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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史 海 钩 沉

本报讯（通讯员 马朋君） 6月
2日至5日，大理州第七批州级文物
保护单位专家评审会在下关召开。

第七批州级文物保护单位评
选工作是州文物局今年的一项重
点工作。项目申报工作始于 2019
年12月，首先是由各县市在本辖区
内进行初评，报经县市人民政府同
意后，各县市共推荐了84处报送州
文化和旅游局，项目涵盖了古遗
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其
他等六个文物类别，是我州申报项
目中类别最为全面的一次，也体现

全州 12县市对文物保护工作和项
目申报的重视。

州文物局组织来自州、县文物
管理所、博物馆、非遗中心等单位
的 11位博物馆、考古、文物建筑、非
遗等方面的权威专家，组成专家评
审组对申报项目进行综合评审，评
审工作结束后，将在充分尊重专家
推荐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最终的推
荐名单，上报州人民政府请求公布。

会议要求，一是要严格遵照
《第七批州级文物保护单位申报
与遴选指南》和《第七批州级文物
保护单位申报信息采集标准》的

要求，严格把关，评选出具有历史
的真实性，有物可看、有事可述的
真实的历史遗物;评选出具有突
出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并
且时代准确，性质特征明确，保存
情况较好，有较强的代表性的遗
迹遗存，让它们为讲好大理故事
提供良好的素材。二是要对在县
市初审中，在选择标准方面，没有
重点考虑相关文物的价值、代表
性、典型性等而未申报的项目，专
家组根据掌握的信息，推荐纳入
此次评审范围。三是对现代重建
和严重改建过的，对历史风貌破

坏较大的一般不予考虑，要确保
文物的原真性。

会议要求，参评专家要发挥
专业优势，认真审核相关材料，力
求做到在评选中不漏过任何一处
符合全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
标准的文物点，也不让不符合要求
的点混入全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序列，使遴选推荐的申报项目经得
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同时把握
发展趋势，在评选中对抗战遗产、
文化线路、文化景观等新型文化遗
产予以关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
州文化遗产的内容和体系。

我州组织专家对第七批州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评审

本报讯（特 约 记 者 陈 应 国）
祥云县围绕广大群众对公共文化
服务所需，实施文化强县战略，创
新文化体制机制，志智双扶，打造

“文化惠民”新模式，为基层服务网
点提供更多的文化资源，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

祥 云 县 以 开 展“ 文 化 进 社 区
（农村）、文明进万家”活动为重点，
加 大 投 入 力 度 ，加 强 扶 持 引 导 工
作，在乡镇和行政村（社区）建成
一 批 富 有 特 色 的 文 化 阵 地 和 设
施 ，培 育 了 城 乡 众 多 业 余 文 艺 演
出 团 队 和 优 秀 的 专 业 文 艺 团 体 ，
在 坚 持 业 余 演 出 的 同 时 ，多 次 举

办 大 型 文 艺 会 演 ，并 组 织 开 展 富
有 特 色 的 系 列 民 族 文 化 、旅 游 文
化等文化活动，广场文化、公园文
化、社区文化、农村文化等群众文
化活动呈现生机勃勃的局面。

祥云县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
战略部署，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
事业作为保障城乡群众基本文化
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
健全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
网络，投入资金 467万余元，用于乡
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全县 10个乡镇
综合文化站通过新建或改扩建等
方式相继建成，先后投入使用并均
已达标，搭建起了文化快车，实现

了全民文化共享。
该县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

的 实 际 ，在 加 强 农 村 文 化 阵 地 建
设中，投入资金近 333 万元，在全
县 10 个 乡 镇 建 成 农 家 书 屋 136
个，实现了农家书屋的全覆盖，逐
渐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按需创
新、多维拓展、深度覆盖、惠民为
本的新模式。通过扶贫与扶志扶
智 相 结 合 ，贫 困 群 众 内 生 动 力 不
断激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贫困
地 区 文 明 新 风 扑 面 而 来 ，焕 发 出
生机与活力。

