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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的脉络
在南诏国的十三代王，237

年的历史当中，我们应该了解和
掌握的有这么一些事——

首 先 是 六 诏 的 统 一 ，这 是
大 理这一片区域迅速发展和文
化融合的前提和条件，也为南诏、
大理国奠定了深厚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基础，使大理地区作为云南
文化中心一直延续到明代。

二是南诏国的都城遗址山龙
山于图城、太和城、羊苴咩城、大厘
城以及后来修筑的护卫国境的
龙首关、龙尾关、三阳城等等，遗
迹都是看得到的，让我们现在都
能想象往日的恢宏，特别是我们
现在依然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
从那个时候就一直传到现在的
千寻塔、石宝山石窟雕像。文化
的力量能让我们感受到那个年
代的壮阔。

三 是 汉 文 化 的 全 面 进 入 ，
让 南 诏 、大 理 国 时 期 的 大 理 地
区 甚 至 云 南 地 区 的 经 济 发 展 、
政治成熟、文化繁荣、军事进步
等 等 全 面 提 速 ，实 现 跨 越 式 的
发展。从整体上说，南诏时期，
不 仅 官 方 通 用 语 言 是 汉 语 ，各
种 制 度 和 场 面 上 的 处 理 方 式 ，
都 是 仿 照 唐 朝 的 ，南 诏 文 化 最
鲜明的特征是仿唐性、开放性、
包 容 性 、多 元 性 和 多 源 性 。 正
是这些特性，让大理文化，从南
诏 开 始 ，就 充 分 地 体 现 了 兼 容
并 蓄 的 特 质 ，大 理 也 才 能 在 以
后，被称作“文献名邦”，也才能
成 为“ 亚 洲 文 化 十 字 路 口 的 古
都 ”。 阁 罗 凤 从 四 川 带 回 来 的
汉 族 县 令 郑 回 ，被 他 任 命 为 清
平官（相当于宰相），从此，王国
的 所 有 行 政 架 构 都 学 了 唐 朝
的 ，军 事 和 外 事 的 策 略 也 学 了
唐朝的，王城的规划和建筑，民
间村寨的建筑都学习了成都等
地 的 先 进 技 术 ，田 野 的 耕 作 方
式、作物的选择等等，都学习了
中原地区的先进经验，大批汉地
工匠的引进，一下子把苍山洱海
间的手工技术水平提高了多少
代等等。最典型的，就是郑回在
天宝战争后，为阁罗凤写的那个
流芳百世的《德化碑》碑文，更显
示出了南诏国里官方的文化已
经几乎等同于中原王朝了。

四是天宝战争后，战败的侵
略者李密被奉为西洱河两岸百
姓的本主。它很深刻地揭示了
大理地区白族民间的本主崇拜
的本质。结合对大黑天神被奉
为本主，白族民间神话传说中的
宰蟒英雄段赤城被奉为本主，凤
羽白米村一带的樵夫张宝君（国
王的三公主倒骑牛选婿）被奉为
本主等等一系列白族本主的故
事，可以深刻地理解白族的本主
文化内涵，也可以相对明确地体

会白族人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内
核。白族的本主，简单地说，就
是“食人间烟火的神”，祭祀本主
的时候，要宰公鸡供奉，讲究点
的人家，还要供猪头猪尾，也就
是说，对待本主，白族人是自己
吃什么，也就给本主供什么，把
它当作家里人一般，平日里有事
无事，都会去本主祠磕个头，向
本主报告一下，遇上家里有事，
事 前 会 去 报 告 ，事 后 还 会 去 报
告，比如要栽秧了，会去点个香
报告一声；栽秧顺利结束了，一
大家子会去本主祠杀鸡点香报
告 本 主 ，为 他 的 保 佑 表 示 感
恩 。 白 族 地 区 是 没 有 城 隍 庙
的，所以本主还承担起了联通阴
阳的职责，家里有人去世了，安
葬 后 ，要 专 门 去 本 主 祠 烧 香 报
告，请本主帮忙给逝去的人在阴
间上个户口。

