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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理 美

每当风平浪静、天高云淡的日子，只要乘上小船，荡进湖心，就可尽览茈碧
湖“水花树”大自然奇观：在碧绿透明的湖水中，从下而上，冒起一团团晶亮的水
珠，一簇簇，一串串，五光十色，绚丽多姿，水珠越来越多，越聚越大，最后形成一
株挂满琼珠玉粒、珍珠玛瑙的“宝树”。

此时，你才会更深刻地体会到“谁道洱河千胜景，源头此处更澄清”的意境。
［通讯员 高源 段正孝 施新弟 杨灿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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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 地 理

山里娃 拍摄时间：12月14日 拍摄地点：云龙县检槽乡炼登完全小学 作者：杨利军

□ 李树华

明代，今宾川县的乔甸和祥云县的
禾甸、米甸“三甸”，均属云南县（今祥云
县）所管辖。而让人意外的是，徐霞客在
其游记中提到乔、禾、米“三甸”时，竟然
用了“夙闻”一词，意思是“早就知道”这
几个地方。

明崇祯十二年（1639 年）八月十六
日，当徐霞客从顺宁（今凤庆）出发，过蒙
化（今巍山）境内，经弥渡，第二次来到云
南县游历，即将离开洱海卫时，随行的乔
甸骑夫，执意劝说他往北，经乔甸到鸡足
山，这让徐霞客错过了前往禾甸、米甸进
行实地考察的机会，给后人留下了遗
憾。如果没有骑夫的执意劝说，徐霞客
是很有可能要到禾甸和米甸的，因为他
在日记中说“余夙闻洱城北有米甸、禾
甸、荞甸……”

他在《滇游日记》中写道：“余夙闻
洱城北有米甸、禾甸、荞甸之名，且知
青海子水经小云南随川北转，经胭脂
坝，合禾、米诸甸水而北入金沙，意此
脊之北，荞甸水亦东北流。至此乃知其
独西北出宾川昔，始晤此脊自……山而
尽于小云南，北界于荞甸之东，耸宾川
东山而尽于红石崖金沙江岸，脊北盘壑
是为荞甸，与禾、米二甸名虽鼎列，而水
则分流焉。”这极有可能是乔甸、禾甸和
米甸地区最早的水利记录。

徐霞客虽未前往禾甸、米甸，但这两
个地方还是引起了他的关注，究其原
因，主要是流经其中的“水”，也就是河
流的走向。众所周知，高山大川及流经
其中的“水”，是徐霞客在旅行中考察的
重点，禾、米甸也不例外。纵观徐霞客
游记，以文学色彩记录的山川河流走
向、气候植被分布，直到今天，仍具有科
考价值。

徐霞客曾认为，青海湖水是经城川
坝北流，与禾、米诸甸水汇集，流向东北
后，再往北汇入金沙江的。等到了乔甸，
经实地考察，才得知乔甸与禾、米二甸，
虽三足鼎立，而水则分流，走向不同。徐
霞客当年的判断，与今天乔、禾、米三甸
水流的流向，大体是一致的，尤其是他

“青海子水经小云南随川北转”的说法，
更是让人称奇。

徐霞客在大理曾“三进三出”，崇祯
十二年（1639年）八月十六日，他从顺宁
（今凤庆），经蒙化（今巍山）、弥渡，复过
祥云，往宾川，是他第三次在大理旅行。

经过六天的旅行，徐霞客于八月二
十日这天来到云南县的洱海卫城。在卫
城吃过晚饭后，徐霞客顺梁王山，往鸡足
山方向北行。从梁王山到乔甸途中，徐
霞客一路考察了两个“坞”，两座“大山”，
晚上在“村庐累落”的乔甸“坞”中骑夫
家，“竟宿不行”。

