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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钢作品：水彩《翻越冰川（茶马古道系列）》

文 化

史海钩沉

生活在巍山古城，时不时还能
倾听到磨刀师傅的吆喝声，不禁会
让我浮想联翩，想起那个风雨无
阻，走街串巷，挑担磨刀的师傅形
象，以及打制刀子挥汗如雨的铁匠
形象。如此想象着，一间间铁匠铺
也就鲜活地浮现眼前。

在我记忆里，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乃至到八九十年代初，古城里都
还有铁匠铺。城南铁匠铺，传出的
打铁声音，对于生活在城南的我，
成了记忆深处永不消失的音响。

在古城，紧靠南栅门北边东面
的铁匠铺，铺主姓尤，有五个儿子，
我们称呼他们表叔，据说尤家曾三
代人打过铁。尤家古屋一进两院，
两间铺面相连作为铁匠铺。打铁
的声音，在我小时候，曾一次次聆
听过，幼小的心灵深处回响着铿锵
有力的声响。

我曾访问过现已 73 岁的二表
叔尤子良，他娓娓道来，给我讲述
了尤家铁匠铺及巍山铁匠铺简
况。他说：“我父亲尤傅仪给我们
讲过，有关古城南门外栅门旁的铁
匠铺，是在1926年由我爷爷傅尤贤
开设后交给儿子尤国亮的。大约
在1944年前，尤国亮又交给了儿子
尤傅仪（我父亲），当时我父亲大约
24 岁。解放后我父亲走上了手工
业合作化道路，在巍山大仓庙街手
工业聅合社工作。当时县上成立
了前进铁业社中心，铁业中心位于
南街大石矼以西的宣国松家。后
来我父亲又调到县联社工作。1958
年，大跃进时期，我父亲回家重新

恢复了他的铁匠铺‘復兴祥’号，主
要打制菜刀、斧头、锄头、钉耙等，
这样铁匠铺一直开到1968年，因体
力不支就停业了。之前在1962年7
月至1963年，我也跟随我父亲学了
一年的铁匠手艺，也算是入了门，
我的三弟傅忠俊学了三年，初步具
备了打铁的基本功。打铁是个硬
活计，没有强壮的体力，从事不了
这样的行。俗话说得好啊！‘打铁
要靠本身硬’。

1952年后，在我家的‘復兴祥’
对面还开过一家铁匠铺，由李克昌
师傅撑门面，后来李克昌师傅又在
我家北边王家靠南门古街东开了
一间铁匠铺，还是由李克昌师傅撑
门面。李师傅过世后，由赵用忠撑
门但没有号。紧靠南栅门的东南，
我家南边也有一家铁匠铺，由赵玉
祥父亲撑着门面，赵玉祥学了多
年，学到了一些打铁本领，七八十
年代曾经当过巍山县西寺农具厂
厂长，赵玉祥现已 80 岁左右，身体
仍然健朗，这都是年轻时打铁练就
的强壮体质。

古城的四家铁匠铺都位于城
南门外，紧靠南栅门南北东西。在
巍山，铁匠铺还分散在青华、五印、
马鞍山、大仓、庙街等地区，这些地
方的铁匠铺都有打铁的原料‘毛条
子’，原生料通过骡马驮运，从原产
地马鞍山等地驮运到大仓、庙街和
巍山城加工打制成铁器。”

听了二表叔的讲述，我对古城
铁匠铺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我所亲眼见过只是尤家铁匠

铺，听父母说过，尤家铁匠铺的铁
器，质量好，口碑也好，小时候我曾
站立铺外张望过，见到过表叔抡起
铁锤，富有节奏，一下接着一下打
铁，打得大汗淋漓时劳动者的光辉
形象。古城铁匠铺，相应集中在南
栅门南北，或许就是历史造就的古
城手工业的一种手工作坊小格局，
经营几十年，也实为不容易。我的
耳畔仿佛又响起了打铁时的号子
声、叮当、叮当有节奏、有规律的打
铁声。打铁师傅的形象，烙印在了
那个时代古城人的脑海深处，突显
着老百姓艰辛的不易人生。城南
铁匠铺，一座边地小城旧时光里抹
不去的记忆，更是存留在我记忆深
处的古城珍贵影像之一。

