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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陈应国）
祥云县依托特有的文化资源优势，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文化软实力，培育
和打造品牌，实现了文化与经济、
文化与生态、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共
赢与和谐发展。

改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水
平。随着文化发展的主客观环境、
背景和条件的不断变化，群众对于
多元、多变、多样的文化需求也不
断提高，如何让百姓获得文化服务
更加便捷，祥云县在公共文化服务
建 设 的 过 程 中 给 出 了 答 案 和 参
考。以实施“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建设项目为抓手，建成
1860 多平方米的文化活动广场 1
块、344 平方米的文化活动室 1 个、
演出大戏台 1 个，文化广场还配套
建起了篮球场，配有健身、宣传、广
播等文体器材。同时，整合项目资
金，围绕七宣哑巴文化广场及文化
活动室周边进行环境绿化，“一村
一品”“一地一色”的民族特色文化
如雨后春笋，勃发生机，激发了发
展民族文化的内生动力。

发挥职能作用，健全服务体
系。祥云县突出政府职能作用，加
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人民
群众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保
障人民群众基本需求和权益。州
级试点的刘厂镇，拥有大波那铜棺
遗址国家文保单位、王家庄红色传

承教育基地和土碱制作技艺省级
非遗项目等多项文化元素。该镇
围绕这些文化名片和特色品牌，积
极把开展人居环境提升改造、发展
生态高效农业、做实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等有机结合起来，统筹推进镇
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
明建设，使“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得到落实。截至目前，全镇两
个试点村累计完成项目 36个，在建
项目 8个，完成投资 4402万元。其
中，王家庄成功进入第五批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被命名为云南省 2019
年度省级美丽村庄，大波那村被命
名为州市级美丽村庄。

用活用好阵地，提升传播功
效。“过去，由于缺少场地，活动形
式单调，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没有有
效地开展。如今，充分利用村级服
务中心的功能和作用，在做好基层
党建和宣传教育干部群众的同时，
还可以利用这一重要的平台开展
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刘厂镇王家
庄社区王汝学说。祥云县通过用
活用好多种阵地，完善公共文化基
础设施，积极推动乡镇综合文化站
建设项目，落实好配套资金，积极
推进村文化室建设，充实村文化室
内容，保质保量地完成建设任务，
使村级文化图书室、文化大院等场
所成为农民“求乐、求知、求技”的
好去处。

祥云县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
提升群众获得感

□ 通讯员 李惠赟 赵伟民 文／图

车，一直向山的深处行驶，一个
转弯，溪水声传来，远处，散落在核
桃林间的一个小村庄闯入眼帘。

石的房子，石的墙，时光深处的
往事，充满浓浓烟火味的小院，青叶
胆、龙胆蛰伏，大片马缨花、南烛怒
放，一湾清澈透亮的溪水，一岭葳蕤
生长的槲栎，一些老得长了胡须的
树 ，这 里 就 是 名 叫 三 厂 局 的 小 村
庄。据说一百多年前，这里有三个
盐厂，一个保盐局，故名三厂局。

“我们这里的妇女个个会捻线，
个 个 会 织 布 ，一 代 一 代 的 传 到 现
在。”金盏村主任罗丽琴介绍。罗丽
琴就是金盏村三厂局小组土生土长
的傈僳族。母亲罗玉花，奶奶罗应
珍都是织布好手。“奶奶 77 岁了，闲
不住，还要帮着捻线。”罗主任说。

火草是西南地区箐沟和山坡上
常见的一年生草本植物，每年的六
七月份是火草最繁茂的季节。傈僳
族祖先很早就发明了精湛的火草织
布技艺并相传至今，民间仍然流传
着“傈僳女儿不勤快，傈僳男儿无衣
穿”的谚语。

火草麻布是傈僳人独有的纺织
技艺。傈僳族火草布的织布工艺十
分独特，去年 8 月，笔者也到过罗主
任家，正是采收火草的季节，刚好她
母亲罗玉花和村里的姐妹都来帮忙
捻线。一寸宽六七寸长的绿色叶
片，采摘回来，在金盏河中清洗，洗

好的叶片半小时后必须开始捻线。
“捻线是一个技术活，火草叶的背面
的这层白色的绒毛就是用来捻线
的。”罗玉花边捻线边和我们拉家
常。“我们从小就会了，我妈妈教给
我，我又教给我姑娘。”只见她把叶
片掐去叶尖，把露出的绒毛线头一
搓，绒毛就裹成了线，再一搓一拧一
捻，主叶脉一边的白色绒毛全抽成
了线，再拿着线头接在叶脉的另一
边，一抽一捻，一片叶就全完成了。
这样一片叶子一片叶子的联结捻
线，线越捻越长，再把线绕到线锤
上，再一摞一摞挂在屋檐下风干。

