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涧县盖瓦洒村二月初八“哑巴”
狂欢节的准备，从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
开始，是全村一年一度最重大的节日。

这天，村里居民每户一人集中共同
研究，推选出一位大家首肯德高望重的
人做“会头”主持人，组织大家准备当年
的哑巴节诸事，村民们自己也通知亲朋
好友和远嫁他乡的女儿，参加一年一度
的哑巴节。施云坤告诉记者，他已连续
当了20年的“会头”，他现是该活动的云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二月初六，“会头”召开秘密会议，
选定8位演“哑神”的年轻人，分派角色，
初七秘密修整道具，并通知全村人停工
一天以及节会期间的注意事项。

二月初八（今年是3月12日），盖瓦
洒村人期盼一年的哑巴节如期来到。
清晨，人们换上崭新的服饰，认真准备
着活动所需的用具，寨主督促各路口户
主上山砍荆丛，在太阳出来前堵死各个
进寨的路口，并派专人把守，不让外寨
的人进来，凡想进寨者，先与主人对歌，
赢者进寨，输者返回。一般守路口者为
十名女性，且为本村对歌能手。

午后，各家各户由户主用筛子端着
八大碗祀奉八方诸神。仪式结束后，坐
在各自家庭院中，撒上刚摘来散发着清
香的青松毛上，主客一起用餐。年轻人
迫不及待地集结在一起，唱歌跳舞，嬉
戏玩耍，等待晚上盛会的到来。

跳哑巴舞，扮演者为9人，其装饰打
扮奇异滑稽。他们的人选由领头人秘
密选定。参加舞蹈的人要在身上绘上
彩纹理，戴上面具，互不认识。入选者
都是身强力壮的男子，且家中一年内无
不吉之事发生。其中一人为领头，他不
戴面具，彩绘全身。两人扮孔雀，其他6
人扮三对“哑神”夫妇。有两人的化妆
则是浓墨重彩，脸上戴着涂得古怪的面
具，腰部双手双脚贴满羽毛，扮演神
鸟。“男神”上体赤膊，胸部画有红色的
麒麟或老虎，下着麻布短裢等饰物；“女
神”（也为男子装扮）上穿短布衣加围
裙，裙前系一铃铛，脚穿绣花鞋，随“男
神”前后左右跳。

当夜幕降临时，村中燃起熊熊篝
火，芦笙悠扬婉转，竹笛清脆悦耳，对调
声此起彼伏。

就在大家酣歌劲舞时，有人突然大
喊——“哑神来了！”于是，人们停止舞
步和吹唱。在一阵铃铛声中，6 个“哑
神”和两只孔雀在领头的引导下，跃入

场内，开始跳“哑神之舞”。“女神”紧跟
在“男神”前后左右摇摆狂舞；“神鸟”则
拖着一个长长的尾巴，边跳边与周围围
观的人嬉戏。遇到“好人”就友好地用
嘴去啄，遇到“坏人”，则用尾巴去甩打
他们。

“哑神”们在歌场与大家打歌一段
时间后悄悄离开，挨家挨户去给村民驱
妖降魔。先由大“哑神”跳一圈，然后其
他角色才入内，跳时以打歌步伐为主，
无固定格式和规则，自由表演，两只孔
雀互相踊跃对逐。表演完后在众人的
吆喝声中，表演者跳跃出户，表示该户
已送走“哑神”。如此重复直到最后一
户结束，并在全村老幼的追逐吆喝下
到达村边，卸妆后秘密返回各自家中
或打歌场。

施云坤说，千百年来，无量山哑神
节主要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在整
个活动中主要以“哑巴”们头戴面具、身
画彩绘的裸舞为主。他通过系列祭神
驱邪活动，表现出当地彝民对自然、神、
祖先等原始的宗教崇拜现象，是古老的
生殖文化的遗存和延续，是原始生殖文
化的活化石。这一行祭方式从中蕴藏
的文化内涵，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
色，后经以哑巴舞蹈为原形改编创作的
舞蹈《热闷巴》搬上舞台，参加省、州、县
演出，多次获奖，赞誉声不断，是云南民
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中一朵灿烂的艺
术奇葩。

