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旅游小贴士
交通：从下关出发有客

运班线直达巍山县城，自驾
从下关出发全程约 60 公里
到达巍山古城。徐家大院
位 于 古 城 日 升 街 ，附 近 有
拱辰楼、星拱楼、巍山文庙
等可供游览。

美食：经过千百年来的
积淀，巍山餐饮形成了极富
个性的地方饮食风格和饮
食文化，其中 火巴肉饵丝、过
江饵丝、一根面、青豆小糕、
蜜饯、咸菜、牛干巴等远近
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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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集萃

徐 家 大 院 的“ 预 言 ”

生 活 笔 记

游 踪

□ 杨亦頔

溶溶月华，老城的往事是流
体在街巷倾倒漫延，昼夜更替，杲
杲日升，城楼的重檐已掀揭了天
明的曙色。

循路而行，进巍山古城多经
群力门，自北向南走向城中央拱
辰楼，无人在意的路名，由月华到
日昇，是万物恒常，更是物事发展
无须猜度的“预言”。进日昇街不
远，路侧仿西式尖顶大门就是徐
家大院。过洞门，不规则石板路
是时间造就的皴裂，或者是一张
揉皱的信笺。那年，徐家收到一
封寄自广州的家书，信中提及：世
界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看似浅
谈实则熟虑的字句在十余岁的徐
克家心中激起微澜，当他试图接
近这个“预言”的时候，无法想见
写信的伯父徐咸泰将见证一场怎
样的历史闹剧：直系军阀首领曹
锟贿赂议员，以高票当选中华民
国第五任总统，毕生奉行“三民主
义”、以“天下为公”为己任的孙中山
仅得三十三票。时任国会议员的
徐咸泰毅然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
的非常国会，他痛心于孙中山不
惜 以 命 相 搏 建 立 的 中 国 民 国 在

“民主”的考题上给出了一个怪诞
而可笑的答案，更在看到俄国十
月革命的胜利之后向身处边疆的

家人大胆预测了未来中国社会走
向的另一种可能性。

近徐家大院二门，被风雨光
尘打磨折旧的门额愈显静默，敛
迹的彩画是深山老翁手执钓丝，
旁书世掌丝纶，是旧时对宗族繁
盛 的 期 许 ，也 是 家 国 理 想 的 投
射。旧扉是豁口，让今人探看疏
落往事，而对十三岁的徐克家而
言 ，微 光 外 溢 的 地 方 就 是 新 门 。
当年，徐克家尚显幼弱的背影逐
渐消失在通道尽头，而他仅存的
影像是截至 1919 年赠予表兄的一
张照片，背后赠言是他留下的唯
一手迹：看我们中国好像满天都
被乌云遮了一般，只望来一阵大
风，把他吹散。三年后，徐克家自
昆明工业学校毕业并考取北京工
业 大 学 。 在“ 五 四 ”运 动 的 策 源
地，徐克家与大理同乡王复生、王
德三共同发起组织“革新社”，其
分社遍布上海、南京、广州，社员
逾百人。

进院庭，故居简介牌上只三
十 个 字 就 道 明 了 徐 克 家 的 革 命
轨迹，中间不赘的话是一个二十
出 头 的 年 轻 人 在 革 命 洪 流 中 讴
唱的青春之歌。1926 年，徐克家
被 党 组 织 派 往 广 东 参 加 北 伐 战
争，在广州结识大理祥云籍同乡
王孝达，未几王孝达奔赴潮汕地
区开展工作，徐克家在广州参加

