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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 地 理

□ 彭黎明 文／图

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周末的
日常是到苍山徒步，到波罗寺参禅观
林海云雾，到寂照庵喝茶吃素赏花，到
清碧溪听水流潺潺……或者到洱海生
态廊道，近距离亲近洱海，观水面鸥雁
点点，赏沿途鸟语花香。一天，朋友邀
约到海东山地新城的公园闲逛，改变
了周末的日常，也改变了原有的认知，
也由此对海东山地新城的公园有了全
新的认识。

走进海东山地新城，这里俨然已变
身为绿色之城、生态之城，区域内大大
小小的公园有 23 个，有森林公园、湿地
公园、雨水花园……各具特点和特色。
这里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好玩
处，门票全免，距市区近，风景好，绿化
率高，带上户外休闲装备，喝茶、野餐、
露营皆可，最舒服的应该是遛娃，天地
之大美，植被花草之丰茂，风景这边独
好，把孩子带到自然中放飞，大人也得
到锻炼和放松，可谓两全其美。对于外
地人来说，这里是观赏苍洱美景的绝佳
之处，也是避暑休闲的好地方。

在大理海东城市中心公园，我遇到
了一名露营者，也是一名骑行旅游者，

小伙子 23 岁，来自贵州，从贵州骑摩托
到拉萨，又从拉萨骑行至大理，在大理扎
营后，发现大理的气候实在太舒服，已经
停留了半个多月。小伙子说，非常开心，
无意中来到海东这边的公园扎营，一路
的疲惫得到了休整，这里风景好，空气
好，也很安全，很快他就要回贵州了，都
有点不舍。我似乎也被这份快乐感染，
同时也颇感自豪，生于大理这个风花雪
月之地，不用远行就能尽享自然的美好，
享受城市公园的便利，真的很爽。

在秀北山森林公园观景台远眺苍
洱风光，那才叫锦秀山河之壮丽、风花
雪月之秀美。苍洱间，水光山色变化万
千，特别是当丁达尔光洒向苍洱大地，
更显大理的神奇和灵秀。走进公园，丹
桂飘香，花木葱郁，令人赏心悦目，心旷
神怡。海东秀北山森林公园位于天秀
路北侧，这里曾是海东新城最大的弃土
场，公园占地 632 亩。公园以“一池山
色，漫园花香”为主题，依山就势而建。
园内景点丰富，有静颐园、洱月湖、花海
融春、阳光草坪、童趣时光、松涛竹韵、
山亭远眺及观景台等十多个特色景
点。公园不仅有“大美”，还有”大用”，
秀北山森林公园是大理生态修复、城市
修补“城市双修”的典范和海东生态名
片，是集泥石流冲沟及渣土弃土地质灾
害治理、城市园林景观森林公园建设、
雨水收集回用并形成自然水面景观、中
水全覆盖使用的一个绿色生态环保示
范工程。公园设计充分展现大理海东
新城独特的地域山水和植物特质，运用
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和生态修复、低碳环
保、可持续发展的新技术新工艺重构了
秀北山森林绿韵。

木莲公园位于大理海东上和天秀
路南侧，为区域内的制高点，交通区位
和视廊景观极佳，总占地面积280亩，原
为洱海东岸的裸岩荒山。大理海东开
发管理委员会成立以来，按照新城市主
义理念，将其作为绿色共享的城市中心

花园进行规划建设。公园引种了木莲
属植物16种、其它木兰科珍稀濒特植物
20种、红橡树6种，共3000余株，着力打
造国内首个木兰科木莲属珍稀植物引
种栽培科技示范园。这里也是大理观
苍洱风光的最佳平台位置，公园拥有绝
美的空中骑道和观景台，自行车赛道宽
3.6米，总长约1415米，是户外休闲运动
健身的绝佳之地。

海东新城公园群的特点是大而美，
逛了半天，才逛了三个公园。大理海东
开发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介绍，海东
新城以公园和水循环流域治理模式
建成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23个，其中，
九溪湿地公园是我省首个按照住建部
倡导的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规划设计的
雨水花园；起凤公园是海东新区生态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样板和科普教育宣传
基地；花田公园也有雨水收集的作用，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花卉开放，不同的
植物可观叶色彩变化。还有掬秀园、涔
湫园、独秀园、叶脉公园、锦花涧雨水花
园、荷月洲湿地公园等不同类型的公
园。这些公园不仅美化了生活，提高了
城市绿化率，同时也提升了大理的城市
形象。到海东新城游览，步步有好景，
季季有花开，映雪路和海月路的樱花，
沐月街的蓝花楹，丹阳路的红花刺桐，
城市中心公园的红枫，秀北山森林公园
的玉兰花、李花、桃花、子薇、夹竹桃、火
焰兰等都开得很美！

