出白族在

文化上的包容吸纳能力和创新精神，

对增强文化认同感和白族凝聚力有很

强的现实作用，是白族文化有标志意

义的象征符号之一，有很高的历史和

艺术价值。其宗教色彩日益淡薄，文

化活动的内容日趋丰富多彩，已经成

为白族人民的春游和社交活动的节日。

2006年 5月 20日，白族绕三灵经

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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