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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洱海 美丽故事 

合
办

平川镇位于宾川县东北部，古称
“赤川耆”，因境内蕴藏大量赤石矿而得
名，素有文墨之乡的美誉。汉、回、白、
彝、傈僳等各族人民聚居于此，文化遗
产丰富，民族特色鲜明。“平川唢呐调”
于 2013 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
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据史料记载，唐代以前在平川一
带居住的主要是少数民族，他们信奉
火、狮、虎、牛等原始图腾。到清代杜
文秀起义，派出骠骑大将军杨荣修筑
平川新城，建立起义政权，这一时期加
速了汉文化在平川地区的传播和发
展。平川唢呐调始于明朝末年，盛于
清朝，它在汲取汉、白、彝各民族优秀
音乐元素基础上，经过漫长的历史演
变，最终形成今天风格独特、体系完
整、群众基础广泛的平川唢呐调。

平川唢呐调大致可划分为喜调、
丧调、社火表演伴奏调三大类。第一
类喜调，也就是在婚礼上吹的唢呐调，
经过长期的发展现已形成了系统完整
的“套曲”。喜调主要由迎亲调、小过
街、催席调、离娘调、安歇调、辣子调、
红干巴调、上酒调、慢逍遥、催客调、拜
堂调和晚三排组成，调子贯穿迎亲、出
嫁、拜堂、宴客的每一个环节，时而舒
缓、时而欢快、时而悠扬的旋律极好地
烘托了婚礼喜庆祥和的气氛，寄予了
亲朋对新人的诚挚祝福，同时喜调也
是平川唢呐手高超演奏技艺和艺术修
为的集中展现；第二类是丧调，顾名思
义，丧调是在葬礼上吹的唢呐调，细分
为举丧调和送葬调。平川丧调民族特
色浓郁，完全融入了这一特定地理环
境和丧葬习俗的氛围之中，悲凄肃穆
的调子似乎寄托着亲属对逝者辛劳一
生、恩重如山的追忆，诉说着亲者悲怆

低泣的哀思，使在场的每一位听者无
不为之动容、潸然泪下；第三类是社火
表演伴奏调，由出灯调、耍狮调、耍龙
调、耍马鹿白鹤调组成，这类调子与舞
狮舞龙的表演动作紧密结合，配合鼓
点的伴奏，调式起伏较大，旋律流畅，
独树一帜，表达了社火表演伴奏调娱
人娱神的美好寓意，是对平川人民幸
福生活的美好祝愿，同时也是祈福大
自然风调雨顺的神圣敬意。

平川唢呐调是平川地区人民长期
生产劳动中创造的硕果，是平川多民
族文化相融相存的结晶，是群众日常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
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
价值。为了保护传承好这一弥足珍贵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宾川县不断加大
保护宣传力度，对“平川唢呐调”项目
进行全面深入的田野调查，健全了该
项目及相关代表性传承人数据库。每
年举办三期传承培训班，组织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走进校园，让孩子们从小
了解热爱这项优秀传统文化。与此同
时，项目保护单位积极组织平川唢呐
调各级传承人参加国内和省内组织的
各类培训班和展演会，为传承人交流
技艺，为项目提升知名度搭建了良好
的平台。

（李雨雨）

平川唢呐调：一把唢呐吹奏出人生百味

石 头 变 羊 群
□ 张乃光

文化大理文化大理

杨黼山花体词与白族大本曲
□ 杨中兴

大理市古城文化馆内，收藏着一
块用汉字记录白族口语的《词记山花
咏苍洱境》古碑，因是用“三七一五”
（即每四句为一首诗，前三句为七个
字，后一句为五个字）的白族民歌体格
式写成，人们把这种格式叫做“山花
体”，所以又把这块碑叫做“山花碑”。

山花碑原是嵌镶在大理县喜州
圣源寺南耳房的墙壁上，碑文竖行十
三行，每行四十字，其中第九行为四
十一字，因“朝”字抬高了一格，最末
一行只有三十九字，全诗共二十首，
计有五千二百字。每首诗二、四句押
韵，用白族话朗诵起来，朗朗上口，音
调十分铿锵悦耳，婉转动听。

