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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渡县密祉大寺始建于清乾隆初年，清光绪五年（1879年）曾增修扩建，
距今已有270多年的历史，是密祉镇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的古庙古刹。坐
西朝东，大寺房舍依山逐势而建，前为关圣殿，后为玉皇阁，是州级文物保护单
位。（摄于5月23日） ［通讯员 杨宋 摄］

美 食 地 理

□ 张树禄 韩勇林

每逢节假日和周末，位于巍山县永建
镇东莲花美食创业园区的偰氏面片顾客
总是络绎不绝，众多当地居民和外地游
客慕名前往，品尝巍山偰氏面片这道回
族传统特色美食，其独特的口感和精湛
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深受顾客的青睐。

巍山县永建镇东莲花村是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
井”“走马转阁楼”等明清古建筑群至今
保存完好，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

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吸引着众多外地
游客前往观光游览。

偰氏面片制作工艺十分讲究，其选
用上等优质的麦面粉，经过揉面、擀面、
切面、入锅等一系列工序，并配以辣椒
油、腌菜、花生碎等地方特有的原生态
食材作为辅料，一碗醇香可口的偰氏面
片就制作成了。

偰氏面片制作的第一步是揉面，将发
酵好的面团反复揉搓，直至面团光滑有弹
性。第二步是擀面，先用擀面杖轻轻地将
面团擀开，然后逐渐用力，将面团擀成一

张厚薄适中的片状面饼，这样切出来的面
片才会大小一致。第三步是切面，刀口要
锋利，刀法要精湛，才能保证切面片时更
加快速和整齐。最后入锅，放入沸水中煮
熟，再添加佐料，偰氏面片就可食用了。

高汤的熬制是偰氏面片制作中至关
重要的一环。选用本地土生土长的健壮
黄牛骨，洗净后新鲜入锅，加入生姜，熬
至汤汁香气四溢即可。而最具风味的则
是腊鹅高汤，选用本地自然生长的鹅宰
杀后腌制的腊鹅，用清水洗净，后切块入
锅慢熬，不加任何香料，以保持腊鹅肉的

原汁原味。
此外，“帽子”配料也极为关键，其

中“生炒牛肉”是偰氏面片的一大特
色。巍山偰氏面片制作技艺传承人偰
艳以其精湛的技艺，将红润的牛肉切成
均匀的肉丝，加上香油，混合姜丝高温
快速翻炒，并加入花椒面、盐调味，确保
肉丝鲜嫩可口。

煮好的面片，加入高汤和青豆米等
时鲜素菜，再配以“帽子”，一碗热气腾
腾、香味四溢的偰氏面片便成为广大食
客舌尖上的美味。

巍 山 偰 氏 面 片

□ 罗武昌

“闲”，在我的印象中，一直都不是
一个好词儿。但自阅读了王波先生在

《中国旅游文学》公众号发表的《闲在磻
溪》散文之后，忽然对“闲”的感知有了一
些微妙的变化，大有一种豁然开朗的
感觉。“闲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一种态
度，一种经历。”是呀，人们努力学习、
刻苦工作，忙忙碌碌一辈子，不就是为
了过上“悠闲”的日子吗？因此，我总
幻想着用笨拙的文字，来写一写身边
的好去处——洱河森林公园。

大理的下关老城区，被西洱河分割
成两半，河以北归太和街道，河以南归
下关街道，两岸依靠江风寺大桥、龙溪
大桥、黑龙桥、美登大桥、泰安桥和兴盛
大桥联通。洱河森林公园，就位于西洱河
南岸，在泰安桥与兴盛大桥之间，长约一
公里，呈东西走向，是一块两头窄中间宽
的长条形休闲绿化活动场地。

都说绿色是生命的底色，其实也是
人们提高生活品质所追求的颜色。大理
人闲暇之余，都喜欢养养花、种种草，才
有这方“家家流水、户户养花”的清闲之
地。记得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村上春树说
过：“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
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遇的人会再相
遇。”洱河森林公园，确实堪当“森林”二
字！公园面积不大，大青树、黄连木、小
叶榕、樱花、玉兰、合欢、桂花、黄葛榕、香
樟、蓝花楹、台湾相思、扶桑、女贞、雀舌
黄杨等植物构成了公园的绿色骨架，格
桑花、菊花、云南石竹、秋海棠、木茼蒿、
锦葵等草本花卉千奇百态，常春藤、爬山
虎、炮仗花等攀援植物见缝插针，再辅之
以绿油油的草坪，将整个公园装扮得五
彩缤纷，俨然一片郁郁葱葱的大森林，在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诠释着下关这座滇
西小镇的繁华与宁静。

