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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 地 理

生 活 笔 记

□ 大 魏

作为农耕文化和人文历史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理一带的畜
牧业形成较早。椐考古发现，大理
州所辖宾川县白羊村新石器时代
遗址、剑川县海门口青铜时代遗址
出土的谷物和家畜骨骼，证明距今
3700 多年前洱海周围地区的先民
就 已 从 事 饲 养 和 狩 猎 等 生 产 活
动。白羊村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
鉴定为猪、狗，尤以猪骨为全，祥云
县大波那出土的铜棺墓葬中，随葬
的青铜时代早期制作的家畜造像
马、牛、羊、猪、鸡、狗兼具，其中一
件铜马模型上还有骑乘者，说明当
时已经驯化了马，反映出在春秋战
国时期大理的畜牧业就有一定的
发展。

据《蛮书》和《南诏德化碑》记
载，隋唐之际，大理地区已是“落
邑相望，牛羊蔽野”，“猪、羊、猫、
犬、骡、驴、豹、兔、鹅、鸭，诸山及
人家悉有之”，“西洱河诸山皆有
鹿，龙尾城（今下关）东北息龙山

（今大理市团山公园），南诏养鹿
处，要则取之”。可见历史上大理
地区饲养的各类畜禽品种比较齐
全。畜牧养殖业曾出现过兴旺时
期，其中以“大理马”“邓川牛”最
为著名。

自古以来,畜牧业就与大理人
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并广泛地包含
融合于日常生活中。据史料记载，
从汉代起“二牛三夫”的先进耕作
法就已传入云南大理一带，在唐代
南 诏 时 期 便 得 以 推 广 和 普 遍 使

用。这种现象在唐朝樊绰《蛮书》
卷七“云南管内物产”，以及《南诏
图卷》“牛耕”图中都有记载。

在长期的畜禽养殖实践中，人
们积累了丰富的饲养经验。黄牛
主要分布于山区，一年四季多采取
白天放牧，夜间关厩饲养的半舍饲
养方式，冬春水冷草枯时节，夜间
补喂干稻草或玉米秆。水牛主要
分布于河谷地区和坝区，农耕使役
期间都要补喂糠、麸和充足的干稻
草。奶牛以舍饲为主,管理比较精
细，对其温饱寒热及疫病防治十分
重视，泌乳期的奶牛一般不放牧以
减少运动，育成牛一般每天放牧 4
小时左右作为运动和放青。绵羊
多为小群放牧和喂养，一般以 50只
左右为一群，白天放牧、夜间踩地
或赶回圈养，夏天气候炎热，羊群
多放牧于高山草地，称为“凉羊”，
秋天放牧于山坡草地，冬季放牧于
山箐或背风草坡，春天则放牧于轮
歇地和二荒地中。山羊采取全年
放牧，一般以户放牧，夏天多放牧
于山地草场或林间草地，冬春季节
多放牧于低洼地带。坝区农户饲
养的少数菜羊白天由老人或小孩
牵放，早晚割青草饲喂，并加喂煮
熟的蚕豆、糠麸或面水等。马、驴、
骡的民间饲养管理除役用运输的
马骡外，一般都比较粗放，多为白
天放牧、夜晚舍饲的半放牧半舍饲
形式。有条件放牧的山区、半山区
和 盆 坝 周 围 山 麓 的 村 寨 ，过 去 养
马、牛的农户每年初都要集合协商
当年有关组群放牧事宜（俗称为放
马帮和放牛帮），并决定放牧的“马

倌”或“牛倌”。一般每个村寨所养
的马、牛等都混合组成一群，畜群
少者几十，多则一二百不等，放牧
人员的多少视畜群大小而定，大体
上畜群在 100 头（匹）左右的 1～2
人，200 头（匹）左右的 2～3 人。放
牧人员的报酬由养畜户按头数分
摊，付给粮食或现金。多为全白天
放牧，并以吹牛角声为号，早上吹
牛角号出牧，傍晚也吹牛角号收牧
舍饲。多年前还沿用这种办法，只
是放牧人员多由养畜户轮流承担；
分散居住或住户少的村寨多由各
户自行放牧。没有放牧条件的坝
区，尤其是坝区中心的村寨，多采
用 白 天 手 牵 放 牧 、夜 晚 舍 饲 的 方
式。所谓手牵放牧，即专人牵放于
田埂、土埂或湖潭池边有青草处，
多为家庭中的闲散半劳动力放养，
每天日出而牧、日落而归，中午和
夜晚关厩饲养。