□ 字加华

弥蒙古道，就是弥渡到巍山自东向
西的八十里驿道，当地有“四十五里箐
（从弥渡新城村委会箐门口村到龙箐关
丫口）三十五里坡（从巍山五里坡脚到龙
箐关垭口）”的说法，它既是闻名世界永
载史册的西南古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驿
道，也是鸟类迁徙的重要通道。龙箐关
丫口的“鸟道雄关”石碑很好地例证了这
里是国际候鸟迁徙的理想通道，由于这
里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气候条件，鸟类
飞越重重的横断山脉经过这里以后就进
入红河河谷，澜沧江盆地、龙箐关成了鸟
类迁徙的必经通道。龙箐关地势险要，
山高林密箐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可
以说，是古代中国通向世界的一个重要
关隘，一直有重兵把守，现在还留存着军
防保安团驻地遗址。同时，龙箐关也是
鸟类迁徙的生死关口，不能飞越的、被浓
雾迷路的就只有殉难于此，有名的凤凰
涅槃、百鸟朝凤、双凤朝阳的传说都在这
里代代相传。

明崇祯十二年（1639 年）八月十九
日，徐霞客在蒙化（巍山）北门辞别妙乐
师傅，过教场，东走迷渡（弥渡）道，翻越
龙箐关进入弥渡地界。清康熙《蒙化府
志》邮铺条记载：“隆庆关，在府城东，高
出云表，西有沙滩哨，望城廊如聚。东有
石佛哨，两山如峡，入郡咽喉。”这里的

“隆庆关”即今“龙箐关”，是为山垭口往
东至箐门口的四十五里山箐如一条巨龙
而被当地人称作龙箐关。

八月的滇西高原，秋色正浓。弥蒙
古道夹在如峡的两山之间，龙箐关丫口
宛如一条昂首的巨龙张开血盆大口。

徐霞客辞别妙乐师傅择迷渡道一
路“蹑脊”而上，过大俄塘、沙塘哨，站在
龙箐关丫口，向东望去，弥川坝子尽收眼
底，更远处隐约可以看到祥云大坝子。
秋天的弥渡坝子远山雾绕，秀美的村庄、
田野，错落有致，踩着宽敞的石板路，顺
箐而下，一路鸟语花香，溪流潺潺，偶尔
还会有松鼠从林间的树枝上跳下来，欢
叫着从你身旁大胆地跳过，也会有野兔
从你的眼前蹿出来，飞快地钻入灌木丛
中，行走其间，满眼都是绿，满鼻都是香，
你一定不会感到孤单寂寞，旅途的艰辛
会消散殆尽。

沿路直下不足五里，就是徐霞客笔
下的石佛哨了，他在《旅滇游记》中写道：

“蒙化……东向下者四里余，有数家居峡
中，是为石佛哨，乃饭。”

石佛哨便是我的家乡，如今的石佛哨
早已不是数家，也早不居于峡中了。村
庄从峡中的石佛寺旁搬离到东南方向一
公里多的山林间，数家住户已发展到
130 多户 500 多的人口，随着新农村建
设，又有 30 多户易地搬迁，从老村子搬
到弥蒙公路边上的响水箐，建造起了又
一个美丽富饶的新农村。

“又三里，有三、四家在北坡，曰桃园

哨。这里龙箐关东下界水注入蒙化箐，
曲转峡中，流至黄果园与古赵州罗摩衙
（今龙门邑）铺相接。”桃园哨已找不到半
点痕迹，三、四户人家已向北搬离至山
后，已发展成为一个 80 多户的大甲板
村，深箐里已筑起大坝，将龙箐、梅子箐、
沙里果箐、舞灯箐的水汇聚在了一起，建
起了蒙化箐水库，高峡出平湖，绿水泛清
波。若是在冬天，成群的水鸟悠闲地游
动在湖面上，映着蓝天白云的倒影，加上
两岸苍翠的林木，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
景，引来不少的闲情逸士前来游玩垂钓。

再往下数里便是烂泥哨，箐中不隔
一里有几家各自栽树养殖，只见河边路
旁有鸡鸭在啄食，有牛羊在卧地晒太阳，
山脚下的平房里飘出一缕缕袅娜的炊
烟，一位年近八旬的退休老教师坐在石
凳上悠然自得，一只大黑狗趴在他的身
旁微闭着双眼慵懒而又舒适。

