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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 地 理

祥云水目山。（摄于9月12日）
水目山寺始建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相传开山禅师以禅杖凿地，清泉涌出，故名水目山。
史载，水目山鼎盛时，“衲子千余，从者如云”，有“三千和尚，八百尼姑”，其保存完好的从大理国延续至清代的72座墓塔和罕见的“寺抱塔”建筑奇观，是研究云南佛教

与南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通讯员 李树华 摄］

小 院 有 风 ，静 待 花 开

□ 杨亦頔 文／图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
电影《五朵金花》在全国上映，此后，该
电影先后被输往46个国家公映，周恩来
总理在评价《五朵金花》时说：“它歌颂
了我们美好的国家和美好的人，歌颂
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2023
年初，一阵清风从严冬吹向暖春，把所
有人的心吹向云南、吹向大理，电视剧

《去有风的地方》热播，大理田园牧歌

般、充满温情的乡土生活治愈了无数
疲惫的身心。同时，大理根植于自身
深厚的文化底蕴，融入“向上向善”的
情感力量，不断诠释和传递着一种守
本心、吐尘杂、纳繁新、臻美善的积极
乐观的生活态度。

大理有花，小院有风，在凤阳邑，
在有风小院，听风、看花。

有风小院就在凤阳邑入口不远
处，木质的大门上装饰着一只正在追
玩毛线球的猫，门檐一角，有叶藤伸出

的掌。听打理有风小院的人说，小院
是《去有风的地方》剧组来了之后用老
材料新建的，当眼前的画面在温湿的
空气中定格，每一帧都有许红豆的影
子。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中，闺蜜
的意外离世让事业小成的许红豆开始
重新审视生活的意义，最终，她把闺蜜
永远无法实现的愿望安放在行李箱
里，去云南，去大理，去遇见不一样的
人生。有风小院不大，所有旁观者的
叙述都不如自己走进去，去摹状关于
小院的一天。

房屋的二楼，晨早，椅花并居，虫
鸟忘归，所见所触都是自然的“越
界”。没有冰冷生硬的钢筋水泥，绿植
是山间的纹饰满绣，水流作了襟带环
绕。一夜村居，任着漂徙而过的鸟吟
虫鸣造访双耳，指掌开阖偷藏一缕轻
风，细细想了，应该是自然容留了人的
任性。天色渐晦，无源的花香间杂着
淡淡的饭香，这是属于生活的味道，野
鸟过窗，逗引起檐下笼中的家雀聒噪
一片。此时，一杯白开水也足以沉淀
心情，推门进了，与生活邂逅。截取一
个关于黄昏的片段，绿地花草遍植，总
又留了一隅，是农家自培自种的鲜蔬，
隔窗是娃娃的笑闹声。回家的路上，
村里的老人走得不算慢，在不远处的
山上打了水，买到小孙孙爱吃的菜，咂
尝咀嚼，就是足以让自己充盈一天的
乐事。入夜，在天地山水间感知自我
的延伸，正如余秋雨曾在他《文化苦
旅》中写道：但愿有一天，能让飘荡在
都市喧嚣间的惆怅乡愁收伏在无数清

雅的镇邑间。虽然他写的是江南，寥
寥几字却是乡人潜形在心、默默不宣
的“镇邑”。喧嚣城市充塞着每一个人
无处安放的理想、追求和青春，在奔往
的路上，物化的“得失”将生活的意义
嘲贬为幼稚的理想。而有风小院是不
同的，进眼是烟火尘嚣，退步是世外清
境，宜动宜静，进退由人。

在 小 院 ，还 有 一 切 被 允 许 的
“懦弱”。

重新走进电视剧，许红豆入住云
苗村有风小院的第一天，她看到了一
直在“打坐”不理会任何人的马丘山，
马丘山告诉别人，他要学会与自己相
处。在住客嘈杂的聊天声中，马丘山
的老式手机总是时不时响起，但是他
似乎永远听不到，更不会接，他似乎更
像是在表演，表演“心如止水”。最后，
马丘山还是坐不住了，他向男主角谢之遥
表露了内心的真实想法，他只是想逃
避，他想要回去，重新做出一番事业。