同时，祥云县以巩固文化阵地
建设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为抓手，着力打造有特色、亮点
和竞争力的文化工作室品牌。“我
出 生 于 一 个 普 通 农 民 家 庭 ，通 过
外 出 学 习 玉 石 鉴 赏 和 雕 刻 技 术 ，
现在又回乡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得益于全县有灵活的文化创新体
制和机制。”祥云玉德琢璞玉雕文
化工作室的负责人余涛说。由他
创办的工作室，已从起初的原石加
工到现在的成品批发一条龙生产
线 ，工 作 室 安 置 了 多 名 富 余 劳 动
力 ，并 让 务 工 人 员 学 到 玉 石 品 鉴
知 识 和 玉 器 加 工 技 术 ，拓 宽 了 就
业 与 创 业 渠 道 ，为 全 县 文 化 产 业
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祥云围绕群众所需打造“文化惠民”新模式

群众在洱源“海之源民族文
化广场”，尽享文化生活的乐趣。

（摄于 5月 26日）
近年来，洱源县不断加强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打造文化
阵地，搭建文化平台，发挥文化能
人作用，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
到公共文化生活之中，学会品味
生活、品味文化，共享温暖的文化
之光。

［通讯员 赵菊芳 摄］

从白子国的故都白崖城（原址
在今弥渡县红岩镇古城村）到谷女
寺，只需遛个弯的功夫就到了。知
乎上说：“惊险、野趣、洗肺、小众，
这座隐匿于白子国故都深谷里的
小寺，满足了这片人们心中对于大
自然的所有美好向往。”

谷女寺的魅力不仅仅是风光
秀丽宜于避暑，更因为它与南诏王
室有着不可割舍的 历 史 渊 源 。 凤
仪举人许宪所作《募修谷女寺引》
开篇就说：“滇南古多仙释灵幻之
迹 ，以 赵 之 白 崖 为 最 。 缘 张 仁 果
及 龙 佑 那 累 叶 建 都 于 兹 ，遂 为 十
睒 沃 壤 ，六 诏 咽 喉 。 彼 开 赤 水 而
彩 云 屯 ，祭 铁 柱 而 金 鸟 集 。”史 传
南诏第一代王细奴逻原为白子国
末代国主张乐进求的家奴。不幸
得 很 ，白 子 国 的 三 公 主 爱 上 了 自
己的家奴。公主爱上奴隶，在半封
建半农奴时代的白子国，这相当于
要和自家的骡马私订终身。老国
主和大臣们于是设计借祭铁柱之
机射杀细奴逻。然而，历史给张乐
进求开了个大大的玩笑，最后张乐
进求不但把三公主许配给了细奴
逻，而且还把王位让给了细奴逻 。
在 李 修《云 南 通 志》里 ，记 有 这 个
故 事 ：“ 张 乐 进 求 合 酋 长 九 人 祭
天 柱 侧 。 是 日 ，有 鸟 五 色 集 于 铁
柱，倾之，飞息蒙舍酋长细奴逻左
肩上。众以为异，以天命悠属，张
乐进求遂逊位奴逻，立为中兴王，
是 为 蒙 南 诏 。”冯 甦《滇 考》也 称 ：

“ 南 诏 ，兴 自 细 奴 逻 ，当 唐 太 宗 、
高 宗 之 际 ，云 南 大 首 领 张 乐 进 求
祭 铁 柱 ，细 奴 逻 从 之 ，数 着 神 异 ，
乐 进 求 遂 让 以 位 。”比 起 史 载 的
灵 异 事 件 ，我 更 愿 意 相 信 三 公 主
和 细 奴 逻 的 爱 情 故 事 ，相 信 爱 情
可 以 改 变 一 切 。

