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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 地 理

秋游
拍摄时间：10月20日

拍摄地点：大理市洱海生态廊道

作 者：夏传武

□ 罗武昌

据《大理县志稿》载：相传商末之时，
姜太公在磻溪垂钓，以待贤者。即所谓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出处。
我想，“姜太公磻溪垂钓”可能是陕

西省宝鸡市的磻溪镇，而不是大理苍山
脚下的磻溪村。有时我又想，假如没有
那条清澈见底的溪水穿村而过，遇上那
块巨大无比的磻石，还会有“玉洱银苍百
二美，毓秀磻溪画中央”的千秋佳句吗？
假如没有那条山与水的分界线——洱海
生态廊道，还能有这趋之若鹜的“磻溪 S
弯”吗？

假如，假如，假如……无数个虚无缥
缈的幻想，把我对磻溪的思绪，拉得好长
好长……

磻溪村地处大理苍山东坡的锦溪入
海口。其实，早在30年前，我和同事就到
过磻溪村。那时，交通状况极其糟糕，又
值雨季，进村路坑坑洼洼的，坐在吉普车
上颠簸得浑身要散架似的，这条路仿佛
好长好长。记忆中，村庄很大很古老，巷
道深邃悠长。这个古老的白族渔村，就
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过着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我想，那时的村
民们，谁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家乡，会变成
今天这样的“大红大紫”！

再后来，我到大理工作定居，到磻溪
村的次数就多了，感受堪称日新月异。
记得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始，村庄
就有了很大变化，变化最大的是道路交
通。路面硬化了，环境整洁了，人们的笑
脸灿烂了，生产生活用车多起来了。尤
其洱海生态廊道建成后，古朴的村庄，优
美的环境，质朴的民风，得天独厚的区
位，垂涎欲滴的美食，再加上互联网新媒
体匠心独具的宣传，吸引了无数人的眼
球，勾起了人们对磻溪村的无限遐想。

又或许，“磻溪S弯”能成为网红打卡
点，与随处可见的古巷、古井、古阁、古
壁、古殿、古亭、古桥、古树休戚相关。有
些人，是奔着目睹洱海边唯一保存完好
的古阁“珠联阁”来的；有些人，是为了瞻
仰明代状元杨慎亲自题写的“平分百二”

照壁真迹来的；有些人，是为了探寻“分
水奇石”那座一直没有完工的跨海大桥
秘密来的；还有些人，是为了把爱定格在
海誓山盟的地方来的……而我呢，则是
为了探寻那“一水一石”。

苍山从北向南有十九峰，两峰夹一
溪，有十八溪与之相对应。磻溪东临洱
海，西靠苍山。我想，磻溪的魅力，磻溪
的古韵，磻溪的亲和力，一定和这“一水
一石”唇齿相依。

一水：美丽锦溪
“点苍山，十九峰，峰顶涌出十八

泉。一峰一泉相萦缠，流到峰前共一
川。”这是诗人对苍山十九峰十八溪的最
经典写照。溪水潺潺，装点着苍山和大
理坝子，最后注入洱海，构成了一幅“银
苍玉洱”的天然画屏。

鹤云峰和白云峰，巍然屹立在大理
市银桥镇、湾桥镇境内，被十八溪之一的
锦溪隔开。乍一听两峰相对，仿佛只隔
一溪相望，其实峰顶相距甚远。白云峰
是苍山十九峰的第五座山峰，在大理湾
桥境内，海拔 3990米，南接鹤云峰、北连
莲花峰、西到漾濞马鹿塘，传说常有白
云，因而叫白云峰。鹤云峰是苍山十九
峰的第六座山峰，海拔3920米，听说以前
有一座鹤云寺，常有仙人骑仙鹤来此下
棋而得名。

