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蘸水里晃两晃再吃的宾川海稍鱼
□ 山 程

今日霜降，早起初冬绵雨，熹
微的晨曦推开夜色，大雾弥漫在
初冬的黎明，缥缥渺渺裹挟着城
中的一切，于是，整个县城被这雾
气所笼罩，大街上大小车辆小心
翼翼地在蠕动，双闪在微弱的能
见度下一闪一闪，提醒着来来往
往的行人，雾中的人、雾中的楼、
雾中的车，便成了这“海市蜃楼”
中的靓景。

雾锁住了人们的视线，锁不住
我们几个朋友约定前往东山彝族
乡余食朗村看雾景的那份希冀。

东山彝族乡是祥云县的一个
乡镇，它东邻大姚县，南接姚安县，
西与刘厂镇相连，北与禾甸镇、
米 甸镇毗邻。辖妙姑、小庄子、
外 居苴、余食朗、新民、大古者、
干海、新朗 8 个行政村，境内山脉
纵横，沟谷遍布，是人们纵观大山
的好去处，尤其是秋冬季节，湿润
的山乡在松散而流畅的雾中涨潮，
雾像是大地的母亲想念大地一样，
悄悄地出来抚吻着大山，似白色仙
境，令人神往。

我们一大早就穿过县城，沿
320国道经云南驿，从白屯村进入
刘厂镇后再右转，顺着刚铺就的弯
曲柏油公路盘山而上,直往东山彝

族乡山顶,驻足山顶，那无数条主
干与支路并连成的网路,如黑飘带
环绕东山。

车过妙姑，只见东山峰峦叠
嶂，山路弯弯，湿漉漉的雾气从四
面八方汇聚而来，悠荡着、忙碌
着。再往前行，浓雾白絮般一团一
团地飘过，身陷其中，如坠烟海，数
尺之外，辨不清方向，渐渐所能看
到的，全都变成了一片晶莹剔透的
银白色。

天与地之间浑然一体，山与树
之间彼此谁也看不清谁，路边的风
景更是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这雾
锁山头山锁雾，天连水来水连天
的雾气缭绕朦胧感，反而让这里多
了几分妩媚，成了难得一见的美好
景致。

为了拍出云雾的动感，我们下
车，步入山巅的最佳处，盘山追云，
忘却了是在山间马路，心儿窜进了
那片白雾。那雨细腻、润滑，风扶
细雨，绕伞而来，化作千千万万丝
柔软钻进心里，轻轻地，绵绵地，如
柔韧的羽毛抚慰在脸面上，亲吻着
肌肤，虽逢霜降节令，还是感到周
身湿漉漉的潮润和凉爽，让人好不
惬意，视觉、听觉似乎都从梦境中
苏醒过来。

云雾在山与人间流淌着，飘逸
着，一袭轻纱慢笼神秘意境，不知
是雾锁山，山锁雾，还是雨中烟，烟
中雨，山中雨中雾连天。

朦胧山色，烟雨朦胧，烟波
满目。

一路破雾继续前行，不久就到
了余食朗村委会驻地。一眼就看
到了最壮观、最漂亮的地方，余食
朗村前的白雾，模糊了近景，遮住
了远山。远山的白雾，没有白云的
多姿多彩，没有夜空的扑朔迷离，
也没有彩虹的鲜艳夺目，但那若隐
若现的山头上面弥漫的晨雾，推不
开，看不透，像是把天和山糅合在
一起，雾牵着山，山托着雾，此起彼
伏，连绵不绝。雾锁千嶂的美，至
今想起来都让我激动。

雾锁东山，遮住了大山往日的
巍峨英姿，却也给山增添了几分神
秘的颜色，让大山也有含蓄、仙韵
的一面。

雨后的东山，阳光穿透了阴
霾，大雾渐渐地淡了，村庄户舍忽
隐忽现，美如仙境，远山壮观的云
海在大山腹地一会分散，一会聚
拢，一会徐徐升腾，一会滚滚向前，
那变幻莫测的千姿百态，就像东山
彝族妇女的刺绣，图案精美，色彩

