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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 苍洱漫谈 ⇨吴棠 专栏

文化大理

喜洲粑粑是大理古城历史上的四
种名特小吃之一，另外三种是：青石桥
的豌豆粉，龙德轩的破酥包子，四牌坊
的白族 肉（街头常见“巍山 肉”招
牌，“ ”系自造字，应为“ ”，读“怕”
平声）。之所以说“历史上”，是因为在

“现实中”已经消失或难觅“正宗”。近
年从喜洲、大理、下关直至昆明标榜

“喜洲粑粑”的摊店不少，大都失去口
感特色成为“发面烤饼”。

地道的喜洲粑粑有一套传统的做
法和吃法：小麦粉要用老面，发面相当
讲究，适量加碱揉透，再用清油分层，
使其烤熟后达到“破酥”。喜洲粑粑分
甜咸两种，甜味用火腿丁、红糖加玫瑰
糖做馅；咸味则串以葱花、花椒、精盐，
再掺板油渣，揉成圆形小饼后，再放到
特制的吊炉盘内烘烤。这种吊炉上层
是栗炭猛火，底盘是微火。关键是烘
烤要掌握火候，使饼熟透而不焦糊。
出炉时粑粑颜色金黄，香味扑鼻，酥而
不烂。

1940年代正宗的喜洲粑粑在大理
古城内四牌坊，铺面里设有条桌、条
凳。桌上放有青瓷茶壶和茶盅，随时

备有烤茶。顾客坐定后，讲究现做现
烤，待饼熟时铲在盘子里抬上桌面，趁
热品尝。用筷子挟一块粑粑，喝一口
烤茶，才能吃出喜洲粑粑的真味。

喜洲粑粑的味道如何？举个学者
品评的实例：抗日战争时期的1944年7
至8月份，西南联大以历史系系主任郑
天挺为首的一批名教授，应大理县政
府邀请来大理修志和讲学。其中有罗
常培、田汝康、孙云畴、吴乾就，以及先
期到大理的云大教授徐嘉瑞，在过喜
洲华中大学的联大教授游国恩等。他
们在考察、探讨大理史志的余暇时间，
自然要去游览一番苍洱山水和品尝地
方名特小吃。郑天挺先生在《大理访
古日记》7月 28日这一天的下午记述：

“四时，偕毓 、汝康至大街得生和食
喜洲粑粑，较之昆明火腿月饼尤过
之”。郑天挺是历史学家，与喜洲名人
张耀曾家有亲戚关系，对昆明和大理
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他对喜洲粑粑
的评价：比明明（吉庆祥）的火腿月饼
还要好吃，确是妥切之评。如今遍布
大理、下关的喜洲粑粑摊店，主料喜洲

“老面”不缺，但“破酥”的手艺已无人

传承。粑粑的馅料没有一家用火腿或
板油渣，更用不起玫瑰糖。喜洲仍在
用传统的吊炉和木炭，咸味的喜洲粑
粑“创新”为以鲜猪肉丁做馅，味道赶
不上火腿，因为鲜肉水分大，只宜用于
蒸煎的包子、水饺，烤饼的特色在于香
酥，与糕点、月饼的用料和工艺程序是
一样。

1980 年代的后期，我发现两家喜
洲粑粑做得好的店铺，一家是文化巷
的“雪冰园”，有名的本地糕点铺，早点
卖喜洲粑粑现烤现卖，质量达到“破
酥”，生意很好。搬迁到人民公园东大
门后，就未再做这种早点了。老下关
人还会记住“雪冰园”，再迁到下关宾
馆隔壁后，终于停业消失。另一家是
在人民南路未开通前的街口，沙河埂
桥的位置。搭蓬摆摊，是一对老年夫
妇在经营。老大妈穿着整洁的白族
服装，揉面、擀面，动作利索，看得出是
一位“老把式”。男的掌炉，火色拿得
好，烤出的粑粑不夹生。我经常去光
顾，熟悉后老大妈才说到她就是民国
年间，大理四牌坊喜洲粑粑店的后人，
从阿奶手上学到的手艺。她做的粑粑

