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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 地 理

民 俗 巡 礼

位于祥云县云南驿镇的明代入滇屯田“武略将军”董友弟墓石雕群像一
角。（摄于8月8日）

董友弟，原籍为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县人，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随大将
傅友德、副将蓝玉入滇，“身先士卒、不避矢否，事平，以功授武略将军，给赐冠
带”。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奉调定远，功绩显赫，加升武毅飞骑尉，后驻
云川（祥云下川坝），承诏屯田于此，取名为董营。

镇墓石雕群像为文武官员立像及马、羊、犬、虎、狮兽，呈弧形排列，人像居
中，兽像前列，共14具，是研究明代屯田制度的实物史料。

［通讯员 李树华 摄］

□ 何七美

“石不朽，磐石之志永存”。南诏德
化碑，屹立于如诗如画的苍山洱海之间，
不仅记录了多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与
交融，更见证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多
元一体与团结和谐。这块碑承载着丰富
的历史信息，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风貌与
文化的多样性，成为连接各民族友好往
来的纽带。其蕴含的智慧与思想至今仍
能为我们提供深刻的启示，激励我们继
续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铭刻着中
华民族的精神与信念。

公元 7 至 8 世纪，洱海周边出现了
六个较大的少数民族部落，史称六诏。
公元 738 年，蒙舍诏在唐王朝的支持下
统一了六诏，建立了雄踞西南地区的南
诏国，并将都城定于太和城。南诏国作
为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原本
是唐王朝的一部分。由于边吏的贪暴
行为，导致“诳惑禁中、闭塞天听”，最终

酿成了天宝之祸，唐军以“三军溃衂、元
帅沉江”的惨败告终。公元766年，即南
诏立国28年后，南诏王阁罗凤在太和城
宫门外立下了这块碑，铭刻着南诏国的
历史。

在历史的长河中，古人以铜镜正衣
冠，以史为鉴知兴衰。南诏王阁罗凤在
碑文中深刻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与心声，
指出南诏与唐朝之间的冲突是出于无奈
的被迫之举，并通过“阻绝皇化之由，受
制西戎之意”来阐明自己“不得已叛唐”
的原因，希望后人能理解这段历史的复
杂性。他表达了对唐朝的深厚情感，强
调自己家族世代忠于唐朝，并期待南诏
与唐朝能够重新结好，倘若之后唐朝使
臣来访或后人疑惑时，能够通过碑文了
解南诏与唐朝交恶的真正原因。同时，
阁罗凤坚信“小能胜大祸之胎，亲仁善邻
国之宝”，和睦相处、亲善邻是一个国家、
地方政权避免灾难、实现繁荣的关键，还
表达了“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

臣”，强调自己始终是忠诚于华夏民族的
臣子，追求民族的统一和团结是南诏亘
古不变的主旋律。这块碑在史学界受到
高度评价，认为它是祖国西南边疆历史
上象征着民族统一融合的团结之碑，不
仅记录了南诏与唐朝之间的恩怨情仇，
更体现了南诏王对民族大义的坚守和对
和平统一的向往，如同一面历史的镜子，
映照出古代中国边疆地区民族关系的复
杂性，昭示着民族团结融合的重要性。

镌刻在苍山青石之上的南诏德化
碑，于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
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碑高3.9米，
宽2.4米，厚0.6米，重达30余吨，碑文总
计3800字。然而，经过千年的风雨侵蚀
与人为损坏，如今碑文仅存 5 百余字。
幸运的是，结合明代以来的《云南通志》
等众多典籍，以及历代经史学家的考证，
碑文的内容得以完整传承。这不仅为我
们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使得
南诏德化碑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

继续发挥其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回望大理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

幅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美好画卷。从
汉武帝时期的拓土开疆，到元明时代走
向国家的大一统，再到如今以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州、示范县的创建，涌现出
了一大批以郑家庄为代表的多民族团结
示范村，这一切都体现了文化互鉴与民
族融合的生动实践。正是历史上各民族
文化的互鉴融通，才造就了今天中华文
化的历久弥新；而各民族文化的交相辉
映，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
了深厚的底蕴。

