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苍洱漫谈 ⇨吴棠

专副刊编辑中心主办 本版责任编辑 马光辉 终 校 卢 云 联系电话/0872－2177254 电子信箱：dlrbtg@163.com 2014年8月20日 星期三

文 化

文化大理文化大理

宋伯胤：揭开“剑川石窟”神秘面纱第一人
（三）苍洱之间“是史前人类

最好的住地”
宋伯胤在访问团担任联络二组副

组长，负责文物保管和展览，有 4个组
员。由于云南刚解放不久，政治斗争
和社会情况复杂，禄丰、广通、双柏、弥
渡红岩等地还有土匪。访问团实行军
事化管理，代号称“永生部队”；个人不
能单独行动；晚上睡觉不脱衣服，随时
提高警惕。每个团员编有代号，彼此
之间不直呼姓名。

1950 年 9 月 28 日从昆明出发，当
晚宿一平浪，次日宿沙桥，第三天到祥
云。在楚雄时得到情报，有一伙土匪
在公路附近出没。经过天子庙坡确实
遇到 6个手抬 1挺机枪，两支加拿大步
枪，穿麻布衣和旧军装不明身份的

人。随团警卫战士立即布岗，双方未
交火，这 6个人分散钻进密林，访问团
的车队也就急驶下坡，离开危险地
带。10月 1日，访问团借祥云中学 3间
教室，展出以农业建设为主的照片，庆
祝建国后第一个国庆节和祥云正在召
开的农代会，农民代表都涌来参观。10
月 2日离开祥云去下关。途经红岩坡
时，见有大理军分区的战士，对公路实
施戒严。

访问团10月2日到下关时，受到下
关中学师生和各界人士的欢迎，“每个
同志的胸前都佩上一朵红花。招待的
同志送来大理的雪梨和石榴。”去大理
途中，宋伯胤对大理的印象是：“一边靠
着高入云际的点苍山，一边是碧绿的洱
海。就地形来看，这一带是史前人类最

好的住地，靠山傍水，生活非常方便。”
下榻在大理财神庙的楼上，能听到“兄
弟民族放牧羊的铃铛声。”“照了两张民
家妇女的照片。民家妇女给我的印象
只有两个字‘健康’。”宋伯胤在大理拜
访在人民中学任教、“对大理的历史很
有研究”的严希陵老师，看到好几件火
葬陶罐、陶俑、古瓷器和杨玉科写的家
书。相互交谈了这些文物的价值。严
老师答应代搜集一些拓片和骨灰罐，宋
留下10万元托他代办。去参访崇圣寺
三塔时，寺里住着14军的随营学校，经
过交涉才“欢迎入内参观。”

10 月 4 日下午离开大理去丽江。
当年公路的毛路只修到牛街，鹤庆、剑
川属于丽江专区。访问团之后的行程
一直是骑马或步行。10月 7日到剑川

县城，访问团借小学教室办展览。宋
伯胤与团里的范景宇、赵省吾、陈宝珠
（女）3人向团长请假上金华山，县府派
两位同志领路。“山看起来不很高，可是
爬起来却非常费力”，见到“金华山半山
腰里有一块高可20米的巨石，一面刻着
托塔天王（毗沙门天王）和二侍者，像上
石锈很多，应该盖个房子来保护，并且
涂一层石蜡。照了五张相，回去再研
究。”后来又爬到山顶，见到“一块巨石
上浮雕着一个睡佛，刻笔很俗，似是一
个近代的东西，但已被人剥蚀了几块。
（10月 7日《日记》）宋伯胤在剑川还找
到一本《剑川地理考略》，“虽然简单，
但总是一个轮廓。”上述就是宋伯胤第
一次到剑川，实为“路过”的情况，此时

“石钟山石窟”尚未进入他的视野。

□ 通讯员 陆向荣

飞针走线中，太阳月亮彩云霞光
落到布匹上成为锦绣；花朵、草木、飞
鸟虫鱼永恒地鲜活着，装点姑娘们绚
丽的梦境；大地山岗和悠悠岁月就此
定格，延续着古朴的静穆和地老天荒
的情愫。在8月9日至14日举行的“创
意云南·2014 文化产业博览会”上，巍
山琢木郎的彝族刺绣服饰喜获工艺美
术精品评选金奖。

