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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笔记

□ 苏航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
拜。从大波那铜棺的鸟图腾到《南诏图
传·铁柱记》，以及南诏时期的大理三塔
顶上放置的形似金鸡的大鹏金翅鸟，都
彰显了大理白族鸟崇拜文化的悠久历
史文化渊源。

1664 年，在祥云县刘厂镇大波那
村出土一具木椁铜棺，据测定为距今
2350 余年战国时期的墓葬文物，这证
明了在庒蹻入滇以前，白崖国的王权
存 在 。 按《南 诏 野 史·白 崖 国》载 ：

“……蒙苴第八子，蒙苴颂，居白崖国，
因地名号白崖国。”据考白崖国的年代
与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的年代大致在同
一时期。棺椁完全由青铜铸成，箱匝
式，这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贵族死后
所使用的一种特殊丧葬方式，其重达
2.571吨，相当于一辆家用轿车的重量；
长 2 米，高 0.64 米，厚 1.2 厘米。通过拆
解，它是由七块青铜板通过榫卯结构
拼合而成。最明显的就是棺盖，由两
块青铜板组合而成的人字形，看起来
也像房屋的屋脊，侧面四块铜板为四
壁，下有一块，而且底部还有多处支
撑，因此也被叫做“干栏式棺椁”。关

于干栏式房屋是一种下部架空，在上
面盖房子的建筑，主要流行于南方少
数民族。另外棺椁外表面布满了精美
的云雷蛇纹和两侧刻有鹰、燕、虎、豹、
水鸟等鸟兽纹。据铜棺出土时的管理
员张晶讲述：“铜棺里的权杖头是‘铜
鸡头’，我当时还拍过照片。”从铜棺上
的鸟纹就可看出当时铜棺的主人对鸟
的崇拜。

据胡本《南诏野史》记载：“细奴逻，
又名独逻消……素有祥异，会唐封首领
大将军建宁云南国诏张乐尽求，以诸葛
亮所立白崖铁柱，岁久剥蚀重铸之。因
社会祭柱，柱顶故有金镂鸟，忽能飞，集
奴逻左肩，相诫勿动，八日乃去。”另有

《南诏图传·铁柱记》云：“初，三賧白大
首领、将军张乐尽求并兴宗王等九人共
祭天于铁柱侧，主鸟从铁柱上飞憩兴宗
王之臂上焉。张乐尽求自此已后意加
惊讶。兴宗王乃意此吾家之主鸟也，始
自欣悦。”

张乐尽求说：“此吾家之主鸟也，始
自欣悦。”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与
大波那铜棺上的“鸟的崇拜”是一脉相
承的。说明了白族的先民是崇拜鸟的
民族。

到了南诏中后期随着历史的发

展，受到中原王朝的凤凰崇拜，以及佛
教的传入，认为凤凰才是鸟中之王，是
吉祥的象征。便开始崇拜凤凰。但是
在白族的语言词汇中至今没有“凤凰”
这个词汇，白族人把凤凰称之为“金
鸡”。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凤凰神鸟
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鹿后，蛇头
鱼尾，鹳嗓鸳思，龙尾虎背，燕颌鸡啄，
无色具备”。

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传入大理
受到了统治阶层的推崇，南诏统治者
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将佛教作为国
教。《南诏野史》中记载南诏王蒙世隆
在位期间：“大寺八百谓之兰若；小寺
三千谓之珈蓝，遍于云南境内，家家户
户皆以敬佛为首务。”广建庙宇，弘扬佛
法，引领众生向善，先后修建了崇圣寺、
无为寺、感通寺、中和寺、鸡足山祝圣
寺、九莲寺、迦叶殿、金顶寺等等。大理
地区白族原始的“金鸡”崇拜在佛教的
影响下，也具有了佛教色彩，从而获得
了创新的发展。郭松年《大理行记》有
这样的记载：“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
近，其俗尚浮屠，家无贫富，皆有佛堂。
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
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其处者，
使人名利之心俱尽。此大理之大观

也。”可见佛教在大理地区源远流长，影
响甚广。

大理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早
在秦汉时期就已成为南方丝绸之路和
茶马古道交通枢纽。印度佛教传入大
理后，对白族的金鸡崇拜也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大理自古以来就为水乡泽
国，南诏大理国时期多地发生水患，

《观佛三味海经》说：“此鸟以业报之故
得以诸龙为食，与阎浮提一日可食一
龙王及五百条小龙。于密教，迦楼罗
乃梵天、大自在等的化身。”所以建于
南诏时期的三塔顶上，放置了形似金
鸡的大鹏金翅鸟来镇水患。后来白族
先民将佛教与地方原始宗教本主结合
形成了特殊的阿吒力教，既是白密佛
教。白密佛教将“金鸡”作为白族的图
腾崇拜，“朵兮薄巫师”自称“介侯”（或
称“鸡家”），是本主或神灵打鸣提唱的