如今的大理是一个以白族为主体、
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乐
土。在这里，各民族共同生活、相互交
融，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象。作为

“大家庭”里的一员，大理将与全国各民
族一道，共同绘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壮美画卷，努力谱写多民族团结的辉煌
篇章。

童趣
拍摄时间：7月8日
拍摄地点：巍山古城小河桥古树公园
作 者：张树禄

□ 熊骥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
华浓。”这是唐代诗人李白描写杨贵
妃妆容和服饰的千古绝句，也是我最
想用来形容我们南诏彝族服饰的绝
美句子。

我的家乡在大理巍山，是唐代南
诏国的发祥地，有着一千多年的辉煌
历史，还有多姿多彩的彝族服饰。根
据地域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东山、西
山、五印、青华、紫金、马鞍山”六种服
饰，最雍容华贵的要数东山彝族服饰，
传说是南诏宫廷服饰的一种，虽辗转
千年，依旧光彩夺目。

今年暑假，我有幸参加了火把节
彝族服装走秀活动，第一次穿上艳丽
多彩的东山彝族少女服饰，我感到无
比的开心和激动。由于时间比较紧，
两天的排练都在风雨中进行。刚开始
我还在抱怨天气，后来听几个有经验
的姐姐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她们历年都是这样冒雨排练,才有
最后那一晚的惊鸿一瞥。的确，往年
我都是在台下，或者在手机屏幕上直
接观看成果,只觉得十分精彩漂亮，没
有体会这准备过程中的辛苦，一直以
为上台走两圈没什么大不了的。直到
今年亲身体验后，才觉得这世间万事
万物，跟读书学习一样，想出好成绩，
没有一件是容易的事，也没有人能够
随随便便就成功。于是，我迅速调整
心态，开始积极用心地参与到排练

中。排练虽然很辛苦,但过程苦中有
乐。由于我是整个队伍中最小的一个,
几个姐姐都非常照顾我,也会不时提醒
我,指点我该如何做才能达到最好的舞
台效果。

彩排间隙，台下负责南诏武士队
排练的父亲，还会给我普及各种巍山
彝族服饰文化和南诏的历史。他说，过
去我们彝族人生活在大山上，生活条件
比较艰苦。女孩一生下来，母亲就开始
一针一线，忙着准备女儿的嫁衣，父亲
则四处奔波干活，不断苦钱，准备女儿
嫁衣上的各种银饰。等女儿长大了，一
件华丽的嫁衣也就做好了，上面不仅有
母爱的结晶，还有父亲辛苦的劳动和付
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彝家女孩出
嫁的时候，身上穿着的是这个家庭全
部的家当和对女儿独一无二的宠爱。

“白云飞，炊烟飘……”随着背景
音乐《嫁衣》的响起，我们十几个女孩
穿着不同地区的彝族服装，缓缓走上
舞台，看着圣火广场密密麻麻的人群，
听着他们排山倒海的欢呼声和赞美声,
那一刻我终于体会到了收获的幸福，
那是付出汗水和劳动后的成果。表演
结束,人群久久不愿散去,广场中央的
大火把还在滋滋地燃烧着，夜空中烟
花浪漫，斑斓的色彩映照着成千上万
人们幸福的笑脸。看着眼前这如梦似
幻的盛世美景，我仿佛又看到了一千
多年前的盛唐南诏，不由得感叹我中华
之文明、中华之坚韧、中华之强盛，虽
然历经千年，却愈发的繁荣昌盛。

□ 张美华

正月初八，七宣村的舞台上，一个
舞者浑身画满彩龙图案、头戴雉鸡羽
翎，他时而跺脚，时而双手托天，动作夸
张有力，还不时仰天吼上两声，仿佛在
和神灵对话。

这一天是七宣村的哑巴节，十里八
乡总会有三四万人慕名前来参加这场
盛会。村子的舞台中央，那个睥睨全
场、不怒自威的舞者，就是罗金全，七宣
村的第十五任“大哑巴”，哑神舞的灵魂
舞者。

