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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民 俗 巡 礼

本报讯（通讯员 杨宋） 一年
来，弥渡县广大文艺工作者牢牢把
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根
人民、扎根生活，永驻潮头、多出精
品，积极开展文艺创作、文艺交流
和 文 艺 实 践 活 动 ，取 得 了 丰 硕 成
果，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功
立业。

弥渡县实施精品战略，提升文
艺 创 造 力 。 改 革 文 艺 评 奖 制 度 ，
完 善 文 艺 作 品 奖 励 机 制 ，激 发 文

艺工作者从事文艺实践活动的积
极性、创造性，鼓励文艺原创，激
发 创 作 活 力 ，着 力 增 强 艺 术 的 表
现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推出更多
精品力作。

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走进基
层 ，融 入 百 姓 生 活 ，深 入 挖 掘 素
材、拓展题材内容，勇于创新、精
雕细琢，提升作品的思想深度、文
化内涵、艺术价值和创作水平，创
作了一批具有浓郁时代特色和生

活 气 息 的 文 学 作 品 ，并 集 结 成 书
《脱贫攻坚在弥渡——纪实文学作
品选》《为了一个庄严的承诺——
弥渡县脱贫攻坚作品集》，宣传扶
贫政策，描绘脱贫新貌，鼓舞脱贫
士气，在贫困地区“种文化”，让贫
困 地 区 群 众“ 富 ”起 来 。 进 村 入
户 ，为 特 困 户 住 新 房 及 异 地 搬 迁
户 创 作 对 联 500 对 ，送 去 党 和 政
府 的 殷 切 祝 福 。 创 作 廉 政 书 画
作品悬挂在县、乡、村办公场所，

营 造 风 清 气 正 的 干 事 创 业 氛 围 。
为 学 校 创 作 书 法 及 美 术 作 品 500
余 幅 ，开 展 美 育 教 育 ，丰 富 文 化
生 活 。 创 作 弥 渡 花 灯 文 化 艺 术
摄 影 作 品 200 幅 ，在 密 祉 文 盛 街
民 国 政 府 纪 念 馆 和 县 图 书 馆 展
出 。 以 党 在 我 心 中 、魅 力 小 河 淌
水、大美弥渡等为主题，举办书画
展、摄影展、民间工艺品展览，弘
扬传统文化，启迪艺术智慧，提高
书画技艺。

弥渡县文艺工作硕果累累

杨周冕（1700-1785），字冠山，
号古华，晚号铁臂翁，今弥渡县弥城
镇人。乾隆丙辰（1736）举人，壬戌

（1742）明通，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冬出仕任四川罗江县知县，历官
资阳县知县、巴州知州，甲午（1775）
乡试同考官，以廉能著称，每官一
地，恵政一方，《四川通志》列为名
宦，事迹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杨周冕精律体诗，书法学金代
著 名 书 画 家 王 庭 筠 ，行 草 别 具 一
格，好作擘窠书，其龙蛇格字极负
盛名。著有《古华诗集》二卷，流传
于后世，其歌咏家乡弥渡诸作尤为
后人珍视。近代白族文豪赵藩如
此评价：“古华仕隐皆清，诗近率
易，自谓香山，不虚也。好在笔能
自振新意，名理不同凡响。”

东谷梨花。弥渡东山新庄、红
星一带，香酥梨种植历史悠久，相
沿至今，有近万亩规模。每逢春暖
花开之季，东谷梨花一起绽放，山
坞里，坡岭上，白茫茫一片，无边无
际。此时，乡人相约，接踵而至东
谷赏花闲游。杨周冕诗云：“二月
春梨拥白云，开樽酌月枕花茵。朦
胧却被春呼醒，错认东山鹤一群。”

西河烟柳。毗雄江，又名礼社
江，贯穿弥渡坝子南北，河堤两岸
柳树婀娜多姿。弥渡城西，天渡桥

头，遍植垂柳，每至春临，烟柳朦
胧，亭亭玉立，风飘柳絮，如诗似
画。弥渡居人纷纷外出，沿河踏青
赏柳，文人墨客，题咏甚多，清末邑
人翰林尹萧怡联云：“两岸柳映千
峰雨，一堤桃花万树霞”。杨周冕
诗云：“万缕阴中拥画桥，碧纱烟锁
小蛮腰。欲寻五柳先生宅，迷却前
村路一条。”