广东区委政训班，数月后参加广
州 起 义 ；这 一 年 ，王 孝 达 二 十 六
岁 ，徐 克 家 二 十 二 岁 ，此 时 的 徐
克家不会想到，他会与王孝达在
汕 头 完 成 一 场 未 谋 面 的 重 逢 。
1928 年，中共广东省委潮梅特委
机关遭严重破坏，徐克家作为潮
梅 特 委 秘 书 长 到 汕 头 参 与 重 建
潮梅特委。4 月，潮梅特委领导
成 员 一 行 在 联 系 地 方 武 装 支 援
澎 湃 和 徐 向 前 带 领 的 红 军 部 队
途 中 遇 袭 ，特 委 书 记 沈 青 牺 牲 ，
奄 奄 一 息 的 徐 克 家 在 伤 愈 后 重
投战斗。不久，徐克家被国民党
逮 捕 ，两 个 月 后 英 勇 就 义 ；这 一
年 ，徐 克 家 二 十 三 岁 ，王 孝 达 还
是 二 十 六 岁 ，相 去 一 年 ，他 们 在
潮 汕 大 地 洒 下 的 殷 殷 热 血 成 了
互相映衬的信仰徽记。

家山暌隔，魂梦难归，徐克家
牺牲的四个月后，在千里之外的
家乡蒙化，经中共云南省临委批
准建立特别支部，革命的星火在
南诏故地引燃。一年后，徐家在
报纸上获知徐克家被国民党捕杀
的消息，从小将徐克家视为己出
的伯父徐咸泰急气成疾，撒手尘
寰，弥留之际遗言：要做克家令儿

（克家别字令，长辈常呼为令儿），
勿为稚子痴人。十余年前，他洞
见时势后写下的“预言”在徐克家
思想中悄然埋下了一颗革命的种

子，此时，他对后辈的殷望亦是对
徐家子弟人生命运的“预言”，蒙
化徐氏一门自克家始，兄弟姊妹
六人相继投身革命，红色血脉，赓
续相传。

参考书目：《中共蒙化县党史
资料选编（1919-1950）》（中共巍
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中 国 共 产 党 巍 山 地 方 史（第 一
卷）》（云南民族出版社）、《中国共
产党大理地方党史大事记（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云南民族出
版社）、《中共大理地方史简明读
本》（云南人民出版社）

□ 尹祖泽

中秋节要到了，独在异乡的我，
心早已飞回故乡，去体味留在记忆
中那心仪的大面糕。中秋节在我的
故乡又称为团圆节，即一家人团聚
一起热热闹闹过节，而象征团圆的
就是那笼又高又圆、洁白如月的大
面糕。我记得母亲早在麦收时节就
筛选好了麦子，背去水磨上磨，用极
细密的黄丝筛子筛出又细又白的四
五十斤面粉单独储藏，留作中秋节
蒸糕时用。在我的家乡，中秋节每
家 每 户 都 要 蒸 一 笼 面 糕 来“ 敬 月
亮”。“敬月亮”的面糕自然要讲究
高、圆、白；高与糕同音，有高升之
意，圆代表一家团圆，白即清白做事
做人。故乡人赋予面糕意义的不同
凡 响 ，说 明 了 民 俗 文 化 的 别 具 一
格。而一笼面糕蒸得好与否，又是
一个家庭主妇持家能力如何的标
志，因此故乡人是很重视中秋节的
这笼面糕。

蒸糕的第一步是发面。在中秋
节的前一天，母亲用老面底子发了
一盆二十来斤的面。到了第二天，
也就是中秋节的晚上，一盆蓬松松
的发面像出土的蘑菇从盆中冒出
来，煞是好看。母亲把发面倒在撒
了一层干面的案板上，调了一碗土
碱水掺里面，然后揉面。揉面是力
气活，也是细致活，要将面揉透，需
得不厌其烦地反复搓揉，要有持之
以恒的耐力。母亲揉得满头大汗脸
红耳赤，仍然不停手地揉……直到
一团面不掺一星半粒的干面粉了她
才罢手。一团面揉好后，母亲揪下
核桃大的一块面，放炭火上烤，烤
好，品尝放碱量是否适当；碱多面糕
颜色发黄，碱少面糕味酸。检验好
后，母亲将一块湿纱布盖面团上，这
叫“醒面”。半小时后，揭开纱布，母
亲将面团一分三份，用擀面杖将面
团擀至三十厘米的圆、五厘米厚的
面饼放置，然后做面糕。她先将一
块湿纱布披在蒸笼底部，放置上一
块面饼摊平，上面撒一层红糖、芝
麻、核桃片、薄荷等物，接着覆盖第
2 块面饼，上面同样撒红糖等作料，
第 3 块面饼覆盖上去后，用手沾水，
将层与层之间的缝隙抹平、做圆，使
之浑圆一体。

