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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闲的市场
拍摄时间：8月23日
拍摄地点：巍山县庙街镇
作 者：饶国生

□ 钏国富

云龙县宝丰古镇是千年产盐的
重镇，是盐马古道的重要驿站。盐已
经褪去曾经的耀眼光环，依靠产盐支
撑经济发展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历史
积淀下的宝丰古镇，风韵依旧。

宝丰古镇依山而建，背靠青山，
前面是波澜不惊、幽幽潺潺的沘江。
古镇街道因依山就势修建，顺河成
街，依山为巷。徜徉古镇巷道，沧桑
厚重的石板路曲径通幽，碧瓦粉墙的
明清老房子鳞次栉比。民居雕梁画
栋、飞檐翘角；庭院芳草鲜美，落英缤
纷。古镇的一街一巷、一雕一刻都蕴
含着深深的年代味道。时间的印迹
触手可及，当年的繁华深深镌刻在被
人们踩踏得光洁、抹去棱角的石板路
上，镌刻在斑斑驳驳的数百年的古建
筑上。

据记载，历史上的宝丰古镇盐
业发达，经济活跃，商贾云集，车马
盈门。尽管地处西南偏僻一隅，但
盐马古道穿境而过，交通北上中原，
南下缅甸。文化交流频繁，本地人
士非常注重吸收中原先进文化。明
初开始商贾大户就从中原聘请教
师，教授先进文化，明清以来私塾进
一步发展，成立知州后，重视教育蔚
然成风，开设学馆，创办书院，培养
了大批人才。明清以来考取进士 3
名，举人、贡生多人，鸾翔凤集。云南
教育的先驱、创办云南大学并任首
任校长的董泽先生就是在这样的环
境熏陶下，积极奋发，学业有成，报
效祖国，为云南高等教育事业作出
巨大贡献的。

宝丰古镇学养深厚，山山水水都
有文墨印迹，每一座山都有一个遥远
的传说，每一座寺观都有一篇隽美的
散文，每一座老井都有一个流传经年
的故事。在宝丰古镇，古建筑、寺观
庙宇、碑塔亭台，乃至山野崖壁都有
大量历史遗留下来的诗词、楹联、匾
额、绘画，抒情言志，蕴藉悠远，辞藻
优美，笔力千钧。

宝丰古镇重视教育的传统在近
现代一直延续下来。民国时期先后
创办了平民习艺所、师范讲习所、农
业学校等，继承了宝丰古镇重视教育
的优良传统，为宝丰古镇的文墨不断
添笔翰染。

在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宝丰
古镇居民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起
居饮食、建筑构造、审美情趣、文学艺
术、礼仪文明与中原先进地区相差无
异。宝丰古镇现存明清时期古民居
较多，时间最长已有三百多年历史。
这些古建筑完美保存了明清建筑特
色，美轮美奂。

宝丰民居古朴典雅、飞阁流丹、
雕梁绣户，秉承历史本色，尽显大唐
风韵。民居的大门、窗户、柱子、房
梁、屋檐多有精致雕刻，仙鹤瑞兽、梅
花松柏，寓意深刻。山墙、院墙，布满
字画，有山水画，有字词，充满艺术情
调和历史韵味，一座院落就是一个从
远古走来的民居艺术馆。大门外墙
角栽植细竹，“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
竹”，象征气节清高，体现风雅高洁的
家教传统。

体现唐宋风骨的还有大门对
联。宝丰古镇民居大门极为讲究，多
数为木质门，古色古香，高雅朴质，大
气端正。大门对联意境唯美，深邃入
骨。有的对联没有文字，只有两幅绘
画，一边是纸笔，一边是仙草；有的绘
有梅花、仙草、竹子、寿桃，有的绘有
金鱼、喜鹊等；有的手工描绘，有的木
质雕刻。宝丰古镇大门装饰及大门
对联让人遐思，让人感慨，久久沉浸
在遥远的历史中。

宝丰古镇最经典的对联要数古
镇牌坊对联了。这是一副用汉语标
注，读白族音的对联，通晓汉语兼会
讲白族话的人才能领略其中的真谛
和韵味。上联：古斗堡孟奔甘火，岳
粉粑粑斯给窍；下联：额美座汪那戈
只，估火毕节呢安菲。汉语意：桥头
边的那几家，油粉粑粑真好吃；街门
灶房那角落，老房盐井也好看。对联
对句精巧，联意隽永，妙趣横生，朗朗
上口，既体现了宝丰古镇开采盐的历
史，也描写了宝丰经典美食、人文与
自然相辉映，脍炙人口。