徐霞客经过的乔甸，明代叫荞甸，因
古时主产荞子而名。1958年9月，由祥云
县划归宾川县。在游记中，徐霞客把地
势周围高中间凹的地称作“坞”，也就是

小坝子。毫无疑问，在徐霞客眼里，乔
甸、禾甸、米甸坝子，便是典型的“坞”。
当时的云南县，一共有 5 个叫“坞”的小
坝子，徐霞客经过的有下川坝、品甸坝
（今名城川坝）、乔甸坝。他虽未经过禾
甸坝和米甸坝，但对其主要山川河流的
分布也有所耳闻。

乔甸之美，美在水果和“海稍鱼”。
作为天然温室的乔甸，是镶嵌在水果之
乡宾川坝子上的一颗耀眼明珠。这里不
但有一望无际的早熟鲜食葡萄生产基
地，也有此起彼伏的晚熟柑橘果园。这
里，一年四季，水果飘香。近年来，以葡
萄、柑橘为主的水果冷链物流加工产业
的兴起，使乔甸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果
园”和加工厂。雨后春笋般的乔甸“海稍
鱼”品牌店，无处不在，“海稍鱼”发展到
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尤其是乔甸
镇2023年9月举行的宾川县首届海稍鱼
美食文化节，更是让海稍鱼这一文化品
牌声名远播。

禾甸之美，美在飘香的稻谷。自
古以来，祥云县就有“禾川熟，云南（祥
云）足”的说法。这里到处是辛弃疾眼
中“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的美景，让人一出门，就陷入遍地金黄
的田野。

在童话般的秋色里，沁人心脾的除
了稻香，还是稻香。

秋风吹过禾甸坝子广袤的田野，吹
黄了金灿灿的稻谷，也吹开了农人的笑
脸。只要到过禾甸坝子的人，无一不被
那种令人心醉的金色所陶醉。此外，禾
甸辽阔的天空中，还有往南飞翔的大
雁。它们飞过清澈的莲花湖，飞过烟坡，
飞过禾米河……

米甸的美，美在山水。这里有层层
叠叠、绵延不断的高山，有清澈如镜、一
年四季长流的细水。蜿蜒的山路上，风
是质朴的，它会去掉浊气；身旁的野花野
草，甚至树上爬行的小虫，也是鲜活可爱
的，能涤荡疲惫的心。

米甸坝子里，有像“人头关”一样
拔地而起的奇峰异岭，它们时而笼罩
在云里雾里，神秘莫测；时而又会在朝
阳下，如巨人般居高临下，俯瞰着过往
的行人。有的犹如一只巨手，遮住一
片乌云；有的像一个三角形，横亘在天
地之间。

米甸坝子里的一条条小河，清澈、碧
绿、恬静。远看，绿得像翡翠色的绸带；
近看，清得可以看见河底各式各样的石
头。如果是夜晚，山顶上弯弯的月牙，倒
映在清澈透明的小河上，瞬间就会呈现
出一种无尽的柔情来，此时的小河，不能
不让人迷离。

徐霞客“夙闻”的乔禾米“三甸”

□ 杨卓如

都知道云龙是一个山区县，地处莽
莽苍苍的横断山脉之间。要问山里人
家都有什么营生？耕种、放牧而已。耕
种，有水稻、包谷、小麦、大麦、蚕豆、豌
豆、荞麦，多了去了。放牧，有牛、羊、
猪、马之类，尤其是羊，以云龙山地放养
的黑山羊最为有名。

云龙黑山羊体格中等，身躯匀称，
头呈三角形，有角、有髯。皮毛光泽
好，大多数为黑色，皮厚薄均匀，富有
弹性。云龙山地黑山羊肌肉纤维细
嫩，味道鲜美，膻味极小，营养价值高。