由于人们久而久之与畜牧养
殖形成的生生不息、密不可分的相
关联系，因此一系列动物图腾崇拜
神话和民间传说，就成为大理地区
悠久璀璨的农耕文化和人文史话
的重要组成。譬如白族地区流传
的图腾神话中有《金鸡斗黑龙》《金
马碧鸡》等反映白族原始图腾崇拜
的动物崇拜，白王神话中有《草白
王放羊》，本主神话中有《本主不吃
牛》《偷鸡本主》《段本主恨鸡》；民
间传说故事中有《为何用牛耕地》

《鼠牛争排行》《牛让城乎》《大河生
羊》《金牛寺》《山羊坪》《牛为什么
没上牙》《早上属鸡、晚上属鸭》《石
头变羊群》《马、驴和骡子为何没有

角》《黄鳝和水牛》《洗马池》《剽羊
节》《牛与狗》《牛和猪的故事》《水
牛报仇》《小鸡报仇》《牧童和龙女》

《两个赶马人》《羊子头坡》《狗为什
么恨猫》《狗搭豺子做生意》，机智
人物艾玉故事中《换马》《打大白
鸡》《称猫》等，都与家畜家禽有关；
白族民歌、小调中则流传有《放羊
歌》《放羊调》《十二属》《赶马调》
等；民族舞蹈中流传有白族“羊皮
鼓舞”、彝族的“羊皮舞”，模拟动物
的马舞和牛舞等，白族人惯用十二
生肖计算年岁时辰，其中便有马、
牛、羊、猪、狗、鸡、兔等 7 种常见的
家畜禽。

“本主”一词的含义是“本境最
高贵的保护神”，白族的“本主”作
为“人神兼备”的护卫神，已渗入了
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并使祖先崇
拜、英雄崇拜构成了“本主宗教”的
崇拜核心。作为白族全民信奉的
宗教“本主”教中，就有着不用牛祭

“本主”的习俗。牛历来是人类的
好朋友，是世界上与人最亲近的动
物之一。凡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
知道牛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本
主神话中的《本主不吃牛》就讲述
了 不 用 牛 祭“ 本 主 ”的 习 俗 的 来
历。在白族民间，还广泛流传着白
牛献乳和《为何用牛耕地》等故事
和传说，都充分体现了人与牛的亲
密关系。

这些都和大理地区先民们的
动 物 图 腾 崇 拜 和 畜 牧 养 殖 、农 耕
历 史 有 着 内 在 的 联 系 ，同 时 也 是
这些传说故事长期广为流传的原
因之一。

大理地区畜牧史话与人文传说

大 理 美

8 月 25 日，位于巍山县山龙
山于图城遗址下的红河源头阳瓜
江九曲十八弯自然景观。

初秋时节，红河源头阳瓜
江两岸稻香迷人，弯弯曲曲的
红河之水静静流淌，构成了一
幅壮美的山河田园画卷。红
河源头之水从巍山县永建镇
红 河 源 村 龙 虎 山 流 出 ，全 长
1280 公里，流经云南大理、楚
雄、玉溪、红河等地，从河口流
入越南，最终汇入太平洋北部
湾，是唯一发源于云南境内的
一条国际性河流。

［特约记者 张树禄 摄］

红河源头九曲十八弯

壮美如画

□ 杨世明

当随着 一 阵 阵 山 风 ，一 股 股
梅 果 酸 香 味 扑 面 而 来 时 ，我 向 二
叔问道：“整个洱源炼铁等山区种
植 了 那 么 多 的 梅 树 ，年 产 数 十 万
斤 的 新 鲜 梅 果 ，是 怎 样 加 工 处 理
的？”二叔兴奋地回答说：“每年所
产的数千上万斤青梅果除了大量
向 外 销 售 外 ，还 要 特 意 留 一 些 果
大 肉 厚 的 优 质 梅 果 ，以 家 庭 作 坊
的传统方法加工成供全家食用一
年 或 馈 赠 远 方 亲 戚 朋 友 的 炖 梅 、
雕梅、话梅、乌梅或梅醋等纯绿色
高原梅制食品。”