有掺油渣的品种，比普通的稍贵一点，
味道已接近于当年我吃过的“得生和”
名品。杨大妈的喜洲粑粑出了名，买
的人要排队等候，只卖上午，11点左右
收摊。令人遗憾的是随着人民南路的
打通，去大理的公交车在此处设起站
点，这家地道的喜洲粑粑摊点属于违
章搭建，之后就再也找不到这家“传
人”了。我从旁打听得知，这位男主人
是退休职工，老俩口把做喜洲粑粑当
副业。其实有特殊技艺的老人，也应
该“发挥余热”，把传统名食的薪火传
下去，使地道的喜洲粑粑后继有人。

2011 年 2 月 25 日本地媒体报道：
《整顿“喜洲粑粑”市场，还其传统美食
佳名》，由喜洲镇有关部门组成联合工
作组，对全镇30多家加工销售“喜洲粑
粑”的商户进行排查整顿，“从食品卫
生、工艺质量、品牌形象着手，还‘喜洲
粑粑’传统美食佳名，给游客及消费者
以美好感受。”整顿是完全必要，前提
是怎样发掘和继承传统的技艺，选用
好配料，达到喜洲粑粑又称“破酥”的
形象和口感。毕竟入口的食品“味道
好极了”才是硬道理。

“喜洲粑粑”的传统与现实

□ 通讯员 李源江

近年来，洱源县委把村级党组织
建设作为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来抓，
由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
制定分期分批实施规划，以村党总支
部党员文化活动建设为龙头，在各级
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多渠道争取资金，
先后累计投入资金 3400 万元，党员义
务投工投劳 1200 万个工日，建立村党
员文化活动室，为党员学习科学文化
知识打开了一扇亮丽的窗口。

洱源县位于大理州北部，下辖9个
镇（乡）107个党总支部，735个党支部，
现有党员11480名，往年村级党组织基
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大多数村都缺
乏党员文化活动室，长期以来党员就
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学习活动，严重制
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为了彻底改变
村党组织的落后面貌，不断提高党员
科学文化素质水平，充分体现党员在

农民中的先进地位。该县以党风廉政
建设为入手，以改善基层党组织建设
为着力点，以新建村两委办公大楼为
契机，对新建成的办公大楼中，选出宽
大的一间作为村党员文化活动室，进
行重新装璜，购进了110台电视机和影
碟机，以及80台电脑和打印机，配备了
新课桌椅35000套，购买了70张乒乓球
桌、300副象棋、248副跳棋和 139副羽
毛球，在88个村建立了党员远程教育，
同时还在文化活动室内设置了报刊杂
志专栏，丰富了党员的业余文化生活，
开阔了党员的眼界，进一步提高了党
员自身的本领。

目前，洱源县村村建立了党员文
化活动室，让广大党员从无文化活
动室中解脱出来，村党员文化室的
建立，解决了党员学习文化和活动
难的历史，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体现了党组织在农村中
的先进性。

木丹

记者日前在“花灯杯”全州老年人
体育运动会上采访时，许多老年文化体
育事业爱好者纷纷告诉记者：近年来，弥
渡县委、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老年人的
文化体育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政主
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老龄工作方
针和“促进城市，发展农村，重在基层，面
向全体”的老年人体育工作方针，全面落
实老年人工作方针和老年人体育工作
方针，贯彻执行老年工作的法律法规，以

全面推进老年人文体事业发展，丰富老
年人精神生活，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为
抓手，老年人体协事业发展取得新突破，
切实做到了“抓身边的组织、建身边的场
地、开展身边的活动”，努力实现六个“老
有”，为构建和谐弥渡，推进弥渡经济社
会发展实现新跨越服务。

