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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 地 理

生 活 笔 记民 俗 巡 礼

位于巍山县南诏镇文笔村的文笔
塔。（摄于7月13日）

文笔塔又名白塔，位于巍山古城
南边的南诏镇文笔村，始建年代不详，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重建。文笔
塔属九级方形密檐式砖塔，高 25 米，
底边宽5.1米，为风水塔。塔门开于北
面，门额有“岳峙渊亭”大理石匾，塔身
各层四面设龛，一层各置一佛像，塔顶
安铜质宝顶。1981年被公布为巍山县
文物保单位。

［通讯员 张树禄 徐文才 摄］

□ 严镇威 文／图

在家乡大理喜洲，有一种说法：“火
把梨和火把果变红，火把节就到了”。

记事后，就听大人们讲，为纪念柏洁
夫人，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五，白族都要过

“火把节”。
说到白族火把节的由来，既沉重神

奇，又让人遐想。
唐天宝年间，南诏吞并五诏，这是白

族历史上的大事。此前，洱海地区部落
林立，“各姓分散，不相统一”，后逐步形
成了六大部落联盟，史称“六诏”。可六
诏各据一方。其中的蒙舍诏在南方，故
称南诏。相传在唐开元年间，南诏势力
日趋强大，南诏王皮罗阁一心想吞并其
他五诏，因而，在今天的巍山修建起一座
松明楼，邀同祖的其他五诏主在农历六
月二十五日赴宴祭祖。

邓赕诏妃柏洁夫人是位贤良美丽的
女子，她知道丈夫此行凶多吉少，便极力
劝阻。但诏主迫于压力，最终还是挥泪
而别前往。行前柏洁夫人急中生智，给
丈夫戴上了金手镯。

果然，“笙歌召会松明楼”，五诏主如
期而至。皮罗阁席间借故离去，命人点
燃松明楼，五诏主葬身火海。柏洁夫人
闻讯，悲痛欲绝，星夜赶到手刨残垣，致
双手鲜血淋淋，幸有金镯为信，才辨认出
丈夫的遗骸。

南诏王得手后，即派兵攻占各诏，并
想强娶柏洁为妻。

当邓赕诏被强攻时，柏洁夫人誓死
抵抗，城破后她便投入洱海殉节。从此，
白族人民每年都要举办隆重而盛大的火
把节以作纪念。

火把节，喜洲白语叫“咐哇唔”。喜
洲的火把节久负盛名，既热闹又极富特

点。往昔的这一天，古镇的几个街口都
要烧大火把，近些年集中在九坛神庙前
和正义门前两个广场开展活动。

大火把高约15米，直径约1.5米，用
篾片把干透的细竹、松明、麦秆捆扎在长
树干上，竖起高如巨塔。火把上下用琳琅
满目的小彩旗、火把梨、火把果、海棠果及
各种花草装饰，花花绿绿，极为好看。

火把上方插有一个大“升斗”，其寓
意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升斗”上下分
三层，用竹扎的骨架糊纸而成。每层状
似倒置的“量米升”，四面有彩色的“八仙
庆寿”“福禄寿喜”等图案，顶端是金光闪
闪的方天画戟。上面还装饰有“猴子挂
印”“松鹤长春”“连升三级”等剪纸和彩
旗。各种饰物栩栩如生，集白族的扎幡、
剪纸、彩绘为一体。

竖火把有讲究，要请德高望重的老
人们敬祭后，方奏响唢呐锣鼓，在热烈喜
庆的气氛中由青壮年们竖起。这既展示
一方民众的精神力量，又昭示火把带给
人们的吉祥幸福。

由于各家各户要自备好小火把和小
“升斗”，节前几天，古镇的街场就开始
卖小火把了。大小街巷仿佛变成了火把
的世界，那到处都是色彩斑斓的“升斗”
景致，令人难忘。

火把节这天，家家户户都要宰鸡、买
肉、摆酒席。晚宴后，各家老幼便拿起小
火把涌向大火把所在的广场，还要争先
恐后地沿大火把绕三圈，以求平安。

傍晚时分，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
着大火把，人山人海。当夜幕降临，简洁
而庄重的仪式便开始了，人们从本主庙
讨来火种，由一位长者焚香、敬酒、拜祭，
礼毕即点火。

随之，唢呐、锣鼓响起，鞭炮齐鸣，广
场一片欢腾。顿时，火把顶端火焰熊熊，
人们手里的小火把也相继点燃，大家都
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