五是南诏国的历史，其实就
是南诏和唐、吐蕃交往的历史。
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
唐高宗到唐玄宗时期，南诏依附
唐朝并逐渐壮大及至统一六诏；
二是唐玄宗听杨国忠等的谗言，
发动两次天宝战争之后，南诏叛
唐依附吐蕃时期；三是苍山会盟
后南诏与唐与吐蕃都和平相处
时期；四是南诏吞并东爨地盘后
所控制的区域不断扩大时期，这
个时候南诏和唐朝是时和时战，
不安定的动荡时期，当然，这个
时期的最后结果就是同归于尽，
都 被 自 己 国 内 的 重 臣 灭 了 国 。
南诏国的君主，细奴逻是开国之
君 ，最 出 名 也 是 最 具 丰 功 伟 绩
的 ，还 有 皮 罗 阁 、阁 罗 凤 、异 牟
寻，此后有一个人也是值得大家
认识一下的，就是丰佑，他是十
三代王中唯一一个没有用父子
连名的人，他的王位也不是从他
父亲那里得到的，是从他哥哥劝
利那里得到的，而劝利又是从他
哥哥劝龙晟那里得到的，他们共
同的父亲是寻阁劝。丰佑很有
想法，也想重振国威，但为时已
晚，大理五华楼（不是大理古城
内 的 那 个 ，是 羊 苴 咩 城 内 的 那
个）是他建的，大理三塔中的大
塔千寻塔也是他建的，他还送了
大量的南诏年轻人去成都学文
化学手艺，最高时达到上千人。
但这个时期南诏已经进入衰败
期 ，丰 佑 也 是 无 力 回 天 。 公 元
902 年，写《德化碑》的那个郑回
的后代子孙郑买嗣，他也是个清
平官，在五华楼下杀了南诏国最
后一个国王舜化贞，同时还一下
子 杀 了 蒙 氏 王 族 八 百 多 人 ，南
诏，被自己的重臣灭国了，五年
之后，唐朝也被自己的重臣朱全
忠废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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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日
拍摄地点：大理市古生村 拍摄时间：2020年 12月 11日 作者：夏传武

2020 年 12 月 24 日清晨，云龙县漕涧镇仁山村在云雾笼罩下，呈现如诗如画如梦
如幻的迷人景致，美不胜收。 ［尹云彬 摄］

□ 李 萍

白族服饰文化源远流长、种
类繁多，白族传统刺绣是白族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白族显著
的 文 化 符 号 之 一 。 大 理 地 区 的
刺 绣 早 在 汉 、晋 时 期 就 有 记 载 ；
唐、宋时期已经十分发达，在《南
诏中兴画卷》和《张胜温画卷》的
人 物 服 装 上 可 清 晰 看 到 ；经 元 、
明 、清 代 代 相 传 ，至 今 仍 兴 盛 不
衰 。 白 族 的 刺 绣 艺 术 在 漫 长 的
历史演变中，融汇了其他各个民
族的刺绣工艺，形成了集素雅与
奇美于一身的艺术风格，凝聚着
白 族 人 民 的 勤 劳 智 慧 和 独 特 的
文化传统、审美意识、民族感情，
并 逐 渐 发 展 成 为 有 地 方 特 色 的
民族工艺，用它来装饰自己的服
饰及生活。

白族妇女刺绣技法娴熟，针脚
细密均匀，手工精细，从形式上给
人以美的享受，充分反映了白族的
手工艺术风格。刺绣之前先绘制
或以剪纸图案做底，再用各色彩线
配绣。白族刺绣种类繁多，形式多
样，突出表现在针法的独特运用和
材质选择的独到上。常用针法有
平绣、锁绣、打籽绣、挑绣、盘绣、裰
绣、连物绣、贴布绣、勾线等。图案
紧凑大方、生动形象，色泽鲜明流
畅、平整干练、大气优美。每一件
绣品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具有
极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

常用纹样图案
白族刺绣纹样的题材大致包

含了植物、动物、自然、人物四大
类，其主要造型方式为原型仿生
图案和抽象几何图形两大类。原
型仿生图案是以生趣盎然的自然
物像为基础，动态造型的把握极
为重要，是一种比较写实的创作
手法。这类纹样常见于白族服饰
的围腰、围腰把手、裹背、香包、帐
帘、鞋面上。抽象几何图形则是
对大自然物像的提取加以主观意
向的创新塑造，用点、线、面的概
括组构能力构成简洁大方、节奏
明快的图形。这类纹样常用于头
饰 、围 腰 飘 带 、挑 花 方 巾 、鞋 垫
上。这些装饰图案从取材拟形到
再 度 创新，汇聚了白族妇女的智
慧和心血，纹样的文化内涵和对

