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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塔 文 史

华中大学是在1924年，由武昌博文书
院大学部、汉口博学书院大学部、长沙雅
礼大学、岳阳湖滨大学及武昌的文华大学
等，合并组成的一所教会大学。校长由英
国伦敦经济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
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荣誉博士韦作民先
生担任。校址在武昌昙华林。设有文、理、
教育三个学院。这所大学虽然规模不大，
但各种设备比较齐全。特别是理学院，是
当时美国耶鲁大学在中国的一个分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随
着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相继
陷落，华北、华东大部分地区沦入日寇的
魔掌之中，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教育事
业，受到近代社会以来的空前劫难。当时
在备受敌机轰击的威胁下，华中大学依然
在原址维持着自己的正常教育运转。直
到1938年暑假期间，面对日寇在其占领区
的残忍行径的严酷现实，学校当局终于采
取了西迁的行动，这就是华中大学的第一
次西迁。学校于8月21日迁达广西桂林，
并在桂林地方教会的热心帮助下，租借到
了教室、办公室和图书馆等教学办公的地
方，使华中大学较快地恢复了教学秩序。
但是好景不长，在当年的初冬时节，日寇
飞机就连续光顾桂林，人们理想中的战略
后方很快就变为炮火的前沿，其中学校一
幢男生宿舍被炸毁。为谋求教学及学术
研究的正常秩序，学校决定继续西迁，打

算在四川或云南寻找新的校址。
1938年春天，校长韦作民博士到达云

南昆明，为华中大学寻找校址。韦博士在
昆明有许多朋友，经朋友介绍，他结识了家
居大理喜洲的云南大族头面人物严子珍。
严子珍先生推荐将喜洲作为华中大学的办
学落脚点。韦博士风尘仆仆地赶到喜洲考
察后十分满意，并立即将喜洲推荐给临时
执委会，建议将华中大学迁至喜洲。

1939年 4月初，华中大学就搬到了大
理点苍山下洱海之滨的喜洲镇，将喜洲南
门外相互毗邻的大慈寺、玉皇阁、奇观堂
和张公祠等寺庙作为校址，并租用了一些
大户的院子作为学生宿舍，于 5月 1日正
式开学。这所大学从武昌经桂林到喜洲，
师生长征八千多里，而总计学生缺课不满
六周，约占全学年的五分之一，这种精神
实在令人钦佩。

华中大学在喜洲落脚之后，设有文学
院、理学院和教育学院等。文学院设中文
系、外文系、历史社会系和经济系；理学院
设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教育学院设教
育系、心理学系及音乐专业。各学院在努
力完成各自教学任务的同时，还纷纷确定
自己的科研课题：一是对西南边疆的民
族、文化、历史作研究；二是有关西南民族
社会生活的研究，包括宗教信仰、衣食住
行、生活方式、婚丧嫁娶及风俗习性；三是
对滇西的酒精、皮革、油脂工业作专题研

究；四是对西南民族的语言作研究。学校
科研活动十分活跃，学术气氛很快得到了
恢复和发展。同时扩大了招生，云南地区
成为华中大学生源的主要地区。同时，不
少四川、贵州、广西、湘西的学生也来此就
读，华中大学已真正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的
一所大专院校。

华中大学在喜洲，从 1939 年开始到
1946年，整整办学 8年之久。这个时代正
是抗日战争十分紧张，生活非常艰苦的年
代。不少师生远离家乡和亲戚朋友，生活
十分艰苦，只能靠微薄的薪俸和极少的助
学金维持生活，但艰苦的环境也磨炼了师
生的意志。在这八年间，学校培养了一批
又一批学生，据《喜洲镇志》载：“华中大学
在喜洲办学，招过八届学生，云南籍学生
先后有300多人。”极大地促进了大理乃至
云南地区教育文化的发展，改变了当地的
很多习俗，在滇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
时，学校还进行了一项又一项学术研究，
为云南培养了新一代人才，为边疆播下了
文化种子。在这 8年间，华中大学对喜洲
的文化教育事业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当时喜洲有一所私立五台中学（现在大理
二中的前身），教育学院学生到三四年级，
大部分要到这所中学任教实习，有的教师
也到学校兼课，五台中学实际上成了华中
大学教育学院的实习中学，八年来培养了
数以千计的初、高中生。对提高当地文化