山花 碑 的 内 容 ，主 要 是 歌 颂 大
理绮丽的自然风光以及大理国时代
治 化 的 情 况 ，结 尾 是 作 者 悲 观 厌 观
的 感 叹 。 诗 中 描 写 大 理 风 光 的 部
分，笔触所至淋漓尽致，把上下两关
的险峻，苍山洱海的雄奇以及“钟震
神 都 ”、“ 玉 局夏云”、“洱海秋波”、

“风花雪月”等名胜古迹，概括得一
览无余，可以说是一首纯朴优美的写
景诗。此外，歌颂大理国的治化和流
露颓废思想的部分，是其糟粕，应持
批判的态度。总的说来，全诗一览，
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水平，是研究古
代 白 语 和 白 族 文 学 的 重 要 实 物 资
料。洱海，是白族的摇篮，据今在苍
山坡陀、洱河两岸所发掘的大量新石
器遗址来看，早在二、三千年以前，
就有白族的先民生息、劳动、繁衍在
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从古代文化
的特征来看，受中原仰韶文化和龙山
文化的影响较大，汉、唐以来又受汉
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因而白族没有创
造出本民族的文字，而是借用汉字来
记录白语，这即明杨慎（升庵）在《滇
载记》中所说：“碑文……稍为删正，
令其可读。”石钟键在《大理喜州访
碑记》中亦说：“白文就是当时民家
人所用的文字，这种文字十之八、九
借 用 汉 字 ，新 奇 字 不 过 占 十 之 一 、
二，在语法上则又稍稍有不同，不过
是借用汉字来写他们的口语罢了。”
在 山 花 碑 中 ，也 只 有 少 数 几 字 是 汉
语里没有的，如“侣”（这），“阿解”

（许多）“ 口欲”（蝉鸣声）等，而且这些
文字也不过是作者根据汉字加以增
减改出来的。

“山花体”这种白族诗起源于什么
时候？徐嘉瑞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
中认为：“山花体白文诗，其历史甚远，
可能导源于唐代，下迄明代尚流行士
大夫之间，如杨黼山花诗及杨寿碑等
是也，”至今在大理白族地区所流行的
大本曲唱本，仍是用山花体这种格式。

大本曲是用汉文记录白族语音
的演唱本，又叫做“本子曲”，每遇节
日，一人说唱，一人三弦伴奏，其数多
为“三七一五”也有“三五二七”或“七
七一五”的格式。曲这种文艺形式，
在过去被封建的士大夫们所歧视，认
为“小道”，不能登大雅之堂，只能流
行于“市井”，一般在官修的“正史”
中，很少有它的地位，然而在《五代会
要》中还载有《南诏上大唐皇帝舅书》
附有转韵诗章，诗三韵，共十联，这也
是我们今天看到最早记录大本曲的
史料，收集到的大本曲还有《火烧磨
房》(又名《兰季子会大哥》）《摇钱树》

《双槐树》《王素玲观灯》《上关花》《鹿
角庄》等数十种。

大本曲的唱腔有三腔、九板、十
八调。三腔一般指南腔、北腔、海东
腔三个艺术流派；九板一般指平板、
高腔、黑净（又名落落板）、大哭板、小
哭板、阴阳板等，这是大本曲的主要
唱腔；十八调一般指新麻雀调、老麻
雀调、螃蟹调、放羊调、花谱调、家谱
调、琵琶调、花子调、上坟调、祭奠调、
阴阳调、起经大会调、拜佛调、问魂调、
思乡调等，这多为民间小曲。大本曲
的唱腔悦耳动听，内涵极为丰富，是祖
国民间音乐中不可多得的资料。

从明代的山花碑，到今天大理地区
所流行的大本曲，都是用汉文记录白族
口语的诗曲，其格式多为“三七一五”，
由此，可看出自古以来，汉文化对白族
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云南边疆和祖国
内地的思想、文化上的密切关系。