火把在燃烧，待大“升斗”烧得摇摇
欲坠时，就有人不顾烟熏火燎，顺火把攀

杆而上，去争夺“升斗”上的方天画戟，场
面惊心动魄，好不精彩！

争夺者，一般为新婚的新郎和缺嗣
的家庭，谁抢到手谁交好运，预示早生
贵子。但夺得画戟的人家要负责来年

“升斗”的费用和承担制作大火把的部
分开支。

在抢“升斗”的同时，大家要争相去
抢掉落的火把梨等水果，有说它会带来
好运气。

抢“升斗”把活动推向高潮，全场沸
腾。之后，人们便用大火把作火种，燃起
自家的小火把，三五成群回家打火把。

一路上，天真活泼的小孩不时向小
火把撒松香面，用喷溅起的一串串火花
向人们祝福。到家后，各自在房前屋后
和畜厩等处用火把“打”一下，再擎着火
把去自家田园沿埂走一圈，以求避邪除
魔、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火把节传统而古老，扎根在白族人
民心中，至今方兴未艾。但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现在各家各户不再养马，故而喜
洲火把节赛马活动已经消失。原来，烧
火把前人们要先看赛马，以纪念当年柏
洁夫人策马救夫的英勇精神，展示民族
奋勇争先的传统。

根据风俗，火把节这天晚上，妇女们
要用凤仙花根捣碎，加上明矾，放在指甲
上用布包好染指甲，次日指甲便会变得
如血一般猩红，以纪念柏洁夫人血淋十
指的深情壮举，也预示生活红红火火。
但随着时代变迁，现在用凤仙花根染指
甲的妇女已不多见，可有的小女孩仍然
吵闹着要染，这应该是爱美的使然。

如今喜洲游人如织。火把节这天，
不少游客和老外会早早来到现场和当
地人一起过节。他们举着小火把，兴高
采烈地加入到狂欢的人群中，且歌且舞，
好奇和兴奋让人乐而忘返。

每每到了火把节，家乡火把节的情
景历历在目，无尽的乡愁油然而生，对家
乡的眷恋更是涌上心头！

家乡喜洲的火把节

□ 钏国富

又到菌子飘香时节，随着雨水的滋
润，野生菌开始大量生长、上市，又开启
了一年一度的野生菌盛宴。

云龙县盛产各种野生菌，采摘野生
菌、品尝野生菌是云龙人民一年一度的
盛事，年年相约，年年相惜，不负流年，不
负大自然的恩赐。

云龙县境内野生菌品质优、数量多、
产量高。主要有青头菌、麦杆菌、见手
青、奶浆菌、干巴菌、牛肝菌、刷把菌、冷
菌、鸡油菌、羊肚菌、黄罗伞、虎掌菌、大
红菌、木耳、香菇、猴头菇、老人头菌、松
露、竹荪、鸡枞、松茸等。

采拾、售卖野生菌，是群众一年中的

一项重要收入。野生菌上市后，很多群
众起早贪黑，劳心劳力进山采收野生菌，
当天采收，当天售卖。云龙县牛肝菌每
天有数十吨从山间各个角落流向市场，
流向全国各地，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佳
肴。采拾野生菌看似简单轻松，实则非
常艰难。采收菌子要披星戴月、翻山越
岭、爬坡蹚水、披荆斩棘，历经蚊虫叮咬、
蛛丝缠绕、芒刺扎人，常常一身汗水，一
身疲惫。

采收菌子有时靠运气，更多的是靠
经验。野生菌的生长有其特殊的温度湿
度、土壤特性要求，一般生长在清幽湿润
的松树林下、灌木林中。各种菌子生长
都有一定规律，只有长年累月积累了丰
富经验的人才能采收到足够多的菌子。

野生菌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含有
多种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富含人体
必需的蛋白质，同时具有提高免疫力、抗
菌和抗病毒、调节血糖、降低血脂的辅助
功能，深受人们喜爱。

野生菌的吃法有很多种，主要有烹
煮、煎炒、烧烤、凉拌等。云龙最常见的
吃法有炒和煮两种。炒的方法简单方
便，就是用猛火爆炒，加上大蒜、干辣椒
即可。炒野生菌重点要把握好火候，要
炒透炒熟，方可食用。

云龙人最热衷的经典吃法是菌子火
锅，这是吃菌子的首选吃法，是吃菌子的
最高层次和境界，只有吃菌子火锅才不
负菌子季节，不负天地之恩，不负朋友之
情。菌子火锅选用的菌子主要有牛肝

菌、青头菌、麦秆菌、刷把菌、木耳等，大
部分野生菌都可以同时一起煮。菌子火
锅的食材极为讲究，除野生菌外，食材还
有本地土鸡、诺邓火腿、豆腐肠，油粉皮、
豆腐、白菜、土豆适量，也可以搭配上山
药、百合、午餐肉等。