南乡温泉。弥渡，古称白崖之
地，风和地暖，杨升庵以“天气浑如
三月里，风花不断四时春”概括之，
他在《丹铅总录》中说：“予在南中
所见……，宁州、白崖、德胜关、浪
穹、宜良、邓川、三泊，凡数十处”。
据《云南温泉志补》记载，弥渡境内
温泉有覆釜山、蝦蓦口、石嘴、夹石
洞、白总旗、高家营、左清河心等
处，灌溉沐浴，兼而得之，弥民沾
惠。杨周冕诗云：“地志温泉理或
然，哪知此处热如烟。回头沐浴先
斋戒，鼎镬汤中起白莲。”

北刹晓钟。弥渡城北有青螺
山，“体形浑圆如覆釜然，四面群山
皆作朝揖之状”，被认为是“一川之
中 和 ”。 青 螺 山 之 麓 建 有 以 东 岳
宫、佑圣宫、文昌宫为代表的大小
寺观 23 座，历来为弥邑典礼崇祀所
在。每晚一至五更，五次敲钟打更
报时，钟声清越，飘荡四处，如梦如

幻。杨周冕诗云：“青螺山腹招提
境，方便声开觉路镛。谁授僧敲红
日棒，到今留作五更钟。”

天桥挂月。弥渡城东九里山
谷之中，两山如削似门，东西石壁
对峙，万花溪流从下湍急溅泻，溪
上 一 巨 石 横 跨 于 东 西 峙 壁 上 ，状
若偃月，如清月悬挂于苍穹，鬼斧
神工，自然形成“石虹嵌月”之天
桥 奇 景 。 寺 宇 依 山 建 筑 ，春 来 清
幽而烂漫，秋则苍雄而壮观，游客
矗立吕祖阁上，“俯瞰桃花流水，
非 复 人 间 景 色 ”。 杨 周 冕 诗 云 ：

“一山劈破两峰挑，水在山根石在
腰 。 月 过 东 山 不 肯 上 ，倒 拖 素 练
搭天桥。”

铁锁飞虹。天渡桥横跨城西
毗雄江，始建于清康熙八年（1668
年），连接东西南北，为迤西开南古
道南下通衢。桥为石墩木材结构，
二十四根铁链连接，上铺方木，桥
下为八孔石墩，桥上建屋十二楹，
桥头建坊，长虹卧波，南来北往，文
人 墨 客 题 咏 不 断 ，以 邑 人 孔 龙 章

“长桥通利济，烟环柳绕，宛然人在
画图中”句为最佳。杨周冕诗云：

“铁锁横江夹岸虹，风磨雨荡老山
东。行人脚下看明白，此是铮铮铁
臂翁。”

石洞花鱼。在今德苴乡东北

五公里的峡谷中，悬崖对峙，古木
阴森，崖下有二洞，清泉涌出，深
不可测，锦背花鱼，悠游其间，俗
称“花鱼洞”。道光《赵州志》说，
花鱼“出则鳞次对偶，旁有石屋轩
敞，钟鼓倒悬，更上如重檐叠阁，
最为幽奇。”文人名之曰“古洞花
鱼”，为弥渡南乡胜景。杨周冕诗
云：“南山南尽石门遮，两洞鱼翻
锦 背 花 。 掷 米 食 鱼 鱼 受 赐 ，斑 衣
戏纟采 拜恩奢。”

梅村晚荷。弥渡城西有梅花
庄，庄前十亩方塘，村民年年种植
莲藕，夏秋之间，灼灼荷花，重重
叠叠，亭亭玉立，摇曳多姿，或荷
映斜阳，农人晚归，枯荷听雨，或
蜻蜓点点，波光粼粼，沁人心脾，
最 为 赏 荷 人 青 睐 ，邑 人 名 士 谷 际
岐、师范均有题咏。杨周冕诗云：

“梅花庄下水盘窝，故故金风放晚
荷 。 莫 怪 横 塘 迟 吐 艳 ，秋 花 浓 比
夏天多。”

弥川八景是弥渡历代相传的
自然形胜，至今尚可观赏者仅存东
谷梨花、南乡温泉、天桥挂月、石洞
花鱼，其余四景已是消亡无存。通
过品读杨周冕的弥川八景诗，不仅
获得唯美的诗意享受，还可以追溯
三百年前弥渡地方生态环境的消
长变化。

