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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 地 理

游 踪游 踪游 踪

本报讯（通讯员 张沙琳） 近日，云
龙县文联编辑的《云龙野生鸟类》，由云南
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云龙野生鸟类》是从王文松、杨春芳等
8位摄影爱好者拍摄的上万张照片里精心挑
选出来的，书中共收录有云龙县的16目45
科139种鸟类，其中“白尾海雕”“蓑羽鹤”“白
腹隼雕”等还填补了大理州的鸟类记录，通
过490幅高清、细腻的照片，生动展现了这些
空中精灵的灵动与美丽，为鸟类爱好者及广
大读者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

《云龙野生鸟类》用照片直观呈现
云龙丰富的鸟类资源，每一幅照片都是一
次心灵的触动，从振翅高飞的猛禽，到林
间悠扬的鸣禽，从天空翱翔的雄鹰，到溪
边觅食的水鸟，云龙县的鸟类多样性在镜
头下得到了完美呈现。这些照片不仅捕
捉到了鸟类最自然、最生动的瞬间，更展
现了它们独特的生态习性和美丽身姿，让
人不禁对大自然的奇妙与伟大肃然起敬。

《云龙野生鸟类》作为一本精美的摄影
艺术作品集，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和收藏
价值，不仅是一本具有科学性、实用性的工
具书，同时也是一本价值极高的科普读物。

《云龙野生鸟类》出版发行

本报讯（通讯员 陆向荣）近日，巍
山县本土作家阿有高两本彝学研究专著

《巍山彝族南诏土主》《解读巍山彝族民
歌》印刷出版。

《巍山彝族南诏土主》共收入 16 篇
文章，是作者以彝族特有的土主崇拜
和巍山蒙舍川所独有的几座土主庙为

线索所撰写的，有助于读者理清南诏
历 史 脉 络 ，了 解 南 诏 历 史 和 土 主 文
化。《解读巍山彝族民歌》收入作者凭
自己丰富的巍山彝族民歌阅历精心撰
写的 36 篇文章，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
巍山彝族民歌，弘扬彝族优秀传统歌
舞文化。

巍山本土作家阿有高
两本彝学研究专著出版

□ 罗武昌

在大理苍山马耳峰与斜阳峰之间，
从茂密的林海间流出一股清泉，经宝林
寺、阳平村、新世纪中学、洱海生态廊道
流入洱海，这条溪，就是苍山十八溪的最
后一溪——阳南溪。

荷花村委会位于阳南溪畔点苍山斜
阳峰东麓，其中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村
寨，名叫阳平村。阳平村北侧有一座著名
的千年古刹佛图寺，是大理历史悠久的古
刹之一，是以塔为主“塔寺一体”的古建筑
群，也是南诏地区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据明万历乙亥年(1575)

《重修佛图塔记》所载：“大理城南二十里
阳和山之麓，右有寺，名曰佛图寺，之外有
塔十三级，盖以应佛图之大观也。”

佛图寺始建于唐朝前期，几经损毁、
几经重修，于1998年重修。建成后的大
雄宝殿气势恢宏，中央供奉着铜制的三
世佛，两边为文殊普贤，大殿木格子门上
栩栩如生地雕刻出了蛇骨塔的故事。寺
前矗立着一座雄伟的十三级密檐式方形
砖塔，这就是蛇骨塔。塔因寺得名，故名

“佛图寺塔”，又名“灵塔”。蛇骨塔地处
苍山斜阳峰麓，北邻阳南溪，南距下关三
公里，东距 214 国道约 500 米，交通十分
便利，可散步漫游，也可乘坐 16 路公交
车到达太和苑站，或乘坐 2 路、4 路公交
车到达阳平村站，都非常容易寻找。