真正的治愈，不过是找到最初的
自己。无论如何，回到自己的轨道，
终究都是好事，留下与离开都是一种
选择，就像许红豆和谢之遥，许红豆
离开大理又回到大理，她接盘了村里
停工的民宿，一年后，许红豆的听风
民宿试营业，从前有风小院的好友们
回归、重聚。

云苗村的故事暂告段落，凤阳邑
和小院的风声还有余响。从“花”到

“风”，是大理的缩影，更是所有像有
风小院一样的文化地标焕发的时代
光华。

□ 韩海娥

许多年前就听说降支香的板栗比
较有名。有一年板栗成熟的季节，
阿菊打电话来邀请我帮忙宣传一下她
家乡的特产板栗，并且说她可以开车
来县城接我。我这个人最怕给别人添
麻烦，我不会开车，就暂且算了吧，等
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再去也不迟。

后来儿子大学毕业，在龙珠村当
大学生村官，跟阿菊一同在村委会共
事。那几年脱贫攻坚任务艰巨，龙珠
村村组多，人口多，群众居住比较分
散，工作量特别大，村组干部和驻村工
作队员都很辛苦。阿菊他们忙得焦头
烂额，板栗的事情几乎被我们同时遗
忘了。

今年中秋前夕，鹤庆县作家协会
利用周末时间，组织会员到松桂镇
龙珠村降支香自然村采风创作，终于
可以圆我多年旧梦，亲近板栗树，品尝
板栗宴，体验捡板栗的快乐。

每年中秋节，板栗是赏月必备品，
可是之前我所见的板栗都是有皮不带
壳的。当我踏入深山里降支香的这片
热土，才知道板栗有带刺的壳，就像一
个个蜷缩的“小刺猬”，手一碰，疼得直
往后缩。有些板栗熟透了，“小刺猬”
炸开了，褐色的板栗就散落到高大茂
密的板栗树下，落在山坡上、草丛里、
田埂边、土沟里，一个一个捡起来还是
很费功夫。我们看到龙珠妇女穿着漂
亮又大方的白族服饰，提着竹篮捡板
栗，充满了诗情画意。捡板栗难，剥板
栗更难，而且辛辛苦苦打落下来剥好
了的板栗，一斤也就卖四五元钱。所
幸的是板栗只是山区群众生存和生活
的一部分，并不全靠板栗林来维持生
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板栗树一
样坚强的性格，也有像板栗一样饱满
醇厚的热情。

把降支香的板栗加工成板栗宴，
荤素搭配十道菜，是一种美妙的创意，
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板栗鸡、板栗

蒸火腿、板栗红烧肉、板栗煮三线肉，
都是以板栗为灵魂，补中益气，养眼解
馋。其余那几道分别为凉拌菜、油炸
拼盘、干板菜煮豆米、豆腐圆子、什锦
五花菜，都是营养丰富又解腻的家常
菜。十道菜之外还有一小碗鲜红流
油的鹤庆特产猪肝鲊，保证能让游
客多吃一碗饭，是当之无愧的“送饭
冤家”。一直以减肥为奋斗目标的
几个同行姐妹，忍不住吃得肚子滚圆，
把减肥的宏伟计划暂时丢到九霄云外
去了。

为了寻找灵感，我们一行人走出
农家乐，来到高大茂密又古老的板栗
树下，捡着一个个自然脱落的板栗。
一个板栗一弯腰，乐此不疲。令人惊
喜的是，板栗树盘根错节，交错的树根
下，竟然长有野生菌。正愁这个周末
没机会去山上捡菌子呢，这不，上天解
我意，马上把核桃菌、奶浆菌、牛肝菌
送到我眼前。我一边捡板栗，一边捡
菌子，顺着一片片板栗林的走势，享受
着新鲜的空气、养眼的绿意、熟落的果
实、天然的菌子，人在山中，此时此刻
便是“仙”。早上出门的时候天气晴
朗，穿了一条裙子，在板栗林里忘乎所
以地穿梭，等到要和龙珠的大小美女
们在板栗树下合影留念的时候，才发
现裙子和丝袜上沾满了苍耳子、鬼针
草。梅珍细心地和我一起扯着沾在衣
物上的不速之客，说她以前也有同样
的游玩经历，一条裙子就那样废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太阳雨，让我们
乖乖地跑回吃饭的地点——本地网红
小葡萄妈妈家里。待雨过天晴，在那
棵作为网红打卡点的板栗树下，我们
一边品尝着板栗宴，一边感受着板栗
从古树上掉落下来的大自然的声音。
山林里的风儿暖暖的，没有秋天的寒
意；饭桌上的氛围浓浓的，没有归家的
念头。直到月满西楼，山坡上的花草
树木一派醉意朦胧的时候，我们才在
不远处主会场上飘来的歌舞声中，踏
上回县城的路。