大仓镇琢木郎刺绣服饰是巍山东
山彝族服饰的代表。琢木郎村是一个
纯彝族聚居的村寨，由于地处僻远，至
今仍完整保留着南诏国时期浓厚的彝
族原生态文化。近年来，琢木郎村在
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依照编制
的《巍山县琢木郎村保护与发展规
划》，彝族妇女刺绣服饰文化成为了开
发的一个重点。手工刺绣的包头、帽
子、围腰、马甲、衣服、裙子、挎包等服
饰，因其工艺独特，构图精美，色彩艳
丽，寓意深刻，一针一线蕴含着彝族女
子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具有很
强的使用价值、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同时，琢木郎村因为民族、环境、
历史和习俗，至今还保留着女孩以手
工绣的衣服的数量和精美程度来衡量
出嫁的贵气，生了女孩的母亲和其他

亲戚从孩子出生就要开始为其准备嫁
衣，女孩子在成长中也自觉成了新的
绣娘。刺绣技艺在传承中不断发展，
刺绣精美度也进一步得到提升。在云
南省“寻找中国最美风景县”活动中，
琢木郎村因精致的手工刺绣服饰被列
为“最具魅力村寨”候选村寨。

美丽的彝族妇女刺绣服饰，再加
原始的自然风光、优美的打歌、古朴的
民风、传统的民居，使琢木郎村得到了
国内外、省州县媒体记者及摄影爱好
者的青睐，成为广东省摄影家协会、云
南省摄影家协会的摄影创作基地，被
摄影爱好者评为摄影天堂。琢木郎绣
娘已成了该村妇女的另一美称，一群
群身着精美服装在专注刺绣的秀娘成
了摄影家们聚焦的重点。各级媒体也
为琢木郎做了大量刺绣服饰专辑和专
题，琢木郎村刺绣产业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不断得到提升。

在近日举行的创意云南2014文化
产业博览会上，巍山琢木郎的彝族刺
绣服饰以其从头到脚的大红配大绿无
一不体现出南诏遗风的浪漫多情，因
而喜获工艺美术精品评选金奖。同
时，琢木郎村也被评为云南十大刺绣
名村镇，永胜村获十大刺绣名村镇提
名奖，巍山扎染松下踏歌图获铜奖，扎
染壁挂和桌布获优秀奖。

□ 通讯员 余述祥

弥渡县加强政府主
导，突出群众主体，文化
惠民“三着力”，实现了
文化惠民“读有书屋、唱
有设备、演有舞台、学有
辅导、跳有广场、办有经
费”，让老百姓享受文化
发展繁荣带来的成果。

着力完善文化基础
硬件设施。 2010 年以
来 ，建 立 健 全 县 、乡
（镇）、村、组四级联动的
文化设施建设机制，至
2014 年 7 月，按国家一
级馆标准新建了文化
馆，新建的图书馆晋升
为国家二级馆，新建的
博物馆完成了布展向公
众免费开放；完成了6个
乡镇文化站新建，其中2
个达国家一级文化站标
准，2个乡镇文化站正在
新建；农家书屋、农文网
培学校全覆盖89个村委
会（社区）。从2011年开
始，每年投入财政资金
500 万元，整合项目资
金，共建成农村文化小
广场463个（含新建篮球
场），配发篮球架 72 付，
乒乓球桌 28 张，健身路
径8条，配发群众业余文
艺队音响器材413套，为
8个乡镇、89个村委会、901个村组配置
了998套广播功放器材，1996支大喇叭，
实现了广播村村通。把文化惠民落实
到细枝末节，好事办到百姓心坎上。

着力提供免费培训辅导。为丰富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建设，进一步传承和发展弥渡花灯、
弥渡民歌、彝族舞蹈等原生态传统文
化，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弥渡县建
立健全培训体系，树立“提升群众文化
活动实力，推进群众文化活动健康发
展”的思想，围绕“丰富群众生活，打造
和谐环境”为主题，发挥文化馆社会文
化公益辅导主力职能作用，以保护、传
承、发展民族文化为重点，深入基层举
办弥渡花灯、广场舞、原生态彝族歌舞、
健身操等培训班，加强对农村文艺骨
干、文化能人的思想政治和业务知识培
训，2011年至今，共举办培训班 235期，
培训学员 20000 余人次，培养群众文化
活动骨干 1000 人，广场舞领舞者 300
人，为 154个群众体育指导员颁发了国
家证书。