驮盐的铃声已经远去，大雒马邮
亭已经成为文物，沘江洗去历史的铅
华，砥柱桥一如既往地长虹卧波，迎
送宝丰古镇来来往往的人们。历史
的痕迹落在街边小巷上，落在丹楹刻
桷的古建筑上，也烙印在人们的心
中，唐风宋韵悠悠飘荡在宝丰古镇的
青山碧水中，洒落在宝丰古镇的一砖
一瓦，一草一木中。

宝丰文韵

□ 黄孟璐

在城市的喧嚣中，总有一隅静
谧，如诗如画，让人在忙碌与浮躁中
找到一片宁静的栖息地。川流不息
的马路边，隐藏着这样一处安静的站
台，它仿佛是喧嚣中的一抹清幽，让
疲惫的心灵得以暂时地休憩。

我的工作地点，是一所学校，坐
落于“川”字形道路的一撇之上。站
台，则位于道路的中间一竖，与教室
遥相呼应，两者同向而立。虽然紧邻
居民区，但因远离主干道，加之周围
没有繁华的商业区，这里显得格外静
谧。偶尔有行人经过，也是步履匆
匆，仿佛这里的宁静与他们无关。

站台与教室之间，隔着十米左右
的距离，中间是一片绿化带，以及人
行道与车行道。绿化带设计独特，呈
阶梯式，生长着茂密的蕨类植物，其
根部低处堆积着枯败的枝叶，成为鸟
儿和虫子的乐园。偶尔，小鸟会飞下
来觅食，在粗粝的石板路面上悠闲踱
步，随后又迅速飞走，留下一串清脆
的鸣叫声。

我常常站在教室外，让风拂过发
梢，感受着室内的欢声笑语与门外的
城市喧嚣声交织在一起的奇妙。眼
前的站台，空无一人，却如同一幅静
谧的画卷，让我的思绪飘向远方，回
忆起许多悠远的往事。站台旁，几株
高大茂盛的小叶榕树，枝繁叶茂，它
们的存在，仿佛为站台筑起了一道绿
色的屏障，将外界的喧嚣隔绝在外。

置身于此，仿佛被包裹在一片安宁之
中，心中生出“任尔风吹雨打，我自闲
庭信步”的感慨，安全感与惬意油然
而生，如同在疲惫之后，沉入柔软沙
发的怀抱。

树木的绿意深沉，枝叶如瀑布般
倾泻而下。一阵风吹过，狭长的叶片
轻轻摇曳，仿佛一道绿色的琉璃墙，
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点点光亮。
风儿漫不经心地卷起地上的枯叶，将
它们团成旋涡，飞舞至半空，最终不
知散落于何方。行人们，被风拉扯着
头发和衣服，后背鼓鼓囊囊，表情淡
然，仿佛这一切，只是他们行进过程
中的一个小插曲，无关紧要。

站台，就像人生旅途中的一个标
点符号，往往被人们忽略。人们总是
在期盼中开始，或沉溺于对未来的担
忧与焦虑中，又或是过于迷恋于预期
的结果，而忽视了过程本身的意义。
然而，生命的本质，正是一段体验的过
程。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也无法改变
过去，唯有珍惜当下，坦然接受并面对
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正如苏轼所
言：“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
泥。”无论我们身处何方，经过的地方，
都将成为生命中不可磨灭的风景。

在这样的站台旁，我学会了放慢
脚步，学会了欣赏过程中的每一个细
节，学会了以内心的平和去面对生命
的无常。站台，不再仅仅是一个等待
的地点，它成为了我心灵的港湾，让
我在忙碌与喧嚣中，找到了一片属于
自己的宁静天地。

安静的站台

本报讯（记者 王晓云） 近日，
由我州作家纳张元、北雁、李达伟合
著的散文集《美丽乡村》由云南人民
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
发行。

为从一个侧面反映云南 26个世
居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的生存状况，
三位作者以“美丽乡村”为题，在全
省数以万计的村寨中选取了一部分
较有代表性的民族村落作为写作对
象，并坚持从与这些村落相关的神
话、传说、故事、歌谣、民俗习惯及相
关文献资料入手，以文学和人类学
的眼光挖掘和剖析属于每个民族、
每个村落里最为独特的心灵世界，

同时对这些村落和民族的变迁进行
深入细致而又独具个性的思考，以
此展现美丽神奇的云南风土人情。

《美丽乡村》共分为六个大章
节，总计 20 余万字，分别取名为“茶
香漫溢的村寨”“歌谣飘荡的村寨”

“众神庇护的村落”“自然滋养的村
落”“手工传承的村落”和“盐巴沉
积的村落”，并各有一条主线，用 47
个传统民族村落串联起了广袤的
云南大地，同时也让全书脉络更加
清晰。

该书先后入选 2019年度中国作
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云南省文艺精
品创作专题扶持项目等。