火草，顾名思义就是用来点火
的草，但这样捻成的线不但不容易
燃烧且有防火的特点。编织时有两
梭，一梭是麻线或棉线，一梭是火草
线，织成布后，巧手的傈僳妇女再做
成衣服、褂子、腰带、挎包等。“火草
衣由于牢实耐磨，冬暖夏凉，祛病驱
邪，成为三厂局人婚丧嫁娶必穿的
衣服，现在已经成为城里人的奢侈
品，一件成品衣服在 800 至 1000 元
左右。”罗丽琴说道。

在三厂局，随意走入一户人家，
你都可以看见火草布织布机，随意一
家都可以拿出几套火草布衣服或者
饰品，如今，三厂局火草织布已经成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村里也有了火草
布技艺传习所，技艺得到发展，文化
得传承，一针一线的火草布陪伴着
一代代傈僳人走到今天，成为民族
文化的“活化石”，弥足珍贵。

本 报 讯（通 讯 员 马 海 苹）
2011 年以来，巍山县政协按照每年
出版一辑、编辑一辑、征集一辑的

“三个一”思路开展政协文史资料征
集编印工作，截至目前，共编印出版
文史资料 19 辑，文史性书籍 13 辑。
通过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为巍山
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以专题统领征集文史资料。每
年巍山县政协在广泛调研征集各方意
见的基础上，选定一个专题，有针对性
的征集文史资料。为使巍山国家名城
保护的一些重要文史资料和一些重
大工程如实得到反映，激励后人倍加
珍惜名城的一砖一瓦，县政协选定

“巍山名城保护”课题，专题收集文史
资料，为巍山修复修建古民居、古院
落提供了依据。巍山县政协还对“巍
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南诏古乐”“巍山
古寺观”“巍山教育”“巍山名流”“巍山
知青”“改革开放 40 年”“巍山古村
落”等专题进行了收集整理。

注重调动“四种人”力量。在编

撰工作中，巍山县政协将一批批文
史工作爱好者加入了文史资料编撰
工作，他们中有退离休干部、人民教
师、文物工作者等，巍山县政协逐步
形成文化文史工作大格局。一是调
动亲历亲见亲闻者的力量。让经历
过多个朝代更替的“亲历老人”放下
包袱，抢救性的及时记录下客观史
料，是巍山县编印文史资料的初衷
和目的。巍山县政协在整理文史资
料时，采取特约、约谈等方式，充分
调动“三亲”者的力量，还能自己动
笔的鼓励老人动笔，不能动笔的，请
老人口述，再由专人负责采写，多措
并举、不拘一格抢救、保存史料。二
是调动文史工作者的力量。为更广
泛深入地挖掘整理巍山政治经济发
展、历史变迁、文物古迹、人文精神、
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文史资料,巍
山县政协在每年确定主题时，都要
多方调研、召开会议，充分征求文史
工作者的意见建议。三是调动老干
部、老党员和老文化人的力量。为

使政协文史工作注入新活力,在某
些专题地收集过程中，巍山县政协
现面向全县选聘老干部、老党员和
老文化人为执行主编或特邀编辑，
参与文史资料收集整理。在编辑文
史资料《巍山名流 100 人》时，很多
老干部、老党员和老文化人参与撰
写，巍山县政协在众多篇目中选出
好的文稿，甚至将几个文稿合并再
加工整理成书，最终《巍山名流 100
人》得到社会一致好评，大家纷纷前
来寻书，巍山县委宣传部加印该书
作为县庆 60 周年礼品之一，清华大
学图书馆慕名收藏该书。四是调动
专业人员的力量。在收集整理《非
物质文化遗产》《巍山古寺观》等专
业性强的文史资料时，巍山县政协
将专业人员列入编辑，参与整理。
在具体工作中，对于涉及领域广、内
容多的综合性文史资料，县政协整
理出参考提纲分配到全县各级各部
门，要求各单位细化落实，明确负责
人、时间表、按时交稿。

坚持公开出版发行，突出文史
资料作用发挥。政协文史资料从诞
生起就赋予为时代真实存档的使
命，自巍山县政协成立以来，就十分
重视文史工作，在前期编印 9 辑综
合性文史资料后，因需要满足不少
社会人士资料应用要求，但因其为
内部资料，对应用研究造成一定影
响 。 根 据 很 多 专 业 人 士 的 建 议 ，
2011 年以来，巍山县政协坚持以公
开出版的方式发行文史资料。《巍山
名城保护》《巍山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诏古乐》《巍山古寺观》《巍山教
育》《巍山名流 100 人》《脱贫攻坚在
巍山》《巍山知青》《改革开放 40 年》