谷女寺不仅有美丽的爱情故
事，还有奇异缥缈的神话传说。

民国《弥渡县志稿》载：“谷女
寺又名高娘寺，有塔，在县治西北
三十五里红岩仙女庄。传唐时女

乘白猪化象而升，因建。李元阳有
记，今存。”李元阳，明代大理府太
和县人，著名文学家、理学家。李
元阳所记传说，在《滇系·杂载》里
也可以找到：白崖高氏女，年十三
尚不能言，其兄从军东川，三月不
归，此女一日忽语嫂曰：“兄缺粮，
吾 往 饷 之 。”家 喜 其 开 口 ，戏 应 之
曰：“当将裹饭去”。高女果行，家
人笑，蹑其后，至磐陀石下入水涧
而 去 ，觅 之 不 得 ，众 方 惊 怪 。 米
已，高女忽至，谓家人曰：“兄一旅
之众皆已饱矣！”且言军中地形事
势，其嫂不信，谓东川距此二千余
里 ，安 得 即 至 ，不 知 其 有 神 力 也 ，
及 以 衣 授 之 曰 ：“ 汝 送 与 兄 ，取 其
垢衣来！”自是送饷日以为常。高
女 常 牧 一 白 猪 ，一 日 谓 家 人 曰 ：

“ 军 回 矣 。”遂 骑 白 猪 ，化 为 象 ，腾
空而去。

《滇系》所载：“磐陀石下入水
涧而去”。“磐陀石”当指今谷女寺
莲花岩，岩上建有观音阁，岩下有
寒泉泻出，即文中之“水涧”。《万历
赵州志》称此为赵州八景之一“天
开 玄 窍 ”。 莲 花 岩 泉 潭 边 崖 上 有

“天开玄窍”“万历之西（1585 年）江
右李涝书”石刻，至今已 400 多年，
另有署名少峰书“濯缨”“振衣”石
刻。凤仪举人许宪亦对此景大加
褒扬：“兹者，览隧壑之逦迤，林木
之葱倩，巨石屹立，如伟丈夫。然
文案古城，胥在目前。下泻寒泉，
喷 珠 漱 玉 ，清 冽 溅 人 ，须 眉 浪 迹 。
过此，坐悬岩，饮清涧，飘然欲仙。”
想象一下，坐于悬岩之上，脚下是
清冽的泉水，目览弥川烟景，耳听
寺畔钟声，那是何等的身心舒畅。
有昔人海阳章曰慎《游谷女寺》诗
为证：

“诸天从落莫，此地即蓬赢。
峭壁堪题韵，寒泉可濯缨。”
谷女寺有南诏王美丽的爱情

故 事 ，有 高 娘 骑 猪 化 象 的 神 话 传
说，有“寒泉可濯缨”的硬核风景，
值得一游。

弥渡谷女寺史考
□ 杨本山

本报讯（张建平） 5 月 29 日，大
理白族自治州白族学会白族戏曲
歌舞分会成立大会在下关隆重举
行，来自州白剧团、州群艺馆和大
理、剑川、洱源、鹤庆、云龙、祥云、
宾川等县市文化馆、艺术团的戏曲
歌舞艺术家，大理市飞扬艺术培训
学校艺术专业教师和部分州白族
学会会员共 120多人出席大会。

千百 年 来 ，白 族 戏 剧 、曲 艺 、
音 乐 、舞 蹈 在 古 老 的 白 族 文 化 土
壤中，相生相伴，彼此相融 ，伴随
着 白 族 人 民 的 生 活 习 惯 ，风 土 人
情 ，道 德 观 念 ，宗 教 信 仰 ，理 想 愿
望 和 审 美 情 趣 ，以 其 独 特 的 艺 术
形 式 沿 袭 下 来 ，不 断 传 承 和 发
展。特色鲜明的白族戏曲歌舞在
当今中国戏曲歌舞界也可谓独树
一帜。白族戏曲歌舞是凝聚白族
人民团结友爱，热爱生活，热爱家
乡 的 情 绪 和 纽 带 ；是 丰 富 和 活 跃
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精神食
粮 。 白 族 戏 曲 歌 舞 ，凝 聚 着 白 族
艺 术 的 传 统 精 华 ，集 中 了 白 族 人
民 的 创 造 才 华 ，积 淀 了 白 族 古 老
的文化历史内涵。不论是戏剧类
的 白 剧 、吹 吹 腔 ；曲 艺 类 的 大 本