南薰桥，坐落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镇宾川县州城镇南门外离娄河（古名钟
良溪）上，是一座单孔石拱牌楼式风雨
桥。距宾川县城金牛镇约 10 余公里。
据《新纂云南通志》记载，南薰桥始建于
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由宾川
知州朱官主持兴建。现存的桥梁为清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 1897 年）九月黎元
熙主持重修。桥长15.6米，宽5.16米，高
3 米。条石为基，木瓦建牌楼；雕梁画
栋，檐牙高啄；廊桥卧波，古朴坚美。桥
两端为门亭，内立碑记；中为正亭，两侧
设栏杆、坐方；桥头悬挂“南薰桥”金字
红匾。结构精巧，工艺精湛，历经风雨
数百载，仍巍然壮观。改革开放以来，
省、州人民政府曾先后两次拨款维修，
现保存完好。

南薰桥不但年代古老，而且具有光
荣的革命传统。州城原为明、清两代宾
川州治所在地，故名州城。民国2年（公
元 1913 年）改州为县，又为宾川县城。
自明弘治七年（公元 1494 年）建置宾川
州，治所筑大罗卫城，即州城，至1956年
宾川县城迁至牛井，州城作为宾川州、
县治所在地共 462 年。1936 年 4 月，贺
龙、任弼时率红二、六军团长征过宾川，
在州城遇反动势力阻挠。4 月 20 日拂
晓，红军派出一位团参谋长带着五个战
士，经南薰桥，抵城南门喊话，要伪县长
出来谈判解决红军过城问题。守城顽
敌公然开枪打死红军谈判代表，红军被
迫攻城。战斗中，南薰桥成为红军的掩
体和抢救伤员的临时救护所。当日下
午，攻克州城，歼灭守城顽敌。是役为
红二、六军团途经滇西最为激烈的攻坚
战，打出了红军军威，有力地教训了反
动势力。此后，红军途经鹤庆、丽江、中
甸，敌人闻风丧胆，逃之夭夭，不敢再负
隅顽抗。

1988年 5月 27日，大理州人民政府
公布南薰桥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4 年 12 月 26 日，中共大理州委
决定，将南薰桥列为州首批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南薰桥题名为“南薰”，其题旨表现
了古代执政者爱民求治之良苦用心。

据现存明代李元阳《南薰桥记》
（《雍正宾川州志》卷十二）载：“嘉靖二
十三年正月甲子，宾川知州安庄朱君作
桥于城之南门。越三月朔，桥成。明日
丙午，州之宾僚士儒合酹于桥，祝爵于
侯。维时凯风景明，其为士者歌薰风之
诗。宾曰：‘其以 ”南薰“名桥，侯之惠
和，其永于吾土乎！’乃驰龙津何邦宪
书，征灵鹫山人李逸民为之记。”这段文

字记载了该桥为知州朱官主持兴建，开
工、竣工的时间，该桥命名为“南薰”的
经过及桥名题写者和《南薰桥记》作者。

南薰桥的命名，可以说是长官意
志，也可以说是民意。南薰桥于1544年
正月甲子破土动工，竣工于三月初一。
第二天，三月初二，全州（县）官绅士子
在桥上集会举行庆典，并向朱知州敬酒
祝贺。其时春风和煦，阳光灿烂，朱知
州兴致很高，在庆典上给与会的士子们
放歌吟唱先秦古歌《南风歌》。现场有
识之士即倡议：“如果以‘南薰’为桥
名，知州大人惠民之德政，将会永远地
留在我们宾川土地上啊！”群众当即附
议。于是就派人骑快马请何邦宪（宾川
第一进士，于时为朝廷命官，在云南省
外任职）题写桥名，请云南著名文学家、
历史学家李元阳（大理人）撰写《南薰桥
记》。

品味这段文字，不难看出，桥命名
为“南薰”实乃知州朱官的主张，但他不
专断，而是在竣工的庆典上婉转地提
示，获得了民意的认同。

“南薰”即南风，又称薰风，薰是清
凉温和的意思。其典出自先秦古歌《南
风歌》：

南风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
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南风歌》相传为舜帝所作。全诗

虽四句，但情思复杂。它借舜帝之口
抒发了先民对“南风”既赞美又祈盼的
双重感情。因为，清凉而适时的南风，
对万民百姓的生活是那样重要，不可
或缺。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
兮”，愠是怨恨的意思，是就苦夏的日常
生活而言的。赤日炎炎，暑气如蒸，百
姓怎能无怨？而南风一起，天气转凉，
万民必有喜色。所谓薰风兼细雨，喜至
怨忧除。“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
兮”，适时的南风啊，可以使万民百姓财
源茂盛，丰产增收。由于对“南风”的赞
颂和祈盼，是通过拟想的舜帝口吻表达
的，因此，经后世儒家诗评家的阐释，