绚丽，剪裁科学，精致美观，恐怕连
最有才华的画家也画不出来这道
淋漓尽致的山水大写意。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座青峰
秀丽挺拔的山耸立于大地上，山腰
一条宛若多情少女的玉带雾，如
李清照“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
先流”的小令，欲伸手帮她擦一擦
湿漉漉的脸庞，不小心却被她打
湿了整个衣角，若一方悬挂于檐
下的丝绸，山乡的姑娘用她裁剪
成美的丝巾，系于颈上，飘出令人
心醉的歌。

高原情怀，大山精神。东山的
山，巍峨、雄奇、庄严、秀拔，高举起
嶙峋的风骨，撑起了东山人的脊
梁，让人正气上扬，精神硬朗。

东山的雾是一位智者，冷静而
又深邃，把山乡的一切拥在她深厚
辽阔的怀里。东山的雾像梦，使听
觉和视觉都迟钝了，眼前是灰蒙蒙
的混沌世界，就跟远古的混沌世界
一样，朦胧里一切疑真似幻。东山
的雾像一群精灵，顽皮而又灵巧地
穿梭在富饶的土地上，抖落一地的
羽毛，让大地的每一寸肌肤都能暖
暖地感受到她的爱意。

雾锁东山，变幻莫测，让人着
迷神往。

雾 锁 东 山
□ 杨源忠

初到宾川，先游灵山鸡足
山，再寻觅一家鱼店，一饱海稍
鱼之味美，方才圆满。

海稍鱼，是宾川县乔甸镇海
稍村人发明的一种烹鱼技艺。
早些年，傍水（海稍水库）而居的
海稍村人，常划一叶扁舟，进入
库区，撒网捕鱼，以水库内自然
生长的鲢鱼为原料，烹饪食用。
往后，“海稍鱼”之名渐成，在先
后经历了将洋芋切成片同鱼一
起煮和发明了蘸水两次创新后，

“海稍鱼”便被食客所记挂。
海稍鱼的制作技艺，已成为

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烹饪原
料也不仅限于最初的鲢鱼，裸斑
鱼、桂花鱼都可以。通常将鱼去
鳞，开膛，去脏，洗净，砍成块后

开煮。主要原料都是酸精（柠檬
精）、红辣椒面、青蒜苗、草果粉、
洋芋、葱、姜、蒜和花椒面等。

煮鱼时，先在锅里下一半菜
油，一半猪油，油量不宜多。随
后将蒜瓣倒入炒至微黄，再倒入
红辣椒面炒出香气，然后掺入适
量清水并倒入鱼块、洋芋片，并
依次加入花椒面、盐、味精、青蒜
苗、草果粉、姜片和适量酸精。
待大火烧开，中火慢炖约 20分钟
后起锅，再撒些葱段、芫荽后便
可上桌。

海稍鱼的蘸水很讲究，取小
碗依次将鸡精、味精、花椒面、姜
蒜末、辣椒面和白芝麻放入碗
内，置锅下菜油，烧烫，然后把烧
烫的热油逐一浇在放了佐料的

蘸水碗内，油的用量以刚好淹没
碗里的佐料为度。待鱼端上桌
时，将热气腾腾的鱼汤舀入蘸水
碗里，汤一入碗，碗里顿时发出
一阵脆响，诱人的香味也随之扑
鼻而来。

夹一块肉质细腻、鲜香嫩滑
的鱼肉，在蘸水里蘸一蘸再晃一
晃，放入口中，当牙齿碰到鱼肉
的瞬间，那鱼肉的鲜裹杂着蘸水
的酸和辣在口齿间一点点化开，
然后游走全身，沁入心脾。