散文集《美丽乡村》出版发行

□ 彭黎明 文／图

旅行就要去有风的地方，而大理就是
有风的地方。大理的风不仅仅是自然之
风，还是风情万种的民族之风，风花雪月
的浪漫之风，诗和远方的文艺之风……在
大理听风，最适合的地方当数洱海东岸，
在这里听风、看云、观山海，风恰好，景恰
好，风景恰好。

当身心俱疲，到有风的地方去，让身
体与风儿一般舒展放松，让心灵与风儿一
般自在轻盈吧！而大理一直在等着你，在
洱海东岸，你能够随时感受到风的轻盈与
云的自在。环洱海路上，流动饮品车上的
饮品不要太好，坐在露天的洱海边，喝上
一杯清凉饮品，把视线落在眼前无边的美
景，落向天边各种形状游荡的云，你的身
心会瞬时被打开，这时你不会再惧怕大理
的紫外线，身在景中，视线却在景外，是风
景里的人，也是风景外的心路翱翔，这是
一种神奇的感受。在此，你能感受到天
地、城市、村庄与人同入画卷的震撼，让你
动容的不仅是苍洱间的这份广阔，还有
风，风掠过全身，风在向你耳语，抚慰着你

的各种焦虑和不安。
当和风抚平了你的躁动，这时你会注

意到大理的云，大理的云被称为大理的第
五景，是继“风花雪月”四景之后的“后起
之秀”。大理有很多云痴，我在朋友圈看
到有的朋友的主题永远是云，各种场景，

各种形态，不同色彩的云，我想，爱云的人
实则却是热爱生活的。人在人间，云在天
上，天上人间，恰如人生，恰如理想，我们
的身体需要在人间，我们的心灵或者说理
想则需仰望天空，看看天上的云，想想身
边琐碎的小事，有时候很多的放不下，在
山水间听风看云，不觉间也就放下了。大
理的云在晚霞中最为动人，大理的晚霞也
不是一般的晚霞，苍山为屏，洱海为镜，晚
霞在苍山的衬托下更为绚丽多姿，洱海则
在晚霞的投影下变得金光闪闪，诗意的天
空就这样轻轻落在洱海水面上。

洱海东岸有古朴传统的古渔村，神
秘的金梭岛溶洞，也有现代的综合体
验，如大理海洋世界的奇妙之旅，大理
华彬健康之都玛尔斯乐园的 UTV 全地
形越野车体验等。这里大多数景区景
点以及网红打卡点的共性之一是可登
高远眺，比如理想邦旅游度假小镇、理
想的花园、大理罗荃半岛旅游区、大理
华彬健康之都、文笔村、鹿卧山遗址。
登上洱海东岸山头，苍洱大观、大理坝
子、海岸线……美景美色尽收眼底，视
野和心胸一并打开，其喜洋洋矣！共性
之二是拍照打卡的人络绎不绝，放眼望
去，山美水美，俊男靓女成为一道流动
的风景。为什么这么多人到洱海东岸

拍照打卡？大概率是“天时地利人和”
再加个“景美人美”。洱海东岸的确是
一个优秀的摄影场，苍山洱海所构成的
独特光影，加之典型的地域特点，曲折
的海岸线、古朴秀美的白族村庄，风景
随便一拍都是大片，人像随便一修，都
可与明星叫板，不得不服。共性之三是
可以临水亲民，海东镇、挖色镇、双廊
镇，每个小镇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
民俗民风，非常值得一一体验。

洱海环线全长140公里，这条线路是
格兰芬多自行车赛的赛道，也是自行车
爱好者练习的经典线路。海东环线是临
海公路，全长约 80 公里，海西环线约 40
公里，是洱海生态廊道。海东环海公路
一面临洱海，一面临村庄，一路美景、美食
不断。可以从下关出发，一路游览大理
海洋世界、金梭岛、理想邦旅游度假小
镇、理想的花园、大理罗荃半岛旅游区、
大理华彬健康之都、文笔村、小普陀、挖
色镇、鹿卧山遗址、双廊古镇。也可以先
到大理古城、喜洲古镇逛一逛，然后从双
廊古渔村回逛海东镇。这条旅游线路可
以一路逛一路吃，适时小住，深度体验大理
的特色美食、文艺民宿和咖啡小店。如
果不想全程旅游，也可以选择性打卡，同
样惬意。