曲、本子曲；还是音乐类的白族古
乐、剑川白曲；舞蹈类的白族霸王
鞭、白族耳子歌等，它们都是独具
特色的白族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 代 表 作 ，具 有 突 出 的 历 史 价 值
和文学艺术价值。

为了更好地弘扬白族戏曲歌
舞 ，丰 富 城 乡 广 大 群 众 的 文 化 生
活，大理州白族学会在大理州文化
和旅游局的大力支持下，决定以大
理州群众艺术馆和大理州白剧团
的州白族学会会员为主体，吸收相
关县市热爱白族戏曲歌舞艺术事
业的部分新会员，成立大理州白族
学会白族戏曲歌舞分会。这是保
护、传承、创新、发展白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创新学
会活动的一种新尝试。

大会通过选举，产生了以姜果
为会长的大理州白族学会白族戏
曲歌舞分会理事会班子。并聘请
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国家
一级演员杨益琨、国家一级演员叶
新涛、国家一级作曲张绍奎、国家
一级演员马永康、国家一级演奏员
张亮山和国家一级编导杨晓凡为
分会顾问。

大理州白族学会
白族戏曲歌舞分会成立

□ 段金凤

鹤庆境内峰峦起伏，西部尤
著。除高耸的马耳山外，尚有象
眼山、四面山、照壁山、豪猪坪等
山岭盘踞西域。在遥远的年代，
地 方 彝 族 先 民 一 直 生 活 在 深 山
老 林 间 ，因 刀 耕 火 种 与 狩 猎 之
需 ，这 些 人 群 较 为 分 散 ，住 户 与
住户之间常有深峡或巉岩阻隔，
大 有“ 鸡 犬 之 声 相 闻 ，老 死 不 相
往来”的生存境况。当急需救援
时 ，彝 族 先 民 只 能 站 在 高 处 ，用
双手做喇叭状凑近嘴边，向对方
发 出“ 呜 —— 呜 呼 呼 —— 呜 ”的
高亢呐喊声。当然，这种“喊山”
在 古 代 时 期 的 深 山 居 民 是 极 为
实 用 的 。 随 着 社 会 的 发 展 和 生
活的需要，这喊山就逐步演变成
人 们 交 流 意 识 ，联 系 生 产 、生 活
有 关 信 息 的 聪 明 手 段 ；再 其 后 ，
这喊山更加艺术化起来，调子发
展 为 一 种 情 感 真 挚 、风 格 鲜 明 、
热情奔放的民族声乐表现形式，
颇受游客青睐。

“喊山调”虽无言词和特定的
旋律，但颇能巧妙变化以寄托情
感 ，让 人 领 悟 到 其 中 的 喜 怒 哀
乐。比如，操办喜庆吉事，主家向
山那边的亲朋好友报喜。这呼喊
节拍短促，声声相连，若以小唢呐
伴奏，则喜气洋洋冲上蓝天；若主
家遇到亲人早夭，那报殇的音调
则低沉缓慢，拖声哽咽，似秋林悲

号，催人泪下。当狩猎者满载而
归，邀族人前来赴宴时，那喊声则
长短相杂，高低错落，宛如木鼓咚
咚，号角齐鸣。待到收割包谷、山
荞的金秋时节，向亲朋好友报告
获得丰收的喜悦，往往是三声长，
两 声 短 ，并 由 两 人 配 合 着 喊 唱 。
你喊长声，我喊短声；你喊高音，
我喊低音，民族特色别具一格，宛
如在庆典的舞台上，即兴表演着
欢乐的二重赞歌。

