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盛街古道驿站在云南省弥渡县密祉乡。全长400多米，自北向南横穿于文盛街，全部用长一米、宽0.4米的石
条首尾相连铺筑而成，两边砌以不规则俗称“引马石”的石块。文盛街古驿道自唐代开始延续至民国时期，街北头为
财神庙、南头为魁阁，珍珠泉在古驿道的东南边，如一颗珍珠镶嵌在驿道上。

（通讯员 余述祥 摄）

佬武人之舞 “鲁辘则”
□ 孟 岚

—

⇧ 苍洱漫谈 ⇨洪永忠 ⇨大理的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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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 源 梅 城 石 塔
梅城石塔，位于洱源县三营镇梅

城村金鳌山，石塔共三座，属洱源县县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梅城石塔，为天然石灰石就山势
雕刻而成，中塔高 130多米，六级层次
分明，依山而成，风格独特，气势宏
伟。据《云南通志》记载：石笋三峰如
矗，浮图高十余丈，层次分明，凌空口
削。又据《康熙鹤庆府志》载：梅城石
塔……上有三石塔，负山屹立，本丰而
末锐，四口方正无攲斜，色类丹砂，窿
然中立者高百尺许，宽约有三丈许，为
左右翼，中空如屋，游人从中空处板援
而上，至顶平厂如文室，可坐六七人，
洞穴俨如窗棂，下视梅城如尘白云上，
冷然若仙也。清代，三营镇属鹤庆府
的管辖范围，“梅城石塔”也成为著名
的“鹤阳八景”之一,在《康熙鹤庆府
志》中有详细记载。梅城石塔开创了
大理地区“塔”建造的新纪元，是白族
先民把建筑与自然融合的独特创造。

从三营镇往西行约5公里，就到了

梅城村，梅城村因为盛产梅子，“梅几
三百余株，环列成城”而得名，梅城石
塔就突兀在梅城村后的金鳌山上。也
许被塔的固有形象禁锢，经过当地人
指点，我和前往考察的同伴才看清了
梅城石塔的面貌。梅城石塔应该是山
崖经过数万年雨水冲刷而成的酷似塔
型的巨大岩石，一些地方经过人工雕
琢，成为了大理地区依山势而称谓的
唯一石塔。石塔以中央 130余米高的
主塔最为形象，塔形丰满粗壮，立体感
突出，从下而上依山势而逐渐收缩，并
在岩石上形成自然的分层，让人分不清
是自然的巧夺天工，还是我们祖先的人
工雕刻。多年以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还专门向洱源县文物管理部门征询过
梅城石塔的影像资料，可以看出梅城石
塔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独特性。

沿着还没有完工的大丽高速公路
向上攀登，路程尽管只有几百米，但荆
棘丛生，刚下过雨几乎没有道路的山
坡异常湿滑，我们好不容易到了石塔

的下端，找到了镌刻有“洱源县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的石碑。然后，我们试图
再往上攀登，但是已经找不到路，最终
我们只好余游未尽地小心返回。

在梅城村的村中央，我们询问了
几位正在聊天的老人，老人们说，这石
塔说不清有多少年了，只保留下一个
神话故事，相传很久以前，观音老爹和
观音老母分别在大理和三营雕刻三
塔，说好谁先雕刻好，谁就可以决定白
子国的都城的位置，结果观音老母用
砖和土先建成三塔，而观音老爹只雕
刻完梅城石塔的主塔，白子国的都城
就建在了大理。观音老爹只能悻悻地
离开大理，梅城石塔也就只有孤独地
留在了梅城村。由此，我忽然想到，其
实大理保留了太多的观音老母的故
事，有“负石阻兵”、有“观音服罗刹”、
有“观音古市”、有“观音会”、有“观音
塘”等等。或许，这是佛教在传入大理
后被大理文化改造的一种印记；或许，
这又是我们祖先对宽容、慈祥、美好的

一种理解；更或许，这是大理地区对女
性的一种独特尊重。这样想着，我们
已经离开了梅城石塔，离开了金黄梅
子熟透的梅城村。

□ 通讯员 董家泽

南涧县文化部门紧紧
围绕全县工作大局，狠抓
党的建设，狠抓党员队伍
素质的提高，不断提高党
员学习的自觉性、系统性
和针对性，增强党员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内强素质
外树形像，充分发挥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有
力地促进了文化各项工作
的完成，走活了文体广电
一盘棋。