菌子火锅的煮法遵循一定的程序，
土鸡、火腿、豆腐肠先煮熟，然后把菌子
放入锅中，一起猛火煮二十分钟就可以
大快朵颐了。菌子火锅是一锅大杂烩，
味道极为鲜美、纯香。菌子的清香，火腿
的醇香，鸡肉的鲜香，融合在一起，香飘
四溢，无以言表。

吃了菌子火锅，口齿留香，意犹未
尽。山水有大美，四季皆安然，云龙年年
岁岁有菌子，情深义重一火锅。

云 龙 土 鸡 菌 子 火 锅

□ 张美华

一扇木质双开门，门口一侧摆放
着一个老式的木柜，木柜里种着一棵
藤状的月季，月季开得正盛。另一侧
靠近村间的主干道，砌了半截土墙。
土墙上，几盆小绿植葳蕤生长，一盆小
番茄晶莹剔透，如珠似玉。

门里是一个四合院，简约时尚又
不失古朴，这就是宇庭瑜伽小院。小
院的主人叫宇庭，原名王梦龙，安徽
砀山人，从事健身瑜伽教学及培训 12
年，全美瑜伽联盟 RYT500 小时认证
教师，国家健身瑜伽一级裁判员，国家
健身瑜伽初级晋段官，国家健身瑜伽
高级教练员。多年游学印度，曾跟随
多位国际知名瑜伽大师学习。擅长印度
传统瑜伽、艾扬格瑜伽、传统流瑜伽、
元素流瑜伽、小班主题特色课程设计、
功能性教练培训课程、运动功能解剖、
运动损伤修复、私教定制等瑜伽流派
及课程。

2023 年 8 月底，源于对大理的向
往，在浙江台州工作的宇庭，偶然在小
红书上看到大理祥云七宣村的乡村
CFO 赵勇志对七宣村的推介。古村
落、神秘的哑神文化一下子吸引了他
的注意。他想：在城市生活累了，可以
尝试着过一种隐居的生活，做一个城
市放牧者，不如去七宣看看吧。

到了七宣以后，宇庭感受最深的
是村子非常的小，非常的安静，和瑜
伽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理念非常契
合，与他心目中想要的生活非常接
近。宇庭内心一直想要寻求一种安
静、自由、没有束缚、有人情味的生活，
而这一切，他在七宣找到了，就在七宣
停了下来。

在七宣，宇庭接触了很多村民，每
个农户家他几乎都去吃过饭。七宣的
村民非常热情、淳朴，在宇庭心里，七
宣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村子。他发
现，七宣每家每户外出都不关门。在
这里，根本不需要去防备任何人，人和
人之间那种信任感、安全感是在城市
里非常稀缺、感受不到的。

他相中了现在的这个小院子。他
用心去装修装饰院子，事事亲力亲
为。训练室、学员宿舍、卫生间、公共

空间……大概历经了五个多月，宇庭
瑜伽小院才大致装修完，现在还在不
断的修饰完善当中。

一边装修，宇庭一边在做线上的
教学。他也做直播，来到七宣村后，
他新开通的一个大号现在已经快到
2 万人的粉丝了。直播间的人数也很
多，现在基本上在线一节课人数是稳
定 的 ，有 200 人 左 右 ，多 的 时 候 有
400-500人。

尽管宇庭瑜伽小院还没有完全
装修好，可已经陆陆续续有全国各地
的学生到这里来学习了。到现在为
止，每个月大概有2-3期、20到30人到
村学习。

一群同频共情的人在深山中的
小院里学习、培训、旅居，相中的是
七宣村淳朴的环境。他们愿意大老
远乘飞机飞到昆明，转到祥云，再来
到七宣这个“世外桃源”。他们忽略
了长途跋涉的辛苦，只因为这里就
是他们内心想要体验、想要感受的
地方。

幽静的小院给学员们提供了一个
绝佳的居所。吃的是原生态的食材、
应季的果蔬、后山捡拾的野生菌、土
鸡……没有课的时候，学员们可以尽
情在村子里漫步。一条鹅卵石铺就的
小道干净整洁，高大繁茂的核桃树随
处可见；一株老槐树斜挎在小院背后
的围墙上，满树繁花，一串串槐花就像
一只只振翅飞翔的白蝴蝶，又像万千
扑闪着大眼睛的星星，不时有花儿从
树上簌簌落下，铺了一地。这一切，都
是他们喜欢的。

云乡书苑、非遗传习所、文化空
间、龙潭康养步道，一圈溜达下来，不
仅放松了身体，还放空了心情。没有
复杂的人际关系，没有市侩，也没有相
互间的戒备。住在七宣的日子里，学
员们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