水平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华中大学的
师生对白族的语言及社会进行了调研，对
南诏大理国的历史古迹进行了调查和考
证，对洱海水质、水生动植物及生态的研
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撰写的学术论
文曾在国内外知名杂志发表，有的还得过
奖励。

华中大学在喜洲期间，用木炭火力带
动汽车发电机发电，供照明和碾米，使喜
洲人大开眼界。在大办火力发电的同时，
喜洲五台中学校长杨白仑聘请华中大学
的几位物理系教授，对苍山万花溪、阳溪
等水力资源作调查勘察后，提交了《大理
喜洲万花溪水力发电报告》，于 1944年开
始筹备建厂，成立喜洲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以喜洲的商业资本家、商号、五台中学
为主要股东，购置水力发电机，并于 1945
年建成发电，这是云南省历史上继昆明石
龙坝电站之后建成的第二个水电站。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6 年 4 月，华
中大学离开喜洲，到昆明后转长沙，再回
到武昌。解放后，华中大学由私立大学转
为公立大学。1951年华中大学与中原大
学教育学院合并，1953年改为华中师范学
院，成为一所综合性的师范大学。

如今，这所大学，虽然离开喜洲整整
六十多年了，但大理各族人民仍在念念不
忘地议论这所大学给大理乃至滇西教育
事业及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的种种好处。

华 中 大 学 在 喜 洲
□ 赵守值

近日，弥渡县南诏铁柱“三防”
和环境整治一期工程正式竣工，这
标志着该县唯一的国家级文物保护
单位——南诏铁柱的保护和维修步
入新的阶段，一个经典的旅游文化
景点呼之欲出。

据悉，南诏铁柱始建于公元876
年，铁柱为直圆柱体，通高3.3米，胸
围1.025米，重约2069公斤。中段铸
有直列阳文楷书“维建极十三年岁次
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22
字，“建极”是南诏第十一世王世隆年
号，建极十三年（公元872年）时当唐
懿宗咸通十三年，距今已有1100多年
的历史，以其高超的冶铁技术水平和
延续千年的彝族踏歌祭柱仪式，成为
南诏历史中最为杰出的历史遗存。
1965年被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
省级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是弥渡县境内唯一的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近年来，弥渡县把南诏铁柱列
为一个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始终坚持不懈地采取有效措施，把
这一个珍贵的历史文物保护好、利
用好。近年来，弥渡县把铁柱小学
从南诏铁柱庙里整体搬迁出来，采
取政府拨款、捐款等多种形式，多
渠道筹措资金，先后修复了外院的
大门、大殿、三拱石桥、大照壁等建
筑和道光年间弥渡文人李菊村所
撰长联，重立中院的主殿、殿门“威
镇昆弥”、佛龛顶“标绩全滇”匾，重
建后院的三皇殿、圣母殿、土主殿
及北厢房，再次还原了南诏铁柱庙
庙宇占地 5541 平方米，建筑面积
1542平方米，由前、中、后三院组成
的建筑格局。

由于南诏铁柱庙位于村庄之
中，属典型的田野文物，周边环境
差，自然损坏严重，安防、消防、防雷极为迫切，
小规模的修缮与整个维修保护需求差距较大。
弥渡县按照南诏铁柱保护规划要求，于去年积
极争取并组织实施南诏铁柱“三防”工程，按照
野外与室内并重、人防与技防结合的整体工作
思路设计工程实施设计方案，分三期对南诏铁
柱进行全面维修和整治，建立文物安全防范体
系，确保文物安全。一期工程重点是维修总投资
140万元，于今年2月6日开工建设，现已全面竣
工。二期、三期为环境整治工程，总投资 340万
元，国家文物局缜密评审修缮方案，充分研究分
析实施细节，目前二期即将完成建设。三期工
程项目投资100万元，相关工作正在有序进展，
年底以前项目建设将全面完工。届时，南诏铁
柱作为弥渡县旅游文化的一张名片，将更加光
彩夺目，令人神往。 （通讯员 王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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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锦绣大理系列丛书又添新作，《大理
海东志略》、《罗荃胜览》、《大理·海东楹联古诗
词集萃》三本书籍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丰富了大理海东的相关图书典籍。

由于洱海的阻隔，海东地区的经济文化滞
后于海西地区，但作为白族化的核心区域，它比
海西保存了更多的白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旅游观光及开发利用的风水宝地，更因眼
下“保护海西、开发海东”已成共识，海东越加引
人注目起来。