更为有趣的是，那些隔山居
住青年男女相好，谈恋爱交朋友
时，也喜欢用喊山的方式交流感
情。尽管如今通讯设施便捷，但
彝 家 儿 女 偏 爱 本 民 族 的 传 统 习
俗，愿意用 喊 山 调 来 交 流 纯 朴 、
专 一 的 美 好 情 愫 。 而 那 些 喊 山
时设定的“密码”，是真正的知音
才 能 破 译 的 。 那 些 真 心 相 恋 的
青年，往往借下山赶集或节庆期
间 相 逢 ，约 定 自 己 喊 山 时 的 声
调 、旋 律 和 节 奏 ，以 传 递 不 同 的
情话。而旁边的人，往往只能闻
其声而不知其意；让秘密在年轻
人 心 底 始 终 流 淌 着 特 有 的 浪 漫
与甜蜜……

于是，每逢清爽的月夜，群山
间便有“喊山调”响起。声调悠扬
起 伏 ，情 调 热 烈 缠 绵 ；随 山 风 漂
流，遇坳箐回荡。让人闻之陶醉，
品之遐想无穷。完全可以说，鹤
庆西部山域的彝族“喊山调”，是
非常古老和动听的无字山歌。

民 俗 巡 礼

独具特色的“喊山调”

近日，由大理市文联和市扶贫办联合组织的“大理市文艺志愿者脱贫
攻坚”主题采风活动在双廊镇举行。

当天，文艺志愿者们顶着烈日，深入双廊镇伙山村、石块村，用脚步丈量
土地，用文字和影像记录当地脱贫攻坚进程中的精彩点滴，全面展示双廊镇
通过党和政府的精准施策、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后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变化。

［通讯员 彭黎明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杨宋） 今年
5 月份以来，弥渡县开展“扫黄打
非·新风”行动，清除文化垃圾，持
续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助力复工
复产复学。

弥渡县执法人员深入弥渡一
中、弥城二小等中小学校的周边
文化经营场所，依法查缴含有害
内容的儿童绘本、卡通漫画及文

具、玩具；查处非法出版物、盗版
教辅教材；彻底清理无证销售出
版物的店铺，整治中小学校的周
边文化环境。与此同时，对辖区
内的印刷生产企业开展检查，整
治非法新闻出版活动，规范企业
日常经营活动，切实维护新闻出
版秩序，营造了天朗气清的社会
文化环境。

弥渡县开展“扫黄打非·新风”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张含春 特约
记者 陆向荣） 第十二届云南日报
文学奖经过评委会严肃认真的评
选，日前揭晓评奖结果，8 位获奖
者名单出炉，我州作家张焰铎的散
文《记忆的门槛》、作家刘绍良的散
文《山地故事》榜上有名。

云南日报文学奖是由云南日
报报业集团设立的我省重要文学
奖项之一，从 1994年举办至今。是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立足本土，书写
云南之美的一个文学平台和文化
名片。通过在云南日报文学副刊

“花潮”版上刊登文学作品，培养和
发现文学新人，同时展现我省老、
中、青著名诗人、作家的精品力作。

此次获奖的 8 篇文学作品，是
从 3 年来刊登在“花潮”版上的作
品中精心挑选，由著名作家组成的

评委会严格评选产生的，体现了云
南日报文学副刊思想性、艺术性和
文学性的统一。

第十二届云南日报文学奖在
对作家张焰铎授奖辞中说：“《记忆
的门槛》一如既往地体现出作家
张焰铎的写作特色，那就是用情极
真，文字雅致，细节饱满。”在对作
家刘绍良授奖辞中说：“《山地故
事》详细书写了山地丛林自然环境
中的树林与小鸟、包括蜜蜂等生
命。作家刘绍良的书写，源自对养
育自己成长的山冈的眷恋以及对
生 存 于 那 片 山 坡 的 小 生 命 的 关
注。这是一份感同身受的生命情
感，这种情感并非忆旧，而是对与
人类同等重要的地球小生命的重
新审视与思考，是文学的悲悯与关
怀的重要体现。”

我州作家张焰铎刘绍良
获第十二届云南日报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