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
设不断加强。完成文庙
大成殿、城隍庙、观音阁、
魁阁、锁水阁等古建筑抢
救 性 修 复 工 作 ，完 成 了
南涧县历史文化博物馆
馆 舍 建 设 ，正 在 筹 建 布
展工作。

文化服务设备不断完
善。争取到国家财政部、
文化部配送的价值60万元
的流动舞台车1车辆，县政
府无偿划拨14座小型客车
1 车辆。采取以奖代补的
形式，扶持6支农村优秀业
余文艺演出队每队价值
3890元的一体化便携式音
响设备。

“两馆一站”免费开放
工作稳步推进。全县实现

“两馆一站”免费开放，不
断扩宽免费开放渠道，增
加服务内容，开展图书馆
进校园、图书馆进企业、
图书馆进机关、图书馆进
军营等“四进”活动，开展
每月“阅读之星”评奖活
动和“全民爱读书，人人
有书读-县图书馆免费开
放”为主题的世界读书日
宣传活动，切实提高公众享受免费开放
成果。

群众文化蓬勃开展。坚持“文化乐
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半年来，组
织完成社区文艺演出、大型群众文化活
动、三下乡演出等计 45场，其中协助云
南省“文化大篷车，千乡万里送戏行”慰
问演出 8场，完成实地跳菜及唱酒歌 20
场，参加第25届三月街民族节及对外交
流演出 10场，观众总数超过 20万人次。
开展群众文艺辅导培训30多场次，受训
人数达3000多人次。

艺术精品创作异彩纷呈。年初，
《南涧跳菜》节目分别在中央电视台中
文国际频道《文化视点》“我们的节日”
春节特别节目和《远方的家》栏目中播
出。2013 年新编创《三跺脚》、《二里半
腔小乖哥》等5个节目，参加2013年大理
三月街全州民间文艺节目汇演及参加
大理州民族民间文艺会演，其中南涧彝
族原生态声乐组合《二里半小乖哥唱玩
来》荣获声乐类节目金奖，彝族舞蹈《三
跺脚》荣获歌舞类节目铜奖，县文体广
电局荣获组织奖。罗荣春、李明参加
2013 年大理州旅游歌曲大赛分别获三
等奖、优秀奖。李明参加2013年云南省
旅游歌曲大赛获铜奖。2013年2月，《彝
家跳菜》在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
演中喜获一等奖。

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成效明
显。《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南涧跳菜
传承与保护条例》5月 1日起公布施行。
完成 10位大理州民间艺术大师申报各
项工作，3 人荣获大理州“民间艺术大
师”称号。有 5人被公布为第三批州级
非遗传承人，完成“无量山火腿”、“南涧
土碱制作技艺”、“盖瓦洒哑巴会”云南
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完成《南涧酒歌》宣传光碟制作、《南涧
民歌荟萃》、《南涧民族民间器乐曲集
成》等文化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启动
了《南涧跳菜》中小学乡土教材的编辑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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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余述祥

弥渡县 2011年确立创建全国文化
先进县以来，按照确定的“路线图”

“时间表”，政府推动，政策驱动，项
目拉动，典型带动，制定配套政策，
整合文化资源，推动体制、机制、管理
创新，文化发展成为弥渡县全面发展
的新动力，文化工作呈现前所未有的
新局面。

政府推动，着力营造全社会抓文化

的氛围。弥渡县委，政府从政策上用
足，工作上重视，经费上保障，行动上
支持四大举措大力推进全国文化先进
县创建工作。一是相继出台了《弥渡
县支持文化发展的税收和土地优惠政
策》、《关于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
实施意见》、成立创建工作领导组等政
策措施，确保创建工作具有强硬的政
策措施保障；二是结合县级机构改革
和乡镇换届工作，配齐文化部门领导
职数和乡镇专职文化副乡（镇）长，确
保创建工作层层有人抓落实；三是推
行县级机关挂钩村委会群众文化工作
制度，共同营造全社会齐抓共建的氛
围，并纳入县人大、政协年度视察、调
研工作重点。