云龙黑山羊主要分布在海拔 2500
米左右的山区，云龙县长新、白石、
检槽、诺邓、宝丰、关坪、团结等地，是
云龙黑山羊的主要产地。特别是长新
乡，养殖黑山羊是农户的一项传统产
业。这里气候温和，阳光充足，雨量充
沛，草场资源丰富。云龙黑山羊主要
采食天然牧草，其毛色纯黑，生长快，
出肉率高，肉质好，长新的黑山羊是抢
手的绿色肉食品，被市场普遍看好，发
展前景广阔。

长新的黑山羊产业，自然催生出了

羊汤锅这一独特的商机。从上个世纪
八、九十年代起，每逢赶集的日子，长
新街到处都是卖羊汤锅的商家。长新
的羊汤锅，由来已久，是远近闻名的一
道美食。

正是秋风瑟瑟时节，又到了贴秋膘
的时候。很多人循着羊肉的香味，走进
了长新的集市。我们在沘江边上找了
一家搭着棚子的羊汤锅摊子，坐了下
来。热腾腾的汤锅，飘出了诱人的香
味。当地人将来自大山深处的黑羯羊
宰杀后，用山泉水配以盐和花椒两种佐
料文火炖四小时，一锅清亮鲜香的羊汤
锅就出炉了。这种简单的烹调方法，其
实最能够保持羊肉的原汁原味，风味独
特，绝对是吃货无法抗拒的美味。

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位食客对我们
说：“这家的羊肉做得很好吃！可能你
们外地人不知道，但我们本地人最清
楚，他家的羊汤锅选用放养的黑山羊，
肉质细腻，汤色又好。有重要的客人，
我都会带他们到这里来，尝尝他家的味
道。因为这个羊肉里面，传承着他家独
特手艺的羊肉味道，还寄托了我们当地
人的一种感情。”

我想，羊汤锅好不好吃，还要亲自

尝尝才能够知道。“要健康，喝羊汤；要
长寿，吃羊肉。羊汤锅来喽！”主人家一
边嘴里说道，一边把一盆热气腾腾的羊
汤锅端到了我们面前的餐桌上。“吃肉
前，先来碗羊汤，撒点韭菜末，两种原本
毫不相干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此时却显
得相得益彰。”邻桌的人这样教我们，我
们也就如法炮制，缓缓喝上一口，韭菜的
清香和羊肉的醇香混在一起，香气浓郁，
细腻润滑，不腻不膻，肉质鲜美，真的是
天下美味，味蕾新体验。

也许是炖羊肉时用了山泉水，出锅
的羊肉越嚼越香，蘸上特制的糊辣椒蘸
水，鲜嫩和呛香味完美结合。这长新羊
汤锅，其味来自大山，所谓天然颐养真
味，羊肉自然天成，岂能不美！

我想，只有山里的汤锅大厨，才熬
得出这一口标准的长新羊肉味道。这
家店在长新街上熬了多年的羊汤锅，
大到选材，小到火候，他们其实早就已
经烂熟于心。得益于当地海拔高、气
温低的环境特点，来自长新大山深处
的黑山羊的肉质紧实，口感上佳。宰
杀、退毛之后，讲究的是整只羊下锅，称

“全羊汤锅”，要的就是那一种融合的味
道。一锅纯正的全羊汤锅，首先要有

一只好羊，还得有一锅好水。长新人
煮羊汤锅，用的是高山山泉水，冷水下
锅，除了盐和花椒，不放其它调料，羊
肉汤清亮鲜美，煮出来的羊肉味道更
香，肉质更嫩。

其实在去长新之前，我们已经在县
城吃过一顿羊肉了。县城街上的小饭馆
每每挂着羊肉的招牌，多数是火锅，配料
极其复杂：薄荷、香菜、辣椒、红油、腐乳
以及种种叫不上名来的佐料，蒸腾出浓
郁的气味，羊肉的味道却被掩盖了。

长新的羊肉果然比别处好吃，不是
多么精致，反而充满山野气息，走的是
原生态的路线。其实来到长新的游客，
一多半是奔着这锅原汁原味的羊肉来
的。此外我还有一个感受，这种吃法尤
其适合搭配本地的包谷酒，或许都是一
方水土，天然在味觉上相通。

