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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踪

□ 李维丽 文／图

云龙宝丰，董泽故居门口一条青青的
石板路，一沟清冽冽的水，水流过古镇，流
到沘江，注入澜沧江，流入了太平洋。

董泽故居，这座大宅的步履很远，
它身上镌刻着宝丰的光阴。

宝丰旧名雒马、雒马井，曾有 300 年
的时间是云龙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清 代 后 期 雒 马 改 称 宝 丰 。 明 朝 时 期 ，

“董、尹、赵”三姓先后来到宝丰开采盐
井。盐业经济的繁荣，这里古道、古物，
商道、商铺，古桥、古民居密集。董家大
院始建于明代，清末和民国初年做了扩
建。董泽曾留学日本和美国，受西方文
化的影响，扩建中融入了西方建筑的艺
术元素，形成了白族风格与西方元素融
合的建筑特色，故居由 5 进院落组成，建
有楼房 12 幢，建筑面积达 1300 平方米。

揣 测 着 故 居 的 往 事 ，顺 着 青 石 板
路，走进董泽的故居。

故居一院是花园式的迎宾院，青石
板地砖，院里开着黄色的小花，石凳、石
狮、石桌在绿色的小径旁静静冥思，在
面房建有中西风格相融的大门，两侧是
当年轿夫和管理人员的住房。二院是
正院，里面的桌椅、字画、旧物摆放整
齐，布局雅致、大气，为主人居住、贵宾住
宿及会客用房。三、四院是家里的小字
辈们和做工人员、马夫等居住用房。五
院是马厩。整个建筑在木头的底色里散
发着旧旧的光阴，草木成林，石巷通幽。

在董泽故居的旧时光里，藏着董泽
的故事，透着董泽的生活气息。1888 年，
董泽出生于一个盐商大家，然而，命运多
舛，他的父亲早逝，只有母亲含辛茹苦地
供他读私塾。在两位堂兄的资助下，董
泽 18岁时离开宝丰，到大理府院读书，再
后又考入省贡院。1908 年，20 岁的董泽
考取了留日公费生。在日本学习期间，
董泽加入了同盟会，积极参加反清活动。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造就了董泽
的励志人生。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日本
读书的董泽回国参加革命，并参与筹划
进攻南京总督府。不久，董泽回滇担任
云南军督府秘书，并深得云南军都督蔡
锷 的 器 重 ，鼓 励 其 为 云 南 地 方 发 展 服
务，着力加以培养，1912 年由都督府保
送他赴美国留学。拳拳报国之心，不因
距离而淡化，在美读书期间，董泽曾回
滇参加蔡锷等人发动的倒袁护国运动，

并就任护国军总司令部秘书及驻香港
联络员等职。护国运动胜利后，再次踏
上赴美征程。1920 年，32 岁的董泽获硕
士学位。

“东陆钟灵高教兴滇先行者，宝丰
毓秀杏坛席珍第一人”，这是董泽故居
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也是对董泽的另一
个高度评价。在云南，云南大学是无数
莘莘学子向往的高等学府，这饱含着董
泽的汗水和智慧。董泽从美国学成归
来，娶了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之妹为
妻 ，他 向 唐 继 尧 建 议 云 南 单 独 创 办 大
学。于是，唐继尧委托董泽与教育司长
王九龄共同筹建办学。经两年多的努
力，1922 年 12 月，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二
所大学——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
终 于 建 成 ，董 泽 被 任 命 为 校 长 。 干 一
行、爱一行，董泽在大学主持工作期间，
既认真于教育管理，又加深自身学术造
诣，1925 年他又获“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称号。1930 年，云南省政府决定改私立
东陆大学为省立东陆大学，董泽才辞去
校长职务。二十世纪 40 年代后期，董泽
将自己在故乡的私产全部捐献给地方，
用以创办云龙第一所农职业学校。这
副对联就是对董泽的赞誉。

大学校长自宝丰古镇走出来，盐商走
南闯北的见闻，悠悠的驼铃声，浩瀚宇宙
知识的声音早已生长于心，一个古镇，或
者一个人的成就，是世界观价值观之后的
安然平和，洁净无物，淡泊明志。

上百年的光阴，今天人们来到董泽
故居，是怀念这位伟大的校长。

除担任大学校长外，董泽有很多身
份，他还先后担任过云南教育司长、财政
司长、交通司长和富滇银行总办等职务，
为云南省的教育、交通事业作出了贡献。

1972年，董泽在昆明病逝，享年84 岁。
董泽故居于 2002 年被公布为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2012 年对外开放，云南
大 学 张 文 勋 先 生 题 写 了“ 董 泽 故 居 ”
匾。近几年，前来董泽故居参观的人越
来越多，或瞻仰校长的故事，或研究故
居建筑样式，或读书喝茶。