发源于白云峰与鹤云峰之间的锦
溪，是苍山十八溪的第五溪，位于大理市
银桥镇北部。其实，鹤云峰和白云峰，在
苍山十九峰中，绝对称不上高峰。但遗
憾的是，我至今还没有登顶这两峰。或
许，这就是“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
远，则至者少”的缘故。因为，从锦溪电
站往上看，足见两峰的陡峭险峻。锦溪
溪谷仿佛是从陡峭的山崖上刀劈斧削般
凿成，峡谷高数十丈、宽仅数米，纵深里
许，汹涌的溪水从峡谷深处带着浩荡激
越的声响喷涌而出，于苍山的雄浑当中，
流淌出柔美的味道，缓缓流过磻溪村，灌
溉着肥美的田野，养育了一方百姓。

锦溪因两岸一年四季鲜花盛开、花
团锦簇而得名。其海拔在 2200 米至
1966 米之间，长为 4889 米，宽约 8 米，流

域面积 23平方公里，经鹤阳村、江心村、
磻溪村等村落注入洱海。这条美丽的溪
流，犹如割舍不断的血脉，千百年来源源
不断从森林茂密的山涧流出，滋养着这
片富饶的土地，使生长在这里的人们知
恩图报，展示了大气明理的古朴民风。

一石：巨大磻石
磻溪，是一个与石头有关的村子，代

表着河流的汉字没有“氵”，而是“石”字旁，
足以验证这一设想。它起源于何时，兴起
何时，发展的每一步，都没有完整的文字
可考。对当地的白族来说，它是休养生息
的乐土；对走遍天涯的旅行者来说，它是
一片值得停下脚步休养疗伤的乐土。

关于磻溪的由来，曾有一个优美的
传说。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发源于苍山
大峡谷间的锦溪突发大水 ，一时间泥沙
俱下，夹杂着石头顺势滚落，在平缓的入
湖口堆积起来，形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砂石层。聪明能干的磻溪人善于就
地取材，于是，同“石”和“水”有关的建筑
比比皆是。其中一块巨大无比的石头停
留在入湖口，锦溪水哗啦啦从磻石上流
过，这个村庄就取名磻溪，也就有了“磻
石镇中流，平分山河百二”的传说。

磻溪地处大理坝子中轴线上。相传
观音菩萨曾化装成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奶
奶来到磻溪，看着当地百姓到洱海东岸
赶集、走亲串友、割山茅草、建房取石都
要靠船只运送，辛苦不说秋冬季节风高
浪急，常有船沉人亡的事故发生。观音
菩萨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想架设一
座跨海大桥方便两岸群众往来。观音菩
萨大发神功，忽然从地下长出一块石头，
慢慢向洱海岸边方向延伸开去……石头
长着长着，一声“公鸡报晓”的呜呜声传
出，观音菩萨无法施展法术，石头就停止
了生长。村里人念及观音菩萨的恩德，
就在这块大石头上建了一座寺庙，叫“隔
岸寺”。如今，隔岸寺已经了无踪迹，取

而代之的是一块“分水奇石”，静静立于
磻溪本主庙前。

明代四川状元杨慎，在嘉靖三年
(1524年)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
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去往保
山途经大理磻溪村考查时，题写了“平分
百二”几个大字，被后人建“平分百二”大
照壁以示纪念，照壁立在磻溪完小旁。
说来也巧，修建“隔岸寺”的这块观音菩
萨用来架桥的奇石，正好把大理坝子和
洱海一分为二。从磻溪到喜洲古镇10公
里，到大理古城也是10公里；从磻溪到上
关龙首关 25公里，到下关龙尾关也是 25
公里。人们过去用“华里”作为距离的计
量单位，50 公里即 100 华里，坝子长 100
华里，洱海长100华里，正好是两个一百，
故称“百二”。“苍洱无双地，百二由此
分。”这就是“分水奇石”的由来。