“介曼”（鸡叫），是本主的使者。可见，
朵兮薄作为白密佛教中的巫师，自诩
为“金鸡”的化身。

经过历史沧桑和岁月的变迁，白族
的鸟崇拜与金鸡崇拜文化也更加丰富
多彩，彰显出独有的文化内涵和魅力，
对其渊源探究和发掘利用，也必将走上
多元化发展的道路。

白族的鸟崇拜文化探源

□ 杨训波

在乡下教书的那些日子，我养成了
一个重读的习惯。重读一本书，固然有
和老友见面的熟稔之感，但往往是稔的
多，熟的少。比如重读《围城》给我的感
觉就和大学读的时候完全不同。首先对
围城的理解上就更上了一层。其实，人
生所遇到的一切境遇，都如围城一般，在
围城之外的想进去，真的进去了又都要
想出来。这是多数人都能读到的，但我
还读出了更多的人生况味。特别是小说
的结尾：“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
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
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当、当、当、当、
当、当’响了六下。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
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
待柔嘉好，劝他别再为昨天的事弄得夫妇
不欢；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家来
吃晚饭，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到她厂里
做事。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
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
一切啼笑。”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况味。

上学的时候，中文老师告诉我们，读
《围城》需要分成许多次来读：故事读一
遍，这一遍可以快速地浏览下去；学小说
手法读一遍，这一遍要仔细玩味；学幽默
读一遍，等等不一而足。说到这里，让我
想起了《红楼梦》，关于这本巨著的读法，
也早有人说过，对于《红楼梦》，没有读过
七遍，你就没有发言权。当然，我们读一
本书，并不是需要获得什么发言权，所以

我们不一定非要读上七遍不可，但重读，
是绝对必要的。我一直记得一个故事，
故事说的是晋朝有一个叫殷浩的人，喜
读《老子》和《易经》，说起话来头头是
道。殷浩有个外甥，叫韩康伯，非常聪明
伶俐，殷浩很喜欢他。有一次，殷浩看见
韩康伯和别人议论时，显出夸夸其谈、自
鸣得意的样子。殷浩批评他说：“康伯未
得我牙慧，就这样了不起了。”殷浩是把
书读死了，把书读死，当然只能学到拾人
牙慧的功夫了。

读书，其实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像和
一个人在聊天，其中当有领悟。道理浅显，
但要做到这，就得重读，仔细地咀嚼，反复
地咀嚼。毕竟书是死的，活人读死书，就要
把它读活，把那些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情感、
思想读活起来。古人说好书不厌百回读，
强调的是“好书”的“好”，非读一遍可以完
全探究的。另一古训说“书读百遍，其义自
见”，说的正是重读的重要了。

像人生需要时时回顾一样，书是需
要不断重读的。

彝族诗人司马则干脆说：“任何一本
书，起码应该有三种读法：想象自己是一
名普通读者，在书中拼命获取所需要的
信息（包括感受）；想象自己是一名记者，
在阅读中随时准备对作者发问；想象自
己是作者，正在参与创作。我们无从判
断哪一种读法才是科学的，正确的。或
许，三种读法纠缠在一起，在三种角色中
穿梭，更加锻炼人的智力。”这种说法，很
实在，道理颇深，值得一试。

重 读 的 妙 处□ 罗武昌

在云南大理，有一个人与湖的共栖
空间，既连接古朴自然的村庄，又通达
碧波荡漾的洱海，这个“湖滨呼吸道”就
是洱海生态廊道。以太和阳南溪为起
点，跨越了太和、大理、银桥、湾桥、
喜洲、上关、双廊、挖色、海东、满江、
下关，共涉及 11 个乡镇（街道），全长
129 公里，其中海西段 46 公里、海东段
69公里、海北和海南段 14公里，将环湖
村庄串成一条多彩的项链，被称为洱海
生态安全的“绿色长廊”，是游客和市民
休闲健身的绝佳场地。“街道上人流稀
稀疏疏，都到洱海生态廊道去了。”这是
大理市民的基本共识。

洱海生态廊道的海西段，是人们休
闲娱乐的首选地。从阳南溪（零公里）、
三圣岛（6 公里）、龙龛码头（9 公里）、才
村码头（12 公里）、马久邑村（16 公里）、
磻溪村（23 公里）、古生村（27.5 公里）、
海舌湿地公园（31 公里）、桃源码头（46
公里）……一路风景如画，将湖光山色、
白族民居、田园风光尽收眼底。徒步
的、骑行的、乘坐游览车的不计其数，用