政策驱动，文化建设投入持续有
力。弥渡县委、政府相继制定出台了

《关于切实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实施十项工程

加快文化强县建设的意见》，召开县委
常委会专题研究文化工作，落实文化事
业费增幅不低于当年同级财政经常性
收人的增幅，2010年县级财政投入文体
事 业 经 费 433.34 万 元 ，2011 年 投 入
814.16 万元，增长 87.88%，2012 年投入
917.39 万元，增长 12.68%，比 2010 年翻
了一番还多。并从2011年开始，落实了
人均 1元的文化惠民活动经费，县级财
政每年投入 500 万元，今年计划投入
1000万元，重点推进村委会、自然村群
众文化工作“五个一”工程，（一个农家
书屋、一所农文网培训学校、一支群众
业余文艺演出队、一块文体活动场地、
一间文化活动室、），县文化馆、图书馆
每年有20万元，乡镇文化站有5万元专
项的 免费服务经费，2012年起，每个村
委会每年有 8000元专项资金用于开展
文体活动。

项目拉动，文化设施建设成果显

著。弥渡县委、政府把创建全国文化先
进县作为文化惠民、文化育民、文化乐
民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举全县之力抓
紧、抓好，实实在在给人民群众带来文
化实惠，使群众能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
文化成果。弥渡县委、政府重视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由来已久，“创先”以来，更
将公共文化项目建设纳入政府为民办
理的实事工程，大力进行场馆基础设施
建设。招商引资 2.1 亿元，建成集文化
商贸、文化娱乐、文化休闲、文化服务、
宗教文化为一体的青螺古坊花灯文化
大观园核心区；投资 1684万元，建筑面
积达 5255平方米的县文化馆、图书馆、
博物馆拔地而起，成为弥渡县的标志
性建筑；投资 360 万元，按部颁标准，6
个乡镇新建了每个占地面积 2000平方
米以上的综合文化站，实现了农家书
屋、农文网培训学校全覆盖 89 个村委
会；整合项目资源，着重解决乡镇、村、

组的文体活动设施，投资 249 万元，拉
动新建乡镇灯光篮球场 6个（每个补助
10 万元），村级标准篮球场 63个，下发
篮球架82付，乒乓球桌51套，安装全民
健身路径 6条。截至目前，弥渡县四级
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功能齐全，基本实现
了全覆盖。

典型带动，彰显文化魅力。弥渡县
以新建设备齐全，功能完善，有灯光球
场、有文化活动广场的寅街镇综合文化
站为文化育民的标杆；以建设“六个有”
的永和村委会文化惠民为示范；以结合
新农村建设，有“三个一”的弥城镇肖家
营自然村为文化乐民的典型。形成人
人参与文化，建设文化，创造文化，享受
文化的氛围，兴起文化建设一波又一波
新高潮，在省内掀起“弥渡现象”冲击
波，打造出具有弥渡特色的文化新名
片，实现弥渡文化向文化弥渡的华丽蜕
变和提升，彰显文化弥渡的魅力。

政府推动 政策驱动 项目拉动 典型带动

弥渡县多措并举抓实全国文化先进县创建工作

□ 通讯员 常 昕

近日，在中国文联九届五次全委会
暨全国文联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表彰会上，祥云县文联被评为“全国文
联工作优秀集体”，成为全国 45家被表
彰的优秀集体之一。这次表彰活动是
中国文联成立以来第一次覆盖全系统
的国家级表彰。

近年来，祥云县文联在县委政府的
领导下，在中国文联及省州文联的指导
下，不断开拓创新，奋发有为，为全县文
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
力，尤其在创建广场健身舞文艺志愿者
活动、开展“祥云文化访谈”、编辑《祥
云文化》、组织创作《祥云作家丛书》及

《祥云文化丛书》、培养文艺人才等方面

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文联及省州文联的
肯定，在全国文联系统产生了良好的示
范效应。