云南素有“植物王国”“世界花园”的
美誉，按理说拥有一座森林公园，也不是
什么稀奇的事情。但洱河森林公园区位
优势明显，位于下关城区的中轴线上，非
常方便西洱河南北两岸市民的往来聚
集。这对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最佳
中国魅力城市”等多顶桂冠于一身的大
理来说，城区土地资源可谓“寸土寸金”，
这个公园自然也被人们视为“心头宝”。
再者，兴盛大桥早已成为游客与市民的
网红打卡点，热度持续升温，自然而然助
推了森林公园的人流量。

洱河森林公园依照使用功能，大致
可分为垂钓区、游泳区、健身区、休闲区
和徒步区几大功能区。

垂钓区紧靠兴盛大桥，长不过 50
米，是垂钓者和孩子们的乐园。垂钓者
以中老年人居多，一些孩子静静地守在
爷爷或外公周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鱼
漂，充当起老人的耳目来。“爷爷，大鱼上
钩了，大鱼上钩了，快快拉上来呀!”在孩
子的欢呼雀跃声中，老人奋力抬杆，钓上
来一个个毫无悬念的小麦穗鱼！只好尴
尬地附和几声：“下杆钓大鱼！下杆钓大
鱼！”其实，你根本看不到谁钓上大鱼
来！也许垂钓者、看客都只在乎钓鱼的
过程，与鱼大鱼小没有任何关系。怪不
得在兴盛大桥垂钓区，一年四季都有那
么多“鱼痴”在默默守候，我似乎明白了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含义了。
紧挨着垂钓区的是游泳区，游泳

区是从海心亭转移过来的。2018 年，
海心亭被划为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
区，禁止游泳，游泳场所就从海心亭搬
迁到兴盛大桥了。无论清晨还是黄
昏、晴天还是雨天、春夏还是秋冬，总

有那么一群游泳爱好者在游泳。有男
有女、有老有少，且以中老年人居多。
他们中年龄大的 90 多岁，小的只有 10
多岁，似乎都对温度不太敏感，好像根
本不知道什么是寒冷似的，尤其大冬
天，直看得人“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更有趣的是，那些海鸥、野鸭居然不怕
人，人游人的，鸟游鸟的，上演了一场
人鸟同台竞技的和谐场景。

紧挨着游泳区的是健身区，也就是
几个分散的小广场，洱河森林公园广场
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健身区，早晨和黄
昏尤为热闹，除了人们熟悉的广场舞外，
交谊舞、曳步舞、太极拳也毫不逊色，大
家互不干扰、各得其所，你跳你的舞，我
打我的拳，这里已成为人们展示形体美
与日常健身的大舞台。

休闲区分散在公园的核心区域，是
一些弹石铺就或水泥硬化的阡陌小路，
放置着一些休闲长椅、石桌、石凳或健
身器材等，同时兼具了“法治长廊”“文
化长廊”的属性，是一个“大树底下好乘
凉”的写真板。有象棋对弈的，享受阳
光浴的，有高歌一曲、吹拉弹唱的，大家
自娱自乐，都忙得不亦乐乎，将平素间
那种羞答答的仪态抛到九霄云外，一副
舍我其谁的模样。更有趣的是，这里还
有一个“鸟语区”，许多养鸟爱好者，一
大早就提着鸟笼到休闲区集结，将自己
心爱的鸟笼挂在树上，上演着一场场

“鸟语花香”“百鸟齐鸣”的现场直播。
又或许，人们只有到了这样的休闲区，

弹琴的、吹笛的、拉二胡的、唱歌的才能
进入忘我的状态，实现从凡人到“艺术
家”的华丽转身。

徒步区即洱河森林公园的河边步
道，是专供行人散步或晨跑的。在城市
或近郊，比如团山公园、洱海月湿地公
园、洱海生态廊道等，都是人们理想的休
闲之地。但这几个地方说远不远、说近
不近，尤其对年老体弱者而言，也是一个
不小的挑战。洱河森林公园，则是一个
集健身、摄影、游泳、休闲、娱乐为一体的
综合体，与周边居住地的距离最近，非常
适合独自放飞的、举家游玩的、朋友相约
的来此逗留。