“游人如织”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
龙龛码头位于洱海最狭窄处的

龙龛村。龙龛村隶属大理市大理镇，地
处大理镇东边，距镇政府3公里，距大理
市15公里，是一个洱海西岸临水的白族
古渔村，景色优美、风光秀丽、古色古
香、交通方便、民风淳朴、文化底蕴深
厚。而“龙龛码头”正好位于洱海生态
廊道 9 公里处，所以非常适合徒步。当
然，从古城乘坐2路公交车也可以到达，
亦可选择自驾游到龙龛古渡。龙龛村
拥有大理州美丽乡村示范村、中国传统
村落、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村、全国生态
文明村等多种荣誉称号。

“龙龛”白族话叫“老库耳”。“龙”
寓意“天子”，“龛”是供奉神位、佛像等
的小阁子，两个字组合在一起，就是天
子住过的房子之意。

龙龛村不仅有鸡足山七十二庵中
的“海晏庵”、龙龛本主文化遗址、三合
院民居古建筑、雕楼遗址等，巷道中还
有一幅《世隆故里龙龛》画格外醒目，仿
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大理国第十一代国主
蒙世隆即景庄皇帝曾在此生活了8年的
故事。他就位后为报答村民的养育之
恩，就把早先叫“李家庄”的村庄赐名为

“龙龛”，并赐良田千顷供村民耕种，免除
农渔赋税，宫廷所用菜肴果蔬均由龙龛
御供，村民从此丰衣足食安享太平。蒙
世隆驾崩后，村民们感其恩德，在草扎的
龙骨上插香以示悼念，并立为村中“本
主”，还将它作为祖训一代代告诫传承，

“耍香龙”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作为一名户外运动体验者，洱海生

态廊道建设时，我总是在持续关注建设
进度，怎么也管不住自己的脚步，不仅几
次乘车环行洱海生态廊道，还数次徒步
到龙龛码头、才村码头等地采风。每年
秋冬季节，还会折腾几次到龙龛码头拍
摄殷红的水杉，再同拍摄婚纱照的小情
侣与顽皮的海鸥来一场“同框竞技”，用
心体会古代皇帝曾经居住过的古村庄的
曼妙时光。因此，对“世隆故里”，我应该
说是十分熟悉了。

今年五一小长假，与朋友从生态廊
道徒步到龙龛码头，再转向大理三月街
去“扫街”。在龙龛码头北侧不远处的
弯道上，一个红色的“心形”门牌坊上赫
然镶嵌着三个白色大字——爱情巷！
大大的“红心”十分惹眼，小巷被冠以

“爱情”之名，确实吓我一跳。我经常爬
坡上坎、走街串巷，自称是一个“大理
通”，居然不知道龙龛多了条“爱情巷”，
是不是有些孤陋寡闻“很打脸”了？但
尴尬归尴尬，“心形”门是后门，我急不
可待一头扎进小巷道，想对隐藏着的秘
密一探究竟。

有人说过：龙龛是姐妹花的聚集
地，是情侣终身必来的地方，是爱情表
白的必经一站。或许，世人都知道龙
龛码头是一个爱情表白地、婚纱拍摄
地和婚礼目的地，但对“爱情巷”却显
得有些陌生。“爱情巷”很狭窄、很干
净，也很浪漫，以红色、粉红色为主基
调，主打“温柔与浪漫”的情调。“爱情
巷”的正门口，是一片粉红色的世界，
一面巨大的粉红色花墙上是“苍山为
盟，洱海为誓”的双心造型，瞬间就让
人觉得“爱情”扑面而来。步入大门，
首先映入眼帘的主色调是粉红色，然
后依次是蓝色、红色和白色，代表着不
同时期的爱情色调，这就是“爱情巷”
诠释的爱情颜色。

有人告诉我，小巷长260米，设有99
个摊位，里面有许多暖心又暖胃的小摊
货。我想，这个“2”就是“两个人”，这个

“6”是南方方言“路”，这个“0”就是“终
点”，意思是两个人手牵手一路走到终点，
即“白头偕老”的寓意。99个摊位摆放着
小年轻人喜欢的各种小吃、精美手串、披
风、连衣裙、布娃娃，这个“99”则寓意着长
长久久……

南方人一般不善言辞，很“木讷”，
有些话常常说不出口，什么情呀、爱呀
都只能藏在心里。尽管大家都明白“爱
要大声说出来”，也会唱“……灿烂的笑
容就在门外，快点去表白，爱要大声说
出来。想爱就去爱，机会错过就不能重
来。爱要大声说出来，就算会失败，勇
敢追求幸福才会来……”一旦两个人彼
此动了小心思，就会扭扭捏捏，甚至脸
红脖子粗，说话都结结巴巴了，“我爱
你”三个字始终说不出口。