《大理海东志略》、《罗荃胜览》、《大理·海东
楹联古诗词集萃》等三书的主要编撰都是生于
海东，长于海东，既有文化，又是深爱家乡的热
心人，其中，杨沛泽是回乡企业家，多年来致力
于罗荃半岛景区的扩容与提升，杨沛民从事教
育工作40余年，发挥余热醉心于整理本乡本土
的历史文化掌故。三书皆是用朴实的笔法，较
全面较系统地介绍了海东镇的现状及历史，风
物与人文，不仅有存史的作用，有介绍的作用，
更有资政的作用，对人们了解海东、认识海东、
开发利用海东都有诸多裨益。

（记者 王晓云）

《大理海东志略》等出版

巍宝山古建筑群精妙绝伦，美仑
美奂，是中国道教建筑艺术的精品，中
国古典建筑的瑰宝，被专家称为中国
古典建筑艺术的宝库。

沿过去上山的老路，一路有头天
门、甘露亭、报恩殿、巡山殿、文昌宫、
灵官殿、主君阁、青霞观、玉皇阁、观音
殿、斗姥阁、三清殿、三公主殿、财神
殿、培鹤楼、含真楼、三师殿、三皇殿、
无极宫、碧云宫、云鹤宫、道源宫、长春
洞等 20 多座宫观殿宇。宫观依山就
势，布局巧妙，出阁架斗，工艺精湛，雄
浑古雅，雕塑形象逼真传神，雕刻壁画
和图案丰富多姿，具有浓厚的宗教色
彩和民族特色。

文昌宫始建于汉代，历史年代最
为悠久，相传为汉末名士孟优、孟节的
隐居之所，这里以前一直是当地群众
祈雨或庆丰的场所。清初扩建为道
观。道观建筑很富有道教建筑特色，
由大门、过厅、大殿、偏殿组成。正殿
祀奉主神文昌帝君，该神在道教神系
中主管文教事业和禄位升降。旁边塑
有天聋、地哑二僮，以示保密。过厅塑
有关公夜读《春秋》的塑像，搬出关公
作为护法神，寓指文武双全，武将尤需
习文，才能有勇有谋，也强调了文化教
育的极其重要的意义。龙池上有文龙
亭。龙池边垂柳依依，别有情趣，自古
以来即有“龙池烟柳”一景。

文龙亭的墩壁上有一组色彩斑斓
的壁画——这就是被称为巍宝山镇山
之宝的“松下踏歌图”。这幅画绘于清
代乾隆年间，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每年
巍宝山山会时，彝家人在古树林间打
歌竞技的场面。历经数百年的风雨剥
蚀，仍瑰丽清晰，生动感人。仔细品
读，仿佛还能听到当年彝家人打歌的
欢声笑语。该壁画摹本曾在东京、巴
黎展出，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是
弥足珍贵的艺术品。

观内有明代大学士杨升庵撰写的
“明镜无分圆缺相，孤云不系去来心”
一联，是十分珍贵的墨宝，其艺术韵味
和对仗都很精彩。此外，亭中的楹联
佳对“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
深”，也具有儒雅斯文的韵味，往往令
游客驻足品味。

灵宫殿又名主君阁，始建于明末
清初。灵宫是道教神系中的护法神，
惩恶扬善，主持人间正义和法纪。庭
院内高达18.88米的古山茶，距今已有
400多年的树龄，开花时节，花大如碗，
红如胭脂，花团锦簇，十分壮观，是世
界上最高的山茶花树。

玉皇阁初建于明代晚期，改建于
清乾隆十三（1784年）。其中弥罗上宫
即灵父圣母殿，供奉玉皇父母。正院
中央有一棵历经 150 年风霜的玉兰
花。在正殿玉皇大帝塑像的天花板

上，绘有一副水火匡廓图，该图又称
“明镜图”，是道家最原始的太极八卦
图，据传是道士修炼长生不老丹的示
意图，它对研究巍宝山道教的起源和
派别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青霞宫亦称清微宫，俗名老君
殿。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 1683年），
由湖北武当山全真道士沈妙章创建。
该殿占地面积 4907.7 平方米，是巍宝
山规模最大的殿宇。青霞宫坐落于幽
谷当中，老君殿三面环山，两边峰岭拱
起，四面茂林相拥，宛如一把交椅。相
传太上老君即是在此点化细奴逻，细
奴逻受点化后，开创南诏基业，建立了
南诏国，盛极一时。