史 海 钩 沉

大理多石头。过去从新城下关到
古城大理，一路上都会看到不少石
头。尤其是溪涧间，白花花的石头，像
一群群白羊在溪间饮水。

到了太和村的佛顶峰下，石头更
多，关于石头的传说也不少，其中最有
名的自然是观音负石阻兵的故事。这
个故事只说了与观音有关的一块大
石，却不涉及其它石头。而读《大理古
佚书钞》，我又看到了一个虽与观音负
石阻兵相类，着力点却解释了佛顶峰
下石头为何多的故事。

故事说，佛顶峰山麓摩溅溪旁，有
一个石羊群。这石羊群，与古代发生
的一个事情有关。

古时大理，为妙香国领地。国王
有个女儿妙善，美如天仙，且善于法
术。人们都说她是观音转世，化身为
妙善公主的。

妙香国的国王喜欢游山玩水。一
天南巡遇到天下大雨，只好躲避在山
崖下。

在淅沥的雨声中，一个面目凶恶
的人出现在国王面前。“我是南山贪天
魔王。”来者声音透出杀气：“今天起，
你必需臣服于我。限令你献贡白羊三
百三十只，山羊三百三十只，羯羊三百
三十只，三角羊十只。如违抗，我将派
兵踩平妙香国土。三天后，我就会派
兵来取羊。”

国王回到宫里后，不由得唉声叹
气。三天内从哪里找到这么多的羊呢？

妙善公主看到了笼罩在父王脸上
的愁云，上前问明情况后，微微一笑
道：“父王不必忧愁。女儿可为父王解
决这个问题。但需要大石一千，父王
火速派兵去取来。”

一千块大石取回后，妙善施法念
咒，顷刻间所有的石头都变成羊只。一
千只羊齐整整等着贪天魔王派兵来取。

三天后，贪天魔王果然派了百名
兵丁前来取羊。公主交羊时嘱咐他
们：“这些羊需当夜赶走，出妙香国
境。否则羊将化为石羊，连累你等永

守石羊，千年之后才能醒来。”
一百兵丁赶着羊群离开王宫，来

到摩溅溪边。羊因为长途行走，口渴
难耐，纷纷去喝溪水，等水喝够了，天
已破晓，所有的羊都“哗”地一下，变成
了石羊。赶羊的百个兵士也化成了石
人。

贪天魔王知道这事后，十分震怒，
倾全国之兵前来讨伐妙香国。

后面的故事就与《观音负石》大同
小异了：敌兵来到摩溅溪，遇一老妇背
着一巨石姗姗而来。那石头约一丈二
尺长。贪天魔王一见，大惊失色，颤颤
惊惊问道：“老妇背石头何用？”老妇回
答：“我这是听从国王差遣。国王要国
人每人背巨石三个，用来揍贪天魔
王。”贪天魔王听了，两股颤颤，神色大
变，急令手下火速退兵。

老妇所负巨石现在还在老地方。
民间传说，这老妇就是观音的化身。

据这篇《石羊群》的故事结尾说，
石羊群千石，以及贪天魔百名兵丁所

变石人，南诏时期被移在南诏太和城
门外。元世祖南征时，又派兵士三千，
把这些石头移到元朝的都城大都（突
厥语称为汗八里，意为“大汗之居处”，
又被称为汗城）。

石头的故事，大理很多。这个故
事所具有的想象力和艺术性，应该说
在大理的众多石头故事中，称得上佳
品。可惜在《大理古佚书钞》未被整理
出版之前，它一直沉睡于手抄的古籍
文字中，民间很少传闻。由此想到，对
大理民间古籍的发掘、整理，应该是一
件很有意义而急待抓紧的事。

本报讯（特约记者 陈应国）祥云县
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部署，完善机
制、传承创新，加大投入、加强引导，积极
稳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了城乡互
动的良好态势，让艺术舞台百花齐放，促

使文化惠民工程得民心、顺民意，丰富了
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发挥了文化引
领作用，促使广大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投
身到打赢脱贫攻坚的人民战争之中。

