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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的脉络
98 年的元统治之后，大明王

朝取代了蒙古人，大理很快在朱元
璋派遣的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
打下云南全境之后，成为明朝治下
的一个府。在明朝的平滇大军攻
下昆明、楚雄之后，几次向大理总
管段世送去了劝降书，但段世不
听，最后傅友德大怒，采用了忽必
烈的战法，从苍山西坡石门关一带
越过苍山，到斜阳峰直下下关，一
路打到大理破了大理守军，活捉大
理总管段世一家，然后继续挥师北
上，打下了鹤庆、丽江，平定了云南
全境。在打鹤庆之前，有一场战役
是非常出名的，就是在现在的洱源
三营永乐的上新村东北面的山上，
有个地势非常险要易守难攻之地，
佛光褰，于邓川、洱源和鹤庆交界
之地，明将沐英和最后的元军在这
里打了一年多，“久征不下”（徐霞客
的话），最后在大理本地土著的帮
助之下才打下了这平定云南的最
后一个屏障，双方将士死伤无数，
据说后来明军把元军在此役中战
死的人都集中安葬在大理崇圣寺
旁，还大做法事超度亡灵。

现在的大理古城始建于明打
下云南之后的第二年，即明洪武十
五年，现在的格局和明清两代的格
局几乎没有任何变化，都是王城

（或者可以说是皇城）的格局，四四
方方，外围城墙守护，每一面有一
道城门，城内是棋盘式分布。丽江
古城闻名中外之后，有越来越多的
中外游客到丽江去，并且对丽江古
城赞叹有加，对四方街的小桥流水
人家的景象流连忘返，对木府疯狂
点赞，大理人不服气了，就说，丽江
古城那算什么呀，最多最多就是一

个土司的地盘，我们大理古城，那
是王城，是皇城的格局！很大的一
股酸味，不过，说的也真的是事实，
大理古城，在明洪武十五年建城的
时候开始，就一直以王城的形制来
打造。

明统一云南后，改大理路为大
理府，全面推行土司制，并开始以
设立卫所的军事制度大力推广屯
田制，以军屯为主，辅以民屯和商
屯。军屯制推行最明显的地方是
祥云、洱源和鹤庆，祥云和洱源现
在依然有许多地名是带“所”“营”
这样的字眼的，洱源的凤羽甚至
直 接 有 村 子 是 叫“ 草 甲 ”“ 马 甲 ”

“屯户”的。祥云县有个叫大波那
的地方，那是考古发掘时出土了

“青铜棺”的地方，这是战国时期
昆明族的王城，金属冶炼术几乎
与黄河流域同步，到汉武帝设立
云南县之时，这里的原住民以白
族为主，在明大力推行军屯和商
屯之后，以汉族人为主了。在祥
云县，现在比较集中的白族人居
住地就剩下禾甸和米甸了，而在
鹤庆县，就有“逢屯必汉，名村则
白”的说法。现在大理的很多地
方，不管白族人还是汉族人，说到
自己的祖先或者老家的时候，都
说是来自应天府柳树湾，而这个
地名，实际上是当时明朝的羽林
军军营所在地，沐英平滇时有两
万多的兵士是从这个兵营带过来
的，所以这些军屯人的后代说自己
的家乡在那里，也没有说错，当然，
一些白族人也说自己的祖先来自
那里，我们可以看作是汉白通婚之
后的一种口传记忆。

（未完待续）

□ 字学明 文/图

云龙诺邓古村至今还保存着
明清时期的“三坊一照壁”“四合
五天井”“五滴水”“一颗印”等四
百多户民居建筑，像一只只灰色
的龟，俯卧在大地上。“云南人老
黄和他的儿子树江，正在小溪边
搭建一个小灶，这个小灶，每年冬
天的工作就是熬盐，水是卤水，熬
盐的原料，这口盐井，已经在诺邓村
里存在了上千年，生产食盐为的是
制 作 诺 邓 当 地 独 特 的 美 味 ……”
2012 年，央视《舌尖上的中国》播出
诺邓火腿后，诺邓火腿再次迅速走
红大江南北。