二叔 介 绍 ，如 果 要 加 工 成 酸
甜 可 口 ，形 如 微 小 黄 菊 花 的“ 雕
梅”，就先选取果形大而匀称的盐
梅，放入食盐或石灰水里浸泡 12
小 时 左 右 ，果 子 颜 色 由 青 变 为 黄
色 为 止 ，再 以 特 制 的 刻 刀 在 梅 果
上镂刻着“人”字形或波纹形，在
果肉非连似连，非断似断之间，巧
妙 地 取 出 梅 核 后 ，顺 手 压 制 成 菊
花状的“雕梅饼”。接着又让雕梅
饼在清水中浸泡 12 小时，其间要
更 换 三 四 次 水 ，以 便 除 去 过 多 的
咸 味 。 然 后 以 一 层 雕 梅 饼 ，一 层

白砂糖、蜂蜜、花椒，按顺序填入
玻 璃 瓶 中 ，最 后 在 瓶 口 覆 盖 一 层
厚 厚 的 白 砂 糖 ，密 封 腌 制 一 至 两
个 月 ，当 糖 分 完 全 渗 透 到 雕 梅 饼
里即可开瓶品尝，也可密封避光保
存一至两年。蜜浸好的雕梅色如
黄金，状如菊花，味酸甜兼备，能消
暑降火，健胃补脾，增强食欲，是洱
源白族人家待客或馈赠朋友首选
的特色礼品。洱源雕梅制作的技
艺较为悠久，有诗道：“小小青梅指
上尖，巧手 翻 作 玉 菊 兰 。 蜜 糖 浸
渍味偏美，疑似仙葩落人间。”这
首 有 关 制 作 雕 梅 的 古 诗 ，至 今 在
洱源白族民间广为流传。

如果要在火塘上炖煮乌黑而
酸香的“炖梅”，那就选用上好的盐
梅或苦梅放入石灰水中浸泡大半
天后，捞出以清水漂洗，除去梅果
上的石灰味，然后放入适中的土陶
罐中，装满后加入适量的山泉水，
以瓷碗为盖，碗中放满冷水（减少
罐内水分蒸发），最后将其置放于
数月全天候不熄的火塘边上，以锯
末、木屑和树叶等可燃物，点火慢
炖，火力先强后弱。炖煮期间，因
炖煮前期罐内梅子体积和水分减
少 ，要 适 时 往 灌 内 添 加 青 梅 和 清

水，以保持微火不熄，罐水不干，梅
果满罐。在炖煮的后期还要加入
适量的食盐、红糖、酱油、花椒等佐
料，以增强良好的口感和味道。这
样，可以数罐或几十罐一起圏围在
火塘边（中间烧火），以微火炖煮一
至 两 个 月 ，直 至 青 梅 变 成 乌 梅 而
泛香，透明清水变成酱色酸汤，便
可 熄 火 取 罐 ，品 尝 炖 梅 。 炖 煮 好
的 炖 梅 连 罐 一 起 保 存 ，或 装 入 玻
璃或塑料罐中密封保存待用。优
质的炖梅可在常温下保存两至三
年。乌黑的炖梅是洱源白族人家
每 天 餐 桌 上 必 不 可 少 的 调 味 品 ，
尤 其 是 吃“ 猪 生 皮 ”或“ 羊 生 皮 ”
时 ，更 离 不 开 由 炖 梅 调 制 的“ 蘸
水”。夏日常食炖梅，能消暑降火，
防 治 肠 道 疾 病 ，因 而 民 间 常 以 炖
梅、黑木耳、韭菜和油卤腐混拌在
一起，当“凉菜”吃，作为防治腹泻
和痢疾的偏方。

如果要泡制一坛梅醋，那操作
也 较 为 简 单 ，先 把 新 鲜 的 青 梅 洗
净 ，再 置 放 于 大 陶 罐 里 或 大 玻 璃
罐 中 ，再 加 入 适 量 的 食 盐 和 山泉
水，浸泡 2 至 3 个月后，罐内自然产
生琥珀色的液体，这就酿成了纯绿
色的“梅醋”，这比人工合成的“化