一条美丽的河流，一块传奇色彩浓
厚的石头，让区位优势独特的村庄更显
得神秘莫测。外加一部爱情电影《五朵
金花》，一部古装武打电视剧《天龙八
部》，一部生活情景剧《去有风的地方》，
让大理更是光彩夺目。

磻溪有“水阁凉亭”“珠联阁”“永济
桥”“古宅”“古巷”……有“草堂”“酒
吧”“咖啡厅”“茶室”，还有绿树、草地、
美食……更有年轻人追捧“山盟海誓”的
逐梦之地“磻溪S弯”！

在这里，你可以闭上眼睛，面朝大海
静静地坐着，任凭柔软的海风在脸颊间
放荡，听潮起潮落，你就能接通古渔村的

“地线”，感受这条溪流及这块石头的“独
一无二”。又或许，你可以邀约三五好
友，放慢脚步放下日常负重，选一间靠

“海”的酒吧，凭栏远眺看日出日落，在海
鸥与海菜花接触的缝隙间小酌几杯，待
飘飘欲仙时，于躺椅上听一首《去大理》
或《画你》……走近磻溪，走进梦幻般的
磻溪里，让我在梦中无数次见到你！

磻 溪 畅 想 曲
□ 李 雪

一脚踏上铮亮光洁的青石板，心
有戚戚焉！一座微小的城池，烙着经
年的风雨沧桑，宠辱不惊，静默嫣然。
时光流淌，却依然如雨后梨花，雪中香
梅，铭刻于一片片青砖碧瓦，一座座古
门老坊。走过横街竖巷，数千年烟云
往事，老人额头的皱纹那么深，手里的
拐杖那么长。新雨洗涤，尘埃落尽，又
见彩云斑斓。向西延伸的古驿道上，
散落着磨砺千年却不甚平坦的溜光石
镜，诉说着千年往事。

祥云县云南驿村的青石板街道
上，有两个大姓人家，李氏和钱氏。李
氏是耕读人家，大多数家庭都有很多
的土地，他们不经商，孩子们读书习
字，活得质朴单纯。从村东头的牌坊
往上数的第六个院子，是李家大院六
院，清朝末年是李茂建盖，占地面积
448平方米，建筑面积798平方米。坐
南向北，四合五天井，为四合院式小青
瓦顶木结构走马转角楼。

云南驿村的李氏是明军屯田时候
祖辈从南京迁徙而来的，后代子孙较
多，从《李氏族谱》来看，后分为五个支
系，这是定居云南驿的一个大支。清
朝末年时，李茂开始从事经商，主要从
事经营纺织业，买卖线、布，渐渐成为
云南驿有名的“线长”。1900年初，他
用买卖半辈子线的钱在古驿道上买了
繁华路段的一块地，带领他的两个儿
子李建阳、李荣阳盖起了一幢四合院，
占地面积700多平米。建房是一个庞
大的工程，李家人前后用了10年的时
间才全部修建完成。

院子是传统的四合五天井结构，
中间一个大院子，在东南西北角各带
一个小天井，土木建筑，两层结构，雕
梁画栋。大门的门头飞檐翘瓦，门边
用巨大的石板砌成，左右两边各有一
个方形石墩。大门是用两寸多厚的椿
树木板做的双合门，两米多高，门上镶
嵌一个很大的铁栓。一层房间的地面
用青砖铺砌，木格子窗户，房间里面套
房间，层层深入。楼上的四围防护栏
全用两寸宽的木条做成，既美观又防
盗。楼上夹层处还设计有隐秘的暗
室。院子坐南朝北，南面为正堂屋，院
心四周用长条形青石镶砌，青石块四
四方方整整齐齐，都是到十多里外的
大波那村石山上买来，当时用牛车拉
回来。整个院子庭院深深，宽敞明亮，