□ 罗帮义 文／图

在那晨曦轻柔抚摸、夕阳深情依依
的蔚蓝洱海岸畔，我经历了一段生命中
最宁静深邃的时光。在洱海保护指挥
部工作的岁月里，每一缕晨光穿透薄
雾，轻拂过洱海波光粼粼的水面，我仿
佛能聆听到大自然细腻而深长的呼吸，
与我的心灵共鸣，共同织就一幅关于责
任、热爱与成长的绚丽画卷。

洱海，这颗镶嵌于云贵高原之上的
璀璨蓝宝石，以其独有的温婉与浩瀚，
滋养了万物，也激发了我内心对美好无
尽的向往与追求。初抵大理州洱海保
护治理及流域转型发展指挥部，敬畏与
憧憬交织成网，引领我步入了一个既梦
幻又真实的旅程起点。洱海之水，清澈
如镜，映照人心之纯，它以静默的姿态，
诉说着千年的沧桑与变迁，同时在我心
中播撒下守护的种子，茁壮成长。

这三年，是对洱海奥秘不懈探索与
发现的奇妙征途。我们如同勇敢的探
险家，踏遍洱海的每一寸土地，从晨曦
初露的宁静湖面到夕阳余晖下的翠绿
岸畔，从古朴村落的历史韵味到现代生
态修复区的勃勃生机，每一处都见证了
我们的汗水与坚持。我们深入研究
洱海的生态循环，洞悉其复杂而微妙
的平衡法则，深刻认识到保护洱海，即
是捍卫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的尊严与
未来，是我们不可推卸的神圣使命。

我们目睹了洱海持续向好，俨然一
幅水清岸绿、生机盎然的美丽图景。这

背后，是无数次无声的战役，是团队成
员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奋斗。我们制
定了科学的环保政策，推动周边产业绿
色转型；我们组织了湖面清理，恢复湿
地生态，让洱海重现勃勃生机。每当夕
阳西下，湖面金光粼粼，水鸟翩飞，鱼儿
欢跃，那份由内而外的喜悦与成就感，
如洱海波涛般汹涌澎湃，难以言表。

这段经历，更是我个人成长的加速
器。在洱海保护的前线，我学会了坚韧
不拔，体会到了无私奉献的崇高，更深
刻领悟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
谛。与当地居民的深入交流，让我认识
到保护洱海不仅是技术的挑战，更是人
心的凝聚与共识的达成。我们手牵手、
心连心，共同守护这片生命之源，那份
深厚的情谊与默契，成为我人生旅途中
最珍贵的记忆。

如今，站在时光的彼岸回望，心中
满是感激。感激洱海以它那无垠的宁
静与力量，给予我心灵的洗涤与升华；
感激指挥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给予我
支持与鼓励，让我在成长的路上不再孤
单；更感激这段非凡的经历，让我学会
以敬畏之心拥抱自然，守护我们共同的
家园。洱海的保护之路虽长且艰，但我
坚信，只要我们心怀热爱，肩负责任，脚
踏实地，勇往直前，洱海的明天必将绽
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而我，也将带着
这份宝贵的记忆与经验，继续在人生的
征途中，书写更多关于守护、成长与奉
献的辉煌篇章，让生命之树因爱与责任
而更加枝繁叶茂。