董泽故居：

安然平和 淡泊明志

□ 施新弟 李灼艳

热水沸腾，白雾缭绕，绿荫楼阁，古
宅成群，石板巷陌，悠久历史，古韵悠悠
……位于洱源县牛街乡的千年古村静
谧安然，烟雨朦胧，幽静深邃而美好，这
里自有一份闲适与安逸，令人忘却都市
的喧嚣。

自唐代以来，随着吐蕃与大唐、南
诏的交往逐渐增多，滇藏茶马古道日渐
形成，牛街村从此成为古道上的一个重
要驿站，自古以来商业繁荣，商铺林立，
酒肆招风，客商往来不断。设三天一
市，并以牛日为大街，因此以“牛街”作
为地名流传至今。2008 年，牛街村被列
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温泉池边，古木繁茂，遮天蔽日。
一池池温泉串联起牛街千年的记忆。
它们以临池而生的古树为依托，用卵石
垒砌成屋基，尽显岁月沧桑，与老建筑
交相辉映。在古树撑起的一片片绿荫
下，人们谈古论今，其乐融融，古树特有
的香气，混合着牛街生皮、乳扇、糕点、
凉豆粉等食物的味道，在老街荡漾开

来。树影摇晃在雕梁画栋的古建筑上，
久违的心也随之舞动，感受到悠久历史
依旧富有生机，留存在村中每个人的日
常生活里。

层峦叠嶂的许多古建筑至今仍完
整保存在村上的老街旁，行走在老街
上，宛如漫步在一幅历史风情画卷之
中。“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民居建
筑、沿街的“共和店”“杜家马店”等保存
完好，包括大戏台、魁阁、书院等一些古
建筑，雕梁画栋，青砖黛瓦，曲径通幽，
古朴宁静。酿酒坊、榨油坊、温泉客栈、
农家小院……小住几日，一壶一茶，简
单布衣，生活定会有滋有味。

清晨的古村尤为宁静，静得让人仿
佛置身于时光深处，甘愿放下所有的心
事与烦恼，投入村庄的怀抱。黎明前刚
下过一场蒙蒙细雨，古镇上弥漫的雾气
让视线变得有些模糊，却也增加了几分
雅趣：云雾缭绕，如诗如梦，看远山如
诗，近水如画，微风轻拂而来，水面泛起
阵阵涟漪。

随着第一缕阳光射入古院落，薄雾
渐渐散去，沉睡的古村也缓缓苏醒。老

街 早 点 摊 上 挤 满 了 人 ，牛 奶 鸡 蛋 、饵
丝、米线、面条、包子、热豆粉、油条等
等 ，种 类 繁 多 ；露 天 温 泉 边 挑 水 的 人
们，晃悠悠来往地穿梭在温泉的雾气
中；老街上上班的、上学的、晨练的熙熙
攘攘；赶早的菜农挑着蔬菜摇荡在青石
板上……那浅浅地漾着暗香的青石板
巷，那苔藓苍苍、印记斑驳的砖墙，已在
岁月的风雨中不复当初的华彩，但还有
老房子宛如历尽沧桑仍守望故园的老
人，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两旁，站成一道
余韵悠长的风景。

牛街以温泉为魂，有大小众多温
泉，地热资源十分丰富。这里有炼度温
泉、“癞子塘”温泉等，建有大型游泳池、
露天泡池、室内泡池、大小澡堂等，“温
泉经济”“温泉文化”“温泉泉食”的发
展，极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地热温泉”犹如“一江春水”，唤醒了沉
睡在千年古道中的古村，也盘活了这里
的文旅资源。

来到牛街，我们可以边泡温泉，边
欣赏当地人文地理、民俗风情，品味特
色美食，体味温泉养生，触摸古村多姿

多彩的文化文脉，健康惬意。
午后，只见不远处，温泉民宿农家

院里热闹非凡。院子里的柴火灶上，正
煮着酸辣鱼，一旁的桌子上，拌野菜、炖
土鸡、油炸乳扇等地道的农家饭香得让
人直咽口水。游人的谈笑声、厨房的忙
碌声，让小院充满生机。

走累了，随便找一家温泉客栈，泡
在温泉中，再泡上一壶清茶，细细品味
牛街古村的慢生活。闲聊也好，发呆也
罢，将生活的压力与烦恼释放，拥抱一
段悠闲愉悦、洒脱不羁的时光。