11月13日，游船停靠在杭州西湖一处码头。
时值初冬，杭州市西湖景区层林尽染，色彩斑斓，别有一番韵味。

［新华社 发］
□ 李少军 左东敏

杨虎飞 文／图

“秦滩落雁”是云龙县旧州
八景之一，这个冬季，一群鹤飞
到了“秦滩”。11 月 15 日日落
时分，我们在功果桥集镇下方
澜沧江边的沼泽滩上看见了这
群鹤。

“江上夜覆云雾，晨则渐以
升起如龙”，云龙县名由此而
来，“江上”就是澜沧江，在旧州
境内。过去所称的旧州，如今
叫功果桥镇。

“蒲甸朝霞、苏溪晚渡、梭
罗倒影、三崇积雪、老街千竹、
仙人晒丹、两甸农歌、秦滩落
雁”为旧州八景。“秦滩落雁”，

“秦滩”依旧在，大雁已远飞，留
给了旧州人一份遗憾。

但随着国家开发澜沧江上
的功果桥水电站，功果桥镇境
内 39 公里澜沧江变成了高峡
平湖，成为旧州“八景”之后的
又一道新景观，游客在向往，水
生动物也在迷恋，白鹭、水鸟，
野鸭、鱼鹰等水生动物先后来
到这里“安家落户”。

今年十多天前，“秦滩”飞
来了一群灰鹤。灰鹤属大型涉
禽、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别名千岁鹤、玄鹤，中文俗称番
薯鹤。

这次来此过冬的灰鹤群共
有15只，其中成鸟10只、幼鸟
5 只，它们多数时间在功果桥
集镇下方澜沧江沙滩上沐浴阳
光、觅食、栖息，时而展翅起舞、
时而腾空飞翔。

高峡平湖，青山绿水，这里
就是最好的“故乡”。

洱源被誉为“乳牛之乡”，有
着“家家养奶牛，户户奶飘香”的
美称。牛奶加工制作成乳扇，是
洱源人的一大发明，也是洱源街
头的独特一景，已经延续 1000 多
年了。乳扇的烹调方法多种多
样，煎、烤、烫、烩、炸、煮、炒、生皆
行，哪种方法烹饪出来都可口，别
有风味。

乳扇是鲜牛奶煮沸混合三比
一的食酸炼制凝结，制为薄片，缠
绕于细竿上晾干而成。乳扇的加
工制作，先在锅内盛些酸水煮热，
然后在煮热的酸水里放入一木勺
鲜奶，待些时间，即用一双筷子般
粗的两根小木棒把鲜奶调作，乳水
慢慢成块后，取出拉制成扇形薄
片，挂在用竹竿做成的乳扇架上，
晾干成成品。这种纯手工加工制
作的方法，保留鲜活牛奶的原汁原

味，香气浓郁，口味新鲜纯正，风味
独特，是吃食界里名副其实的超级
美食。

乳扇的食法方便，较普遍的是
煎、蒸、煮三种。煎炸，这是乳扇最
普遍的吃法，可将乳扇直接用油煎
过后放入盘内，撒上白糖或椒盐即
可食，芳香酥脆，鲜美可口；若将乳
扇包卷豆沙后再煎炸，切简形叫

“夹沙乳扇”。蒸食法，即将乳扇放
入甑内蒸软，撒上白糖，细嚼品尝，
乳香浓厚，富于营养。冲煮法，可
先将乳扇煎炸后，揉成碎末入杯
中，加白糖食用，也可和水煮沸加
糖食用，也可以把乳扇和小粉套炸
做成假“紫盖肉”，作素席的菜点食
用。白族礼俗“三道茶”的第二道
茶中，人们把乳扇揉碎放入茶内一
齐品尝，既品到香茶又尝到乳扇，
那是别有风味。