名宦杨周冕及其弥渡八景诗
□ 王亚林

麦绿菜黄的早春二月，天气还
乍寒乍暖。此时，洱源三营一带的
白族农家，却已经早早忙碌开来：
不但要忙碌于田间的农活，还要迎
接 一 年 一 度 的 盛 大 节 日“ 树 花
会”。这节日的会期，就选在农历
二月十五日。 届时，其方圆数十
里的白族都会赶往三营坝子，参加
这个独具特色和民族风情的大型
庆典活动。

当然啦，像大多数传统节会那
样，树花会也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和
民间传说。相传在唐代的“六诏”
时期，南边的蒙舍诏王自持强悍，
派遣五万大军进讨浪穹诏（今洱源
县一带）。边关告急，聪明的浪穹
诏王便与左右密商，令将士爬到附
近的灵应山上，砍下大量新鲜的山
花和果木枝条，连夜插遍通往三营
的道路；同时，又让妇女把自家的
蜂蜜和饴糖用水调和后，涂洒于插
下的花木丛中。当数万敌军踏入
这茫茫花山树海，正在狂喜之际，
四周突然飞起密密麻麻的黄蜂、马
蜂和野蜜蜂，将他们团团围住，狠
叮猛蜇，顿时一片鬼哭狼嚎，溃不
成军……见时机已到，浪穹诏王趁
势率八千伏兵掩杀过来，大败敌军
于茈碧湖北岸。三营百姓用猪、羊
犒劳将士；歌舞达旦欢庆胜利。后
来 ，这 庆 典 便 演 变 为 地 方 习 俗 活

动。
会期前几天，心灵手巧的白族

姑娘就会忙着买回七彩丝线和漂
白布，聚在一起赶做绣花巾。白族
的绣花巾呈正方形，边长约两尺左
右，中间绣的是红花、蜜蜂，四个边
角则分别绣一只大彩蝶。这种大
绣巾自有其用途。赶会那天，绣巾
会被当成“桌布”摊在草地，上面摆
放糍粑、饵块、香肠、乳扇、咸鸭蛋、
果脯、水酒等食品，全家团坐就餐，
地方称之“会饭”。这样的会饭，林
总不止千席，形成一个热闹非凡的
民族盛会奇观。餐后，成群结队的
人往来于三营古战场遗址，或做生
意，或歌舞游耍。还有的白族民众，
用花布、彩纸和颜料把自己装扮成
彩蝶或蜜蜂模样，再手持树枝和花
枝，上面沾些蜜糖汁左右摇摆，以招
引春日的蜜蜂、彩蝶围着旋绕；其善
歌者便领歌道：“浪穹诏主智多星，
百万雄蜂百万兵；茈碧击退蒙舍军，
百姓得安宁。”于是，众人也跟着齐
声应合……一直载歌载舞直到晚霞
烧红了天空，节会结束，大家才慢慢
散去。

还值得一提的是，爱树、爱花的
三营白民，每年会期前后各家都要种
些小树苗，以寄托自己的怀古情思。
洱源三营是远近闻名的梅乡和梨花
之乡，吸引着远远近近的大量游客。

招蜂引蝶的“树花会”
□ 段金凤

本报讯（特约记者 陈应国）
近年来，祥云县采取积极措施，加
大 投 入 力 度 ，不 断 推 进 文 物 管 理
保 护 工 作 进 展 ，文 物 管 理 保 护 在
传 统 教 育 和 爱 国 教 育 中 成 效 凸
显 ，留 住 历 史 文 脉 ，保 存 文 化 基
因，增强全民文物保护意识，营造

“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氛围，进
一 步 丰 富 群 众 文 化 生 活 ，为 促 进
当 地 经 济 发 展 、提 升 精 神 文 明 建

设拓宽了新渠道。
针对文物是典型的不可再生

资源，祥云县围绕“保护第一，合
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
认真贯彻落实《文物保护法》，扎
实开展各阶段文物普查工作。在
开 展 革 命 遗 址 普 查 工 作 中 ，做 到
不疏不漏，普查到位，准确无误，
使文物有了“身份证”，文物资源
日益成为滋润道德力量和经济发