蛇骨塔为正方形十三层密檐式砖
塔，砖塔高30.7米，底层每边宽4.5米，顶
为青铜葫芦宝顶，通高39米。塔身正面
镶嵌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重修佛
图塔记》碑。从碑记中得知，蛇骨塔建于
唐代南诏劝丰祐时期（公元 824—859
年），其建筑年代和建筑形式与崇圣寺三
塔中的主塔千寻塔大体相同，宋、元、明
时期均有修葺，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这种“国保”文物是一座城市的记
忆，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科研价值和
艺术价值。据塔西一明代石碑载：明建
文 四 年（1402）曾 重 修 ，明 万 历 元 年
（1573）塔遭地震，正西从塔顶到塔根裂
开五寸多，不到三天又自行复合，两年
后（1575）迎来又一次重修。或许正是
基于蛇骨塔这种十分神奇的“自愈”能
力，千百年来仍然巍然屹立、香烟缭绕、
宾客云集，将“段赤城舍身斩蟒”的故事
流传至今。

金秋十月，大理依然天高云淡、花红
柳绿、气候温和，徐徐的秋风轻拂脸颊，
居然没有感觉到一丝寒意。清晨，暖暖
的阳光洒落在蛇骨塔上。举目仰望，蛇
骨塔与蓝天白云和参天古木巧妙地融合
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宁静祥和的乡间山
野图。古塔披上了一层迷人的金光，更
增添了几分庄严与神秘的色彩。

上午十点多钟，佛图寺烟雾缭绕，几
十名老斋奶在虔诚地举行着“朝斗会”，
感恩天地万物，祈求平安幸福。我听不
懂也融入不了这支朝拜的队伍，只好看
着熠熠生辉的蛇骨塔发呆，在老斋奶委
婉的传唱声中，一名勇士大战蟒蛇的场
面，仿佛瞬间在眼前徐徐展开……

传说，古时的大理是一片龙泽之

乡。茫茫洱海，又只有天生桥一个狭窄
的出口；洱海四周，古树密密层层，遮天
蔽日，崖壑幽深，常有巨蟒出入。到了南
诏时期，有一年，下关天生桥一带出现一
条巨蟒，它常在洱海中翻起滔天巨浪，将
无数渔船弄翻；它在天生桥上歇息，洱海
的出水口被堵住，洪水便泛滥成灾，淹没
了大片田地，许多房屋也被冲塌；它上
岸，尾巴一摆，小树都要被扫倒几棵；它
一动，便糟蹋了大片庄稼；人畜过往，很
多都被它吞吃了。

这条硕大无比的巨蟒，就是名叫“薄
劫”的吃人魔王，它的头像狮子，身子像
龙，两只碧绿的眼睛闪着阴森森的寒光，
一张血盆大口吐着凶焰。只要它一张口，
几十丈外的人畜就被吞进肚里。它还时
常跑到洱海里兴风作浪，打翻船只，淹没
田庄，害得洱海边上的百姓难以为生。

蟒蛇危害百姓的消息，不久便传到
南诏王宫，从国王到文官武将，一个个都
被吓得面无血色，惊慌失措。平时那些
耀武扬威的大将，这时也一个个颤颤抖
抖，不敢应声。见文武百官没有一人想
得出降服巨蟒的办法，皇上只好张榜招
贤，悬赏斩除恶魔的能人异士，但一时无
人敢应募。不久后，一个有勇有谋、力气
过人的年轻后生揭榜应战，他就是绿桃
村的白族石匠段赤城。之后，他身捆 24
把钢刀，手执两刃“浪剑”，只身扑向波浪
翻滚的洱海与巨蟒搏斗，最后被蟒蛇吞
入腹中，他趁机在蟒腹内施展十八般武
艺滚动挑刺，蟒蛇被锋利的刀刺得千疮
百孔而死，段赤城也因为在腹内没有空
气窒息而亡，最终与蟒蛇同归于尽。从
此以后，洱海的水患就平息了。

水患平息后，人们把蟒蛇打捞上
来，剖开蟒腹，取出段赤城的尸骨，为
了纪念这位为民除害的英雄，人们把
他葬在苍山斜阳峰下。又把蛇骨烧成
灰后和泥烧制成砖块，建起这座灵塔，
段赤城被尊为阳平村的本主。段赤城
死后，按南诏国葬礼火化，被南诏王劝
利晟亲自敕封为忠义将军、洱河龙王，
这就是蛇骨塔的传说。因此，当地许多
人，都只知道蛇骨塔，却不知道佛图
塔。《南诏野史》记载：“唐时，洱河有妖
蛇名薄劫，兴大水淹城，蒙国王出示：有
能灭之者，子孙世免差徭。部民有段赤城
者，愿灭蛇，缚刀入水，蛇吞之，人与蛇
皆死，水患息，王令人剖蛇腹，取赤城骨
葬之，建塔其上，煅蛇骨灰塔，名曰灵
塔……”