“南风”逐渐具有比兴之意，并成为执政
者体恤百姓的象征意象；历代诗人也常
以“南风”来称颂执政者对百姓的体恤
之情和煦育之功。在古代的诗词歌赋
中，“南风”是最具美颂色彩的意象之
一。先秦古歌《南风歌》，即赞颂“南薰”
煦育万物、播福万民的恩泽之歌。南薰
桥命名的典故，也反映了古代执政者构
建和谐社会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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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洱漫谈 ⇨吴棠 专栏

“清明”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
原与农事有关。每年4月5日前后，气
温升高，草木荫茂，农民开始春耕春
种，农谚有“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
田莫迟延；”“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
说法。古人还把清明称作“清明节”，
有扫墓踏青的习俗，现已成为国家法
定的公休假日之一。民间非常重视这
个传统节日。扫墓俗称“上坟”，不论
贫富，不分忙闲，在清明前后 10天之
内，都要到祖先、亲人的坟前奠祭、缅
怀。蒙学读本《幼学》中说：“故为人子
者，当思木本水源，须重慎终追远”。
上坟和丧葬一样要严肃对待，其中包
含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

大理被称为“礼仪之邦”，对上坟
一事也就特别重视。以往上坟要到坟
山生火、煮饭、做菜；新坟还须请客，邀
请亲友上山在坟前聚餐。“晌午”吃凉
米线或定做的青豆米蒸糕。为了使主
客长辈休息好，还得搭帐蓬、铺地毯，
甚至把桌凳与炊具、副食品一道人背
马驮带上山。人手少的人家上坟成为
一种负担。不这样做，又怕别人议论

“不孝”或“失礼”。思想开明的人士懂
得：“孝道”是一种传统美德；“人死如
灯灭”，重要的是生前尽孝，死后薄
葬。然而移风易俗做起来有一定难
度，只好入境随俗。到了 1990 年代，
点苍山“十年树木”已经蔚然成林，森
林防火的力度和措施加强。“严禁火种
进入林区”成为硬性规定；不准在坟山
上生火煮食，不准燃放火炮和烧香钱
纸火。开初市民还有一些不适应，随
后几年也就从接受到自觉遵守。如今
上坟已经习惯带点冷食如凉米线或糕
点，香纸只献在坟前不点燃。近年出
现一项好的风气，以鲜花献坟，替代坟
头插柳和酒菜奠祭。仿效的人家越来
越多，清明节的鲜切花，尤其是黄菊
花、白菊花，市场行情看涨，甚至供不
应求。“文明扫墓”在大理成为新风。
其实风气的形成和转变有一定的历史
条件和根源：例如内地城市人口众多，
土地紧缺，选购墓地非常困难。若干
年前昆明的坟山就坟堆密集，无插足
之地；扫墓也就带点糕点到亲人坟前，
看看坟堆是否完好？教育子女认识上
山路径和识别先人坟是哪一冢而已。
大理则不同，世居人家一般都有家族

墓地，苍山脚下的冲积地带空旷，加上
盛产石材，坟墓一般都做得讲究且有
地方特色。到了 1950 年代土地制度
改革之后，土地收为国有或集体所有，
家族姓氏墓地不复存在。1980 年代
之后的丧葬改革，城镇居民去世后推
行火葬，加上城市建设用地猛增，出
现“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现象。“公墓园
林”应运而生，为移风易俗创造了条
件，人们的丧葬观念开始转变。

与清明节上坟有关的礼仪，“墓碑
文化”对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儿童时
代跟大人去上坟很感兴趣，坟前磕头、
聚餐，还能采摘到白刺花、大白杜鹃花
和厥菜，挖点山基土带回家种花。读
书识字后，借上坟机会看看沿路上的
墓碑群。下关的坟地集中在斜阳峰麓

“阴阳街”、“一点红”。数以千计的古
墓造型各异，多数都有“墓志”或“墓
表”，读墓碑能增加传统文化知识。早
先“志”与“表”有区别：放在墓中刻有
死者传记的石刻叫“墓志”；立在墓前，
刻载死者生平，表扬其功德的石碑叫