到目前为止，全县有乡镇文体活动
中心 3个，门球场 14块，地掷球场 2块。
56个村委会（社区）有活动场地，116个

自然村有活动场所，全县老年人的文化
体育工作步入了发展的大好春天。

党政主导 社会关心

据介绍，该县在做好老年文化体育
工作中，一是全县上下从领导到群众对
老年人体协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普遍提
高，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既是老年人健
康的需要，也是执政为民，关注民生的
需要，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二是抓好
县、乡、村老年人工作组织网络建设，重
点抓好各级组织的“五有”配套，努力扩
大老年活动人口，把老年体育这项为老
年人健康服务的甜蜜事业普及到全县
城区、坝区、山区的每一个角落。肩负
起以“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应对

“人口老龄化”严峻挑战的神圣使命。
三是各乡镇采取资源整合办法解决活
动场所问题初见成效，县、乡、村（社区）
老体协三级网络建设步伐加快，布局趋
于合理，网络基本建成。。四是老体协
工作主动融入新农村建设，城乡老年人
活动开展红红火火。五是老年人工作
及老年人体育工作经费不断增加，为开
展工作和活动提供了保障。

老年人健身活动蓬勃开展

开展群众性老年人文化体育活动，
丰富老年人晚年生活，以“科学生活、健

康快乐”地提高全民族健康水平，是党
中央、国务院交给各级党委、政府的光
荣而艰巨的任务。也是各级老年人协
会和老年人体育协会的主要工作内容
之一。我们在抓好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健康向上的花灯、健身操舞、门球、
地掷球、拳剑、柔力球、打歌、棋牌、乒乓
球、羽毛球等老年人经常性健身活动的
同时，努力把参加重大节庆活动的演出
办成社会各界关注，广大群众喜欢的展
示老年人风采的机会，以此激发广大老
年人文体健身的热情，推动老年人经常
性文体健身活动的开展。只要是县里
组织，不论是广场文化活动，节庆活动，
还是各级各类体育赛事中，都有老体协
的腰鼓队、花灯队、健身球操队、艺术团
队的展示。

在广泛开展老年文化体育活动中，
这个县每年都认真组织举办一次两个
项目以上的全县老年人体育运动会，以
此促进老年人群众性文体活动的广泛
开展；同时积极组队参加各级各类赛事
始终抱着积极态度，凡是上级老体协组
织的赛事，该县都以重在参与、重在健
康、重在快乐、重在交流的心态，筹措经
费，争取相关部门支持，积极组队参加。

加强队伍建设和骨干培训

该县高度重视骨干在开展老年人

文体活动中的作用，认真组织热心老年
人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参加上级组织
的柔力球、健身操球、功夫扇、太极剑操
等的培训，使之成为开展老年人文体活
动的骨干和带头人，在有限的经费内，
在县内组织开展柔力球、腰鼓、文艺、舞
蹈等的培训，受到老年朋友们的热烈拥
护，积极参与，通过培训，骨干自身的水
平得到极大地提高，新项目的推广得以
顺利进行。

弥渡县老体协主席李增红说，为
把老年体协的工作做得更好，弥渡县
老体协通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全面
掌握基层老体协工作的情况，着力解
决好乡镇老体协机构的建立健全完善
工作，多方协调，整合资源，解决老年
人活动场所场地建设困难问题，根据
乡镇实际，重点培训乡镇开展文体活
动骨干，促进和推动了乡村老年人文
体活动广泛开展。

洱源县村村建立党员文化活动室
□ 通讯员 张玉君

巍山县彝学会各项工作有条不
紊，扎实推进，特别是在彝学研究、彝
族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对外交流等方
面取得明显成效，为传扬、保护和充分
挖掘巍山彝族悠久而优秀的传统文化
作出积极贡献。

该县彝学会在开展好彝学研究、弘

扬彝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把彝族文
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放在重要位置，结
合实际，及时组织开展了相关的抢救、
保护和整理工作，积极做好彝族文化遗
产抢救保护。特别是向省级上报了巍
山彝族唢呐音乐传承与保护项目。该
县通过认真录音巍山彝族唢呐调、对各
乡镇彝族唢呐传承人现状、重点音乐留
存情况作深入细致调查的基础上，形成