着力提高文化惠民资金使用效
率。近年来，各级政府对文化建设投入
力度不断加大，文化惠民资金有了基本
保障。结合国家下拨的图书馆、文化
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文化场所免
费开放的资金，弥渡县落实了人均 1元
的文化惠民经费，实现了县图书馆、文
化馆和乡镇文化站、村（社区）文化活动
室、农家书屋、农文网培训学校全部实
施免费开放。为了把免费服务经费“用
好、用足、用活”，切实提高文化设施利
用率和使用效益。出台了《弥渡县公共
文化设施运行管理办法》、《弥渡县乡镇
综合文化站免费服务考核评分办法》，
文化设施的功能效能被充分激活，确保
了公共文化设施有效运行，使遍布城乡
的文化设施真正成为了群众求知的园
地、娱乐的舞台、活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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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记者 陈应国

祥云县紧紧围绕推进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工作目标，建立和完善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长效机制，积极建设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运行体制，促使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健全，让广大群众

享受到文化繁荣发展的成果。
针对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是整个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需要有正确的思想理念来引领，
祥云县坚持政策导向，尊重群众意愿，
抢抓机遇，因势利导，强化文化民生导
向，着力建设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
便利性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
保障群众享受文化成果、参与文化活
动、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统筹协调城
乡文化发展。“十二五”以来，全县文化
事业投入不断加大，乡镇综合文化站、
农村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文化信息
资源工程等一大批文化体育重点设施
相继实施，健全完善的体制机制，坚持
体制机制支撑，着力构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目前，全县建成经文化部评

定的二级文化馆1个、三级图书馆1个，
经省文化厅评定的二级文化站 3个、三
级文化站 7 个，县级达标文化室 71 个、
农家书屋136家。

围绕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中心工作，祥云县结合工作实际，着
眼发展远景，加快文化产业改革步伐，
建立和完善公益文化服务体制机制，明
确各级和文化部门功能定位，形成了支
持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扶持、用地审
批、人才引进等政策框架，推动文化单
位资源整合，组建彩云艺术团，培育合
格文化市场主体。同时，创新公共文化
设施运营模式，围绕提高文化设施利用
效率，积极探索，大胆实践，积极适应政
府职能转变要求，注重利用市场机制，
引导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兴办实体、资助

项目、赞助活动、提供设施等形式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多元
化、社会化，在实现图书馆、文化馆、体
育馆和文化站、农村文化活动室、农家
书屋等免费开放的同时，还投入资金
2.4亿元，建设总用地面积达64570平方
米的全民健身中心。目前，全民健身中
心建设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不仅能
够满足篮球、排球、网球等项目的比赛
和训练的要求，并且还能够满足全民健
身、休闲娱乐、训练教学等配套功能需
求，成为集竞赛、观演、教学、训练、健
身、商展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体育场
馆，对提升祥云城市品位、推动区域发
展、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将起到积极的
作用。

祥云县把文化民生作为国计民生

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正确理念引领，
倡导文化公平观念，创新公共文化扶
持方式、运行机制和供给体系，建立健
全保障文化公平的制度体系、政策框
架和文化环境，努力打破城乡、户籍、
群体界限，把文化战略作为重要战略，
把文化资源作为战略性资源，认真落
实各项文化惠民资金兑现到基层的惠
民政策。2013 年，向基层兑现中央财
政为 132 个行政村补助专项资金近
77.3 万元，每村补助 5856 元；省级配套
资金 19 万元。同时，还在 2013 年实施
了专项资金及图书配送，促进公共文
化服务资源科学配置、合理流动，促使
乡村实现了公共文化资源共建共享。
坚持均等化、常态化、互动化和一体化
方向实现共建共享。

加大投入力度 实现共享共建

祥云县倾心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巍山琢木郎刺绣服饰获省文博会金奖

读者在鹤庆图书馆
专心致志看书汲取精神
食粮。鹤庆县图书馆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馆
内所有公共设施、空间
和服务全部向读者免费
开放。今年上半年，鹤
庆县图书馆共开展读者
活动 14 次，展出图书
988 册，参阅人数 7774
人次，日均接待读者近
300人。
（通讯员 韩海娥 摄）

8 月８日，宾川县
图书馆举办“少儿读者
有奖知识问答”活动，
以谜语、歇后语、百科
知识问答等形式向少
年儿童普及文学常识、
科普知识和历史知识，
得到少儿读者的热烈
响应和家长的好评。