在古城拱辰楼北的小河桥，还
有一家铁匠铺，撑门面的是女性，
她的匠艺比较高超，力气大，中气
足，嗓门有些粗，说话声音特别洪
亮。她巾帼不让须眉，长期打铁，
练就了一身打铁硬功夫。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古城人大多认识她，
戏称她“铁匠婆”。说起“铁匠婆”，
很多人都觉得她厉害，在众人眼
里，她力气很大，正应验了“打铁要
靠本身硬”。她们家主要打制菜
刀、镰刀、锄头、马掌、马钉、马鞍上
的一些铁质配件。她家打制好的
铁器，就在拱辰楼南面的古街边叫
卖，那时的古城，马帮云集，“铁匠
婆”家打制的铁器好卖畅销。有时
候还会遇上缺货，为了赶活，偶尔
她还会在古街边，现场叮叮当当地
打上一阵子，看她大汗淋漓，于心

有些不忍。或是遇上买马掌的，不
合适的她要改进，也就现场敲打起
来。有节奏的叮当、叮当、叮当声，
回响在拱辰楼四周，这是手工业文
明残留在古城的远古之声，这是原
生态的生活之声。对于一个软弱
的女性，从事打铁行当，内心深处
需要有多大的勇气胆量，体力方面
要有多大的承受付出，这无疑是底
层平常百姓敲打出的生命之音。

巍山的铁匠铺分散在古城，山
乡、坝区。在老关巍公路边的甸中
街还有专门的铁匠房。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从巍山到大仓再到下关的
班车，一个站点就设在铁匠房。对
于铁匠房，我的人生漫旅，曾经一次
次经过，如同我熟悉了的一个儿时
乳名，一回回在心底呼喊过。称其
铁匠房，足可见规模应该较大，我曾
向甸中的同学了解过当初铁匠房里
打铁的情况。他告诉我铁匠房主是
王其俊，原在大凤集经营，后搬到路
边，打制常用农具、修补坏农具等。

古城铁匠铺 ，手工小作坊，我
臆想这抑或也能印证巍山的遥远历
史，反映出古城手工业发展的一个
侧影，映射出巍山茶马古道重镇历
史。南来北往的马帮，汇集巍山，就
需要相应的马具，我想鉴于此，铁匠
铺也就应运而生，那时古城马具店
有多家。但随着时代变迁，近代工
业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古城铁
匠铺，逐渐消失彻底隐没在时光岁
月深处，然而铁匠的形象以及他们
敲打出的生命之声、时光之声，在
南诏故地的历史回音壁依旧回响。

巍山古城铁匠铺
□ 陈美兰

本报讯（通 讯 员 杨 建 萍）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为了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文
化生活需求，云龙县地方党委政府
不断加大基层文化场所等硬件基
础设施建设，推动了地方文化事业
的蓬勃发展。

在云龙县县城文化广场，每天
下午，这里就成为县城及周边群众
休闲活动的集中地，中老年朋友也
集中在这里跳广场舞、排练演出，
成为县城居民休闲娱乐活动的主

阵地。
云龙县广场舞指导老师张利

莲说：她参加全民健身已经有 12
年了，其中有 6 年都是在领舞、教
舞，每天晚饭后，跟大家一起跳、一
起唱，既锻炼了身体，又愉悦了心
情。现在政府给我们提供很好的
条件，广场也建设得这样好，很多
人都愿意加入进来，大家的幸福指
数更高了。

几年中，云龙县各乡镇通过整
合项目资金，启动了乡镇的中心广
场建设，功果桥镇吹吹腔文化活动

广场、团结乡佬倵文化活动广场、
关坪乡力格高广场等一批文化活
动场所相继建成，各行政村、人口
集中的自然村都按不同标准建成
了村级文化活动室，为地方群众开
展文化生活创造了便利条件。

群众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同时
也是文化的受益者，随着近年来文
化惠民政策的大力实施，到目前为
止，该县已经形成 120多支业余的
文艺表演队伍活跃在村村寨寨，唤
醒了群众的文化意识，树立了群众
的文化自信，逐渐形成了开放、包

容、健康的文化氛围，推动了全县
文化生活的繁荣。截至目前，全县
有 1项国家级非遗，5项省级非遗，
10多项州级、县级的非遗项目，更
有390多个民间艺人支撑了全县民
族文化的主要骨干。山地白族力
格高、傈僳族瓜七七、耳子歌、吹吹
腔等以民族歌舞为主的文化艺术
经过群众的传承、提炼、加工，以民
族文化进校园、特色广场舞等更加
喜闻乐见的形式得到广泛普及推
广，进一步推动了云龙县文化事业
的蓬勃发展。