学醋”的营养成分要丰富，味道更
纯 正 。 梅 醋 液 滤 去 ，剩 下 的 便 是

“腌梅果”，是烹制酸辣鱼必不可
少的佐料。

如果要酿制青梅酒，其方法容
易掌握。即先把青里透黄的新鲜
梅果洗净，然后倒入透明的大玻璃
罐中，再加入适量纯粮酿制的 50度
白酒、冰糖、枸杞等配料，加盖密
封，浸泡数月即成青梅酒，随喝随
倒，不仅有白酒的浓烈，还有青梅
的酸香。酿成这样的青梅酒，其实
是低浓度的果酒，即使多喝也不容
易酣醉，能杀菌消炎，舒筋活血，是
洱源白族人家朋友聚会宴席上，引
以为自豪的“自酿土酒”。

此外，在简易的家庭作坊里还
可以制作出苏裹梅、泡梅、乌梅和
话梅等食药兼用的梅果制品。

一口气介绍了好几种梅制食
品或饮品的二叔，顿了顿，喝了梅
子茶（青梅泡水）又补充道，当然，
更多的要拉运到县内外的果品加
工厂，深加工出各种梅子果脯、果
酒、饮料和调味品四大系列，150 多
种梅果食品，销往全国各地，让天
南海北，五湖四海“喜酸爱梅”的朋
友来分享。

梅果美食惹人醉

□ 杨木华

当走出医院高楼的阴影，在八
月的阳光下痛快暴晒的那一刻，我
才知道，阳光心态，才是世间良药！

是的，一个月来，我都在无边的
痛中漂泊。我知道该保持良好的心
态，也在努力构建良好的心态，可只
有亲身经历才明白感同身受这个词
语的所指与现实的遥不可及。所有
的痛，缘起七月一份化验单。

今年二月，我因肺部感染隔离
治疗，后来感觉胸部有隐隐的不适，
几次前往医院就诊，可都查不清缘
由。七月初，到医院的呼吸内科作
了一个肿瘤标志物的化验。拿到检
验 结 果 的 那 一 刻 ，我 知 道 不 乐 观
——有三项超标。拿着单子去问医
生，看了一眼单子后医生说：“你这
个情况，得住院检查。”一听住院，我
知道大事不妙！

这种大医院本来入院很难，现
在却叫我立马入院，看来我的身体
是出大问题了。可这是最忙乱的七
月，我不可能说住院就住院，当老师
的我正带着学生冲刺中考，还有很
多事需要我来完成，怎么可以说停
下就停下。于是，我说：“暂时住不
了院，过几个月再来检查，可以吗？”
那是个微胖的中年女医生，她双眉
一挑说：“咋个可能等几个月，最迟
你下个月来!”

又一个惊雷。
几个月都等不得了！即使确诊

肺癌，也可以熬一段时间，怎么就几
个月都等不得了？可医生始终是为
病人着想，更何况超高的指标就是明
显的证据。定了定神，我说：“那就一
个月后来，我还得处理一些事情。”

从医院回来，日子按部就班继
续。各种业务如期组织完成，各种
值周值班正常开展。我的工作电
脑，存储了我太多的私人资料，最多
的是照片，竟然四百多 G。用相机
十年，拍了无数照片，每一张照片背
后都有一个故事，一张一张删除的
时候，昔日的风华岁月划过脑海恍
如昨日，那些快乐忧伤，那些隐秘珍
藏都历历在目，可再多的不舍也只
能舍去，我若不存在了，照片也没了
存在的意义。于是，稍有空闲的时
节，我就疯狂删除图片。可下手再
狠，依旧有一些不舍得删掉，终究留
下几十 G 的图片。我想，就留一点
点痕迹，若亲人想看，也有一个可供
怀念的载体。

一个生命的逝去，短暂的感慨
哀痛之后，世界依旧向前，春去春
来花又满山冈。那段时间，我单曲
循环《旧梦一场》，连我的学生都感
慨我听歌的变化，大家只看到我表
面的风平浪静，哪里知道我内心的
惊心动魄。后来，是一句话惊醒了
我：没有一朵花天生就是花，也没
有一朵花可以一直开，来过，开过，
就应该了无遗憾。