傍晚，暮色渐起，温泉池晚风习习，
水流潺潺，雾气复又慢慢聚拢起来。牛
街古镇如同一位戴着面纱的仙女，含情
脉脉，欲语还休。夜色更浓时，行走在
街上，到处灯火通明，繁华的夜市将天
空映照得格外美丽。此时，可以选择逛
逛夜市小店，品品小吃美食，更能读懂
牛街的风物人情。

旅途中，停下匆匆的脚步，待在牛
街，尽情沐浴历史的烟雨，触摸历史的
深厚文脉，享受恬静的闲暇时光，来一
场生命里的“慢生活”！

游牛街古村，体味“慢生活”

5月 23日至 24日，为擦亮“云南之源”文化品牌，打造“云南驿站旅游 IP”，助推祥云县全域旅游产业发展，祥云县文联组织县作家协会、书法家协会、影视家协会骨干开展了
“跟着徐霞客游祥云”采风活动，探寻徐霞客游祥云的足迹，沿路实地走访。

［通讯员 张美华 摄］

□ 又凡

2023 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天气
晴好。

又到了桃李缤纷的时节。滇西北
高原小镇松桂，阳光明媚，暖风拂面，柳
条儿舞出新芽，四面环山的小坝田野，
麦苗和蚕豆迎风拔节生长，间或有一两
丘油菜花，金灿灿的明黄瞬间就把春天
如同火种，点进人的心上。

“聚庐错出，桃杏缤纷。”
这是 1639 年，也是农历正月二十四

日，52 岁的徐霞客经过我们村时，留下
的如画描述。

先引徐霞客原文。
“又北五里，望北坞村落高下，多傍

西大山，是为山庄。于是北下，随小溪北
行，五里间，聚庐错出，桃杏缤纷。而已
直抵北山下，有倚南山居者，是为三庄
河底村。村北溪自西而东，其水一自三
庄西谷来，一自河底村南谷来，皆细流；
一自西北大山夹中来，俱合于河底村北，
东流而去，亭桥跨之，桥北即龙珠山之南
麓矣。龙珠山者，今象眠山……”

文中“山庄”“三庄”皆应为“三庄”，
范围大于今天的三庄村，至少包含了三
庄和文星两村全部或部分村民小组；

“三庄河底村”应为今天的文星村，下辖
河东平、周王队、西坡、桥头、东登、西
登、中村、下村 8 个村民小组；“其水一
自三庄西谷来，一自河底村南谷来，皆
细流”中，“三庄西谷”之水，为今天大
丽 公 路 旁 ，道 班 工 作 站 附 近 的 溪 水 ；

“河底村南谷”之水，在赤石水库附近，
石 头 村 南 的 小 溪 ，二 水 相 交 ，一 直 北
流，即为我家门口的七星河；“西北大
山中来”之水，为今天的北坝河，从西
北山中经长头村流来，水量差不多是
七星河的两倍，在桥头村北，与七星河
相会，过文中“亭桥跨之”的小石桥，流
成 枫 木 河（徐 霞 客 后 文 中 称 为 枫 密
河），进漾弓江，随漾弓江一起东入金沙
江，最后归于太平洋。

再讲讲我们村。
今天，大丽高速公路松桂口下，沿

老大丽公路北行，过波罗庄、三庄，到新
庄村有一条东岔的水泥路，路边左右都
是松林，车窗一开，松风洗面。沿水泥

路东行，朝北拐弯，下坡北行，便见一个
狭长曲折的袖珍坝子，即徐霞客文中常
见的“坞”，当地人又叫“枫木坞”，四山
环抱，村民世代以耕作山下的小坝田野
为生。坝中又有或大或小的山包，小河
小溪穿梭其间，房舍依山而建，逐水而
居，家家院内、田间地头爱种桃李梅杏，
为的是有果子吃，刚巧徐霞客到来的正
月花开满树，加上村舍错落交织，疏密
皆景，故有其笔下“聚庐错出，桃杏缤
纷”的画意。

我们村挺美的。
美在宁静。大丽公路一拐，就像拐

进一个小葫芦里，口儿一蒙，外面世界
的喧嚣嘈杂就都没有了，只剩鸡叫声，
狗咬声，蜜蜂的嗡嗡声，立春的风声，惊
蛰的雷声，雨水的雨声，布谷鸟的催播
声，春节的爆竹声，再有，就是自己的脚
步声，总之耳根清静得很。

美在村野。村是四面山、象眠山下
之村，所谓“聚庐错出”，今天虽不再有
过分低矮简陋的小屋，但灰瓦白墙的院
落，间或一两处水泥洋楼略显生硬，总
体还算是错落有致，不太密集，像是一
小窝一小窝菌子，趴伏在山脚田边。虽
然年轻人有的读书进了机关，有的打工
或做生意去了城市，但还是有农人辛勤
耕作，春秋两季，四时杂景，还是那么鲜
活，保持了这一小坝农耕的村野乡气，
空气清新，风景怡人。