当然，长新的羊肉恐怕还得在长新
吃，同时享受着长新大山里独有的山水
和气候。俗话说：“千里赶张嘴”，赶的
就是在原产地吃顿原汁原味的羊汤锅
的乐趣。个中微妙恐怕只有品尝过的
人才能够体会得到。在长新吃羊肉，也
算是一种收获。云龙在骨子里就是一
个醉人的地方，长新尤其是。

长 新 街 上 羊 肉 香

□ 施新弟

洱源县凤羽镇大涧村，一个鲜为人
知、古朴幽静的美丽村庄，石墙、石门、
石屋、石子路，石头垒砌错落有致的房
屋，满含乡土气息，隐藏一隅，依山傍
水，风光秀丽，绿树成荫，景色优美，三
面环山一面临坡，村旁有一条小河静静
流淌，一片宁静。

一条蜿蜒的石子路直通村里，沿
途树林茂密，一片翠绿迷人眼。村口
矗立着一棵百年参天大树，枝繁叶茂，
格外引人注目。每当走近村落，远远
地见到大树，就知道离村子不远了。
村南边一条小河紧贴着村庄悄然流
过，河边没有了挑水的人，没有了洗衣
的人，没有了饮牛放羊的人……偶有
蛙鸣鸟叫，突然蹿出的松鼠打破村庄的
寂静，掀起一阵小小的波澜，瞬间又归
于宁静。

走进错落有致的村庄，处处是繁茂
的花草，有的野草已盖过人高。再也没
有人打扰它们，只有慕名而来的八方游
人、来采花蜜的蜜蜂、迎风翩翩飞舞的
蝴蝶时不时串串门，像老朋友似的和它
们握握手、拉拉话，有时还像久违的老
友见面一样相互拥抱一下，热情地招呼
着，久久不肯撒手，体验一下亲情、友情
和爱情的温度。时间，似乎在这里是静

止的，四方游客、一庭一院、一草一木、
一砖一石，都是不动的，慢慢地消耗时
光，自自然然、生生灭灭。

曾经热闹的院落，有些残破，或是
铁将军把门，又或者根本就没有大门
了，早已人去楼空。门鼻儿和锁头都锈
迹斑斑，它们在岁月残蚀中一心等待主
人回家已经很久很久了，期待哪一天突
然钥匙开锁的那清脆声再次响起。还
有一些院落，估计都被院主人遗忘抛弃
了，房倒屋塌，破败的墙头上长满了野
草，落地的梁木经雨水浸蚀，生出了青
苔、野蘑菇，这分明是岁月的痕迹。风
吹过，一棵棵核桃树下有落地果实，满
地青黄，随手捡起便可以吃了。

沿着一块块石块铺就的村中主干
道一路往村中走，寂静的环境，草丛里
的虫鸣、河中的蛙鸣、山间的牛羊哞叫、
游人的呼朋引伴都显得分外响亮。我
们小心步入村中央，放眼环望，隐蔽在
乱树丛中的石井，磨圆了棱角的石磨，
久无香火的本主庙，不言不语，无声无
息，已把自己交给了岁月的风雨。映入
眼帘的此情此景，不禁让我触景生情，
内心激发出诸多情愫，同时也升腾出一
缕缕难以释怀的悠悠乡愁。

在这里，无论走到哪儿，都会遇见
一棵棵古树。除了古核桃、古梅树、古
松树、清香木等等，枝叶相连，遮天蔽

日，你还会在路边遇见古柏、栗木，皲裂
的枝干上，筋骨毕现，夭矫的身姿，有一
种与岁月较劲后的力与美。松树、银
杏、柏树……古树名木，静静演绎着生
命的传奇，诠释着大涧村的悠远，见证
着这座古村落的历史沧桑。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在这里极尽诠释。