等锅水烧涨后，母亲把一枚铜钱
放入锅内。我诧异，问母亲为啥放铜
钱进去？母亲说，根据铜钱在沸水中
滚动的声响来判断水量；铜钱滚动声
响亮，说明水量足，铜线滚动声喑哑，
锅水下降，要适时加开水进去。

一笼湿面糕放置在蒸汽氤氲的
锅上后，母亲点燃了一对香插在灶
君老爷面前的香炉里。我问母亲为
啥要点香，母亲说，一是计时，也就
是一对香燃尽，糕也蒸熟了；二是希
望灶君老爷助力蒸出一笼好面糕。
做完仪式，母亲就吩咐我添柴烧大
火。木柴是父亲在中秋节前劈好晒
干了的，几根干柴添进灶膛，即时作
燃，火苗发出烘烘的笑声舔着锅底，
铜钱在沸水中唱响欢快的歌，蒸汽

似一股浓云升腾。大火烧了半小时
左右，铜钱的响声喑哑了，母亲提起
茶壶，顺着锅边缓缓注入开水，一时
间，铜钱又唱响了欢快的歌谣。一
个小时后，母亲让我撤至中火，因为
火力一直大下去，糕面胀开裂纹，面
相不好看。两个小时后一对香燃
完，一笼糕蒸熟了。

母亲揭开草锅盖，一股乳白色
的蒸汽冲了出来，将母亲笼罩在云
雾中，她拿起竹扇，一阵的“驱云赶
雾”……哇噻！一笼又圆又高、洁白
如月的面糕呈现在我们眼前，大家
喜笑颜开兴奋异常，称赞母亲厨艺
好。母亲拿细竹签插进面糕中间试
探成熟度，拔出的竹签不沾面星，干
爽爽的，说明一笼糕不夹生，蒸熟
了。母亲吩咐哥哥和姐姐把面糕端
出去敬月亮。哥姐俩把面糕端在院
心的础石圆桌上。这时月至中天，
月光撒满院子，明白如昼，面糕上的
热气连同大红长香的烟气袅绕上
升，向月亮娘娘传报人间大团圆的
喜讯呢！

过了一会儿，母亲拿着一盅红
颜料一支毛笔给面糕画糕花。母亲
把颜料和笔放石桌上，让我们把奶
奶牵出来拜月亮。奶奶极其虔诚地
行三拜九叩大礼，嘴里讷讷地说着
祈福的话……做完仪式，母亲开始
画糕花了。她先在糕面的中间画了
一个四公分直径的圆，然后让哥哥摘
了一株桂花，将花粒抖进圆圈中，镶
出一朵金黄色的花蕊，别致又好看。
母亲接着围绕花蕊画花瓣、添枝叶地
一路画下来……一朵鲜艳的牡丹花
开放在糕面上，漂亮极了！最后，母
亲写下“花好月圆”四个大字。