□ 黄孟璐

弥渡民歌和花灯，留给我的记忆是
美好而深刻的。

小时候，老家弥渡的小镇上有一个
老剧院。剧院的观众席呈台阶状，用水
泥砌成，时间久了，座位多已透出青黑色
的光泽，被磨得光滑无比。剧院不锁门，
推开那道钢筋焊就的铁门就可以自由进
出。剧院舞台两旁长满了杂草，不时有
蚂蚱、七星瓢虫飞出。这里是孩子们玩
耍的天堂。几颗石子，几朵野花，几只小
虫，小朋友们就可以在这里沉迷许久。
一个个蝉鸣的午后，无忧无虑，乐而忘返。

有一天，小朋友们玩兴正酣时，来了
一个高高瘦瘦、长发及肩的大叔，问我们
想不想学唱歌跳舞，接着就比画了几个
花灯动作，哼唱了几句民歌。经过他一
番绘声绘色的鼓动，小朋友们顿时来了

兴趣，一个个跃跃欲试。自那以后，每逢
周五放学，我们就约着去老剧院，学的第
一首花灯曲就是《弥渡山歌》。也就在那
个时候，一颗文艺的种子就种在了自己
心里。

家乡的民歌和花灯，于每个生于此
长于此的人来说，是人生大树的年轮，也
是一抹乡愁的底色。孩提时的学习，像
一泓流淌自大山深处的溪水，澄澈纯净，
灌溉着心田，渐渐长成了每个人心灵世
界里一株根叶茁壮的植物，遮蔽着人生
旅途中的风霜雨雪，保留住了那个纯粹
的世界。而今，离开家乡已有些岁月，但
每逢春节、元宵佳节，那一幅家家户户放
鞭炮迎花灯、载歌载舞、锣鼓喧天的花灯
巡游场景总会自动浮现在脑海，那些蚌
壳里的美人、裹背里背着娃娃的大脚婆、
颜色艳丽的纸糊花灯历历在目，一切都
显得那么浓墨重彩，热烈奔放，如夜空中

升起的绚丽烟花，灿烂夺目，成了抹不掉
的永恒记忆。

弥渡历史可追溯到西汉时期，史称
“白国故地，西汉旧郡；十赕沃壤，六诏咽
喉”，这片土地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浓
厚的文化积淀，加之自古以来富饶的物
产，滋养了丰富多彩的群众生活，不仅孕
育了蜚声中外的东方小夜曲《小河淌
水》，《弥渡山歌》《十大姐》《绣荷包》等代
表性曲调也传唱甚广，成为弥渡一张亮
丽的名片。“十个弥渡人，九个会唱灯，还
有一个跟着哼。”弥渡流传的这句俗语，
足见弥渡民歌习者之众，普及之广，影响
之深。弥渡花灯作为弥渡重要的文化符
号，是本土花灯会与群体音乐舞蹈结合
的花灯民俗活动，它有别于中原地区的
社火花灯活动，融合了春节到元宵节期
间的灯彩展示和观赏活动，包含了“过街
灯”“团场灯”“簸箕灯”以及到每家每户

贺年、驱邪求福的“门户灯”，还包含了在
各种节庆日所表演的传统花灯小戏和时
代花灯剧，在云南花灯九大派系中独树
一帜。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实践积累，以
各种表演艺术为主体，弥渡花灯有了更
为丰富的内涵。弥渡花灯火热的场景、
艳丽的色彩、群众高度的参与度以及融
入日常的表演形式，广泛深入地影响着
弥渡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精神气质等方方
面面。

“到了弥渡，不想媳妇。”这是弥渡流
传的又一句俗语，弥渡气候宜人、景美人
好、物产丰富、历史悠久等特色固然是吸
引人的重要原因，而丰厚的艺术土壤孕
育的弥渡民歌和花灯则唤起了沉淀于生
命长河中那丝丝缕缕的悠远乡愁，焕发
出了吸引人、感染人、留住人的神奇魅
力，这或许才是弥渡之所以令人“沉醉不
知归路”的深层原因。

我在洱海保护前线的这三年

板栗树下品美食

弥渡，沉醉不知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