继续顺箐而下，秋阳暖照，在这条山
箐里，我已记不清走过多少回，在开通巍
弥公路之前，乃至自己买摩托车之前，上
学读书、进城购物，祖祖辈辈走的都是这
条古道，对于古道上的每一个弯，每一块
岩石都记忆犹存，清晰如昨。只不过十
来分钟，就到了水磨房，记得小时候，在
这条河道上有几十座水磨，忽左忽右，一
座连着一座，水磨房里昼夜不停地发出

“咕咚”“咕咚”的水磨转动的声音，在深
山峡谷中奏出和谐悦耳的鸣唱。

徐霞客在《旅滇游记》中写道“如是
十里，在北转，始见峡口东达川中。峡中
小室累累，个就水次，其瓦俱白，乃磨室
也，以水运机，磨麦为面，甚洁白，乃知迷
渡川中，饶稻更饶麦也。”

山河不改，古道依旧。那些水磨房
却在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逐渐退
出了历史的舞台，行走在河道边再也听
不到那熟悉的水磨转动声，也看不到匆
匆来往的行人，唯一能看到的只有一座
残破不堪、蛛网密布的李周（磨主人）磨
还能令人无限慨叹世间的沧桑巨变。

走完磨房河，南北两山一闪，视野便
开阔起来，双脚已踏在了弥渡坝子的沃
土上了，这就是箐门口，河道边已开起了

“清风山庄”休闲园，山脚下的龙王庙里
大门紧锁，锈迹斑斑，当年的罗摩衙铺，
也是栋栋小洋楼拔地而起，早已今非昔
比了。

走出龙门邑村，往右一转，河埂上架
有一座桥，名曰玉龙桥，是座单孔石拱
桥，也早就没有了古时的模样。再往前
就是新城了。当年徐霞客在秋日余辉下
也就进入了弥城，走完了弥蒙古道的四
十五里山箐。

斗转星移，时光轮回。近 400 年的
时间过去了，徐霞客所见的山还是那座
山，河还是那条河，山间依然花香鸟语，
古道还能清晰可见。如今，社会发展迅
猛，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文旅融合的发展，
弥蒙古道将会再展新颜！

□ 周应良

说起家风故事，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小
时候被村里人称为“飞机木匠”的父亲。
正是在父亲“勤俭、奋进、好学”家风的教
导下，让我们兄弟4人学会了做人、做事、
学习的道理，同时也让我们走进了校园，
走出了大山，成为当时全村乃至全镇唯一
一家有4名国家公职人员的家庭。

为何父亲被称之为“飞机木匠”？是
因为父亲做木活的速度快、效率高、质量
好，盖一间土木结构的房屋，从破土开工
到盖瓦封顶仅需20余天。对此，父亲被
乡亲们尊称为“飞机木匠”。我们兄弟 4
人也是在父亲“飞机木匠”严厉家风的言
传身教下受益终身。

1950 年 3 月，我的父亲出生在南涧
县小湾东镇（原新民乡）的一个小山村，
家中排行老二。在那个读书不易的年
代，因父亲8岁那年爷爷不幸去世，家里
只有奶奶和年仅 11 岁的大姑、7 岁的叔
叔及父亲，为了维持生计，父亲连小学二
年级没读完就被迫辍学。一直到 20 岁
时与母亲结婚后，父亲开启了他那艰辛
的木匠人生。

父亲和母亲成家后，他们用辛勤的
汗水，在艰苦的环境下生下了我们兄弟
4人。那时，只要家里有足够多的粮食，
就没了后顾之忧。因此，在种完包产地
的基础上，父亲带领我们一家还自行开
挖了部分山地，全家坚信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从不舍得撂荒一寸土地入手，以全
员劳动为荣号召家人们勤奋拼搏、勤俭
持家。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放学后、周
末和假期里，家里总是有播不完的种子，
耕不完的田地，锄不完的庄稼，施不完的
农家肥，收不完的粮食，还有打不完的猪
草、牛草，闲暇之余，我们还得上山打柴、
洗衣、做饭、刷碗……这一切的一切都成
为家常便饭。

而最难忘的是每到假期，我们兄弟

几个都在父亲的指导下做木匠。记得有
一次，父亲带着表哥和我们兄弟几个去
岔江村做木匠，天还没亮就出发，走了 4
个小时后才到达。木工现场，在父亲的
统筹安排下，表哥和大哥量木头长度，二
哥和三哥砍木头，我协助父亲弹墨线
……这一场景至今还时常浮现在我的脑
海里，挥之不去。

父亲“飞机木匠”的手艺，在当时是大
有用武之地的，几乎在龙门和岔江两个村，
甚至整个小湾东镇都无人不知、无人不
晓。一年下来，父亲靠木匠收入就达上千
元，加之勤劳的母亲通过盘田种地，家里的
收入除供我们兄弟几个读书外，还有部分
节余可以改善家庭生活。在全家人的共同
努力下，我们的童年是衣食无忧的。