一切料理好后，父亲的烤茶做
好了，一家六口人坐拢石圆桌喝茶
赏月。我依偎奶奶，听她讲嫦娥奔
月、玉兔捣药的神话故事……听得
津津有味之际，隔壁二婶喜滋滋地
过来跟母亲说话。原来二婶的大儿
子我们叫胜哥的中秋节订婚，按风
俗，男方家要给女方家送一笼订婚
面糕作为见面礼。这笼面糕又得订
婚的当事人邀一个男伴抬至女方
家。二婶是来请哥哥跟胜哥做伴抬
糕的。我一听，尾着哥哥去二婶家
看热闹。来到二婶家，只见院子里
站满了人，他们都是二婶家的亲戚
朋友。订婚糕放进圆簸箕里，用红
绳打个十字拴好，绳套穿一根红杠
子。二婶把一个红布袋交代给哥
哥，里面有几个红包，是奉送给女方
家几位老人的。噼里啪啦放了一挂
鞭炮，哥哥和胜哥抬起订婚糕去完
成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记着，要拿
回糕心来”，母亲吩咐哥哥。订婚糕
送到女方家后，女方家如果对这台
婚事没有意见，会切了糕心送还男
家，表示同意。男方家得到了糕心，
也就放心了。我要尾着哥哥去看热
闹，被母亲拉住了。可是我的心绪
却追随月光下的抬糕人去了……

美好的回忆勾起我“每逢佳节
倍思亲”的乡愁，我是应该回故乡看
看了。

故乡的中秋节

□ 杨金蕾 李永松
温昌盛 茶开昀 文/图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游鸡足
山观赏玉龙瀑布景色时，曾写下：

“珠玑错落九天影，冰雪翻成双壁
喧，我欲倒骑玉龙背，峰巅群鹤其
翩翩”的诗句来赞美玉龙瀑布“飞
瀑穿云”的绝妙景致。

时下，正是到鸡足山观赏瀑布
的最佳时期。从祝圣寺出发，刚来
到牟尼庵，玉龙瀑布泻落在谷底的
噼啪声便飘扬而来。走进观瀑亭，
由于是阴雨天的缘故，仰头一看，
金顶之上的楞严塔被云雾所包裹
着 ，时 隐 时 现 ，仙 气 飘 缈 ；稍 稍 俯
首，在苍翠的山涧，一条瀑布自高

山绝壁之上飞流而下，宛若一条玉
带挂在山崖间，凌空起舞。

顺着观瀑亭旁的石阶而下便
能走到谷底，沿途的崖壁上长满了
各色不知名的小野花和不同形态
的青苔，给探寻谷底之路增添了几
分韵味。

身处谷底，只见，瀑布在崖壁
周 边 舒 展 着 身 姿 的 树 木 的 包 裹
下 ，颇 为 夺 目 。 仰 望 瀑 布 从 天 而
降 ，水 落 之 处 ，水 花 飞 溅 ，气 势 如
虹，声若雷霆，响彻山谷。在崖壁
的 作 用 下 ，瀑 布 周 边 形 成 了 几 幅
小小的水帘，缓缓泻下，犹如散落
的 珠 链 ，别 有 一 番 韵 味 。 不 禁 让
人 感 叹 ，真 是“ 人 在 画 中 游 ，画 在
景中走”！

鸡足山玉龙瀑布迎来最佳观赏期

□ 杨木华

到洱源牛街泡澡，纯属偶然。
那是远行归来。本可以另选

他途，可想用温泉洗去一身疲惫，
所 以 我 们 刻 意 绕 道 进 入 这 个 小
镇 。 车 一 停 ，年 轻 的 老 板 热 情 地
帮 忙 倒 车 停 车 ，招 呼 我 们 进 内 院
泡澡。据他说单人泡澡间正在修
整 ，现 在 是 大 澡 堂 。 已 经 来 过 一
次 的 同 行 人 清 楚 我 的 目 标 ，都 帮
着问老板：那个有石围栏的冒热水
处在哪里？

是的，我来牛街不是泡澡，而
是要找那个热水升腾的地方。我
在书本上读过牛街温泉，读过牛街
茶马古道，马帮、温泉、美食从文字
中蜂拥而来，填满我对牛街的美好
期待。