走进位于两溪交汇处的诺邓
盐井卤房，房内四周围着栏杆，八
尺见方的淡水井硐和一个上立天
车支架，下围矮木板，边长 6 尺的
盐水井硐。这是一口 21 米深的直
井，古代用人工汲水的方法从下
面取卤再分给各家“灶户”煮盐。

井盐，曾一度带动云龙经济的发
展，云龙井盐在明朝每年上缴盐
税达 3.8 万两白银。“万驮盐巴千
石米，百货流通十土奇。行商坐
贾交流密，铓锣时鸣驿道里。”生
动地描绘了当年古盐井村落的繁
华。后来，随着海盐的发展，井盐
经济便日渐衰落，而这些村落里
却保留下了精美的古建筑和人文
古迹。

在盐井卤房，我用食指粘了
一滴水送入口中，咦！怎么一点
咸味也没有，难道我的味觉有问
题？这个疑问后来在北坡遇到制
盐人杨斌全夫妇，在和他们的交
流对话中，我终于找到答案，因为
盐分重，盐分下沉，所以卤水要从
水底抽出才有咸味，而盐井上面
的水是没有咸味的。

被誉为“诺邓制盐人”的杨斌
全、杨艳坤两口子正在熬盐，他们
热情地邀我坐下喝茶，杨斌全兴
致勃勃地领着我，参观从盐井底

部抽取，存放在几个大塑料桶里
有点浑浊的卤水，我兴致勃勃地
尝了一滴，味道果然很咸。观看
已经生产出来的毫无杂质储藏在
大白塑料桶里洁白如雪的盐巴，
介绍他们生产优质盐巴的秘诀，
说到动情处，还把发表在 2018 年 4
月 12 日，大理日报社记者夏传武、
赵子忠撰写的第七版《诺邓制盐
人》的视觉专版彩色图文拿出来
给我看，我着实替他们感到骄傲
和自豪！我坐下慢慢品味绿茶并
和他们闲聊，杨斌全一边搅拌，一
边打捞卤水的沫子，一边侃侃而
谈：熬盐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必须
早 早 地 到 村 内 千 年 古 盐 井 取 卤
水，卤水经过 24 小时的沉淀后，用
大锅加热熬制 15 个小时，形成盐
结晶，得到诺邓井盐，散盐经过手
工搓揉变细，再用模具拓压成型
就做成礼品坨盐。这里是中央电
视台“舌尖上的中国”“经济半小
时”“城市一对一”“天涯厨王”，浙
江卫视“我们十七岁”等知名品牌
栏目的拍摄地。她的媳妇杨艳坤
熟练地赶着包装发往丽江的三百
盒精装盐。他们介绍，他们熬制
的盐巴由于质量好，基本属于定
制，精致的一份两坨盒装，约一点
八斤，价格二十元；散装的每斤六
元。问他们火腿的销售情况，他
们说，还可以，比往年的要好些。

著名的提举司衙门旧址，公
元 1383 年 明 政 府 在 全 国 置 七 个

“盐课提举司”，云南就有四个，这
里就是其中之一的“五井盐课提举
司”衙门旧址。后来提举司外迁，这
里就演变成了诺邓黄氏家族私宅
区，清代黄氏门中共出两进士，五举
人及上百名秀才，族人便将原提举
大门改造成登载本家科举功名的

“提名坊”。

诺邓的成名，首推厨中五味
之首的盐巴。据万历《云南通志》
载：“汉代云南有二井：安宁井、云
龙井。”《新篡云南通志》考证，今
之诺邓井即汉之云龙井。

下山的时候，看到一匹膘肥
体壮、油光发亮的黑色骡子，在山
坡上聚精会神地舔食黄泥土里渗
出的白色盐分，我轻轻从旁边绕
过，实在不忍心打扰它的兴致！不
知是由于地质的下沉，还是水分的
蒸发，卤水附近的土层里或地表上，
不时结晶出雪白的盐粒，常引来羊
马牛舔食，据说，当时就是因为一
个牧羊人发现羊经常跑到水边的
石头上舔食而发现卤水的。去年
的一天，我去诺邓采风的时候，就
在公路边的土层里看见星星点点
的“白雪”或“霜”的时候，下意识
地 用 手 指 粘 了 一 点尝尝，准确无
误，是盐巴，味道果然很咸。