但父亲时刻教导我们一定要勤俭节
约、好学奋进，不吃学习的苦，就得吃生
活的苦。在实际体验过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生活后，我们兄弟 4 人从小养成了艰
苦朴素、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好学奋进
的好习惯。在父母亲的时刻提醒下，我
们更加深刻理解了努力学习的重要性。
要想走出大山，有且只有读书这一条
路。我们已深深地领悟到“学习的苦不
叫苦，生活的苦才是真的苦”。

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为有目标，我
的成绩一直很好，到读初一那年，我的综
合成绩排名全班第一，之后一直保持到
了中专毕业，被表彰为全省优秀毕业生，
以优异的成绩走上了工作岗位。

这来之不易的成绩，归根结底要感谢
我的父亲，这与“飞机木匠”父亲的“勤俭、
奋进、好学”这个好家风的传承与教导是
分不开的。如今，虽然父亲已离开我们二
十几年，我也有了自己的妻儿，也通过自
己的奋斗一直在州级部门工作。但是，每
每想起父亲的教诲，我都会自豪地告诉儿
子：“你爷爷是乡里人尊敬的‘飞机木匠’，
也是‘勤俭、奋进、好学’家风的传承人，我
们一定要传承好这个家风！”

□ 徐丽华

以“哑巴节”而引人关注的祥云县
大营镇七宣自然村，是一个生态优美、
民风淳朴的彝族古村落，而这里的农家
菜，让我记忆深刻。

七宣村里有个彝家山庄，因餐厅位
于一排大柳树下，大家叫它柳下餐厅。
罗红武是这家餐厅的老板兼厨师。

罗红武从小练就的一手厨艺在村
里颇负盛名，谁家办客事都是他做厨掌
勺。为满足各地游客的口味，他参加过
乡村厨师厨艺培训，闲暇时还会琢磨
App 菜谱里的各地菜式。“彝家传统的
菜式我都会做，其它的家常菜你说个大

概，我就能做出来。”罗红武说。
美食不仅在于做法，更在于食材新

鲜。罗红武说：“猪和鸡是自家养的，酒
也是自家酿的，时令蔬菜大多是自家种
的，也有从村民们那买的，很新鲜。”

来自四川的张先生说：“这里的食
材很新鲜，炒青黄豆米听起来很普通，
但亲眼见证老板娘现剥豆米，随即现
炒，有种去到乡下老家吃饭的感觉”。
在身心放松的环境中，品尝新鲜、带有
泥土气息的美食，是柳下餐厅独有的
特色。

这里不用菜单，客人看菜点菜。每
日菜品约莫二三十种，均是本地家常
菜。除苦里巴鸡、芸豆炖猪脚、红烧山

羊肉、凉拌树花等彝族同胞待客的家常
菜外，还有时令蔬菜、蕨菜、棠梨花、野
生菌等等，食材新鲜，土灶现炒。如果
说什么能代表乡村的风味，莫过于这样
地道的农家菜。

在这里，游客还可以自备食材，和
家人朋友一起享受自己动手做烧烤的
乐趣。在柳树下、竹屋里听着淙淙的水
声，烤着各种小吃，喝着酒水饮料，聊着
天南地北的趣事，在唇齿碰撞间，深切
领略乡村生活的淳朴与快乐。

农家菜满足的不仅是游客的味蕾，
更是一种故乡情怀的寄托。“到这里来，
不仅能欣赏清新的田园景色，了解彝族
特有的文化，这里的农家菜味道也特别

好，像小时候吃的柴火饭。”昆明游客
顾女士对这趟乡村游特别满意。

随着健康生活理念深入人心，人
们越来越青睐农家菜的生态自然和简
单朴实。用生态食材和本地传统做法
做的饭菜，让游客吃出不一样的感
觉，吸引更多的人来七宣，欣赏七宣
的风景，了解七宣的文化，品尝七宣
的农家菜。

这里的乡村美食，都是来自大自然
的馈赠。当你想远离城市喧嚣和乏味
的冷冻食品，回归自然怀抱时，不妨到
七宣村彝家山庄来，与新鲜的美食约个
会，品尝烟火气带来的七宣味道，让味
蕾回归故乡的记忆。

徐霞客笔下的弥蒙古道
大美海东 花开四季

七 宣 农 家 菜

游 踪游 踪游 踪

“飞机木匠”的家风传承

木莲公园。

秀北山森林公园。 公园设置了固定椅，让人们可随处小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