冬暖夏凉，蔚为壮观。如今，一百多年
的院子依然岿然屹立，令每一位参观
的游人由衷赞叹。

新房建成后，开马店，生意兴隆。
到抗战期间，李家的这个大院子曾一度
作为空军军官学校教官指挥部，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李茂的第三个孙子李光
友（1919年出生），17岁参加滇60军，开
赴抗日战场打日本，牺牲在山东台儿
庄。李茂的第四个孙子李光祥（1921年
出生），18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
黔边纵第八支队，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
党员，身经百战，多处负伤，后离休。

1938 年初，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空
军军官学校（初级班）搬迁到云南驿训
练飞行员，李家大院作为教官指挥
部。后因日本飞机多次空袭轰炸，空
军军官学校教练机、人员均损失惨重，
于是在1942年初全部迁离云南驿。国
民党空军指挥部搬出大院，国民党邮电
局和 36电台进驻。1949年 3月，国民
党邮电局和36电台，在邮电局职工地
下党陶玉章的动员策划下，全体人员
宣布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边
纵第八支队，于是边纵八支队有了第一
部电台，为解放滇西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茂的第二个孙子李光贵，原来
一直在自家的马店里帮忙打杂，抗日
战争爆发后参加了马帮的运输队伍。
马锅头们戴着草帽，穿着赶马装，脚上
穿着草鞋，握着马鞭，注视着前方，与
队伍紧紧跟上，就这样积年累月，走进
了新中国，马帮被编入了路桥公司的
运输大队，他成为了一名修路建桥的
工人，直到退休。

如今，院里一米多高的大水缸还
在，用四块非常大的青石构成。移栽来
一棵木槿树，先是开雪白的花，又嫁接
了紫色木槿，每年夏季都会开出两种颜
色，一半是雪白，一半是紫红，美丽的花
树常常令路人驻足观望。李光贵的儿
子李志发已经年逾古稀，他经常给游
客们讲述着饮马水缸的故事：“当年，
大院里开马店的时候，家里人每天半
夜就要起来去龙潭井挑水，能装二十
担水呢，挑好水，天就亮了，住店的人
都起来了，得赶紧替他们喂好马，给他
们煮好饭，他们都急着赶路呢。”

光阴一闪而过，如果你有时间的
话，安静地坐在李家大院的门槛上，倚
着门坊，耳边拂过清风，沁一口清甜的
普洱茶，听听云南驿的古往今来，长长
短短……

□ 熊子军

小鸡足在巍山县城西南方向，位于
青华乡和五印乡交界处。因形状像一
只独立的鸡足而得名，是巍山西面最高
的一座山峰。虽然山形和庙宇规模无
法与宾川的鸡足山相比，但小有小的灵
秀，小有小的风姿，它在五印、青华和牛
街人心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记得小时候，每年农历正月十四，
小鸡足周边十里八乡的群众，都会沿
着小鸡足的山脉，浩浩荡荡地汇集到
山顶，名曰“朝山”。从我老家牛街乡
直捷大村到小鸡足，大概需要走三个
半小时的山路。一大早就得出发，还
要背上两个米饭团。我管不住嘴，每
次刚翻过村子对面的“刘家坡”，就得
偷偷吃上一个米饭团，然后一路北上，
爬山坡、钻栝子，到达闭利色林场后再
吃上一个米饭团，才能勉强撑到终点。

“山寺无门望云封，古刹无灯凭
月照。”小鸡足的山门是空的，中间没
有门板，两面通透，站在门口往里看，
一条弯曲的林荫小路直达茶花寺。
站在门里往外看，可以看到茫茫的云
海和重峦叠嶂的远山，像一扇天然的
大门，上面的水墨丹青随四季而变
化。出门往东走几十米，青华方向的
山坳上有一块空地，特别的热闹，有
打歌的，有对调子的，有卖油粉的，还
有用瓦片烤豆腐卖的，欢快的笛声和
粗犷的芦笙声此起彼伏，瞬间打消了
徒步登山的劳累。于是，我们几个小
不点迫不及待地挤入打歌场，学着大
人的模样开始蹦蹦跳跳。虽然不会
唱调子，也听不懂大人们唱的是什