2010年12月，祥云县文联代表云南
省基层文联参加了中国文联在湖北武
汉召开的“全国社区文联工作研讨会”
并在会上就社区文艺工作作了经验交
流。 2011年12月，“云南省基层文联工
作会暨云南省广场健身舞现场经验交
流会”在祥云县召开，祥云县文联被云
南省文联授予“云南省广场健身舞示范
基地”称号。2013 年 4 月 10 日，祥云县
文联作为云南省基层文联代表参加了
中国文联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联组联
工作暨文艺志愿服务工作会议”，并在
会上就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工作的情况
作了经验交流。

祥云县文联被评为“全国文联工作优秀集体”

云龙苗族有着古老悠久的历史和丰
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苗族能歌善舞，史
载上早有男吹芦笙女振铃的记载。苗族

“飞歌”享有盛名，其他民歌有古歌、游方
歌、龙船歌、酒歌、祭鼓歌、儿歌、跳歌、娣
妹歌等，舞蹈有芦笙舞、板凳舞、直箫舞、
猴儿鼓舞等。民间传统乐器以吹奏乐为
多，打击乐器次之，苗族民间文学主要有
诗歌和传说故事。苗族的挑花、刺绣、织
锦、蜡染、剪纸、首饰制作等工艺美术，瑰
丽多彩。

流传于云龙境内各地苗家寨的民
间舞蹈，属于群众自娱性集体舞蹈，多
与苗族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内容有
表现生产劳动的，如“洗布舞”、“洗麻
舞”、“转磨舞”等；有表现生活习俗的，如

“探亲舞”、“赶街调”等；还有表现男女青
年追逐玩耍的“背合背”、“踢脚跟”、“串
花园”等。

舞蹈进行时，由一人领头吹奏芦笙
或直箫，舞者围成圆圏，逆时针方向转
动，后者可随时加入。一般情况下，舞蹈
是按不同名称的舞蹈及动作连接起来跳
的，如从“甩手舞”开始，紧接“拍脚板”、

“里拍外拍”、“踝三下拍一拍”、“拉叉
舞”、“转磨舞”、“赶街调”、“背合背”、“踢
脚跟”、“转身舞”、“转身跺脚舞”、“探亲
舞”、“洗布舞”、“大仙人舞”、“小仙人
舞”、“三麦斗”，最后是“串花园”结束
等。总之，当芦笙或直箫手吹出不同的
引调时，舞者就根据音乐变换舞蹈的跳
法和动作。舞蹈反复遍数不定，因人、因
兴趣即兴发挥。

云龙苗族舞蹈中有很多甩手和摆
腰动作，但舞蹈动作的变化主要在双脚
的跳、转、跺、蹉、踢、拍脚拍等动作上。
舞蹈的基本姿态是：双膝稍屈，臀稍往

后翘，微含胸。动律特征主要表现为：
以腰为主动的摆腰，前俯后仰、侧仰，
足擦地及蹉、跺、拍脚等动作短促有
力，有顿挫感，整个身体随脚的颤动向
下压颤，身体下坐时提气。舞蹈中呼
吸深、长，双手自然下垂，在两侧划小
圆摆动，部份舞蹈双手肘内屈，随脚的
动作有节奏的向下压肘。这种舞蹈动
律特征的形成，主要受云龙山区地理
环境和劳动生活习惯的影响。如：苗
族妇女搓衣洗麻，常习惯于在大石板上
以双脚蹉跺；攀山越岭、负重行走时，臀
往后翘，背上的背箩不致下滑，还可在
途中负重直立小憩。长期劳动形成的
体态在舞蹈中反映出来。另外，苗族舞
蹈中很多向斜前摆腰、下蹲、摆臀、旋转
等动作，主要是为了炫耀其民族服饰的
美丽。苗族服饰中的尾饰、白褶裙等，
千针万线，制作十分精细，色彩艳丽，图
案别致，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全用手
工绣制而成，显示了苗族群众的智慧
和才能，也体现了他们的面貌和风釆，
表现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在舞蹈中