诺邓火腿所选用的山猪，平
时散养在山林间，以玉米、大豆及
绿 叶 植 物 为 饲 料 ，肉 质 细 、油 脂
薄，瘦肉多，为腌制诺邓火腿创造
了最佳条件，所用食盐必须是诺邓
井盐，一般的盐只能浸透六片肉，
而诺邓盐能够浸透七片以上，诺邓
火腿的最佳腌制时间在每年的冬
至过后到春节前夕，在这段时间内
进 行 腌 制 的 火 腿 被 称 为“ 正 冬
腿”，也是最正宗的诺邓火腿。

“进士第”牌坊，是当年诺邓盐
业辉煌、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的佐
证，显示着一种荣耀、威严与显赫，
激励着一种精神、毅力与品德。

“古老的村子，活在一粒洁白
的盐里。”我想，诺邓因盐而盛，不
应因盐衰而衰，旅游的兴盛就是
诺邓新的生命。眼前，仿佛又再
现当年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繁
荣景象。

诺邓：活在盐里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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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全夫妇正在熬制和包装盐巴。

□ 周 军

已经八十多岁的母亲独住二
百多公里之外的老家，既不肯来与
我们同住，也不肯与住得不远的姐
姐 一 家 人 同 住 ，辛 劳 了 一 辈 子 的
她，愿意就这样安享晚年。

几年前，父亲离开了我们，为
了保持与母亲的热线联系，姐姐给
母亲买了部老年手机，有事的时候，
母亲可以随时与我们姐弟联系。为

了能够随时看到母亲，我们在家安
装了两部监控摄像头，一部是我安
装的，一部是姐姐安装的，晚辈们在
自己的手机上关注一下，可随时看
到母亲在家里忙碌的情形。

尽管不在身边，但看到母亲忙
碌 的 样 子 ，我 们 心 里 也 放 心 了 不
少。美中不足的是，我们可以通过
监控摄像头看到母亲，她却无法通
过摄像头见到我们。

因为上了年纪的原因，母亲耳

朵渐渐地失聪，起初是一边的耳朵
听 不 清 ，后 来 是 两 边 的 耳 朵 听 不
清。看了多次医生，医生说无法逆
转。再后来，两边的耳朵干脆就由
听不清转为听不见了。

我们在她身边的时候，大声地
说话，加上看到我们的口型，她能
听 懂 我 们 的 意 思 ；如 果 是 打 她 手
机，我们只能听到她在说话，她却
听不到我们在说什么。

这可怎么办呢？前不久，受新

冠疫情影响，各地都提出原地过年
的倡议，想想母亲独住老宅，我和姐
姐就心疼得不行。最后，还是我想
出了办法，趁形势还好的时候，我赶
紧回了一趟老家，给母亲买了一部
新型可以视频的手机，帮她下载并
安装了微信，并告诉她如何接听视
频通话。能够在手机里看到我们的
模样，母亲当然高兴，如何接听视频
通话，她当然是一教便会。

今年春节，我们响应号召原地
过年，心里却坦然了许多。几天来，
我们每天定时视频，看到我们的样
子，特别是看到孙子看书、温习功课
的模样，母亲总是笑得合不拢嘴。

□ 字学明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就到
牛年立春，赶紧再到虎头山看景。虎
头山，因山似虎头而得名。

行至上花台，如实填写了个人信
息才允许进山。广播里反复播放着
护林防火的消息。工作人员对我说，
不要使用火源。我答，进山拍摄几张
风光照。

一 群 黑 头 齐 鹛 不 时 在 林 间 鸣
叫。梅花像雪一样纷纷扬扬地开放，
散发着幽香，蜜蜂在花朵上嘤嘤嗡嗡
地采撷花蜜。我想起“采得百花成蜜
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诗句。在路
上共看到三株梅树，数虎头寺前的一
株开得最为热烈，精气神十足。也许
是地缘优势，占的位置向阳，光照充
足的原因吧！