美在饮食。有两道菜，似乎只有
三 庄 、文 星 、长 头 三 处 村 子 的 人 这 么
吃：一是生皮，说是“生皮”，其实已经
是熟了的，只在杀年猪请客的时候才
吃。将肥瘦相间的猪肉切成巴掌大的
方 块 ，油 锅 里 煎 至 过 心 ，再 切 成 小 肉

丁，肥的放一边，瘦的放一边，再加些
白萝卜丝、红萝卜丝、香橼丝，一大碗
上桌，另调一大碗酱油、酸醋、辣椒面、
花椒面、盐各适量的蘸水，外加葱末、
生姜丁、芫荽、黄芽韭，调拌好了，最后
加入各半的肥肉和瘦肉丁，现腌现吃，
酸、香、麻，极是爽口下饭。后来听说
三个村子附近的东坡村，以及六合乡
有 的 村 子 ，也 是 这 种 吃 法 ，但 毕 竟 不
多见，虽同在大理，但与其他诸地都不
相同，可算是特色。

另一道菜叫“难煎”，只在农历七月
十四的时候吃，是用来祭祖的。取南瓜
花，去蒂，洗净，将焖好的糯米饭拌上舂
细的麻子、花椒面、盐，填入南瓜花中，
小火慢煎至南瓜花全熟，油气跑到糯米
饭中，即可出锅。冷热均可食，极是香
糯可口。糯食补中气，但难消化，拌入
麻子和花椒面，再油煎，多吃一些也不
会积食，且南瓜花包着又好看，煎过的
花皮柔韧，清甜，吃过就会难忘。这道
菜在其他地方也没有见过。

如果雨季来我们村，最好玩的事情
是上山捡菌子。最多的是胖大的牛肝
菌，桃核花纹的菌把，橘子红或土黄色
的菌盖，除了炒吃，泡酒也不错。还有
绿盖的青头菌，红盖的大红菇，黄盖的
鸡蛋黄心菌，灰盖带羽纹的鹰菌，以及
扫把菌、松毛菌、唢呐菌，运气好时，还
能收到鸡枞。

“聚庐错出，桃杏缤纷。”
“亭桥跨之。”
此刻，再回味徐霞客老先生原文，

寥寥 12 字，闭上眼睛，却是无尽的诗意
和想象，让我更加确信，我们村这个小
村子，美得如此高级。

徐 霞 客 经 过 的 我 们 村
美食地理

□ 虞正启 邹志惠 李洁丽 文／图

祥云素有“云南之源，彩云之乡”的
美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发出一道又
一道的乡土美味，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
一说苦里巴鸡。

苦里巴鸡的主料取材于当地产的放
养土鸡。土鸡宰杀洗净之后，放置在一
旁，然后准备辅料。辅料有切好的火腿
或者腊肉、生姜、草果、干辣椒、植物油、
盐、苦里巴等。制作时，烧着柴火，架上
铁锅，加入少量的植物油。

如果有土鸡肥油则可以直接切块加
入锅中，等出油后放入切好的火腿或者
腊肉、草果、干辣椒进行翻炒，香味出来
后，把整鸡下锅，加入适量冷水、生姜、
盐，等水开之后撇去浮沫，加盖熬煮两个
小时左右。待鸡熟透后，取出整鸡手撕
成条，回锅煮。在鸡肉回锅时，把洗净的
新鲜苦里巴放入锅中，再煮十分钟左右，

等苦里巴草香味挥发出来后，就可以盛
出上桌了。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
祥云各地间的环境气候、生活条件等不
尽相同，加工方法也有所区别，上桌的苦
里巴鸡各村有各村的特色。在制作的过
程中，用柴火或者煤炭火，以及用铁锅或
土锅做出的苦里巴鸡味道最为上乘。

入席的苦里巴鸡肉嫩味鲜，汤呈微
黄，色泽鲜亮，一看便使人食欲大增，入
口就有浓郁的苦里巴清香味，加之鸡肉、
火腿等与苦里巴混合加工后，更是喷香
扑鼻，口感纯正，食用有理气、暖胃等功
效，让人吃了就停不下来。

苦里巴，在祥云各地的山野间均可
见到，可入药，气味清香，回味甘甜，具有
清热解毒、健胃消食、减肥等功效。老一
辈人常用来做苦里巴盐茶，是老少皆宜
的保健饮料，至今也是许多游子怀念的
乡愁味道。

祥云苦里巴鸡：清香四溢的乡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