“摆腰”、“旋转”等动作，可将其尾饰、
衣裙完全舒展，充分显示服饰的美观。
这也是云龙苗族舞蹈动律特征形成的
一个主要因素。

此外，还有苗族祭祀性的“大鼓舞”，
这是男性的舞蹈，由二人抬鼓，一人击
鼓，三人一组，同时蹉脚原地小跳，击鼓
者时而击鼓，时而半蹲旋转。这种舞蹈
服饰中的尾饰显示出“花苗”不同于其他
苗族的服饰特色，尾饰多而长，旋转时如

“孔雀开屏”。
云龙苗族舞蹈粗犷大方，节奏鲜明，

旋律优美，形式多样，直至今天，依然保
留着古朴的山地民族特点。

云龙苗族舞蹈及其特点
□ 张建平

□ 通讯员 赵功修 魏光启

2013年 7月 12日，祥云县成立文艺
志愿服务团，标志着大理州首个文艺志
愿服务团成立。

为深入贯彻“文化惠民、文化为民、
文化乐民”工程，践行“爱国、为民、崇
德、尚艺”文艺价值观，弘扬“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祥云县文
联成立由 103 名志愿者组成的文艺志
愿服务团，今后将广泛动员广大文艺
家、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到艰苦地
区、积极开展慰问演出、专题辅导、文艺
支教、文化扶贫等丰富多彩的文艺志愿
服务活动，让基层群众得到更多无偿的
文艺惠民活动。

祥云县成立文艺志愿服务团

□ 赵守值

最近，由我州作者张英和张明曾合
著的随笔文集《言雨》，由云南出版集团
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言雨》一书是由母亲对儿子、爷爷
对孙子平时说话的集成。整部书由“学
做人”、“闲议教育”、“人格修养”、“文学

随谈”、“感悟文化”、“附录”等几部分组
成，共六十余篇随笔。作者用浅显直白
而又真诚智慧的话语，对儿孙进行谆谆
告诫。篇幅虽短小，却雅俗共赏，立意高
远，清新隽永，富有哲思，是一部启迪智
慧的随笔小品集。文章语言质朴自然，
简洁明了，融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
一炉，读后让人深受教育和启发。

张英张明曾《言雨》与读者见面

能歌善舞的佬武人是彝族的一个
支系。歌舞是他们生活中一项不可缺
少的重要内容。

“鲁辘则”为彝族语即“打歌”之
意，流传于云龙县团结区的河东、河
西、河南、新宅、自新等村寨。“鲁辘
则”的由来，相传在远古的时候，佬武
人与外敌作战，为了防御敌人入侵，
首领发动同族人夜间在山寨燃起熊熊
苒火，众人围火饮酒，通霄欢跳，唱调
子，鼓舞士气，振作军威。敌人见此
情景，不敢轻易前来进攻。后来，佬
武人寨子里凡是哪家有事，村人前去
相帮，每到夜晚，大家就围着火堆跳

舞，尽情欢乐。于是，“鲁辘则”逐渐
成了佬武人自娱性的舞蹈，男女老幼
均可参加。

“鲁辘则”的舞蹈动作，多是模拟
鸟兽和人类生产劳动的原始动作。如

“鸡创食”舞，它表现的就是一群鸡用
脚扒找食物的情景；“猴子遮太阳”舞，
表现的就是猴子手搭凉棚，观看太阳
等动作。表现生产劳动的舞蹈，象“洗
麻纱”、“掏蜂蜜”等，通过人们用双脚
搓洗麻纱，在树洞中掏蜂蜜描绘生产
劳动的情景，这些舞蹈形象风趣，有强
烈的生活气息和地方民族色彩。

佬武人的舞蹈，每每在逢年过节，

婚丧嫁聚、打碑立墓或起房竖柱的热
闹场合中进行。当夜幕降临，人们经
过一天的劳累，吃饱喝足后，总是围着
火堆跳起欢乐的“鲁辘则”。这时欢笑
声，铿锵有力的舞步节奏声回荡在山
谷之间，一跳就是通霄达旦，越跳越热
烈。一则为尽兴，二则免除了主人家
为众多宾客提供铺盖行李之难。

“鲁辘则”跳得最出色的要数云龙
县团结区河东乡的佬武人，他们的舞
蹈动作幅度大，风格浓郁，当人们观看
他们的舞蹈时，总会被那激烈的场面
所吸引，跃跃欲试，也想加入他们欢乐
的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