“墓表”。到后来不论表、志、铭，凡内
容以“纪事颂德，施于金石”，都归入

“碑志类”，成为古今文学中的一类文
体。如今研究地方史、民族史，历代墓
碑的碑文是重要的参考资料，碑的实
体和文字，成为考古、叙述、论断历史
的证据。墓碑上的文字有时代性，例
如1970年代常见的碑联“为有牺牲多
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反映的是“文
革”特殊年代。如今又恢复成古人常
用的“云山苍苍，海（洱）水泱泱；先生
之风，山高水长”。还有墓碑文字对墓
主的称谓，多数仍沿用“显考”（父）、

“显妣”（母）等字样；已葬死者的墓称
“佳城”，生人预先建的空坟，刻“寿
藏”，无生卒年月。碑文的简化成为一
种趋势，只刻墓主生卒年月和姓名，以
及立碑人和修墓日期。碑文虽短，仍
能从中看出生者与亡人之间的亲疏远
近关系。有“未亡人”妻子为死去的丈
夫单独立碑；有姐姐为亡弟建墓，有白
发人为黑发人送别，更有墓主是青年
女性，建碑者不落名的“孤坟”，其中或
许有着一段不为外人所知的“生离死
别”。看墓、读碑会引起联想和感叹，
清明节也就成为追思亲情、友情，体现

“人间自有真情在”的节日。

移风易俗说“清明”

宾川南薰桥
□ 张 旗

二月初八：南涧盖瓦洒村“哑巴”狂欢节
□ 记者 涂序波 文/图

弥渡历史悠久，文物繁多。汉代著
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
中，便有关于弥渡地区先民的记述：“自
滇以北，君长以计什数……”。文中“自
滇以北”至“北至叶榆”，“地方可数千
里”，这当中包括了现今弥渡全境。

在上世纪1985年的文物复查中，寅
街镇营盘山新石器遗址的发现，将弥渡
的社会发展进程推到了四千多年前。

1985年，弥渡在文物复查中取得了
显著的成果。全县共有 36个文物保护
单位，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有一
个：南诏铁柱；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三
个，分别是：永增玉皇阁、白崖城及金殿
窝城址、李文学彝族农民起义遗址，其
余的32项属于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弥渡县
于2010年1月底全面完成田野考察工作，
共实地考察文物点234项，新发现文物点
168项，其中有三处文物点参加了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的评选。

文盛街古驿道暨古建筑群

文盛街古驿道自北向南横穿于文
盛街，全长400多米，是滇西茶马古驿道
中的驿站之一，全部用长 1米，宽 40厘
米的石条首尾相连铺筑而成，两边砌以
不规则的石块，俗称“引马石”。街北头
为财神阁，南头为魁阁，珍珠泉在古驿
道的东南边，如一颗明珠镶嵌在驿道
上。古驿道顺西边蛇山山脚走势而修
穿过文盛街，沟通密祉东、西部交流。
古道东为密祉坝子，西边隔蛇山与凤凰

山（谷家山）为邻。文盛街古驿道往南
至南涧、景东，往北至弥城，过定西岭至
下关、大理，是滇西茶马古道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曾为沟通南北的交通起着重
要作用。古道南、北两头的魁阁、文明阁
保存基本完好，珍珠泉也维护较好，2007
年县政府拨款 20万元重新按古道原貌
作了大的维修，并在古道南凤凰桥北侧
修建了小河淌水意境区，基本恢复了古
道原貌。文盛街古驿道自北向南横穿于
文盛街，全长四百多米，是滇西茶马古驿
道中的重要驿站之一，文盛街古驿道完
整地保存了古驿站的历史原貌，商铺、马
店依然保存完好，且享誉世界的“东方小
夜曲——《小河淌水》”的词作者尹宜公
先生的故居也坐落于文盛街。

青云回龙寺玉皇阁

青云回龙寺玉皇阁位于德苴乡青
云村委会，是以玉皇阁为主体的一阁两
殿两厢一照壁组成的古建筑群，整座古
建座南朝北，建筑占地面 511.14 平方
米，建筑面积841.41平方米。始建于民
国元年（公元1912年），主体建筑玉皇阁
结构特异，造型宏放而不失健秀，不但
充分发挥了抬梁式结构的特点，为增加
玉皇阁的高度，又创造了梁抬柱架式，
是弥渡县境内现存古建中唯一的八角
三重檐盔式攒尖顶殿阁式古建筑，高达
19.5 米，楼底四层，底层为长方形殿堂
加戏台式格局，台基高 3.4 米，进深
10.05 米，三开间通面阔 17.54 米，戏台
于殿堂明间向外延伸 3.24米，通宽 6.16