在古色古香小巧玲珑的寿光桥

右边，造型遒劲独特的松树上，挂着
“火灾不留情，预防要先行”黑底白字
的护林防火宣传牌。上山的路干净
整洁，两旁也打整得清清秀秀，视野
宽阔了许多。

龙池、虎泉两眼清泉，湖水清澈
照人影，也映照出蓝天、白云、树影甚
至鸟影。在艳阳的正午，正是“水光
潋滟晴方好”的真实写照。我禁不住
捧饮一口，凉凉的、甜甜的，这是大自
然馈赠的天然矿泉水。

虎头山上，到处绿树葱茏蓊郁，
有天然的石头路面，长约数里，走在
上面有沉稳踏实的厚重感。人经常
走的地方呈一条白线，其余地方则为
褐色。

绿色的云南松十分养眼，金色的
松毛厚厚地铺在地上，微风吹拂，我
坐在柔软舒服的松毛地毯上，看蓝
天、白云、绿树、飞鸟，沉醉不知归去！

□ 尹祖泽

看完中央台的元宵晚会已经
月至中天，我们一家人开始过元宵
节。在我的家乡，元宵节又被称为
团圆节，即一家老小团聚在一起，
热热闹闹包汤圆煮汤圆，甜甜蜜蜜
吃汤圆，快快活活度佳节。

全家九口四代人各尽所能为
过节而忙碌开来。我在院里摆下
一 张 供 桌 ，桌 上 放 一 座 引 燃 的 香
炉，茶、酒、水果、糕点等祭品，然后
由岳母来拜月亮。91 岁的岳母对

着月亮作揖，做三拜九叩大礼，她
还祷告道：“恳请月亮娘娘保佑天
下百姓清吉平安！”厨房里忙碌的
是我的妻子和儿媳妇，我领着孙子
点燃一盏自制的花灯绕着花草树
木“闹花灯”，一家人沉浸在正月十
五元宵节的欢喜中。

在我的家乡，就有元宵节吃蚕
豆泥汤圆的做法。正月里，正是青
蚕豆大量上市的时节，妻子买回来
新鲜的蚕豆让我们剥皮，取其碧绿
的蚕豆仁漂洗干净放锅里煮。煮
时要掌握火候，随时观察水量，要

将水煮干，但不能把蚕豆煮糊了，
要做到水干蚕豆熟。接着取木勺
在锅里搓揉煮熟的蚕豆，直至成泥
状。妻子将碧绿的蚕豆泥拌拢糯
米粉，使之粘糯成团。

元宵馅是妻子早在腊月底就
制作好的。其做法是先将红糖切
细，炮制好花生、核桃、芝麻、橘皮
等香料，将其捣细，拌拢红糖，然后
加 进 适 量 的 猪 油 ，经 拌 合 后 捏 成
团 ，搓 揉 成 桂 圆 核 样 圆 溜 溜 的 个
儿，盛碗里存放冰箱。

包元宵是件技术活，讲究个儿

的圆和大小的匀净，非“巧媳妇”莫
属。只见母亲和儿媳妇把洁白的
糯 米 粉 拌 好 了 ，然 后 一 个 个 地 搓
圆，放置好。包元宵了，她俩顺手
拿 起 一 个 ，放 左 手 心 里 用 中 指 一
摁，呈现一个圆窝，然后放元宵馅
进去，包好外皮搓圆，顺手丢进滚
沸的开水中……就这样连续不断
的操作，一颗颗碧绿的元宵在沸水
里翻滚好看极了，馋得我们直咽口
水。等元宵漂浮起来，母亲拿漏勺
捞元宵盛进小瓷碗里，吩咐我们端
出去。院里早就摆下了一张圆桌，
九碗元宵冒着热气升空，将一家人
的团圆向月亮传去。蚕豆泥元宵
美如碧玉，食之滑爽糯甜散发蚕豆
芬芳，妙不可言，真是人间美食。

□ 杨宏毅 杨剑年

宾川县平川江外村文昌宫，曾
经是平川地区武装暴动的指挥所、
抗日战争驼峰航线电台设置地，平
川武庙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
又作为平川区临时人民政府、镇公
所的办公地点，为山区平川建设和
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被列入大理
州革命遗址加以保护。