了巍山彝族唢呐音乐传承保护项目可
研报告，并不断加以修改和完善。

积极与外地彝学会联谊和交流。
先后参加了第五届中国彝族文化展演
会、第六届云南民族民间文化博览会、
凉山州“彝族传统选美比赛”、楚雄州

“彝族赛美”、“彝族赛装”、“彝族赛
舞”、“彝族赛歌”、“彝族赛乐”等活动，
分别夺得了各种奖项。

巍山县彝学会积极挖掘民族优秀文化取得成效

□ 记 者 马光辉
通讯员 陆向荣

近年来，巍山县坚持“文化
立县”原则，强化基础，创新机
制，规范市场，积极实施面向基
层、服务群众的文化惠民工程，
加大对基层文化体育设施建设
的投入，积极构建公共文化体
育服务体系，改善人民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社会各
项事业健康发展。

社会文化事业取得新进
展。公益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得到加强，该县在加强对已建
成的马鞍山、五印、永建、大仓、
南诏、牛街、庙街、紫金 8 个乡
镇文化站管理的同时，根据县
城保护总体规划，落实了县文
化馆新馆址；以节庆文化、广场
文化为载体，群众喜闻乐见的
各种群众性文艺活动得到进一
步开展，具有一定表演能力的
200多支民间演出队活跃在城
乡，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积极组织申报并成
功实现“彝族打歌”被列入国
家级“非遗”保护名录，经国家
文化部公布为“巍山彝族打歌
之乡”。实施了"2131"农村电
影放映工程，群众看电影难的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文学艺术创作蓬勃发展。
实施精品战略，创作出了一批
思想性、艺术性统一的具有强
烈感染力、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的优秀作品。文艺工作者搜集
整理和新创歌曲 10多首，新编
创多个民族舞蹈，其中，以彝族
打歌为题材的舞蹈多次在国
家、省、州展演比赛中获得殊
荣。出版了《情系红河源》、《南
诏古乐》DVD光碟，创作了“酒
歌”系列音乐作品，在全县普及
推广“彝族集体舞”，成功组织
举办了五十年县庆大型文艺演
出及系列活动，巍山民族歌舞
频频亮相中央电视台。

图书馆事业进一步发展。该县图书馆
在新一轮评估定级中保持了国家三级馆标
准，藏书量逐年提高，已达 5万多册。实施
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总投资105
万元，在建成一个县级“资源共享”支中心
的基础上，分别在南诏镇、大仓镇、永建镇、
马鞍山乡、牛街乡、青华乡六乡镇各建成一
个基层站点，并配置了资源管理服务器、投
影仪、PC 机、中央控制台、高清移动播放
机，接通了宽带网络，为群众服务的方式进
一步丰富。建成了首批村级“农家书屋”13
家，继续做好巩固发展的各项工作。

文物管理工作卓有成效。该县坚持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和有效保护、合理利
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思想，成立了文物管理
委员会，多渠道征集文物，维修了部分文物
保护单位，完成了文物建档工作，申报公布
了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到 2009 年底，县级
49项，州级 3项，省级 4项，国家级 2项，使
该县文物保护单位总数达到 58项，填补了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无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的空白。成功地吸引外资投入县的文物保
护工作，完成了东岳宫维修一期工程，出版

《巍山文物荟萃》摄影画册。同时，该县还
被表彰为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县。

规范繁荣文化市场。该县坚持一手抓
管理，一手抓繁荣，始终把扶持繁荣健康有
益的文化市场经营与打击违法行为结合起
来，努力规范经营行为。累计收缴销毁各
种非法盗版光盘 20670张、书刊 337册，出
动稽查人员 700多人次，检查网吧 1450家
次，受理群众举报6起，查处违规网吧2家，
取缔非法流动演出5起，培训经营户800多
人次。通过严格管理，规范了经营行为，净
化了市场环境，促进了文化市场的健康发
展，使该县文化市场逐步向大众化、多元化
健康稳步发展，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
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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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主导 社会关心 群众参与