米，殿堂与戏台总面积为 196.42 平方
米，为延长出檐增加了斗拱层数，在戏
台与顶层出檐上，飞檐都采取了一斗三
升四翘的架法。回龙寺的照壁也是颇
具特色，长 10.7米，高 6米，但在壁檐下
却连续镶了长方形，“花窗”十余孔，“花
窗”内各安放有十八罗汉小塑像及花卉
浮雕，甚为精巧玲珑。在回龙寺下十余
米处，还有奎阁也称锁水阁，其始建年
代比玉皇阁更早，据访口碑，在清代道
光年间始建，于民国十七年（公元 1928
年）重修，主体建筑奎阁为重檐四角攒
尖顶式阁楼建筑，台基高2.4米，底层通
面阔7.7米，进深8.4米，通13.3米，奎阁
装修较为简朴，四壁及窗棂有题辞、绘
画，均为民国年间重修，其余古建保存
较好。青云回龙寺玉皇阁是弥渡县境
内现存古建中唯一的八角三重檐盔式
攒尖顶殿阁式古建筑，整个阁的装修极
为精致，雀替、花牙、挂楣、窗棂、格扇门
雕刻非常精致，柱、檩、裙板壁板乃至燥
井彩绘皆以青绿为主，辍以描金，显得
富丽堂皇，工艺瑧熟，精湛，风格独特，
充分展示了清代的彩绘风格，在云南古
建木作装修中具有典型性。青云回龙
寺玉皇阁保存较为完整，规模较大，充
分显示出地方特色，且自建成至今从未
修缮过，原汁原味地保存了建筑时的历
史、工艺信息，是研究古建筑最为难得
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五台大寺

五台大寺位于弥渡县苴力镇五台

山村委会五台山村，大寺座东朝西，古
建由观音阁及两耳房、王母阁、玉皇阁、
弥勒殿、老君殿及耳房、南、北殿、孔子
殿 和 大 雄 宝 殿 组 成 ，占 地 面 积 约
4364.7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有1831.36
平方米，其中观音阁、王母阁建筑风格
独异，造型新颖，样式相同，一北一南，
以弥勒殿为中心，两相对称，观音阁为
重檐殿阁式建筑，总高约 15米，下檐为
歇山顶，台基 1.75 米，进深 9.3 米，通面
阔 13.5米，三开间，南北两山墙各开拱
券门一道，通南北耳房；自金柱起，两次
间镶隔板圆窗棂，明间装隔扇门6扇，额
坊上装裙板，并彩绘西游记故事图；金
柱至檐柱顶间装天棚板，都有绘画题
辞，一层明间立阁柱八根，呈八边形，每
根阁柱高10米多，柱周长达1.5米1.7米
之间，上檐阁顶为八角盔式攒尖顶，阁
顶架斗飞檐，为一斗三翘，阁壁五面封
闭，其壁面皆题辞绘画，四周绘以翔龙
八仙图，色彩鲜艳，形象生动，藻井正中
绘阴阳太极图。其余殿宇大同小异，均
为单檐歇山顶三开间，结构为抬梁式与
穿斗式相结合，现存观音阁、王母阁两
间，老君殿、孔子殿、大雄宝殿三殿，厢
房、耳房保存基本完好，五台大寺始建
年代不详，据碑文记载：从清雍正年间
增修扩建，至道光年间又作重修，光绪
年间再作重修，民国初年复重修扩建，
使大寺备具规模，布局逐渐完善。五台
大寺是弥渡县境内现存规模最大，保存
较完整的一处古建筑群，具有重要的文
物价值。1979年，经弥渡县革命员会公
布为县级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弥渡三处文物点角逐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
□ 熊旺丽

十位村里善歌者堵在大路间，进寨者须对歌，胜后方能进寨。

哑神跳火。

哑神们在黑幕中一路走一路跳。

哑神们在农家跳哑舞，为主人驱邪除魔。 众乡亲围着篝火尽情打歌。

哑神们会拉着女观众一齐跳哑舞，
以示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