魁星阁在巍宝山前半山腰，建于
清代初期。阁门上悬有“奋进夺魁”的
大匾。魁星点斗，圆了许多文人学子
的美梦；奋进夺魁，警醒着许多望子成
龙的家长、争取职务晋升的人们。

斗姥阁居于巍宝山主峰的山巅，
海拔 2509米，是前山和后山的临界转
折点。初建于清初，清乾隆四十年（公
元 1775 年）重建。这里地势险要，环
境清幽，有“危阁居绝顶，手可摘星
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诗句
赞誉。登高览远，视野十分宽阔。

三公主殿是清代大理白族在巍宝
山后山建盖。相传南诏始祖细奴逻受
天命称王，白族部落首领张乐进逑将王

位禅让给细奴逻，并将三姑娘许配其为
妻。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三，大理一带的
白族群众都要来“接三公主”进行拜会、
祭祀，该俗历久不衰，一直持续到现在。

长春洞是巍宝山上的最后一座宫
观，也是最精妙的一个地方，其杰出的
建筑艺术和宗教文化特点让人叹为观
止，流连忘返。大殿和前殿初建于清
康熙己未年（公元 1715 年），清道光、
咸丰年间，大殿改修为两转楼，光绪年
间，又增修了两厢房和花院。

长春洞处于古柏包围之中，古柏
都有四五百年的寿龄。长春洞占地不
到 2亩，却有九楼十院，外形构造及屋
顶设计呈八卦形布局，是其独特和精
巧之处。花园和厢房呈太极图中的阴
鱼象，主殿和前殿的布局呈阳鱼象，围
墙按方位呈八卦之象，殿内祀玉皇大
帝、雷祖、真官、马帅、灵官等道教神
像。长春洞中的木雕、刻绘和壁画，是
珍贵的文物瑰宝。仅看大殿的雕刻，
其形式有平雕、浮雕、立雕、圆雕和数
层镂空透雕，玲珑剔透，工艺十分精
湛。殿内还悬挂有一些匾联，皆为清
代名贤遗墨，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和
研究价值。在长春洞的雕刻当中，最
富有艺术创意的莫过于大殿的浮雕。
大殿承尘格板中央，雕有一条精致的
木蛟龙，镂空雕出，堪称木雕中典范之
作；藻井内壁画有八卦，雕有一紫色之

龙盘旋其间。殿门左边雕有金鸡报
晓，指代太阳，右边雕有玉兔捣药，表
示月亮，合起来表示日月同辉。在圆
形的乾坤窗四周，雕满蝙蝠，寓意“福
满乾坤”；圆窗下有两只凤凰，飞向中
间火球，表示“双凤朝阳”；此外雕有金
龟托山，表示长寿；雕有仙鹤衔芝，表
示吉祥；鱼跳龙门，暗寓仕途通达；还
有木鱼吐珠、麒麟撞钟等，各有象征意
义。两旁有八仙过海、麒麟八态，雕刻
精湛，栩栩如生。这些雕刻用象征的
手法表现了传统文化中的“福禄寿喜”
等内容，蕴涵之丰富，刚好被檐下的

“万象中涵”“包罗天地”一语道破。别
的房间门窗也有众多雕刻，花木鸟兽、
瓜果蔬菜、棋琴书画、文房四宝等等，
内容之丰富，实属罕见。这些雕刻富
有装饰和审美效果，又包含着丰富的
文化内容，堪称瑰宝。长春洞的彩画
艺术也是一绝，“群仙宴会图”、“三皇
图”、“九龙图”、“二十四孝图”等，颇有
敦煌壁画的韵味。这些壁画，对研究西
南道教历史及道教文化有重要意义。

长春洞的木雕、石雕、壁画、彩画、
匾额等，不仅是宗教思想的载体，也是
不可多得的审美艺术品和珍贵的文
物。此外，长春洞内的花木也是一绝，
这些花木映衬着山光云影，别有洞
天。其中的一棵珍稀树种云头柏，高
不过3米，却已经有200多年的树龄。

巍宝山古建筑群——中国古建文物瑰宝
□ 马光辉 刘绍德

5 月 12 日 ，云南省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实地调查阶段督查验收组对巍
山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阶
段工作进行了督查验收。

作为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文物
大县，巍山县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
于 2008 年 7 月初展开野外调查，已于
2009年 12月底完成了第二阶段的实地
调查阶段工作。从2010年1月至4月全