恰在此时，“爱情巷”应运而生，正
以自己的方式诉说“爱情”。如果一句
浅浅的情话说不出口，遇到中意的那
个 TA，那就邀请 TA 到“爱情巷”，面
对 温 柔 又 浪 漫 的“ 红 心 ”“ 表 白 墙 ”

“LOVE”“海誓山盟”图大声读出来，
或一起打卡拍照，在会说话的“动心
墙”面前，一切“淡定”的伪装都是徒劳
的。能在巷子里打开心结，含情脉脉
真诚面对，那么你说不出口的那点小
心思，TA 肯定就懂了。如果 TA 还同
意把这些照片发个美美的朋友圈，那
估计就该有下文了，也许用不了多久，
就该从“爱情巷”走进“中国最佳爱情
表白地”龙龛码头，去完成一场一辈子
最珍贵的婚礼拍，把爱定格在海誓山
盟的地方。

“龙龛,爱情巷”，就在龙龛码头北
侧，可以成就许许多多年轻人的幸福，
是一条从“恋爱”通向“婚姻”殿堂的捷
径，也是一条“幸福巷”。

龙龛有条“爱情巷”

□ 寸红亮 文／图

杜鹃花已开，相约鹤庆马耳山，相聚
马耳山杜鹃林，看一场铺天盖地的花事。

眼下，马耳山是花海，绚丽多姿。从
每年的四月开始，不同的杜鹃花先从马耳
山山脚开始开放，随着海拔的升高、时间
的推移，山腰、山顶的杜鹃花次第开放。

五月，是高山杜鹃盛放得最热烈的
时节，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林不约而同地
绽放，奏响了五颜六色的花之歌。从马
耳山的石蒲塘到天池，沿路是五六公里
波澜起伏的花海长廊。到天池，高山杜
鹃花和其他各种野花绵延不绝，错落有
致，花的巨毯在天地间徐徐展开，令人叹
为观止。在这绵延起伏的高山之巅，大
自然的神奇力量和鬼斧神工让这片上百

年的古老杜鹃林漫山遍野开放，缔造了
人间的神奇花事。

徒步攀登马耳山，需结伴同行。你
可以抵达鹤庆县西邑镇西邑村乔仁甸
自然村，沿着村后的山梁登顶。至山
顶，右转，沿着石蒲塘至天池，可饱览沿
途自然风光和杜鹃花海，直至天池。你
还可以抵达西邑镇响水河村响水河自
然村上山，沿响水河河谷直上到天池，沿
途一路伴着山间小溪行走，道路较为陡
急，至山顶豁然开朗，天池就在你眼前，
四周便有成片的高山杜鹃林。此时此
刻，花开正好。

蓝天、白云、绿草地，再有万亩高山
杜鹃林，成就了令人窒息的美景，探秘
马耳山，登顶天池，相聚杜鹃林，绝对不
虚一行。

鹤庆马耳山：高山杜鹃，花开成海

□ 高文 寿昌施 文／图

进入四月份以来，剑川县马象公路
沿线的杜鹃花成为了摄影爱好者和游
客们瞩目的焦点，漫山遍野的高山杜鹃
竞相开放，风起云动花摇曳，令人流连
忘返。

马象公路是剑川县马登镇进入象图
乡的重要道路，近年来这里的杜鹃花海
逐渐被人们所熟悉。每年四月份至五
月初，海拔三千多米大山之上的马象
公路两边，粉红的、紫色的、白色的……
各色杜鹃花依山势次第盛开，一片片、
一簇簇、一丛丛鲜艳耀眼的花儿姹紫
嫣红，如云似霞。目光所到之处，尽是
杜鹃花的颜色，随着绵延的山峦一直

延伸到天边，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
壮阔与丰饶。吸引着众多摄影人和游
客纷至沓来赏花游览，他们穿梭在花
海中，或徜徉于草甸间，纷纷用镜头记
录下这火红的景色，尽情享受着大自
然的多彩画卷。

一位资深摄影爱好者表示，能够同
时拍摄、欣赏到高山杜鹃、风车、云海等
美景，也是一次难得的拍摄体验。

“每年清明前后，杜鹃花竞相开放，
成为马象公路边最迷人的风景线。由于
气候和雨水等因素，今年马象公路的杜
鹃花开得特别艳，目前已经吸引县内外
5万多游客前来赏花。”马登镇相关负责
人介绍，杜鹃花最佳观赏期还可以延续
到五月中旬。

剑川马登：杜鹃花海惹人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