历史事实证明，一个没有英雄的民
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有了英雄，
没有人去崇拜会是一个没落的民族。因
此，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任何
时候、任何朝代都需要响当当的英雄。
当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遭受巨大威胁
时，亟需这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人挺
身而出，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千
百年来，人们为段赤城舍己为人斩杀巨
蟒的精神所感动，络绎不绝来此瞻仰
蛇骨塔，自发祭拜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所以，佛图寺的香火才会如此兴旺、源远
流长。当困难和灾难来临时，才会有那
么多人挺身而出、舍己为人，成为保土安
民的脊梁。

蛇骨塔

□ 杨宏毅

说起白族“三道茶”，相信很多人
都知道，并且喝过，可您知道吗？在风
光秀美的宾川鸡足山，禅茶“三道茶”
不仅历史悠久，还包含着很深的寓意
和哲理。

崇祯年间，著名旅行家、文学家、地
理学家徐霞客两次在鸡足山游览考察，
前后居住近六个月，在《徐霞客游记》中
详细记录了鸡足山“一淡、二咸、三甜”
的禅茶“三道茶”。

崇祯十二年（公元 1639 年）正月十
五，鸡足山高僧弘辨，在悉檀寺就用
鸡足山禅茶“三道茶”款待他。在优雅
舒缓的白族古洞经乐曲声中，桔皮小灯

“或挂树间，或浮水面，皆有荧荧明
星意，惟走马纸灯，则闇而不章也。”在
鸡足山禅茶“三道茶”特有的香气香味
中，名士高僧，谈笑风生。徐霞客在游

记中写道：“弘辨诸长老邀过西楼观
灯……楼下采青松毛铺藉为茵席，去卓
趺坐，前各设盒果注茶为玩，初清茶，中
盐茶，次蜜茶，本堂诸静侣环坐满室，而
外客与十方诸僧不与焉。余因忆昔年
三里龙灯，一静一闹；粤西、滇南，方之
异也；梵宇官衙，寓之异也，惟佳节与旅
魂无异！为黯然而起，则殿角明蟾，忽
破云露魄矣。”（见《徐霞客游记校注》
第1046页）。

鸡足山悠久的历史文化、佛教文
化，神奇美妙的自然风光，佛子寺僧
的深情厚意，令徐霞客如同品尝鸡足
山禅茶“三道茶”一样刻骨铭心，回味
深长。

鸡足山禅茶“三道茶”第一道是“清
茶”，以绿茶精心焙炒至淡黄清香，趁热
加入沸腾的清水而成；第二道是“盐茶
（咸茶）”，采摘鸡足山山野苦里巴晾干，
微火与食盐一起焙炒后，加入沸腾的清

水而成；第三道是“蜜茶”，用鸡足山山
箐泡核桃切成薄片，加入鸡足山野生蜂
蜜和米花，加入温水慢慢调匀而成。“一
苦、二甜、三回味”的白族三道茶，是大
理州旅游的一道亮丽的名片，已被世人
津津乐道，广为流传，而鸡足山禅茶“三
道茶”，则藏于深闺，知之不多。如果说
白族“三道茶”的“一苦、二甜、三回味”
能使客人对人生产生浮想联翩的话，那
么鸡足山禅茶“三道茶”则给人一种佛
理的启迪和人生哲理的思考。清即淡、
盐即咸、蜜即甜，“一淡、二咸、三甜”，实
际上是修道者或禅静之士对人生追求
的三种境界。

“一淡”，是清去灵台方寸的尘俗
污浊，即“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一个“淡”字，概括出人
生追求必备的超然态度与壮士断腕的
决心。要做到淡泊名利，追求自身价
值，追求内心和谐，追求自由理想，在