面转入资料的整理及查缺补漏工作。
目前，全县文物普查工作已经全面结
束，共普查文物 283项，其中复查 71项
（国保单位 2项；省保单位 4项；州保单
位 3 项；县保单位 49 项；二普文物 13
项），新发现文物点 212 项。形成了第
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
表 283 套，拍摄文物照片 7800 余张，碑
刻拓片 35张。通过此次文物普查工作

的开展，全面摸清了该县不可移动文物
的家底，为做好该县的文物保护和利用
工作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

督查验收组通过听取汇报、资料检
查、实地抽查等程序，一致认为，巍山县
第三次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阶段工作，由
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成效显著，实地
调查阶段工作已达到验收合格的标准。

（通讯员 纳惠敏 字 兴）

巍山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阶段工作通过省级验收

位于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的古生戏台是颇具大理地方特点的清代戏台，该戏台坐东朝西，高8米，宽7.1米。戏台
外形美观、造工精细，檐下额枋、檐枋、生花板，梁头雕刻和彩绘，两侧照壁中央有圆形彩雕装饰，左塑青龙、右塑白虎，
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1985年大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8月立碑保护，是大理地区现存古典戏
台中别具一格的古建筑艺术珍品。 （孔云秀 摄）

糖画，是用蔗糖糖浆为料，以
勺盛浆为笔淋于石板上成型的糖
食。观之，千姿百态、玲珑剔透，金
光闪耀；食之，酥脆甜香，回味久
长。是鹤庆的一种独具特色的传
统民间工艺。

糖画的制作工艺，首先讲究的
技艺是熬糖。即把加工好的蔗糖
放进小铜锅中，下边用炭火加温液
化。熬糖讲究火候，是显示艺人功
夫的手段。糖浆要溶成酽米汤状
的糖稀，稀了不能“绘画”，酽了难
以“绘画”。要掌握熬成“拉浆成
丝、滴浆壘迭”的程度。

糖熬好了，便可“作画”。“作
画 ”分 为 滴 铸 、拓 铸 、吹 拼 三 种
工艺。

滴铸“作画”，用勺盛熬好的糖
浆，信手将其滴绘在光滑的石板
上，凭兴巧绘成各种有趣的小动
物、花卉、玩具等图案。再粘上竹
签，拿在手中，边观赏，边品尝。

拓铸“作画”，首先在选好的墨
石或大理石石板上，雕出各种造型
作为糖模。再把熬好的糖浆徐徐
注入糖模中，糖浆一接触到石模，
就会渐渐凝固。糖浆如线一直注
满糖模后，趁其未完全凝固之际，
将竹签粘于画上。待完全凝固后，
从糖模中连糖带签一同取出，一件
糖线勾描的作品即成。

吹拼“作画”，又称吹糖人。先
将加热变软的糖浆滴迭成“饼”，制
成“泡模”，然后像吹气球一样往

“泡模”中吹气。吹气的同时，用手
将“糖模”轻轻扭拉成所需造型，即
成壁薄、中空，表面丰满光润的糖
泡。再在糖泡上用“滴铸”工艺，配
以“配景”，便成为一幅幅别有情趣
的佳作。

据口述资料介绍，鹤庆糖画出
现于明朝初洪武年间。此时，明军
及中原民众戍屯入滇，将中原文化
及其一些工艺及生产技能同时带
进戍屯之地，糖画这种民间工艺，
便在这时传入鹤庆。经历代鹤庆
艺人的实践、再创作，逐渐发展成
为一种独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传
统工艺。

历史上鹤庆较有名气的糖画
艺人有刘糖人、牟糖人和清末至民
国年间的陈真、陈宝元、老湖。他
们的糖画，各怀绝技，独树一帜。

陈真，为清末时期鹤庆糖画名
艺人。家中开个糕点铺，兼营糖画
工艺。他长于拓铸技艺，工夫十分
了得。他“画”的内容题材十分广
泛，除传统的戏剧人物外，还有民
间喜欢的吉祥文化图谱如龙、凤、
鹿、麒麟、鲤鱼、石榴、莲、佛手等。