《走进巍山》系列丛书、《巍山颂》《发
现巍山》《巍山县政协志》等多本文
史性书籍都是正式公开出版发行，
公开发行不仅提高了文史资料的价
值，也提高了书籍的质量，为研究巍
山历史发挥了应有作用。清华大
学、云南大学、大理大学等高校图书
馆及多地图书馆主动联系收藏。

巍山县政协以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助推全县文化建设

宾川既有佛教圣地鸡足山 36
寺 72 庵的弘大规模，更有香光寺、
圆觉寺、天寿寺等等遍布全县大大
小小的文物建筑寺庙群，其中，紧
邻金牛镇太和村和太和华侨农场、
身处深闺的龙心寺就是与佛教文
化、归侨特殊文化交融保存和发展
的、具有重要文物保护价值的寺庙
之一。

太和龙心寺，坐落在宾川县城
东 2.8 公里的金牛镇太和村南太和
完小内。步入龙心寺的门内，映入
眼帘的是被打理得干净整洁的院
落，四角梅开得鲜艳热闹，草木翠
绿得清新淡雅，沁人心脾，草木掩
映着龙心寺，龙心寺包围着草木，
给人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惊艳
心 动 ，俨 然 一 位 深 闺 中 的 大 家 闺
秀，眼前的景色让人心旷神怡。整
个建筑古朴简单、庄重大方，没有
繁多的装饰。

环顾四周，整个建筑为传统的
四合院式格局，为“口”字形的一进
院落。特殊的是，院内没有影壁，
影壁的作用是从外往内看，即使大
门敞开，也看不到院内，还可以增
加建筑气势，一般有“独立影壁”

“座山影壁”等，其中最甚的是“雁

翅影壁”。
龙心寺始建年代不详，走进大

殿内抬头看殿脊檩，上面有文字记
载“清光绪二年（1876）重修”。它
风格规整，选址环境清幽，占地面
积约 800平方米，由大殿、天王殿和
南、北厢房组成。龙心寺的大门位
于天王殿南山墙与南厢房之间，为
青砖砌成，大门开间相对较小，上
半部分为单檐半圆形，门额上雕有
二龙抢宝，雕工精致。

进入大门，正对面就是大殿。
大殿坐东向西，为五开间单檐歇山
建 筑 ，面 阔 17.7 米 ，进 深 10.8 米 。
大殿飞檐翘角，屋顶横脊中间矗立
瓶型宝鼎，两端饰以鳌鱼。屋檐下
墙壁上，均镶有花空，花空内绘有
丹凤朝阳、湖光山色、奇花异卉等
黑白图案。据《龙心寺修复随记》
记载，殿内原塑有五百罗汉，栩栩
如生，上世纪中叶被毁，今为太和
村完小图书室。殿前左右两边植
有两株雪松，正中间一株古树苍劲
挺拔。大殿后墙几株古树郁郁葱
葱，枝叶茂盛，将龙心寺覆盖在葱
郁中，平添几分神秘。

大殿正对面是天王殿，天王殿
坐 西 向 东 ，为 三 开 间 单 檐 歇 山 建

筑，面阔 12.7 米，进深 9.4 米。天王
殿 檐 角 高 翘 ，瓦 屋 顶 两 端 饰 以 鳌
鱼，重脊。屋檐下墙壁上同样绘有
各 种 各 样 的 花 草 树 木 等 黑 白 图
案 。 据 介 绍 ，殿 内 原 塑 有 四 大 天
王，上世纪中叶被毁，后作为太和
村完小教室，目前闲置。

殿前左面有一口古井，出水很
旺，清泉溢出顺水沟环流，滋养着
院内古树花草。南、北厢房为三开
间重檐硬山建筑，南厢房面阔 17.9
米，进深 7.9 米。北厢房面阔 17.2
米，进深 7.7 米，南北厢房曾作为教
师 办 公 用 房 ，现 为 学 校 小 型 活 动
室 。 院 内 花 台 错 落 有 致 ，花 木 扶
疏，鲜花四溢，清幽雅静。

据守门的大爷介绍，龙心寺的
传说很多，相传古时太和村东癞龙
作恶，贻害百姓，被迦叶尊者收斩，
但 东 癞 龙 龙 心 不 死 ，大 有 复 燃 之
势。清光绪二年（1876），邻村开明
富绅刘凤山、刘大华父子率先捐资，
举三村民众之力，在太和村南面龙
心位置筹建寺宇，以镇癞龙。至光
绪五年（1879），历时四年，寺庙建
成，故称之为“龙心寺”。据说龙心
寺的背后东山下还有一个龙潭，出
水甚旺，水清见底，时有无数游鱼。