特定物像的情感体现出整个族群
的精神文化崇拜与对生活的美好
向往。

白族聚居的大理地区四季如
春，鲜花常开，因此各种各样的花
朵成了白族刺绣中的主要题材，
且多以写实的仿生图案出现。常
见的有梅花、茶花、杜鹃、石榴花、
菊花、牡丹花、芍药花、素馨花、莲
花等，这些表达富贵、平安、吉祥、
多子多福寓意的纹样被心灵手巧
的白族妇女广泛绣于围腰下摆、
围腰把手、围腰、香包、鞋面上，既
装饰了服饰本身，也表达了对生
活的美好祝愿。

常见纹样寓意
蝴蝶纹及变形蝴蝶纹：运用

较为频繁，“蝴”字在大理方言的
发音同“福”，因此蝴蝶在白族人
心里有母亲的寓意，也有多子多
福之吉兆。民间有传说，蝴蝶多
的年份，庄稼满仓，更是好运连年
的象征。

鱼纹：世居在洱海周围的白族
临水而居，过着农耕、打鱼的生活，
以鱼为原型的图腾崇拜就这样出
现了，鱼作为食物解决了人们的饥
饿问题，且有年年有余的美好寓
意，所以鱼纹样便被广泛用在装饰
上，至今大理白族地区的小孩及少
女有戴“鱼尾帽”的习俗。

鸡纹：鸡在白族先民的生产
生活中作为报时引路的吉祥物，
起着重要作用。同时，鸡黎明前
的啼鸣预示着光明的到来，白族
将其视为“金鸡”“神鸡”，奉为自
己的先祖，供为氏族图腾，世代祭
祀。所以鸡纹作为图腾崇拜也多
出现在服饰纹样之上，女性常会
佩戴鸡冠帽。

虎、狮纹：白族先民是远古氐
羌族系的一部分，以往都过着游
牧、狩猎的生活，狮虎为常见的动
物，凶猛异常，被视为辟邪之物，
所以经常将狮虎纹样绣在小孩的
帽子、鞋子上，以达辟邪、驱鬼的
目的。

鼠纹：因为老鼠繁殖能力很
强，因此常绣老鼠于围腰下摆、裹
背，以期家族多子多孙。

蝶恋花纹：寓意甜美的爱情
和美满的婚姻，代表母亲护佑着
儿女。

□ 陆向荣

时光太瘦，指缝太宽。路边的
枯草还挂着昨夜的霜花，田间的贡
菜已铺开绿色的地毯。时间就像
手中一把握不住的沙，转瞬间 2020
就不见了踪影，只留下记忆里的点
点滴滴，丰盈着我的人生，让我止
不住在电脑键盘上敲敲打打，把流
年珍藏。

2020 庚子年的春节，“新冠肺
炎”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让这个年
过得极不平凡。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役中，我和我的同事们，用摄
像机、相机和手中的笔记录下了生
活中太多的不易和感动。作为一
名一线记者，每当戴好口罩挎上采
访包出门，我都有一种上阵冲锋的
感觉。不由得就想起了记者节写
下的一首诗：“我们不是战士，却在
炮火中/冒着生命的危险/写下一
篇 又 一 篇 的 战 地 日 记/笔 墨 和 纸
张，就是武器/我们不是工人，却在
工地上/凭自己的耐心和坚持/用
镜头和闪光灯/定格创业的艰难与
辉煌……”

这一年，脱贫攻坚打响收官之

战，乡村振兴战略的序幕已徐徐拉
开。“脱贫攻坚百日行动”“三同五
净 两 规 范 ”“ 党 员 在 脱 贫 攻 坚 一
线 ”…… 为 了 让 贫 困 群 众 早 日 脱
贫，多少扶贫工作队员舍家弃子驻
村帮扶，“白加黑”“五加二”成了工
作的常态。当然，我不是驻村工作
队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我
只是作为替补的一员偶尔从后方深
入一线。因此，对于那些长年坚守
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战友，我始终
充满深深的敬意。我们融媒体中心
也把《脱贫攻坚乡镇访谈》作为报道
的重点，派出精干力量深入 10个乡
镇，在乡村一线蹲点采访，创作出了
一批贴近生活、贴近基层、贴近群
众的系列报道。

这一年，在做好领导安排的时
政新闻采访的同时，我利用节假日
时间，继续着《巍山草根人物》系列
专访。关于巍山彝族打歌、刺绣、
扎染、制陶、挂面、养蜂、打铁、冰糖
葫芦的深度报道受到了读者的好
评，部分作品还在《中国组织人事
报》《中国文化报》《大理日报》刊
出。假如有一天，这些作品真的结
集成书了，我也可以自豪地说，这