云龙县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本报讯（特约记者 陈应国）
祥云县以文化强县为载体，以打造

“云南之源、陆港之城”的形象定位
为抓手，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
机，突出地方民族特色，做活群众
文化，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让城乡群众分享到更多的文化
惠民福利。

坚持围绕主线、打造品牌、政
府主导、城乡联动、全社会参与的工
作思路，祥云县充分发挥文化底蕴
深厚、群众文化基础好等优势，充分
挖掘和利用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积
极引领群众文化活动向品牌化发
展，努力使群众文化活动特色化、规
模化、品牌化。抓住举办各种活动
和节庆等大型文艺汇演活动的机
会，祥云县采取政府牵头举办示范
性大型文化活动等方式，带动城乡

基层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在组
织举办文艺演出的同时，还举办晚
会、大型灯展、书画摄影展等系列活
动，每年活动观众人数达到上百万
人次，不仅丰富了城乡人民群众的
文化生活，还直接带动了全县观光
旅游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米甸镇自羌朗的彝家农民业
余文艺演出队是全县突出地方特
色成长起来的一支群众文艺队伍，
多次在县内外参加大型文艺演出，
并在祥云县举办的全民健身日大
赛上获得健身舞蹈第一名，曾两次
参加大理州三月街“农家乐”广场
舞大赛，两次蝉联奖金。几年间，
这支文艺演出队曾先后接待过北
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师生、
上海服装设计公司等单位来祥云
的文化交流活动，参加祥云县庆祝

建党节、国庆节、三下乡文艺演出
等多场次，并活跃于当地的尝新
节、火把节、祭龙会，以及禾甸七宣
的哑巴节等重大民间民族节庆演
出，2016年被大理州委宣传部表彰
为农村优秀文艺队。

紧贴群众开展文化惠民活动，
祥云县把文艺活动和宣传党的中
心工作、宣传廉政、宣传新农村新气
象以及弘扬文明之风有机结合起
来，表演节目形式多样、丰富多彩，有
专业团体的演员登台献艺，也有群
众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的节目，每年
春节期间在县城文化广场举办的城
乡文艺汇演，持续时间长达半个多
月，登台表演的群众演员超过千人，
观众人数达30万余人次，带动了全
县各乡镇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

为了更好地提高群众文化活

动的水平，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祥云县进一步加强文化队伍
建设，除组织有关人员参加上级组
织的各类培训外，每年均对乡镇及
农村文化骨干、文艺骨干进行培
训，内容涵盖舞蹈、摄影、书画、图
书管理、资源共享设备使用及管
理、如何更好地组织群众性文化活
动等方面。同时，在加强硬件基础
设施建设上下足功夫，在加强提升
文化广场、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
的同时，投资 2.4 亿元新建全民健
身中心，县级公共文化设施日渐完
善，建成了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引导城乡群众自办
文化，让广大群众成为文化活动的
主体和受益者，通过加强引导、城
乡统筹，使更多的群众参与到活动
中来，群众文化活动十分活跃。

祥云县突出地方特色做活群众文化

□ 通讯员 杨宏毅 杨剑年

古镇平川，古楼、古民居、古院
落、古街、古巷道、古老的寺观庙
宇，古朴庄重，还有一座古老的“新
城”，可带您了解平川古老厚重的
历史，以及在宾川所彰显的重教兴
文的典范。

平川新城建于清朝同治年
间，清咸丰六年(1856)杜文秀发动
起义，其部将骠骑将军杨荣于清
咸丰十一年(1861)攻占平川，建立
起义政权，废旧城池建“赤城”，也
谓“新城”。新城坐落平川古街之
东北，占地约 5000 平方米，由大
殿、大教场、大照壁、钟鼓楼、大
堂、厢房、天子台等几个建筑群组
成。据李元阳撰《邹公平寇碑》
载：“贼既平矣，尚存余粮资我版
筑，乃作城垣，建署宇，置军营（土
城）以镇之”。 新城设有二座堡
式门楼，北门设而不启。南大门
旁竖立一块石碑，上面刻书“文官
下轿，武将下马”八个大字，加之
坚固的门楼，厚重的门扇及一溜
而排的上马石，无不显现了新城
的气派，城防之固若金汤。