“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是保障群众基
本文化权益的要求和推动脱贫攻坚的重
要举措，也是一项惠及人民群众的文化

‘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对此，我们除
重大节日和县里重大活动积极参与演出
活动之外，还要坚持开展送文化下乡、免
费培训和一系列相关工作。”祥云县文化
馆馆员马云星说，为满足人民群众不断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实现城乡互动的

目标，继续在推进乡村文艺骨干培训等
方面下功夫，实施好公共文化辅导工程，
长期坚持下乡进村，免费对乡村文艺骨
干进行辅导和培训，激发群众参与文化
活动的积极性。

祥云县积极适应各个时期的文化工
作重点，注重文化与扶贫、生态文明和美
丽乡村建设的结合，统筹和整合项目资
源，加大投入，形成合力，挖掘地域特色
文化资源，实现文化与扶贫综合协调发
展模式。马云星既是编导，又是演员，在
多年的演出活动中，使当地大街小巷及
周边城镇，处处留下对她们的一片喝彩

声。为实现城乡互动让艺术舞台百花齐
放的目标，让乡村业余演员与职业演员
同台演出，打造精品节目，突出展现地方
的特色和风格，祥云县文化馆不少工作
人员除参加专门的演出外，还定期或不
定期地开展送戏下乡、送文化下乡和对
乡村文艺骨干进行辅导与培训等活动，
更加适合基层群众的欣赏需求。

祥云县通过大力实施城乡文化互动
工程，送精品文艺下乡，请特色文化进
城，为促进统筹城乡文化发展作出了有
益的探索和尝试。“到一些村进行辅导与
培训，排练场地简陋，条件有限，我们都

是自己想办法解决交通工具，每天早出
晚归，经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频繁地更
换训练场地。”谈到城乡文化互动时，
马云星清秀的脸上挂起了笑意，城乡文
化互动极大地促进了城乡群众文化的相
互学习交流，文化进城活动充分调动了文
化建设的积极性，让农村极具地方特色的
乡土文化得到了充分展示，同时丰富了
城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深受广大城
市居民的喜爱；文化下乡活动让优秀节
目进入乡村，让农村群众开阔了眼界，欣
赏到了高品位、高档次的节目，实现了城
乡互动双赢，为脱贫攻坚注入了活力。

送精品文艺下乡 请特色文化进城

祥云县城乡互动让群众艺术舞台百花齐放

12月15日下午，由州群艺馆、州老干部大学、州延安精神研究会主办，州延安精神合唱团承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长征组歌》演唱会在州群艺馆剧场举行。

整个组歌共分为《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
镇》《祝捷》《报喜》和《大会师》10个部分。演唱会高潮迭起，不时博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记者 辛向东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李雪萍） 为提高
非遗保护工作人员的田野调查、影像采
集和报告编写能力，为全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资源的重点调查奠定基础。 11月
29日至12月5日，第二期云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田野调查业务骨干培训班在
云龙县举办，历时7天。

非遗培训于29日上午在云龙县诺
邓镇开班。省文化厅、云龙县相关领
导，授课专家以及来自16个州市的180
多名参训学员出席开班仪式。

此次培训以田野调查为重点，以项
目调查报告和申报文本的撰写、项目申

报专题片的拍摄和档案数据库的建设
为主要内容。把参训学员分为“传统技
艺”“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三个项目大
组，分别深入诺邓、宝丰、功果桥镇等
地，对云龙县非遗省级项目“云龙白族
吹吹腔”，州级项目“云龙山地白族舞蹈
力格高”“诺邓火腿制作与井盐制作工
艺”进行实地田野调查。

培训以项目为依托，采取了集中学
习、分组进村入户、再集中分享成果的
方式，将理论讲授与实践紧密结合，既
有对田野调查方法的宏观讲述，也有针
对文献资料搜集、摄影、录音、摄像、成

果整理等方面的专题授课。同时，结合
各项目组的特点，专门开设了相关调查
方法的课程。对参训非遗保护工作人
员的田野调查、影像采集和报告编写能
力有了系统性的提高，为全面提升我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水平打下了
基础。