还有两个月，宇庭来七宣就满
一年了。他在七宣传统的哑巴节盛
会上，与彝家人一起载歌载舞；平时
学着说当地的彝家话，已会说一些简
单的词句，还认识了很多人，七宣村
的、河西村的、大营村的、镇上卖菜
的……在他心里，七宣就是他的家，
心安即归处。

宇庭:
在七宣村的城市放牧者

本报讯（记者 王晓云） 7月16日，
由云南省作家协会、云南省文艺评论家
协会、云南文学艺术馆联合主办的第二
届“精品云南·筑梦未来”云南省少数民
族作家作品研讨会在云南省文联召
开。我州作家马碧静、一苇、北雁和左
中美4位作家作品受邀参加研讨。

大理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是大
理文学繁荣的一张亮丽名片。多年
来形成了一支包括老中青各少数民
族在内，结构合理、梯次完整的作家
队伍，涌现出了那家伦、张焰铎、张乃
光、杨泽文、纳张元、李智红、李达伟
等一系列少数民族作家，成为全州文
学事业发展繁荣的骨干力量和重要
组成部分。

在交流讨论环节，来自全省各大
高校的文艺评论家对全省 39 部少数
民族文学作品进行了精彩点评。中
国评论家协会会员、大理大学教授农
为平认为，马碧静的小说集《带你去
看秋天的稻穗》在艺术手法上实现了
三个背离：一是标题与内容的背离。
标题温暖、温润、温情，内容却是冷
峻、理性，写的是社会大背景的变迁
下，直面社会问题、世事百态，塑造出
各种小人物的群像；二是民族身份与
小说题材的背离。作者并未将写作
禁锢在仅表达自己民族的层面上，而
是单刀直入、直赴生活现场，写的是
人、人的生存困境和生命本身的质
地；三是传统与现代的背离、交融与
相互关照，使小说具有了多重解读空
间与意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师范大
学教授朱曦认为，一苇的长篇报告文

学《爱如长风》是一部思想意义很深、
艺术价值很高的优秀作品。作者以非
虚构的方式，在“低调”的言说中，冷静
地书写李桂科医生治病救人、帮扶弱
者的高贵品质，赞美不平凡的医者仁
心，记录了一群需要生命拯救、物质帮
扶、精神鼓励、人格尊严的麻风病患者
的生活。作品有着感人至深的思想意
义，有着巧妙的结构艺术，真实自然，
朴实无华，是一部充满大爱，浩气长存
的精品力作，值得认真品读。

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
李直飞说，北雁的《洱海笔记》有着“写
尽一切”的雄心壮志，堪称洱海调查的

“杂记”，更是作家创作沉甸甸的里程
碑。作品融日记、新闻、笔记、杂感为
一体，揭开了洱海斑斓而庞杂的一面，
然而这看似庞杂的文体，到处充斥着
温暖的人文关怀，并从中可见作家对
洱海之美的深度迷恋，对洱海周边传
统生活方式的一一挖掘，对现代性及
洱海污染的忧思，文字中有一种直指
人心的追问。

李直飞同时说道，左中美的《山
河记》是一部对云南山水、人文、历
史的重要考证，作者在山河大地间
轻盈飞翔，在不急不慢的讲述之下，
苍山崖画、茶叶、木雕、古镇等各种
景象跃然呈现。在阅读中我们同时
发现，左中美是个才华卓著的作家，
她用充满抒情的笔调，穿越历史时
空，纵横云南山河大地，让一本厚重
的散文集充满了诗意的唯美，这与
作者“穿越历史”营造诗意氛围、充
满温度的人文关怀及诗歌语言的运
用密不可分。

我州4位作家作品受邀参加
云南省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研讨

本报讯（通讯员 郭锋） 2024 年
7 月 21 日，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大 理 州 文 庙 书 院 匾 联 诗 词 碑
文集萃》一书在大理苍山飯店举行
了首发式。云南省孔子学会、云南
人民出版社、大理州相关部门领导
及 部 分 企 业家代表等 80 多人参加
会议。

该书从 2019 年初组建编委会后，

20 多位孔子学会的专家学者，陆续走
进相关村寨，访名贤，细采写，精拍摄，
随后又反复核实，认真修改，并广泛征
求各方意见，历经10多次的修改完善，
最终完成全书。

该书全面、系统、完整、真实地记
载了全州 38 所文庙、108 个书院的情
况，共收集匾额358帖，碑文90幅，诗词
86首，照片256幅。

《大理州文庙书院匾联诗词碑文集萃》首发

往年喜洲火把节民众点燃大火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