（通 讯 员 张 义 红
孙敬梅 摄影报道）

□ 通讯员 赵克敏 文／图

8 月 9-14 日，永平县龙街镇的彝
族苗族手工刺绣艺术精品到昆明“国
际会展中心”参加“创意云南·2014 文
化产业博览会”。各界专家、记者、客
商聚集在永平县龙街镇的展位上，争
相欣赏各类彝族、苗族手工刺绣艺术
精品——精美绝伦的套装服饰、帽子、
挎包、鞋子、披肩、飘带围腰等引得很
多人驻足观看、赞不绝口。

参展队负责人讲解说：“我们镇历
届的党委、政府、人大、纪委都非常重
视民族民间文化，为了进一步加大对
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传承保护和宣
传力度，这次我们精心挑选具有代表
性的民族刺绣手工艺精品，把这些作
品带到文博会上来，目的是让更多的

人了解生活在高寒山区的彝族、苗族
精湛的刺绣手工艺，让彝族、苗族的民
俗文化展现出勃勃生机和绚丽风采。”

永平县龙街镇是彝族、苗族聚居
相对比较集中的地区。近年来，龙街
镇党委、政府为解决贫困山民就业、创
业问题，开辟增收致富渠道，特别是解
决农村少数民族妇女剩余劳动力就业
问题，鉴于苗族女套装参加 2012 年云
南省首届民族民间手工刺绣大赛荣获

《一等奖》的机遇，并欲将此民族民间
绝技得以传承且产生经济效益，龙街
镇政府将眼光放在了彝族、苗族刺绣
手工艺上。通过深入村组，访问民间
艺人，了解民族刺绣，对本镇彝族、苗
族民俗文化进行了深入调研，总结出
发展民族刺绣及手工艺品产业的努力
方向。

永平龙街彝族苗族手工刺绣
艺术精品首次亮相省文博会

□ 通讯员 杨 宋

今年 6月至 7月，弥渡县投入资金
15万元，其中县财政补助10万元、自筹
5万元，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修缮
苴力镇五台大寺古建筑群，让它重现
昔日的风貌，有效保护地方历史文化，
为申报省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台大寺距离弥渡县城 26 公里，
是规模庞大的古建筑群。整体设计呈
四方印形，五殿三阁，布局井然有序。
前后三层，皆依山顺势，逐级增高。寺
中央为玉皇阁，左有老君殿，右有孔子
殿，为一阁两殿之式，集儒、释、道三教
于一体。每年农历二月十五，当地群
众在五台大寺都要举行歌会，据考证，
五台山对歌会已有600多年历史。

弥渡县修缮五台大寺古建筑群

□ 通讯员 纳惠敏

近年来，巍山县以民族节庆活动和
广场文化为载体，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群众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
氛围。

节庆活动多姿多彩。成功举办历
届中华彝族祭祖节、南诏文化节、小吃
节、火把节等节庆活动，南诏历史文化和
彝族、回族等地方特色文化得以展示和
发扬，彝族打歌、彝族山歌等文艺精品

得到了外来嘉宾和群众的高度赞誉。
坚持在每年元旦、春节、国庆等重要节日
期间，认真组织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
下乡”活动和送书、送科技、送信息、送电
影、送书画、送演出“六送”活动，积极组
织民间文艺团体在县城南诏文化广场、
拱辰楼广场等人流集中的广场开展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广场文艺演出，极大
地丰富了城乡群众的节庆文化生活。

抓实文艺精品创作工程。深入挖
掘民族民间艺术元素，创作出了一大批

独具地方民族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文
艺精品力作。舞蹈《彝韵》和器乐演奏

《树叶声声》在三月街民族节全州文艺
汇演上分别荣获银奖和铜奖。

群众文体活动蓬勃开展。积极组
织开展各类文艺比赛、少数民族文艺汇
演、体育竞赛等文体活动，不断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每年定期开展打歌和彝
族集体舞比赛，今年还举办了舞龙、篮
球和“唱响巍山”歌手比赛。通过这些
活动的开展，有效地促进了群众性文化

体育活动的普及，进一步丰富了广大人
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扶持民族民间工艺品产业发展。
巍山县充分挖掘和提升巍山民族民间
传统工艺的文化内涵，紧紧围绕扎染、
草墩、竹编制品、古玩等旅游工艺品的
开发和生产，进一步整合扎染生产资
源，集中打造扎染知名品牌，促进草墩、
竹编制品的规模化生产，积极培育适应
旅游市场的巍山特色工艺品，有效地带
动了群众增收致富。

巍山广泛开展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