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尤其不容易；“二
咸”，是体会人生的艰辛及碰到的种种
困难。一个“咸”字，概括出人生追求
漫长征途中的坎坷与坚韧不拔的执
着。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都没有平坦
大道，要敢于创新，也要善于等待。这
是执着地追求，忘我地奋斗；“三甜”，
则指经过超强的磨炼与努力，最后终
于得到幸福或者大彻大悟后的成功喜
悦。“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一个“甜”字，概括
出人生追求结果的巨大惊喜与苦尽甘
来的甜蜜感受。经过千难困苦、千锤
百炼，终于豁然领悟、融会贯通、水到
渠成、拈花一笑、顿悟成佛。（陈椽《论
茶与文化》）

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
工夫。这是厚积薄发、功到自然成，既
是对茶道的感受，也是对人道、佛道的
体悟。

鸡足禅茶“三道茶”

书籍内页。

□ 陆彩荣

大理的美是纯天然的：蓝天白云，
苍山洱海，风花雪月……

大理的美是文明铸就的：扎染、瓦
猫、甲马、剪纸，鹤庆银器、剑川木雕，古
城风韵、文献名邦……

大理的美是鬼斧神工、天人合一
的：绮丽多姿的大理石画，天然孕育，藏
于山石之中，经悉心开凿，方使其大美
毕现。

大理的美，醉心醉神。人们在大理
感受慢生活——“闲庭独坐对闲花，轻
煮时光慢煮茶。”悠闲之至，惬意之至。

苍洱之畔 共话生态文明

我们亲身感受大理的美，是因为
洱海论坛。为了绿水青山永续永驻、生
态文明永续生长，中国外文局、云南省
人民政府、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勠力同
心，共同打造了生态文明主题的洱海论
坛。中国外文局国际传播发展中心与
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大理州
人民政府等携手精心承办，各方到会，
共商生态文明，共享美丽世界。

岁月荏苒，自 2021 年至今，洱海论
坛已连办了4届。每届论坛都围绕人类
生态保护的重大课题、围绕党和国家关
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政策举措设置
主题议题。2021 年聚焦“共建生态文
明 共护美丽星球”，2022 年关注“携手
合作 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2023
年关心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携手
同行现代化之路”，2024年共商“携手推
进生态友好的现代化”。与会中外嘉宾
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形成共识，对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传播、加强国际交
流合作、共同建设美丽的地球家园发挥
了积极作用。

今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荷兰瓦赫
宁根大学教授欧意玛，国际湖泊环境委
员会科学委员会副主席阿德琳娜·桑托

斯-博尔哈，以及来自喀麦隆、克罗地
亚、毛里求斯、马耳他、尼加拉瓜、萨摩
亚等世界各地的近300名中外嘉宾出席
了本届洱海论坛。

与会嘉宾分别围绕“推动洱海水
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持续助
力农业绿色发展 打造农业绿色产业
链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面推进、
全景传播”“共向未来·中外企业家对
话——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企业高质量
发展”等议题深入研讨，共谋全球生态
文明建设，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
智慧。

作为论坛的重要成果，这次论坛发
布了《全球企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洱海）倡议》，举办共话蓝碳未来——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藻碳汇合作项
目发布仪式和“丝路百城传”之《大理
传》项目启动仪式。

论坛期间还配套举办了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活动：“世界因你而美丽·洱海
这十年”图片展，展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在大理的生动实践；“守护
蓝色星球·大理”公益骑行活动，让中外
嘉宾在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的
同时，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理念；
中外嘉宾调研考察，遍访大理山川，得
识山河之美、人文之秀，感悟天人合一、
和合共生的中国哲学思想与生态文明
观的高超智慧与远见卓识；“苍洱之
夜”，在苍山之下、洱海之畔的绿草坪
上，夜幕渐浓，篝火畅旺，外国使节和与
会中方宾客，一起陶醉在天地大美中，
被大理各民族的歌舞表演和特色美食
深深吸引，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

离别之际，组委会延续上届论坛创
新做法，组织与会中外嘉宾沿洱海之
滨的生态廊道，进行绿色骑行活动。
秋日之晨，中外友人，舒展身心，兴奋
地踏上美丽的生态廊道，山岚缥缈，沙
鸥翔集，海菜花悠悠地凌波静放，苍洱
之姿拨人心弦。绿色骑行换算成碳
汇，抵减了论坛的碳排放，绿色论坛得