展的新亮点。通过全县各级认真
开 展 普 查 工 作 ，初 步 摸 清 了 遗 址
底 数 ，促 使 文 物 保 护 项 目 的 数 量
有 新 突 破 ，重 要 文 物 建 筑 和 历 史
遗 迹 的 保 护 工 作 快 速 推 进 ，形 成
上下联动、纵横齐动的格局，推动
文化事业发展。

在做好革命遗址普查和保护
工作的基础上，祥云县充分发挥传
承文化、弘扬文化、启迪心灵、滋养

道德的文物保护独有优势，相继完
成王孝达烈士故居修缮工程项目、
布展工程项目，以及王复生王德三
烈士纪念馆提升改造工程等红色
文化传承项目，进一步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使群众在享受精神大餐的
同时，受到传统教育和爱国教育，
积极营造全民参与的文物保护氛
围 ，让 人 民 群 众 自 觉 地 保 护 文 化
遗产。

祥云县不断推进文物管理保护工作
近日，周城村的扎染技艺人员在扎花面料上画刷图案。
近年来，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依托白族扎染的优势，通过举办培训班的

方式，大力培养扎染技艺人才，引导白族妇女居家就业，带动了扎染产业的
发展。 ［通讯员 杨本耀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曹钰） 1 月 7
日，州政协书画室一行到永平县博
南镇花桥村博南古道博物馆开展书
画笔会活动。

州政协书画室的 10余名特聘书
画家，以“梅”为主题，在花桥古梅树下
写梅、画梅，品味古梅历史风韵，感受
博南古道文化沉淀。书画家们现场挥
毫泼墨、各展所长，以笔墨丹青抒写梅
花精神，描绘元梅傲骨风姿，一幅幅作

品跃然纸上，展现出永平瞧得见梅、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
乡土风情，当天共现场创作不同体裁
和风格的书画作品共一百余幅。

据了解，花桥古梅栖身于博南
古道博物馆内，为元代所植，树龄近
八百岁。其根部直径近 1 米，出土
尺余，树冠高约 5 米、直径约 10 米，
形成屈曲盘旋、纵横交错、错落有致
的伞状造型。

州政协书画室
到永平县开展书画笔会活动

本报讯（记者 赵雪梅） 日前，
由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和大理日
报社联合编撰的《讲个洱海故事给
您听》一书，经云南人民出版社公
开出版发行。

《讲个洱海故事给您听》全书
分为“情系洱海”“万众一心”“令出
行随”“凝心聚力”四个部分，集结
了“讲个洱海故事给您听”征文文
章及《大理日报》近年来刊登的部

分与洱海有关的回忆文章、新闻报
道、新闻评论共 117 篇。该书讲述
记录了全州广大干部群众凝心聚
力推动新时代洱海保护治理的感人
故事，同时也可作为洱海保护治理
工作的阶段性小结；旨在进一步广
泛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洱海、珍惜洱
海、爱护洱海，保护好洱海这一泓清
水，让“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
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

《讲个洱海故事给您听》出版发行

本报讯（通讯员 马海苹） 近
日，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政协文史
资 料 第 十 八 辑《巍 山 改 革 开 放 40
年》与读者见面。

2018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
年 。 从 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到
2018 年以来，巍山县在改革开放的
光辉历程中创新发展，在加速推进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
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
了宝贵经验、激发了首创精神。为
切实发挥政协文史工作“存史、资
政、团结、育人”的作用，全面回顾
全县 40 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深入总结巍山县改革开放的实践

经验。2018 年 3 月，县政协启动第
十八辑文史资料《巍山改革开放 40
年》专辑征编工作。

该书共收到稿件 200 多篇，由
于文史资料必须符合亲历、亲闻、
亲见的“三亲”特色，最终《巍山改
革开放 40 年》编委会审定稿件 116
篇、图片 443 张。该书由云南人民
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 72.8 万字，
通过一篇篇往事的回忆，一张张新
老 图 片 的 对 比 ，作 者 们 从 不 同 层
次、用别样的视野，展现了 40 年间
巍山同全国人民一道“从四面八方
高歌猛进”，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
奋斗历程。

《巍山改革开放40年》面世

1月 6日，南涧县文联组织书法家协会会员和书法爱好者挥毫泼墨，义务为广大群众书写春联。
近年来，南涧县积极开展文化惠民、文化下乡活动，县文联连续 7年义务为群众书写春联，为广大困难群众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送上新春祝

福。红红的春联、红红的福字，不仅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传递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通讯员 左先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