10月24日，笔者去“天天三月街”游玩，偶见元世祖平云南碑碑亭、门
亭、花坛以及周边围墙修葺一新，并向游人免费开放。

元世祖平云南碑立于大理古城三月街街场内。碑通高4.44米，宽1.65
米，正面中部刻有“世祖皇帝平云南碑”8个字。碑文由两块青石碑相嵌组
成。立碑时间为元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已有700多年历史。碑文
由翰林院学士程文海撰写。碑文追述了元世祖平云南经过。是大理乃至
云南的重要历史文物。 ［赵锐明 摄］

洱 源 乳 扇
□ 施新弟

寒露时节，我们三位摄影爱好者
相约，准备来一次徒步道人山之行，
领略云龙县境内海拔最高、充满神秘
色彩的神山——道人山之风采。

于是，10 月 12 日清晨，我们在
毛毛细雨中从漕涧镇出发，驱车前
往漕涧镇铁厂村，然后沿着林区公
路继续行驶 7 公里，抵达道人山脚
下一林农基地，泊好车，便向道人山
进发，此时已是上午11时。

天，时不时下起了毛毛雨，在绵
绵细雨中，我们顺着林间羊肠小道
攀行约两个小时，前方出现一个岔
路口，一块“杜鹃花就地保护区”的
警示牌矗立在那里，蓝底白字，格外
醒目。这个路口，径直往前走（向
东）似乎是通往漕涧梁子，而向右
（朝南）则是通往道人山的古栈
道。我们沿道古道行走百余米，进
入了浓雾弥漫的万亩原始杜鹃花
林——花木岭，古栈道较为宽敞，
但由于闲置数十年，路况很差。栈
道在古杜鹃树的掩荫下，似长长的
隧道看不到尽头。路边时不时有
不知名的野花，向我们露出甜美的
笑容；红红绿绿的小鸟，在林间鸣
唱，秋虫唧唧声不绝于耳。当我们
途经一个幽深的山箐时，栈道在此
被箐沟洪水无情地截断，我们小心
翼翼地横穿过箐沟继续前行，又进
入一个小山沟，此山沟其实是个全
是由岩石构成的凹槽，清澈的泉水
自上而下汩汩流淌，云雾萦绕，俨
然是一幅美丽的“清泉石上流”画
卷。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出
杜鹃花林，随着海拔的提升，树木

逐渐变得稀少，雾越来越浓，风愈
来愈大，有誓不把浓雾吹散不罢休
之气势。杜鹃花树也显得矮小许
多，且造型独特。我们走着走着，前
方一个缓坡草地上有一极似棺材样
的巨大岩石横卧在前方，啊！它就
是传说中的道人山“石棺材”。

我们在风雨浓雾里艰难地继
续前行，走啊走啊，走过一个大山
坳，前面一个偌大的草地展现在眼
前，草地上牛群马群在自由自在地
吃草。此时此刻，我们已筋疲力尽，
看看手机导航，道人山最高峰就在
我们上方，打开手机海拔适时高度
表，显示海拔 2370米，再看看时间，
已是下午5时。若要登顶道人山最
高峰，夜宿道人庙，已不可能了，至
少需要两个多小时才能抵达道人
庙，那里的海拔 3600余米。

于是，我们安营扎寨，就此露
营，赶在天黑前，抓紧拍照，然后就
寑，在风雨中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
又回味无穷的不眠之夜。

翌日清晨7时，我起床了，风更
狂、雨更大、雾更浓，我们登顶道人
庙的希望破灭了。我们只好在帐篷
里，坐等雨过天晴时，但风雨一点也
没有减小的迹象。上午 9 时，我们
不得不在寒冷刺骨的风雨中踏上了
归途。

此次道人山之行，虽然没能登
顶道人庙，但已收获颇丰。神秘的
道人山风光，处处皆仙境，晴天有
晴天的美景，风雨天有风雨天的韵
味，无论晴雨，各有千秋，我们拍摄
到了别人拍不到的道人山图景。

露 宿 道 人 山
□ 尹云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