弥渡县老年文体工作步入大好春天
□ 记者 朱 册文/图

图为弥渡县老年艺术团在开展文体活动中，为群众进行器乐合奏演出。

大理市凤仪镇三哨一村民搬家时请来歌舞队表演欢快的歌舞。时下，不少山区居民家搬家、嫁女儿或是娶媳妇，
都少不了要请业余歌舞队表演歌舞为喜庆助兴，并成为了一种时尚。轻快悠扬的舞曲声中，如水般温柔的民族舞蹈为
喜庆增色不少，使人们都沉浸在一种欢快的氛围之中。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欢笑，每个人的心都随之沸腾！

（通讯员 魏 鸿 摄）

□ 特约记者 张银奎

最近，鹤庆县民间文艺家章虹宇
先生荣获世界民间文艺“巅峰人物”荣
誉称号。

70 多岁的章虹宇先生，几十年如
一日，笔耕不辍，潜心研究民俗文化、
民间文学，先后撰写、发表数十篇文章
并出版了民俗学、民俗文化论文集《精
神家园》、《文化血脉》等著作。

由世界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世
界民间文艺新闻人物报道社协办的世

界民间文艺“巅峰人物”评选活动，通
过半年多时间组织、评选及各民间协
会推荐提名，此次活动有200位民间艺
术家（中国地区）入围，经专家评审委
员会按章程严格审定，鉴于章虹宇先
生对世界民间文艺事业作出的卓越贡
献，在文艺创作中表现的崇高艺术境
界和高尚的艺术品德。报经联合国教
科文卫组织批准，授予章虹宇先生世
界民间文艺“巅峰人物”终身荣誉称
号。同时获此殊荣的还有中国地区另
外一人赵秀峰。

章虹宇获世界民间文艺
“巅峰人物”荣誉称号

□ 赵守值

大理市文联《大理》杂志编辑熊建
平的中国汉字书法研究专著《翰墨天
地》最近由云南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
发行。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为该
书题写了书名。

熊建平出生于我州历史文化名城
巍山，自幼倾心汉字书写，不懈求索，
成果卓著，其书法、篆刻作品被美国、
英国、日本、泰国、中华台北、中国香港
及国内诸多人士收藏。

《翰墨天地》一书是熊建平先生几十
年来潜心研究汉文字的重要成果。全书
共分：汉文字——构建中国五千年文明
史、汉文字——引领世界文字潮流、汉文
字——地球人共同的富矿、汉文字——
天空下的华夏瑰宝、汉文字——珍藏于
钟爱它的人心里等五个章节。对汉字的
产生、发展和创作作了有益的探索。全
书的书法作品分别用甲骨文、散氏盤、钟
鼎文、缪篆、小篆、汉隶、楷书、行书、草书
等九种字体撰写，书法流畅，神采飘逸，
变化无穷，读来耐人寻味。

熊建平书法研究专著《翰墨天地》出版

□ 记者 杨艳玲

近日，我州白族青年作家何永飞
创作的新诗集《梦无边》由中国戏剧出
版社出版发行。

何永飞，男，白族，生于 1982 年 3
月，云南鹤庆人，笔名菩禅子、呆小石，
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传统
蒙学研究会会员。曾在《人民文学》、

《诗刊》、《人民日报》、《解放日报》、《诗
选刊》、《散文世界》、《散文诗》等200多
家海内外报刊杂志发表诗歌、散文诗、
散文 1000 多篇（首）。作品入选《2005

中国年度散文诗》、《2008 中国打工诗
歌精选》、《最受中学生喜爱的100篇散
文》等多种权威选本，已出版诗集《四
叶草》。

《梦无边》分为“抒怀”、“聚焦”、
“变奏”三部分，收入作者近年来创作
的200多首诗歌和散文诗，内容有对生
命和人生的深刻感悟，有对社会底层
和弱势群体生活的零距离关注，有对
爱情、亲情、友情的真切感怀。诗集由
著名诗人晓雪老师亲笔题写书名和作
序，由著名评论家宋家宏、纳张元、杨
玉梅撰写推荐语，并给予高度评价。

何永飞新诗集《梦无边》与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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