不知不觉间，我又从熟悉的漾濞
路，穿过大理港下关码头，来到了洱河
森林公园。或许，同大多数居住在西洱河
附近的市民一样，只要有闲暇时光，都
会管不住腿，总想找各种借口到公园逛
一逛。或极目远眺苍山洱海的雄奇辽
阔，或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卷云舒，或躺
在长椅上享受一番阳光浴，或用心走向
吹拉弹唱者编织起的美丽殿堂……在
每一个清晨与黄昏，洱河森林公园总给
人以感观上的愉悦、心情上的轻松，并
将一身的疲劳抛入西洱河里，随水流
走，尽情享受大理的生活慢时光。又或
许，这一切，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既然去不了远方，那就来洱河森林
公园“闲”吧。这里，可以“闲”出“健康”、
治愈“内伤”、开阔“心胸”、活出“精彩”！

“闲”在洱河森林公园

□ 张伟锋 李志刚 杨通洲

2024 年 5 月 27 日至 31 日，由云南
省文联、大理大学主办，云南省作家协
会、大理大学文学院承办，大理州作家
协会协办的“大理大学文学周系列活
动”在大理大学古城校区成功举办。活
动以名家文学专题讲座、名家与知名校
友分享文学作品、名家与知名校友研讨
校园文学、名编面对面指导等方式，给
广大青年文学爱好者打开了一扇拓宽
文学视野的窗户。

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
《作家》主编宗仁发、北京市作协副主
席周晓枫、《散文海外版》主编王燕、

《百花洲》主编朱强、云南省文联副主
席、省作协主席范稳、云南省作协副主
席胡性能、《滇池》主编包倬、《边疆文
学》编辑田冯太、大理大学宣传部部长
刘翃、大理州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汤培德、
大理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施继生、大理
大学文学院院长纳张元、大理大学文学
院副院长于昊燕、张锡梅等领导嘉宾走
进文学周系列活动，共同研讨如何推动
云南校园文学持续繁荣发展。

文学专题讲座：
面对面传授文学思想

如何进一步推动云南校园文学繁
荣发展？按照云南省文联的统筹部署，
云南省作家协会积极发挥平台作用，高
度重视校园文学氛围的营造和人才的
培养，以“请进来”的方式，邀请国内专
家、学者为云南校园文学把脉问诊。

在大理大学文学周系列活动中，彭
学明以“亲情叙事与家国情怀”为主题
作文学讲座。他以其著作《娘》和《爹》
为案例进行讲解。他说，写《娘》是讴
歌、是礼赞，是自己心灵深处最柔弱、最
温暖的记忆和感情，他以儿子的视角，
用充满深情的笔触，真切细腻地描述了

“娘”所经历的磨难，剖析了自己日常生
活中误解母亲、忽视母亲、伤害母亲的
心路历程，折射出一位平凡又伟大的中
国母亲隐忍、深沉、博大的爱。

活动中，周晓枫以“散文的自在与
自由”为主题展开文学对话；王燕以“散
文的写作与阅读”为主题作文学讲座，
她围绕“题材”和“语言”两个方面展开
讲解，对当前散文创作的态势和方向进
行了梳理和分析；宗仁发以“文学期刊与
文学创作的互动观察”为主题作文学讲
座；朱强以“打开我们的文学想象”为主
题分享了创作散文集《墟土》的初心和经
过，讲述了“想象”在创作过程中的“引
领”作用和“推动”作用。

文学作品分享：
零距离畅享文学盛宴

走进生活，扎根人民，文学创作才
会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气象。走近作家，
剖析作品，文学才会获得新鲜的生命和
活力。在大理大学文学周系列活动中，
知名作家们走进课堂，与师生们分享了
创作的心得与体会。

彭学明分享了其长篇小说《爹》。
他说，之所以要创作《爹》这部作品，首
先是希望向世人呈现和传递湘西父辈
和父老乡亲以及中华男儿为国为家赴
汤蹈火、流血牺牲的民族精神和家国情
怀；其次是希望呈现和传递湘西甚至整
个中国人与人之间彼此相守、患难与共
的人间情谊；再次是希望铭刻湘西以爹
为代表的父辈、父老乡亲所创造的湘西
的百年史诗，让后代子孙铭记历史，继
承发扬湘西人民骨子里的民族精神、家
国情怀和人间情谊。