以健康而快乐地“生长”。

走进大理 感受人文魅力

大理的美食之美，是天然的。泉水
煮青菜、清汤牛肉、清水煮海菜、清炒野
山菌、烤乳扇……这些白族特色美食，
无须多少厨艺，顺其自然而得，其鲜美
清纯，折服中外食客，叹为天物。

大理的造物之美，是人工巧匠打造
的。剑川木雕已然巧夺天工，鹤庆银器
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千锤百錾、守正出
奇，小锤叮当、千年回响，敲出精美绝伦
的人间银器，敲出以新华村为代表的鹤
庆银器产业的大好前景，敲出人民的幸
福生活。匠人们的产品远销国内外，美
名远扬。

大理的人文之美，是多民族共建
的。从茶马古道一路走来，上关的风、
下关的花、苍山的雪、洱海的月，人文再
造，风华绵延。白族、彝族、汉族、回族
等多民族在这里聚居，共同打造了大理
星汉灿烂的文明景观。

大理自古以来人杰地灵。漾濞县
平坡镇向阳村阿尼么村民小组，在上
级支持下，成功回引云南省著名民族
音乐人、昆明胖核桃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永康返乡创业。他以独特
的艺术鉴赏力，依托阿尼么村独特的
山石自然资源，率先投资打造出以石
头为底色、艺术为内涵、乡愁为内核的

“阿尼么 007艺术农庄”。在此基础上，
因户施策，拉动全村 44户参与创业，实
现共同富裕、向快乐出发。他们创造
性地把“农耕文化”与“现代艺术”融
合，作为全村“乡愁文化”的内核，立足
山石自然风景、原乡农耕文化、民族音
乐风情，将各类艺术巧妙地融入到
阿尼么发展中，让普通的村落变成一
个有艺术、有乡愁、有故事、有温度、有品
质的艺术村落，更让“有女不嫁阿尼么”
的贫困村，一跃成为人人向往的“诗意
乡村”。

大理石画 尽显造物之奇

此次论坛间隙，我们走进人间烟火
气旺盛的大理古城，穿过商铺林立、游
人如织的街区，近距离观赏了大理的石
画之美，真是出人意表、鬼斧神工。

这是大自然卓越而神奇的创造。
石画的空间，历史的时空。在苍山那一
块块石头之间，蕴藏着那么美轮美奂的
水墨山水，而且分布均匀、构造神奇。苍
山东麓石画以黑白水墨画为主，枯湿浓
淡相宜，清雅高古。苍山西麓石画则以
五彩“油画”为主，色彩斑斓，神采飞扬。

大理石空国石博物馆镇馆之宝“凤求
凰”，是一幅水墨画卷，一对凤凰对视于山
水之间，含情脉脉，情深意长。主人为其精
心设计了灿烂星空展厅，穿过繁星满天的
时空，在那星汉灿烂的深处，“凤求凰”石画
惊艳地展开，让每一个感知其风采的观光
者都赞叹不已。大理石画主要是山水景
观，但又不仅限于此，人物肖像画，有中国
古代仕女的，也有西方贵妇人的，自然还有
动物、植物画等等，惟妙惟肖，美不胜收。

大理石是大理的，也是世界的。大理
石是一种碳酸盐变质岩。广义上说，凡
是具有纹理的天然石材，都称为大理
石。世界的同类石头统一以大理石命
名，可见其石材艺术的影响力。大理石
镶嵌的家具、建筑、园林，遍布古今中
外。据史料记载，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文
艺复兴时期，西方雕塑的材质都以大理
石居多。米开朗基罗甚至有句名言：每
一块大理石里面都潜藏着一个伟大的
灵魂，通过巧妙的构思和锲而不舍的雕
琢，可以将这个灵魂从石头中解放出
来。可见大理石雕，天下独绝。

这是上苍的垂怜，更是大自然的馈
赠，当然也是大理石匠们石破天惊的发
现。从一锤一凿到机器切削，大理石画
堪称天人合作的最佳作品。明代“旅游
达人”徐霞客欣赏完大理石画后，曾感
慨万千地说：“故知造物愈出愈奇，从此
丹青一家，皆为俗笔，而画苑可废矣。”
观此大理石画，诚信矣！

风花雪月，和合共生，幸有大理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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