抓住这次契机，大理州文体局非
遗中心特选派了全州各县非遗骨干参
加。承办方云龙县文体广电局亦选派
县、乡、镇非遗人员参训，为我州非遗
田野调查工作进一步夯实了人才队伍
建设。

全省非遗田野调查业务骨干培训班在云龙举办

本报讯（记者 勾六零 通讯员
王燕红）为了迎接新一年的到来，按照
中组部关于在全国广大离退休干部中深
入开展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量
的要求，组织引导老同志“讲好中国故
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好声音”，州

老干部大学（活动中心）12月14日举办
了一场“迎接2017”新年专题音乐会。

州老干部大学（活动中心）的声乐班
和器乐班共8个班参加这次音乐会，表
演节目9个，上台参加演出的老同志达
200余人。音乐会结束后，老同志们都

纷纷表示，参加州老干部大学（活动中
心）2017年新年音乐会很高兴，通过音
乐会的形式展示阳光心态，体验美好生
活，畅谈发展变化，使人精神振奋。“欢欢
喜喜迎接2017年新年的到来，我们由衷
祝福祖国明天更加美好！”

州老干部大学（活动中心）举办迎新年音乐会

本报讯（记者 陈耀）近日，由云南
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我州著名画家张辉
撰写的《古画赏介 50篇》在全国新华
书店公开发行。

张辉，男，1967年生于巍山，大理
州著名画家。云南省美术家协会理
事，大理州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大理
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大理“滇
苍五子”之一，是著名山水画家何加林
先生的入室弟子。现为大理州文物
管理所副研究馆员。

此书收集的50篇古画赏介文章，
融入了作者在长期绘画艺术的学习
工作过程中对中国传统名家名画作
品的感悟、领会和欣赏的心得体会。
赏介的这些画都是京、津、沪、浙、辽、
滇等多地博物院（馆）的古画典藏，是
一本广大中国画爱好者和学习创作
者很值得一读的好书。

本报讯（通讯员 韩海娥）
鹤庆县白族学会从积极
开展白族文化研究工作
入手，认真按照学会章
程履行职责，开展形式
多样的白族文化研究工
作，并通过弘扬地方白
族优秀传统文化，为经
济社会发展服务。

始终坚持把开展文
化活动作为学会首要的
重要工作来抓。在上届
白族学会配合鹤庆县委、
县政府做好金翅鹤白族
特色村项目一期建设的
基础上，组织相关人员，
切实加强调查研究，并多
方征求意见建议，在软件
建设方面全力服务金翅
鹤白族特色村，使该项目
二期建设申报工作得以
顺利推进。

积极支持和鼓励会
员进行田野调查。组织
会员先后到松桂镇开展
了松桂豆腐、松桂手工菜
刀等几个课题的调查，深
入到新华村村民家中，就
白族民间信仰中“含有藏
族文化元素的白族家堂”
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撰写
了材料，丰富了田野调查
的成果。

积极动员和支持会
员开展白族文化研究，鼓
励进行地方特色的文艺
创 作 。 五 年 来 ，梁 波 、
章天柱、李镜泷、杜宽活、
张银奎、王文铭、段大荣
等会员先后出版了专著，
发表了作品，为繁荣地方
民族文化作出了贡献。
鹤庆县白族学会对出版
作品的会员进行了表彰
奖励，鼓励他们再接再
厉，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
品，为进一步丰富白族文
化作出新的贡献。会员
寸发标承接了国家民委

《中华一家亲》大型银雕项
目，母炳林被初评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赵金平搜集的奇石“船”和“太阳
帽”在昆交会拍卖成功，王金灿等
会员参与了鹤庆首部微电影《白依
恋歌》的拍摄制作工作，多名会员参
与了奇峰梨花节和草海耍海节的宣
传和文艺表演活动。

鹤庆县白族学会通过开展形式
多样的白族文化研究，弘扬了白族的
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民族团结进步
的精神家园，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
化繁荣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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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古画赏介50篇》
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