分享活动中，周晓枫分享了其散文集
《幻兽之吻》；周明全从创作背景、经过、出
版、社会反响等方面入手，对他的评论集

《中国小说的文与脉》进行了系统的分享；
李达伟分享了其散文集《苍山》的缘起和
经过；张伟锋分享其诗集《空山寂》。

会上，几位师生有感情地朗读了

张伟锋的诗歌，并向诗人及与会胡性
能、李智红、于昊燕等嘉宾请教如何写
好诗歌，他们认为要坚持用自己的方式
思考，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写自己的所
感和所知。

编辑作者见面：
回首与展望中向前走

在大理大学文学周系列活动中，还
举行了《作家》《散文海外版》《百花洲》

《大家》《边疆文学》《滇池》等杂志的编
辑、作者见面会，知名编辑手把手地教
大家如何走上文学之路。

关于编辑和作家的关系，《作家》主
编宗仁发说，编辑和作家的关系和处理
其他的人际关系并没有根本区别，重点
是要真诚相待，再者就是要理解和尊重
作家，让他们给到你手里的作品得到恰
当的呈现，而这一切也都是建立在对文
学规则恪守之上的。宗仁发还分享了
作家和编辑之间的有趣故事，向大家展
示了编辑对于催生优秀文学作品的独
特作用，让大家深刻地感受到了文学编
辑的行业魅力。

《散文海外版》主编王燕分享了散
文的投稿技巧，表示作者要大量阅读文
学期刊，了解刊物的办刊风格和定位，
多关注名家的散文创作，从中吸取营
养，不断提高自身写作素养。

《大家》主编周明全、《百花洲》执行
主编朱强、《滇池》文学杂志主编包倬、

《边疆文学》编辑田冯太在与作者面对
面沟通、心与心交流时，介绍了各自所
编辑的文学期刊的发展历史、取得的成
绩以及目前的发展趋势，并就自己的编
辑生涯进行了分享。

在现场互动环节，与会师生就文学
期刊的分类、不同期刊的风格，以及如
何高效地投稿等问题与编辑老师们进
行了交流。

校园文学研讨：
手把手带上文学之路

新时代云南的文学发展关键在于
创作队伍的打造和人才体系的建设。
胡性能认为，置身于苍洱间的大理大
学，受惠于这块文化沃土的滋养，校园
文学一直生机勃勃，以纳张元、于昊燕、
黎小鸣、周明全、李达伟、张伟锋、伍仕云
等作家、诗人、批评家为代表的一批校
友，如今已成为云南文学的重要力量。
这个群体中，有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
作家，更重要的是这个群体里的八零后
作家，无论是从事文学评论，还是从事
小说、散文、诗歌创作，几乎都比肩当今
云南青年一代作家的创作水平，其人数
之多，创作门类之齐全，在云南高校中
排名靠前，已经形成大理大学独特的文
学现象。与此同时，胡性能还系统地梳
理了云南省校园文学发展历史、现状、
趋势和鲜明的区域特点，并回顾了自己
写作的心路历程。

大理被喻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
古都”，是滇文化重要的发祥地，是云南
的文学重镇。纳张元在发言时说，举办
大理大学文学周是以文学之名的双向奔
赴，让文学更加“接地气”，让作家直接面
对读者，给师生创造直接与不同地域、不
同民族、写不同体裁作家面对面交流的
机会，帮助学生打开眼界，使其更深刻地
感受文学的魅力、了解文学的意义，更深
入地了解作家本人。受邀参加校园文学
研讨会的作家依次讲述了他们走上写作
之路的过程，以及“文学改变人生”的案例。

近年来，云南省作家协会尤其重视
校园文学氛围的营造和人才的培养，先
后在昭通学院、云南大学、玉溪师院、
红河学院举办了校园文学周，并形成
和促进了省内各地校园文学的横向联
动。研讨中，专家学者认为，此次在大理
大学启动文学周系列活动，是云南校园
文学的一次再出发，相信通过坚持不懈
地努力，从云南校园文学出发，云南文
学将会显现出更新的气象。

用文学点燃青春梦想
——大理大学文学周系列活动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