些，都是实实在在靠自己的心血和
汗水换来的。

这一年，我常常感叹：过去干
工 作 有 时 可 以 闲 着 一 只 手 ，现 在
干工作恨不能再生出两只手。作
为 一 名 内 刊 编 辑 ，每 周 四 个 版 的
报纸，几百篇文章 2 万多字的阅稿
量，日复一日的采访，繁重的工作
有时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为了按
时 编 好 排 好 报 纸 的 大 样 ，有 时 下
午 一 点 多 才 吃 午 饭 ；为 了 写 好 一
个 稿 件 ，有 时 清 晨 五 点 多 就 已 在
电脑前挑灯夜战。辛勤的付出自
然也会有丰硕的回报，一年来，先
后有 10 多件文学作品、250 多件新
闻 作 品 在 省 州 级 报 刊 发 表 ，还 有
书柜里新增的几本奖状……累累
的 硕 果 ，让 我 感 叹 自 己 的 光 阴 没
有虚度。

喜欢摄影的我，经常在周末抬
着相机，记录下我生活的这片土地
上的美。巍山古城的云、政府大院
古柏上的鸟儿、圆觉寺的红叶、大
三家的樱花、静静的红河源……

满足贫困学子的新年愿望，捐
款慰问孤寡老人，给重病患者捐款
…… 滴 水 成 海 ，大 爱 无 疆 。 这 一

年，我也发起和参与了一些公益活
动。自从有了微信，私人募捐不再
是什么新鲜事。每次看到类似的
私人募捐，我都会捐上一点，我不
但自己捐，还会发动自己的亲朋好
友 一 起 捐 。 事 实 上 ，我 不 是 有 钱
人，这些年，我个人也遇到过一些
事，但我从没悲观过。因为在我最
困难的时候，也有好多人在帮我，
那种感恩的心情，只有亲身经历的
人才会体会得到。

在工作之余，品酒聊天唱歌，
偶尔在微信上发点小牢骚……这
一年，我的生活也和小城的大多数
居民一样，过得平淡安逸、波澜不
惊。我多想，时光啊，你慢些走，或
是干脆，就此停住。然而，南飞的
大雁明年还会回来，消逝的时光却
不能再回头。还好，人世间最幸福
的，莫过于做自己喜欢的事，作为
一个喜欢文学的人，我为自己拥有
基层新闻工作者这样一份职业而
感到幸运和自豪。

那么，就让我轻轻挥手告别悄
然逝去的 2020，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沉醉在文字的清香中，指点江
山，轻舞飞扬。

别了，我的 2020年

“花随玉指，鸟逐金针”
——白族刺绣常用纹样图案寓意

本报讯（通 讯 员 陈 欣 蕊）
近日，首届（香港）紫 荆 花 诗 歌 奖
暨 全 球 抗 疫 诗 歌 公 益 大 赛 揭
晓 ，大 理 州 茶 山 青 、李 毓 东 两 位
诗 人 的 诗 歌 作 品 分 获 一 等 奖 和
三等奖。

2020 首届（香港）紫荆花诗歌
奖暨全球抗疫诗歌公益大赛，7 人
获诗歌贡献奖、5 人获一等奖、9 人
获二等奖、18 人获三等奖、87 人获
优秀奖。

此次活动由中华时报传媒集
团、世界华人流行音乐联合会、粤
港澳大湾区艺术联合会主办，《中华
时报》社、中华新闻通讯社承办。

从 2020 年 4 月发起至今，历时 8 个
月之久，组委会共收到来自世界
各地的 13516 篇作品（其中海外作
品 4426 篇），共评出 119 篇获奖作
品及 7 个优秀组织单位。大理州
祥云县诗人茶山青的作品《太阳，
请把这些泪水收去》（外二首）获
一等奖；李毓东的作品《天使与良
心》（组诗）获三等奖。

据悉，2020 首届紫荆花诗歌
奖暨全球抗疫诗歌公益大赛颁奖
大会将于 2021 年 5 月 22 日至 24 日
在香港大会堂召开。届时，获奖
诗人及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获奖作
品集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首 届（香 港）紫 荆 花 诗 歌 奖
暨全球抗疫诗歌公益大赛揭晓

茶山青李毓东作品获奖

大理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