和很多同龄人一样，罗金全7岁的
时候就开始尝试着跳“小哑巴”了。或
许是天赋异禀，或许是当地文化的熏
陶，罗金全很快就学会跳“小哑巴”，还
喜欢模仿“大哑巴”跳来跳去，尽管他身
材瘦小、声音稚嫩，可他的模仿惟妙惟
肖，得到了时任“大哑巴”的关注。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罗金全
刻苦训练，从“小哑巴”，跳成了“中哑
巴”。为了有朝一日能成为“大哑巴”，
他不仅在动作上下功夫，就连眼神、表
情他都会精益求精。他时常对着镜子
练习，不断调整，直到满意为止。罗金全
23岁那年，原来的“大哑巴”年事已高，
要物色新的“大哑巴”，在众多的“中哑
巴”中，罗金全脱颖而出。他威望高、品
行好，还有跳“哑巴”的天分。凭借自己
的勇气和决心，罗金全赢得了第十四任

“大哑巴”和全村人的认可，如愿以偿地
继任“大哑巴”。

2024年的哑巴节，是罗金全跳“大
哑巴”的第 25个年头。跳“哑巴”跳了
40多年，他深知，“哑巴节”不仅仅是一
个单一的民族节日，还蕴含着丰富的彝

族文化。当他融入自己对彝族哑巴文
化的理解和感悟，跳起“大哑巴”时，那
夸张的动作、丰富的表情，举手投足间
整个人仿佛成了神灵的化身。

跳“大哑巴”，不仅要进行舞台表
演，还要挨家挨户去祈愿送福。全村
67户人家，走完一遍都不简单，还要手
舞足蹈、连声嘶吼，极度消耗体力。
正 因 为 如 此 ，很 多 人 跳 不 了“大哑
巴”。身体壮、吼声震天响的罗金全继
任“大哑巴”后，因为他出色的表演和
对哑巴文化的传承，2014 年被公布为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哑巴节非
遗传承人。

节日的早晨，伴着西山山顶的月
亮，罗金全和他的“哑巴”伙伴们在龙
潭沐浴净身、祭拜“神树”。他们赤裸
着上身，庄重地洗浴。因为接下来要
盛装去祈愿送福，要与神灵对话，还
要代表神灵把福运送到各家各户。
待到太阳升起，沐浴结束，大家就开
始集中在传习所，彩绘、装扮、戴上木
雕面具。

当悠远醇厚、极有穿透力的过山号
响起，由族人毕摩主持的恭请“大哑巴”
仪式开始了。罗金全坐上由 4个壮实
的汉子托举的木轿，“中哑巴”“小哑巴”
和乐手簇拥在四周，列队从村头到村
尾，经过“三请三唱三起号”，将“大哑
巴”请到文化节会场，随后开始具有浓
厚文化底蕴的哑巴舞表演。全村 284
人，除了极少数有事不在家的，全员参
与，欢庆佳节。

当月亮再次升起，节日活动还在继
续。篝火燃起来，完成了祈福和表演任
务的罗金全，和他的家人们围着熊熊燃
烧的火把，尽情地载歌载舞。

□ 陆向荣 文／图

持续的降雨之后，山上的各种野生
菌又陆续出土了。每天翻开微信朋友
圈，都有人在发上山拾菌子的图片，不由
得就想起那些野菌飘香的日子。

我的故乡在滇西横断山中一个叫
咱烈的地方。一夜雷雨之后，清晨赶着
牛群出门，连绵起伏的高山低峦上云雾
弥漫。牛群在山坡上悠闲地吃着青草，
我和小伙伴们就钻到旁边的松林里，或
爬或趴或蹲，左右前后地搜寻个遍，青灰
色的青头菌、金黄色的谷熟菌、纯白色的
扫把菌……是松林里最常见的。

鸟鸣声中，一朵朵菌子被我们从树
荫下、草丛中扒了出来。那个时候农村
很少有塑料袋，拾到的菌子用山茅草的
茎秆一朵朵串起来，一串一串，仿佛是菌
子做成的项链，小伙伴们将它们提在手
里，相互炫耀之后到大叶子树底下找些
半干的柴草，生火烤菌子解馋。