江外村文昌宫曾经建有大殿，
前、中、后三大堂及左右厢房、耳
房。门楼为古碉牌楼式建筑，两侧
设有门室，可左右护持，门楼设有
瞭望孔，整座门楼威严壮观，设门
而不守，有放而警严之势。

中堂系瓦顶墙柱结构古式建
筑，一幢三间，宽敞明亮，中间为通
道，左右边间呈威仪文武牌容。中
堂后的大殿花脊亮带、飞檐翘角、台
高风朗，呈典型宫廷式建筑。殿内
的佛龛上，塑有孔子、文昌塑像。中
门边窗围栅栏，均为名工巧匠所
镂。大殿西侧有南北耳房，殿前植

常青树、火把花树各一株，院内绿树
成荫，鸟语花香，环境幽静典雅。
前、中、后三大堂为中轴式建筑，站
于门楼，中堂、后殿一目了然。

同治元年（1862 年），杜文秀
派骠骑将军杨荣遏制三姚要道，曾
以江外村文昌宫为将军督府，后殿
大堂为骠骑将军断案之所，平川新
城建成后，将军督府改为孔庙，每年
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圣诞日），
平川各界知名人士及教师、附近村
庄学生会到大殿内祭孔（称为祭
丁），以示尊重儒学，弘扬文化。科
举时期，开办宫学，文昌宫内办学
校，邻近八乡，赴学者众多，培养出
贡生、举人，文墨绅官，一时之盛，
风靡平川。

抗战时期，美军配合中国抗日
部队对空作战，在文昌宫内设驼峰
航线电台对空指挥，对抗日战争胜
利作出了贡献。日寇侵入保山时，
日军投放细菌弹，霍乱病殃及平
川，军医夏致海夫妇在江外村文昌
宫内为民疗疾，及时扑灭瘟疫，挽

救了平川人民的性命。
文昌宫是平川地区地下党前期

的主要活动场所，1949年5月4日，在
文昌宫内成功地指挥平川地区武装
暴动。1952年，宾川县土地改革工
作队进驻平川，住在江外村文昌宫。
1955年，江外村在平川地区率先成
立了第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为永兴
农业合作社。新中国成立后，曾在
文昌宫内办学兴教数十年，培养造就
了一大批人才。

平川武庙位于平川街中心西
堡门旁。据现存于庙内的清乾隆
五十九年（1794 年）《香火碑记》记
载：平川武庙始建于明万历年间

（1573 年-1619 年），邹应龙开创平
川城池时。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前任司主王二爷与邹司主协
力捐资重修，占地约 600 平方米。
建有正殿一幢，坐西向东，为三开
间单檐歇山建筑，花脊帮鳌，四带
出阁，面阔 12.2 米，进深 9.3 米，高
约 6 米。大门向北开，为依墙出阁
式门楼，进大门分上下两院，上院

上三级台阶为正殿，内供奉岳飞、
关羽圣像。下院南北两厢房，一幢
三间，中为院心。

民国初，武庙即改为国民党乡
镇区公所办公处。1949 年 5 月 4
日，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大营、下川、
平川区武装暴动成功后，于 7 月在
武庙成立平川区临时人民政府。
临时人民政府成立后，发动群众支
援部队，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有力
地打击了反动政府的嚣张气焰。

新中国成立后，曾作过平川区
治安委员会、区、镇公所、卫生所
等 。 后 分 给 平 川 街 居 民 暂 住 。
2002年，县人民政府拨款将两院撤
并一院，拆除南北两厢为一大院，新
建大门等。现存大殿、南厢房、大
门等建筑，南厢房和大门为近几年
修建。院内种植了花草树木等，作
为平川老年活动中心。庙内正殿
属文物，现存乾隆五十九年《香火
碑记》一块，碑通高 1.05 米，宽 0.58
米，石灰石质，对研究宾川明清时
期建筑有重要价值。

游 踪

史 海 钩 沉

平川武装暴动的指挥地
虎头山行记

母亲是空巢老人

元宵节的汤圆

生 活 笔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