听风 看云 观山海 洱海东岸美景等着你

□ 杨宏毅

金秋九月，冒着绵绵丝雨又一次进入
宾川县乌龙坝斗顶山森林草甸保护区，感
受大自然的秀美，参观宾川南部山区生态
保护发展的成果，用摄影和书画记录人文
自然美景。

金秋的乌龙坝，没有你碰不到的美
景。沿着风电站的公路前行，成片成片的
白芸豆、秋蚕豆、秋豌豆盛开着白色、红色
的花朵，在蒙蒙细雨中沿山坡绵延起伏。
秋天的雨总是和白云、蓝天相伴，形成独
特的“太阳雨”，这更加映衬出乌龙坝“三
豆”（白芸豆、秋蚕豆、秋豌豆）产业的独特
优势。规范化栽培的蔬菜、青山之巅的风
电塔、成林成片挂满松果的松树……远山
近影，在晨光中铺成一块块巨大的七彩棉
毯，展示着初秋乌龙坝高山独有的青山绿
水秀美图。

车到乌龙坝斗顶山草甸，一望无际
的草甸被青山绿树环抱，成群的牛羊自
由地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美食，草甸上
盛开着各种各样艳丽的花朵。地毯式的
绿草间，粉红的、纯白的、淡粉的各种花

朵好像一群亭亭玉立的美少女，和着雨
后的阳光翩翩起舞，美丽又可爱！娇嫩
的花蕾探头探脑，羞羞答答，漂亮至极。

与杨柳村大草甸的红土绿草不同，
这里以黑土为主，这就为各种生态绿草
生长提供了独有的环境，造就了绝美的
生态美景。土肥草绿，阳光和煦，伴随着
清凉的山风，高山草甸的植被如海浪一
般绵延，报春、鸡蛋参、各类菊科豆科作
物，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字的野花，蓝的、
紫的、红的、黄的……或稀疏或紧凑着生
长；湛蓝的天空中，白云自由舒卷，绿草如
茵，牛羊和牧人点缀在这如画的天地间；
勤劳的蜜蜂扇动着小翅膀，不知道停留在
哪一朵花儿上才好，眼前无际的山峦草
甸，远远地铺向绿色的林海……身处在
这梦幻般的风景中，似乎忘记了所有的
烦恼。欣赏美景，走进阳光，回归自然，
在山水间放飞心情，大自然让我们的眼
睛更加明净，让我们的心胸更加宽阔，让
我们的情感更加友善，让我们的身心和
肉体更加健康！

一岁一枯荣，坐在柔软的草甸上，那
种松酥而富有弹性的感觉非常美妙，可以

尽享草原风光，清静幽雅。也可以无限拓
展想象的空间，任意展开联想的翅膀，追
忆梦幻中的历史和传说，宁静！美妙！如
诗如画！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农历十二月
二十一日，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
过宾川时，远远地观察了乌龙坝山形美
景，他在游记中多次记录了宾居乌龙坝
的山形走势：“又东南峙为乌龙坝山，为
赵州、小云南界”“二里，西逾冈脊，望见
南山自西屏列而东，是排沙北界之山，西
自海东，东抵宾居，南与大脊乌龙坝山并
夹者，土人称为北山”（见朱惠荣《徐霞客
游记校注》）。

1943年 2月，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
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
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前
往大理讲学，途中与众友人前往佛教名胜
鸡足山旅行，回程过宾居乌龙坝时留下了
宝贵的文笔：幸亏从宾川到凤仪的一段山
路，虽则没有金顶的高寒，却还峻险。盘
马上坡，小心翼翼，松弛的笑语也愈走愈
少。走了大概有三四个钟点，山路才渐渐
平坦。这一片山巅上有个小小的高原，划

出一个很别致的世界。山坡上一路都是
盘根倔强的古松，到这里却都改了风格，
清秀健挺，一棵棵松松散散地点缀在浅草
如茵的平地上，地面有一些起伏，不是高
低小丘，只是两三条弧线的交叉，“平冈细
草鸣黄犊”大概就是描写这一类的景地。
清旷的气息，使我记起英伦的原野和北欧
的乡色，唯一使我觉得有一点不安的，只
是那过于赭红的土色。

斗顶山位于宾川南部宾居镇乌龙坝
村，毗邻大理市凤仪镇、祥云县象鼻乡，是
著名的乌龙坝杨柳村草甸风光的重要组
成部分。《宾川县旅游总体规划（2008—
2020年）》中，将《徐霞客游记》中所提到
的宾居乌龙坝高山草甸列为宾川县乡
村旅游开发重要景点。2017年 3月编制
的《宾川县杨柳村——乌龙坝森林生态
旅游区总体规划》中，提出依托乌龙坝

“山”“草”“花”“林”“湖”等自然旅游资源
和“村落”“田园”人文旅游资源，打造杨柳
村——乌龙坝森林生态旅游区。

经过多年的保护，乌龙坝斗顶山生态
保护区已经成为宾川最具特色和潜力的
生态“处女地”。

乌 龙 坝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