当然，拾到的菌子也不能全烤吃了，
大部分还是要提回家里与家人共享。当
我在火塘边烘烤湿了的衣服时，母亲已
轻轻用小刀将菌脚的泥土除尽，用清水
洗上几遍撕成片。切好的腊肉放在铁锅
里炒一炒，再把到门口菜地里摘的一把
青椒切成片，就着葱、姜、大蒜和菌片放

到锅里，撒上盐不停翻炒，待锅中菌片的
水分炒干端上桌，让人食欲大开。

如果拾到的菌子太多，母亲便会将
它们放到竹筛里，吊在厨房火塘上方熏
干储存起来，待过节时烀一土锅腊猪脚
加干菌片，整个厨房甚至整个院子里，都
飘着浓浓的清香，让原本清贫的生活添
色不少。

鸡枞是菌子中的极品，假如幸运碰
到了成片出土的鸡枞窝，那得回家找挖
鸡枞的锄头和背鸡枞的竹篮。挖好的鸡
枞背回家里，一般是舍不得吃的，如果遇
上街天，就会将它背去卖了，换些油盐酱
醋等生活用品回来。有时母亲也会将它
倒进大盆里洗干净，用手撕成细丝状，撒
上些盐巴在簸箕里晒干，平日里煮面条
时放上些鸡枞干，还没入口就已感觉唇
齿留香。

在向阳的山坡上，倒落腐朽的麻栗木
是黑木耳最喜欢的家。一朵朵的黑木耳，
只有小指头那样大，吸收树木营养，沐浴
阳光雨露，互相偎依着长成一排一排。摘
到的黑木耳吃法很多，最讲究的当数干木
耳烀土鸡。将木耳提前泡发洗净，放入腊
肉土鸡汤中小火慢炖，煮出的鸡肉油而不
腻，汤香甜可口，是待客的佳肴。

那个时候黑羊肝、见手青、大红菌
之类是很少有人吃的，特别是见手青，
一接触就变成了青黑色，总感觉它很怪
异，在山中见到了忍不住要踢上几脚，
把它踩碎。想不到如今它们竟然成了
餐桌上极受欢迎的“新宠”，价格比谷熟
菌还高。

山中也有许多毒菌。长辈们打小就
告诉我们，菌杆根上有伞和颜色鲜艳的
菌子是不能吃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种
叫黄罗伞的，拾菌子时母亲总爱给我们
念叨：爱吃黄罗伞，料理四块板（棺材）；

要吃一麻绿，请好人来哭……现在回想
起来，这些朴素鲜活的话，在当时不亚于
现在每年官网上发布的食用野生菌中毒
预警。

时光匆匆，到我读初中时，鸡油菌
的价格开始一路攀升。每到暑假我和
母亲便上山专门拾鸡油菌，因为那时
交通不发达，各种农产品交易也极为
不便，勤劳聪慧的母亲有时就带着我
到一村一寨专门收购鸡油菌，积攒到
了一定的量再到集市上贩卖，从中赚
点差价。

师范毕业后，我在一所山区小学教
书，因为住校生多，每周的劳动课多数
是上山捡柴……出菌子的季节，我们在
捡柴的同时，也会拾菌子。记得离学校
不远处的山坳里有一片松林，谷熟菌特
别多，每天放学后散步到那里，总能拾
到几朵菌子。整个雨季吃菌子根本不
用愁，虽然当时学校的生活条件比起现
在差多了，但现在回想起来也别有一番
滋味。

拾菌子，有时拾的是一种心情。到
了县城工作后，仿佛离菌子的距离也越
来越远了，也曾在周末节假日三五人相
约去山中拾菌，还担心拾到的菌子太多
而准备了好几个袋子。然而，事实一次
又一次地证明，我们的担心其实是多余
的，跨山箐、钻树林、扒草丛……在山中
折腾好多次，收获却是寥寥无几。

前些天回了趟老家，在小院里和母
亲聊天，聊庄稼的长势、聊当下农产品
的价格……也聊到了小时候拾菌子的
趣事。那一刻，时光深处那一段段充满
菌香的温馨记忆，又不知不觉浮现在脑
海里……

我觉得，那就是被时光淘洗过的醇
厚悠远的乡愁。

野 菌 飘 香 乡 愁 浓

云衣霓裳迎盛世

七宣村的灵魂舞者

南 诏 德 化 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