大殿又称“大成殿”，坐西向东
（取乙酉之向），为三开间单檐歇山
宫廷式建筑，一进三重堂布局。正
殿两山墙旁各有砖拱小门一道，由
两厢房与二堂后檐合围成三重堂，
进两耳房有小院心入三重，即见雄
伟的大成殿立于天子台之上。大
成殿歇山花脊四带出阁，雕梁画栋
凌空翘起，角挂风铃，脊中三级琉
璃葫芦顶，前檐升斗拱叠镂花，木
柱粗大，技艺超群，基础用白条石
砌成，高约 1.5米，古朴坚实，雄伟
壮观。大殿留出台阶，正中以三开
六扇镂花格子门开启，边间以木制
花窗板壁为栅。正殿曾经书“道冠
古今”四字巨匾，殿内上悬花梁，下
为青砖铺地，雕花木制围栅的神台
上曾供有“至圣先师孔子神位”，高
约二米，其余七十二贤牌位，大小
不一，依位列班分大小于两侧。整
个殿堂雄伟壮观，坚实典雅，历经
数百年而不倾，巍然屹立，乃平川
古建筑之冠。正殿南北各有一小
空院，南院有小后门直通四方街。

迎面屏风大照壁挡住老东山，
壁后三米为新城沟。沿照壁以稍
低墙相围，出南北两道碉楼大门，
再依两大门出矮墙至钟鼓楼两侧，
将整院围成内外两层。城内大教
场，宽约 400 米见方，当时用作练
兵、集会、阅兵之用。后为学校小
操场和球场。

庄严雄伟的大照壁，长约 30
米，高 10米，厚 2米，花脊四出阁，
壁上绘整幅麒麟衔玉书画（传说绘
画时未搭架，是一赵姓泥工拿长竹
竿，边转边勾出轮廓线条，然后用
扫把涂成），巨画栩栩如生，技艺精

湛，实属难得之文物。大照壁还有
一个“回音”的绝妙特点，不论是在
城内的哪一个角落说话或发出任
何声响，都会被大照壁加以回音，
重复的声音会延迟数秒，形似学
舌，清脆洪亮，奇妙无比。大照壁
结构严实，经历一百多年沧桑和多
次地震，仍巍然屹立。

天子台长约 10 米，宽约 7 米，
高约 1 米，外围以白条石扣成，中
心地面用八宝砖铺成，三方各留
三米通道，植有树木，并分别设
石阶梯通天子台。正前方为三
跑石阶梯上，中跑有石雕鱼龙变
化图案。天子台主要是用作祭
丁（即祭孔）时的礼仪台。祭丁
时礼仪严肃、讲究，主祭绅士列
位排班司仪，神龛前供香花水
果，焚香燃烛，三汤盛馔，全猪、
全羊、洞经音乐齐奏，全体学生
着新装肃立台下，礼乐有序。清
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此成立平
川初等小学校；民国元年(1912)，
为平川高等小学校所在地，民国
三十一年(1942)在此创办平川中
学(现宾川二中的前身)。

过去，新城内高耸入云的四层
六角钟鼓楼，为宾川首创，比州城
钟鼓楼早建，四层拱檐出六阁，起
翘自然，诸角皆系风铃，琉璃三级
葫芦顶，底层三开间，中间为进二
堂正门，两边间为门卫房，一楼里
层，先为戏台，对二堂正殿，后因不
适用，以短墙相围三边，南侧墙上
有邑人陆军上将联军总司令杨希
闵所书“教育救国”四个大字。前
面二楼木匾上书有“藏书楼”三字，
白底红字，书法精美，异常醒目。
日照葫芦顶，金光闪闪,风铃叮咚,
书声琅琅，左右石雕大狮笑容可
掬，可惜已被拆毁，只残留基座。

新城不但是杜文秀起义建立
政权的城池，还成为了平川地区最
早的学宫。清朝末期，平川的第一
所初等小学创办于新城内，接着是
高等小学、中心国民学校及 1942
年创办、首开全省乡镇办中学之例
的平川初级中学。1955 年，改办
为平川完小；1992年，改为平川初
级中学；2015 年又改办为平川完
小。从清代中期至民国时期，新城
成为宾川重教兴文的典范，人文蔚
起之根基，新文化之摇篮。开办平
川初级中学以来，各地名师云集，
传播先进文化，探寻革命真理，给
平川带来了勃勃生机，堪称宾川东
部三乡的高等学府。