么，但最后一句“嗖啊”还是能够吼到
点子上的。

小鸡足周边都是茂密的原始森
林，没有什么人家。那时候不通公路，
最近的五印新家村和青华阿嘎村也都
要走上三四公里的山路，所以散会的
时间比较早。

“怪石崚嶒路屈盘，下山更比上山
难。”上山的时候，因为有目标，所以路
再难、坡再陡，也不怎么觉得辛苦。下
山的时候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再加
上去途的辛劳，所以下山就觉得非常
难。于是，我从小就在心底滋生了一
个夜宿小鸡足的念头，一是可以看落
日美景，二是可以感受“殿前无灯凭月
照”的小鸡足夜景，三是可以缓冲我上
山下山持续往返的徒步压力。如今，
小鸡足早已通了公路，这个想法得以
实现。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从青华狮子
口到小鸡足的这条徒步路线，每年都
要呼朋唤友走上两三次，全长大约 8
公里，沿途还有许多参天大树、花花草
草和飞鸟走兽。如果三四月份去，还
能欣赏到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有红的、
粉的、白的，还有红白相间的，偶尔还
能看到几株野生的山茶花。

曾经山门前的那块打歌场，早变
成了财神庙和生活管理区，南面台阶
上盖了一间庙宇，北边靠山的方向是
厨房，东西两侧是两排简易的客房，有
四个大通间，可住二三十人，夜宿小鸡
足已经不再是梦想。中间的院子打了
水泥地面，每年正月十四依旧用来打
歌、对调子，打歌场中间火塘的位置还
种上了一棵山茶花，主要是为了防火，
也为院子增添了一抹生机。

云南驿古道上的李家大院

徒步小鸡足

本报讯（通讯员 阿颖畅） 近日，
我州青年作家李达伟长篇散文《苍山》
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李达伟长篇散文《苍山》入选百花
文艺出版社“满天星丛书”，全文共计
18万字，主要以苍山中的那些村落和
在苍山中生活着的人们，以及苍山本
身的自然等作为观察和写作的对象，
以引出读者对自然、生命以及人类精
神命运的思考。

李达伟是我州近几年来在文学创
作上较为突出的作家，1986 年生，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大益文学院签约作
家。迄今已有逾两百万字作品见于

《青年文学》《散文》《清明》《天涯》《大
益文学》《大家》《美文》《民族文学》《时
代文学》《广州文艺》《百花洲》《西部》

《湖南文学》《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
等刊物。出版有散文集《暗世界》《大
河》和《记忆宫殿》等。曾获第十二届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三
届三毛散文奖、云南文学奖、云南省年
度作家奖、滇池文学奖、《黄河文学》双
年奖等。

李达伟长篇散文《苍山》出版

□ 钏国富

云龙县山地多，莽莽林海，处处生长着野生
菌。在各种菌类之中，备受人们宠爱的要数鸡枞
了。鸡枞内部有纤维结构，颜色形状像鸡肉，味
道堪比鸡肉鲜美。鸡枞的形状如一把伞，顶部凸
起，表面光滑，又像一顶斗笠。

云龙产的鸡枞有黑白两种，黑鸡枞也称青
鸡枞，深受市场欢迎。事实上两种鸡枞没有本
质差别，味道无二，一样鲜美，只是人们的感官
体验不同而已。

鸡枞的吃法有很多种，炒吃是比较传统的
吃法。用诺邓火腿炒鸡枞，简单方便，不需要复
杂的工艺，不需要高端配料，原汁原味，火腿的
香味把鸡枞的鲜美推向极致。煮汤，也是鸡枞
的经典吃法。先把洗净的鸡枞煮熟，再加入剁
细的精瘦肉末，配点香菜，唯美鲜香，口感爽滑，
老幼皆宜。