走进一处院落，隔着门缝往里看，
小院里荒草丛生，石板道上苔藓遍布，
过道内一些废弃不用的农具上蛛网悬
浮。旁边的灶台上空无一物，曾经的烟
火已然远去，但一堆堆的柴块却整整齐
齐排在灶前，似乎在等着主人家再来开
锅做饭。院子中间，散落着几个花花绿
绿的物什，石刻的“福”和“寿”字，丢弃
的斗笠蓑衣……谁能想到，这个当年热
闹的地方，如今竟安静如斯。

散落各处的老房子、老院子、老树、
老器物，像一群闲坐村头的老人，一脸
沧桑，用沉默与我们对话。古宅大门、
院落、正房、偏房，除了门框、门板、窗
户外全是石头垒砌，看不到青砖或土
坯，甚至连山墙屋面也是石板叠压做
成。踏着石子路，观赏着村宅石屋，试
坐一下路边光滑的石堆，摸摸遗弃在
院落内的磨刀石、石头水缸、洗菜石
盆、牛猪食槽，慢慢地感受石头村落的
历史沧桑。

“大涧村整体搬迁了，现在村子里

已经没有一户人家。今后，这里将搞旅
游开发，会是一个人们享受慢生活的
好去处！”听着朋友的话，我心中五味
杂陈，有些伤感也有些振奋。曾经，一
院院石头垒砌的“三坊一照壁”白族民
居，一家家老少生活在这里，绿树成
荫，鸡鸣犬吠，炊烟袅袅，尽管房子有
些旧了，但安居乐业。现在却人去楼
空，荒无人烟。但对我来说，大涧村是
一个可治愈疲惫，让人轻松的地方，这
里没有城市的繁华与喧嚣，却有着人间
最纯净的朴素。

走在古朴的石子路上，仿佛时间
都放慢了脚步，让我们感受到了内心
的平静与心安。在这座宁静的古村落
里，闭上眼睛聆听天籁，能让人彻底放
松身心。

古井、古树、古宅、石板巷、石板桥、
古农具、老物件……一个几百户人家的
小山村，却承载了满满的乡村记忆，让
我的很多想象和感想不断地涌出。人
生总是变化无常，当我们还年轻的时
候，总是向往外面的世界，想方设法离
开家乡、离开父母，千方百计走出大山，
到外面闯荡。历尽岁月沧桑，又不管不
顾地思怀故土，思念家乡。终于回到故
乡，老家早已物是人非了，但我的心中，
却永远留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方寸之地，
那就是故乡！

大涧村：永不消失的乡愁

本报讯（通讯员 阿颖畅） 近日，由
《云岭先锋》杂志社、《云南日报》花潮副
刊、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联合开展的“喜
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报告文学有奖征
文获奖名单揭晓，我州青年作家王灿鑫
撰写的报告文学《生命的光芒》榜上有
名，成为12个获奖者之一。

“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报告文
学有奖征文自 2022 年 8 月启动，2023 年
6月截稿，共收到应征稿件500多件。该
征文评奖不设名次，征文经评委无记名
投票，评选出了12件优秀作品。

《生命的光芒》原刊《云南日报》

2022年11月12日“花潮”版，全文约3000
字，作品记述了党的二十大代表李桂科从
参加工作直到退休前的36年间，一直坚守
在条件艰苦的洱源山石屏麻风病医院，尽
职尽责，兢兢业业，不嫌脏、不嫌累、不怕
传染，通过过硬的业务水平和高尚的大医
情怀，实现了院内所有患者全部治愈，并
使洱源县的麻风病患病率由最高年的
27.3/万人下降至2018年的0.1/万人。治
愈全体病人后，他又继续坚守在山石屏
村，带领所有康复者一起发家致富，将昔
日的麻风病医院改变成为一个健康和谐、
充满朝气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王灿鑫报告文学作品在全省征文赛中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