建寺之初，四方朝拜者络绎不
绝，香烟缭绕，非常热闹。后为学
校，历经沧桑，年久失修，斑驳不
堪，1999 年太和村群众捐资 5 万元
对大殿、天王殿、南北厢房屋面进
行维修。2016 年又筹资 80 余万元
再次维修，对屋面、门窗进行了修
缮，四座殿面的门窗均保留木质雕
花，有凤穿牡丹、松树、供果及“福、
禄、寿、禧、吉祥、如意”等字样。

根据雕花的寓意来看，门窗应
为前几年后期自主维修时更换的
现代雕刻材料，建筑主体梁架保持
清晚期的风格，保存完好，成为弥
足珍贵的文物遗产。2009 年列入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
物名录，是宾川县保存较为完好，
建筑年代较早的古建筑，对研究宾
川清代寺庙建筑具有重要价值。

宾川县历来高度重视文物挖
掘、保护、传承，全面贯彻“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的方针，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
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
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虽然龙心
寺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但目
前已报经宾川县人民政府同意，申
报大理州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

史 海 钩 沉

宾 川 龙 心 寺 探 幽
□ 王丽珊

漾濞火草布：用手艺传承技艺

金盏村村民正在展示火草织布技艺金盏村村民正在展示火草织布技艺。（。（摄于摄于 20192019年年 88月月 2626日日））

□ 通讯员 周应良 文／图

5 月 10 日，笔者有幸参观
了大理古城文庙，较为详细地
了解了大理文庙的古今历史。

据介绍，大理文庙始建于
明代初期，旧址在现大理一中
校本部大门东，大理文庙的建
筑几经变迁和拆毁，2014 年 12
月 11 日，大理文庙恢复重建工
程正式开工，经过一年多的紧
张施工，已于 2016 年初文庙竣
工建成 。 大 理 文 庙 由 外 到 内
由大门、照壁、棂星门、大成殿
等组成，属明清大理殿堂式建
筑风格，具有大理白族建筑艺
术的特点，体现了西南边疆文
化 与 中 原 文 化 既 一 脉 相 传 、
又 相 互 糅 合 的 特 征 ，是 独 具
特 色 的 珍 贵 历 史 文 化 遗 存 。
文庙保护和传承，对大理古城
文 化 内 涵 的 提 升 以 及 促 进 文
化事业繁荣发展，发挥着积极
的推动作用。

大理古城文庙大理古城文庙：：千年文化传承的千年文化传承的““摇篮摇篮””

文庙孔子文化展示中心的孔子塑像文庙孔子文化展示中心的孔子塑像。（。（摄于摄于 55月月 1010日日））

本报讯（通讯员 赵建诚）近日，
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得主、著名职
业作家余耕创作、反映大理苍山人
文风貌的长篇小说《笑苍山》，由百
花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长 篇 小 说《笑 苍 山》故 事 背
景 取 材 于 大 理 州 森 林 公 安 局 的
真实救援事件，小说中的主人公
原型为大理州森林公安局民警 。
这 部 作品，不仅描绘了世界地质

公园——大理苍山的险、峻、奇、
秀、美，从不同侧面和不同角度，
展示了大理丰厚的历史文化和优
美的自然风光；而且还艺术地展
现了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尽职尽
责的大理森林公安警察的形象和
风采。作品出版发行后，在社会
各界引起极大反响和广泛关注，
目前已有多家影视公司与作者洽
谈影视剧的改编拍摄事宜。

作家余耕创作的
长篇小说《笑苍山》正式出版发行

近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传承人杨慧英（前排右 4）到大理市
喜洲镇传授剪纸技艺。

近年来，大理市喜洲镇充分发挥乡土文化人才队伍的示范作用，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文化专家通过开展讲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群众文化辅导等活动，让非遗文化进机关、进校园、进乡村、进企业、
进景区，大力传承弘扬民族文化。 ［通讯员 杨本耀 摄］民 俗 巡 礼

本报讯（通 讯 员 树 华） 近
日，由四川省攀枝花市委宣传部、
攀枝花文联、《攀枝花日报》联合
举办的“我和我的祖国·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文学征
文评奖揭晓，祥云县农民作者胡
子龙创作的短篇小说《山那边，攀
枝花开别样红》荣获优秀奖。这
是三年来胡子龙在省外斩获的第
五个小说奖项。

胡子龙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
员。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笔耕不
辍，作品曾多次在省内外报刊上发
表，公开出版过长篇小说《血色》和
地方文化读物《祥云风物》，总字数
500余万字。近年来他以小说创作
为主，创作的一批中短篇小说先后
在《西部》《边疆文学》《火花》《攀枝
花文学》《大理文化》《躬耕》等省内
外不同级别的文学刊物发表。

我州作者胡子龙小说在省外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