现在除了钟鼓楼、堂房、大门
及部分厢房被拆除或改造外，大
殿、天子台、照壁等主要建筑古貌
尚存，对研究大理地区杜文秀起
义以及平川地区清朝至民国时期
的教育有着重要意义。2003 年 8
月，新城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平川新城
宾川重教兴文的典范

矗立在洱源碧云老街上的牌坊。（摄于2018年12月17日）
洱源县碧云村曾经是茶马古道上最繁华的古村落和重要驿站，是沾

染了商贸交流、写意了古老传说的古镇……有古建筑群、古井、古石桥、古
道、古寺庙、古商铺、千年古枫树群、民间传说……先有坚贞不屈的白洁圣
妃后有大名鼎鼎的杨永堂将军，就连南诏国的逻凤公主都慕名而来，是一
个历史悠久，文化教育发达，文化名人、军界精英荟萃的村落。而今，依然
保存的众多古迹还尽显昔日的辉煌。

［特约记者 施新弟 摄］

工人正在为鹤庆县龙珠村的非遗传承人张国弟晾贴手工白棉纸。（摄于
2018年12月6日）

鹤庆县松桂镇龙珠村是鹤庆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造纸的一个大村，全村
有10余户制造传统白棉纸，其中手工4户，产值达1500万元，利润500万元左
右，涌现了如尹旺松、张国弟等省州非遗传承人。 ［特约记者 张银奎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欧庆海） 2018
年 12 月 21 日，剑川县数字图书馆
投入使用。数字图书馆的启用将推
动全民阅读，让建设的数字资源达
到共知、共建、共享，整体提升图书
馆的服务水平，满足广大群众日益
增长的文化需求，加快推进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

据悉，此次数字图书馆投入使
用，通过“平台+资源+服务”的方
式，提供3000多种电子图书、100多
种最新期刊以及古籍、图片、音视频

等资源。这些内容丰富、类型多样
的数字资源通过数字图书借阅机为
读者提供浏览、检索、借阅服务。数
字图书馆投入使用后，拓展了县图
书馆的数字化、信息化服务内容和
方式。该县将以此次数字图书馆的
投入使用为契机，不断提高管理水
平和服务质量，全面推进全县数字
图书馆建设进程，实现全县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的无缝整合和互联互
通，最终实现数字图书馆服务惠及
全民的奋斗目标。

剑川县数字图书馆投入使用

本报讯（通讯员 杨莉） 近日，
云南民族画院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理
传承中心、云南民族画院大理培训
教育中心落户祥云怡志园。

怡志园位于祥云县城近郊的美
长村，远山、豆田，油菜花，有着浓浓
的田园风情。仿照唐代的园林建
筑风格，青瓦白墙、飞檐斗拱，小桥
流水、绿树成荫，相映成趣。云南

民族画院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理传
承中心、云南民族画院大理培训教
育中心落户这里，将借助怡志园基
地这个良好平台，做好服务保障，
做好文化的传承和教育培训，进一
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
传承，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推动
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 马丽芳） 近日，
我州著名回族诗人、书法家马福民
分别荣获“中华诗词状元”荣誉称
号和“中华诗词著作家”一级两项
荣誉。

马福民从事诗词创作30年，共
创作了5000余首古诗词、1000余首
楹联。其发表的诗词作品，已在诗
词界取得优异成绩，在第二届“状元
杯”中华诗词大赛中，经审核荣获金
榜题名“状元奖”，同时他被授予“中
华诗词状元”荣誉称号。

与此同时，在新中国成立七十
周年的历史性时刻，马福民作为诗

词界的优秀代表，其诗词代表作品
拟入选和收藏于《中国当代诗坛选
藏》大典。同时经诗词专家学者的
严格评选和严格审定，他被评定为

“中华诗词著作家”一级。
《中国当代诗坛选藏》在收录当

代著名诗人赵朴初、聂绀弩、霍松
林、厉声教、李汝伦、刘征、林从龙、
李旦初、星汉、王亚平、丁芒等著名
诗人诗词代表作的基础上，特定向
100名在当代诗词发展做出一定贡
献和有一定影响的实力派诗人发出
邀请，提名入选《中国当代诗坛选
藏》大型典籍。

云南民族画院两个中心
落户祥云怡志园

我州诗人、书法家马福民获两项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