我已经来过，开过，应该开心
过好剩下的每一天。

于 是 ，我 整 理 那 些 有 关 的 用
户 名 密 码 ，想 打 印 一 张 拿 回 家 可
又怕家人担心——医生的话和检
查单，我都没有和家人说，与其一
家 人 受 折 磨 ，不 如 我 一 个 人 悄 悄
承 受 。 我 取 消 了 电 脑 的 开 机 密
码 ，交 代 同 事 叶 老 师 假 期 必 须 处
理 的 招 生 分 班 排 课 等 各 项 业 务 ，
做完这一切，感觉轻松了许多。

安排好一切，刚好一个月，学
校 也 即 将 放 假 。 于 是 ，我 和 校 长
说了我的情况，校长听完，叫我放
下一切业务，第二天就去检查。

第 二 天 ，同 事 送 我 到 医 院 检
查。面对检查单上那个更高的数
值，坦然接受一切的我，早已心如
止水。那天的呼吸内科，是一位年
轻男医生，他看了我的检查单，一
句话就让我心情暴爽：“没事，安心
回去得了！”可面对那高的指标，我
终 究 有 点 忐 忑 ，我 说 ：“ 这 高 的 指
标，怎么理解？上个月医生叫我住
院检查！”他笑了，说：“医生是希望
引起你对健康的重视，若你还不放
心，去消化内科看下。”

消 化 内 科 的 医 生 也 说 没 大
事，叫我做胃镜加 C13 检查，结果
是 幽 门 螺 旋 杆 菌 感 染 ，只 需 要 服
药 …… 一 场 波 折 下 来 ，医 者 仁 心
的内涵原来是这样的温暖。

今天，我开始服对症的药，心
情 好 ，一 切 都 好 了 。 一 直 纠 缠 不
休 的 胸 部 隐 痛 ，也 消 失 无 踪 。 那
个 隐 痛 ，就 是 我 一 直 奔 波 医 院 的
根 源 。 那 么 ，那 个 隐 痛 的 根 源 又
是什么？

其实，一切的缘起，还是去年
体检中的一个提示，心中有隐忧，
隐痛自然接踵而来。听过很多心
态好，某些癌症都消失的事，也见
过 身 边 心 态 不 好 ，得 病 后 很 快 去
世 的 人 。 我 在 一 番 折 腾 之 后 ，才
终 于 明 白 —— 心 病 无 药 可 治 ，阳
光心态，才是世间良药！

阳光心态 世间良药

□ 特约记者 施新弟
通 讯 员 李九锐 文／图

洱源牛街古镇曾经是茶马古道
滇藏段中重要的枢纽之地，是红色
革命老区，素有“千年古道、革命老
区、温泉之乡”的美誉。也是曾经被
岁月的尘埃遮蔽了的“高原水乡”里
的千年古镇，至今仍然还保留着传
统的生活方式。

在这里，宁静的古街、幽深的巷
道、铮亮的石板路，让你可以自由地
踱来踏去；古朴的建筑、沉静的黑
瓦、雅致的翘墙头，让你可以惬意地
释放情怀。古镇上的房子，都是木
质结构的，临街一律是店铺。比起
城市来,古镇里的居民生活显得安
逸祥和得多,那些远离了都市喧嚣
的人们,在古镇里悠然自得,不紧不
慢地做着自己的小买卖,慢条斯理
地进行着自己的日常劳作。

人们从古街穿梭而过，来来往

往行走于古街上，散发着浓厚生活
气息。这里闲适、安逸、自然、清秀，
走在街头，看不见摩肩接踵的人流，
听不到商家吆喝的声音，时间缓缓
流淌，街巷依旧宁静。

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牛街到处
都有温泉泉眼，“十里一汤、五里一
泉”在这里尽现无遗。牛街人的记
忆中，老老小小，是从早到晚都沉浸
在水汽氤氲的日子里。晨起，村民
们你来我往，到村里的大热水井，挑
一担温泉水。浓浓蒸汽里、晃晃悠
悠里，是一张张洋溢着和牛街温泉
水一样温度的笑脸。回家，用温泉
水洗脸、漱口；就着温泉水做饭、洗
菜、煮菜、煮鸡蛋；用温泉水给猪给
牛烫猪食牛食；早上和傍晚时分，用
温泉水浇庄稼。

这样一片不染世俗的净土，这
样一份悠然自得的心境，唯有慢下
脚步，静下心来才能体味时光里的
牛街古镇。

时光里的牛街古镇

古道上的马帮古道上的马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