那个老板回答我的第一句话
就是：“车开不到，路远呢！”我追
问：“走路需要多久？”他含糊其词：

“半个多小时！”来回不过一小时，
她们泡澡也需要一小时，我走快点
应该赶得上！

一番周折之后，我入村见一个

红柱青瓦的八角亭阁，一群老人家
在亭中边做针线边闲话。亭子下
侧，一个石栏古井轰然呈现，旁边
还有一个洗衣服的妇女，一定就是
我寻觅的温泉了！

这是火热的七月，看不见热气
氤氲很正常，但温泉的气味，竟然
也一点都嗅不到！靠拢细看，一丝
升腾的热气都不见。伸手一试，竟
然是冷水！抬头问那妇女，大约听
不懂我说的汉语，她指了指亭子。
我起身去亭中问，一位慈祥的老大
妈手一抬说：沿小路向前就是！

那路果真只能小三轮勉强通
行。我顺着曲曲折折的路，看两边
古老的瓦顶建筑，以及房前偶尔出
现的花草。走着走着，视野一宽，
那个石板盖顶石柱林立的长长水
井果真出现眼前。井边的石板地
上，一个女子正在刷簸箕，而男主
人正在打水冲她刷过的地方，更关
键的是，他打出的水热气升腾，而
特有的温泉味道也扑面而来，这才
是我要找的牛街温泉！

这是一个方圆十多平方米的
小平台，中间是温泉，三边是人家

的墙壁，一方敞开迎接来人。热水
从长条形的横井底汩汩冒出来，涌
水量不小，我不敢去那池里试，只
敢去他的桶中试：太烫了！指尖一
碰 触 就 缩 回 来 的 我 ，忍 不 住 这 样
说！他笑着说：“烫呢，烫呢，小心
些！”这一抬头，才发现路上边也有
一些石栏杆，走上去一看，依旧是
喷涌的温泉，泉水之上是一栋三层
楼。那里地势窄一点，靠近大路，
更多人自然到下面宽阔处。

在 温 泉 ，我 看 见 了 旁 边 停 的
车，我明白开始遇见的那个年轻老
板是故意说“车开不到”，他担心都
走 了 ，他 生 意 就 少 了 一 单 ！ 车 可
达，我心就安定下来，我且徘徊，她
们泡完澡等不得自然会来接我。

这一逛，我就看见了那个很有
特色的门——卧虎岗。

那是夹在两栋瓦屋之间的拱
门，古典装饰包围着蓝三角，下面
是少见的蓝色云纹图案，蓝字蓝砖
中 间 是 红 色 的“ 卧 虎 岗 ”三 个 大
字。这里究竟有什么故事？门内
白墙上篆书的“藏龙卧虎”四个大
字牵着我的目光一路向上。曲曲

折折之后，我看见了牛街小学坐落
在小山包顶上！原来，藏龙卧虎的
真味属于山顶、属于学校，卧虎岗
实在是名副其实！

可我还想知道更多故事。于
是，我把蓝色拱门图发给了好友灿
鑫。关于牛街的故事，我在他的文
章中读到过，他曾在这里教书数年，
问他很适合。果然，他立即回话，说
牛街是他的根据地，要叫人接待我，
还给我讲茶马古道温泉……

听他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在
刚才看见的温泉之上的那栋三层
楼上泡澡了！十块钱，我进入单人
间，在温泉水中一沉，就只剩下时
光温热，岁月静好……

按澡堂老板的指点，我十分钟
回到车旁边。路上的野生菌早就
卖 完 了 ，她 们 也 刚 刚 泡 完 收 拾 妥
当。她们泡的地方，是打了地下温
泉上来，有大的泳池，可以畅快游
泳，而我去的地方，是一个人的温
暖……

无论 是 大 澡 堂 还 是 小 澡 房 ，
只 要 来 牛 街 ，你 的 温 暖 故 事 都 会
发生……

在牛街泡温泉

9月 14日，几位观众正驻足画作前品赏。
当日，由大理州艺术品收藏家协会、大理古郡会展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画坛双星——“迎中秋·庆国庆”大理著名国画家谢长辛、辛恒先生作品联

袂展在下关兰花苑会展中心正式开展，展期一个月。 ［记者 王晓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