鸡枞集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是大自然
对人类的馈赠与恩赐。鸡枞有大自然的味道，有
家乡的味道。山里人对鸡枞的感情无以言表，不
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身居何职，不管你腰缠
几何，每到雨季都会想起鸡枞的味道，鸡枞的味
道才是家乡的味道。

为了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到鸡枞的美味，人

们把鸡枞作油炸处理，做成“油鸡枞”，既可长期
保存，又让鸡枞的香味飘得更远，以飨在外的家
乡人。

油鸡枞的制作比较简单，不需要高深的厨
艺，一般人都可以制作。清洗鸡枞是基础，也是
关键，鸡枞从土壤里冒出来，顶部、鸡枞秆沾满了
泥土砂石、树叶杂草，要耐心把杂物清洗掉。清
洗前先用小苏打或麦面浸泡半小时，清洗时用毛
刷一朵一朵轻轻刷洗，切忌大水哗哗猛冲。有的
老人喜欢用南瓜叶擦洗，确保鸡枞不会损坏。

清洗完毕的鸡枞用手撕成大小基本一致的
条状，不能用刀切，以免影响油鸡枞的口感味
道。清洗后的鸡枞放置在筲箕里，沥去水分。

准备工作完成了，开始炸鸡枞。用菜籽油或
核桃油烧至适合温度，放入鸡枞，不停翻炒，以蒸
发水分，待鸡枞泛黄时放入辣椒、花椒、大蒜和
盐，继续翻炒，炒至深黄色即可。炒鸡枞需要几
个小时的时间，掌握火候很关键，炒好的油鸡枞
可以放置很长时间。

油鸡枞香味绵长，鲜美爽口，是老百姓的最
爱，可以单独食用，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增加香味
的配料，佐配各种美食，如煮面条米线加拌一点，
凉拌黄瓜加拌一点，甚至街头小吃卷粉都加配一
点，既增色添香，又诱人味蕾。

家乡的油鸡枞，让人难以忘怀！

家乡至味：油鸡枞
我州四位作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本报讯（通讯员 阿颖畅）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公布了2023年
新会员名单，我州魏向阳、张继强、杨灵芝、吉海珍四位作家，成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魏向阳，笔名大魏、良知、晓舟等，男，白族，1958年生于大理，
曾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民族文学》《光明日报》《解放军报》、
中国作家网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全国各大报刊媒体发表作品
千余件,著有散文集、诗集各两部,作品被编入中国作协编选出版
的《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等数十部合集、选本。

张继强，男，1970年生，云南永平人，《博南山》杂志主编，作品
《心中的河》《拥有年轻》《洱海的流程》等散文在《黄河报》《云南日
报》《四川日报》《大理文化》刊载。出版专著《博南古道探秘》《边
屯——古今前沿与后方》《博南古道》三部，其中《边屯——古今前
沿与后方》获大理州2014年度公开出版图书奖，《博南古道》入《发
现云南》丛书第一辑并获2023云南省十大好书奖。

杨灵芝，女，汉族，笔名林夕，大理州祥云县人，系中国诗歌学
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云南
之源》和诗集《太阳雨》《水面的厚度》《一个人的苍茫》，其中《太阳
雨》（作家出版社）获云南省优秀文学作品创作奖，诗作《远山近
树》入选2015年首届《现代诗经100首》。

吉海珍，彝名妮米阿露，女，彝族，1985年出生，云南漾濞人，
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在《民族文学》

《散文诗世界》等杂志发表过多篇文章，散文集《出生地》被列为中
国作协2017少数民族重点作品扶持篇目，入选中国多民族文学丛
书（第五辑）。

近几年来，我州连续有多位作家被中国作协所吸收，迎来了
我州作家加入中国作协的热潮，彰显了大理“文献名邦”的深厚底
蕴，预示着大理文学事业发展前景广阔、大理文学创作成果丰收，
文学氛围浓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