“画”幅有大有小，小者有黄豆粒大
小的蟋蟀造型，形态逼真，须、足皆
全。大者有一平米大小的屏画，上

“绘”水浒中的108将，造型各异，面
貌互不雷同，人物布局得当，配景
层次分明，称之绝作。

陈真的另一手绝活，是糖塑
工 艺 ，即 将 画 作 加 工 成 立 体 造
型。用于祭祀和祝寿的摆供。其
代表作有《龙凤寿烛》——一支硕
大的大红烛上，用滴铸作画工艺
把烛装饰。烛之顶部，是一只轻
抖双翅、欲展翅腾飞的金凤。烛
身缠绕着一条张牙舞爪、穿游在
五色祥云中的金龙。烛谐音祝，
借其糖塑祝主人龙凤呈祥。另
外，他制作的糖塑画屏，亦展示了

他卓绝的糖塑工艺技能。如八仙
庆寿和三星拱照屏——先以拓铸
工艺拓铸出背景画面，再在画面
预先设计好的部位，用吹拼工艺
装置上八仙或福、禄、寿三星的造
型。再作些点缀装饰，便合成为
一幅幅工艺卓绝、气势恢宏的画
屏。

陈宝元，系陈真的大女婿，是
民国时期至建国后这个时段的又
一糖画名艺人。他得岳父真传，长
于滴铸工艺，作品亦多获赞誉。他
滴铸的糖画的题材十分广泛，内容
十分丰富，多与本地民风民俗及现
实生活相关，能“绘制”数百种造
型。其作品的特点是造型醒目、色
彩和谐、物生动态。

陈宝元作糖画的工具和用料，
又有自己的一格。所用工具除他人
常用的那套外，他的工具中增加了
剪刀、木梳和细铜丝绕成的弹簧、小
篾刀及各型竹篾。剪刀用来“修剪”
造型“多笔”；木梳用来压纹拓线；弹
簧装于造型的关节及某些部位，使
其造型灵活转动；小刀和竹篾用以
制作造型的骨架和支撑。此外，还
增添了一个化糖保温柜——一个分
为四格的长方型铁盒，分别装放配
了食用色素的四种“料糖”，下边有

“炉盒”，内燃锯木末加温。
陈宝元制作糖画，多用滴铸与

糖塑工艺相结合的手段制作。先
将各种造型“部件”用滴铸法“绘”
好，再将其粘拼于竹篾骨架上。粘
拼时，按预先设计将弹簧装到相应
部位，最后再用配景组合即成。他
的作品，因用着色的糖料制作，故
显得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并用以
辅助材料作点缀装饰——花椒籽
作眼珠，棉花作须、眉，花朵作缨
络，花瓣作舌、耳……无形中增添
了造型的动感。在造型的某些部
位装上弹簧，也是陈宝元的一大创
造和独有的表现手段。他作品中
的狮耳、凤冠、虎尾、龙眼等处均安
以弹簧，一有风吹草动，这些部件
就会振动，静止的糖画，便就成了
活动的“灵物”。他的杰作是花篮
和雄鸡图。花篮以 99 朵花朵和 99
朵花蕾分别组合成福、寿两个字。
花型各异，色彩和谐，字形洒脱，笔
划有力。雄鸡着色层次分明，搭配
协调，加之冠、嘴、翅、脚处装有弹
簧，稍一振动，鸡便冠动、嘴张、翅
移、脚跃，成了一只活鸡。

老湖，姓名少有人知，因系湖南
人流落鹤庆，邑人便以他的籍贯当
称谓称之老湖。他作糖画，以吹拼
工艺见长。他先将现铸的“饼模”初
吹为“泡模”，稍喘口气，又接着像吹
气球样，连吹带拉，相间捏、扭，将糖
泡吹拉捏扭成葫芦、金瓜、小猫、小
鼠等造型的粗模。随之，用刀或梳
压纹理，挑鼻口，再用辅助材料装眼
珠、粘毛发，最后以滴铸手法作点装
饰，即成糖画小品。若制作大件作
品如二龙戏珠、双凤朝阳等糖画，则
先分别将头、身、翅、爪、脚各部位吹
拉而成，然后将其拼粘组合即成。
老湖的吹拼糖画的特点是造型中空
透亮，表面丰满光润，构图协调、笔
法简洁，有一种稚拙美感。其代表
作是二龙戏珠和双凤朝阳。

糖画，是鹤庆传统文化遗产中的
一枝独秀，时至今日，仅只有杨熙一个
年轻传承人。我们呼吁：望有识之士，
为传承鹤庆的糖画工艺，献计献策。

鹤 庆 糖 画
□ 章天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