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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 地 理

□ 宗志芬

山豆腐是大理乡野极其普通、又极其
常见的一种食材，学名为魔芋。它的植株
不招人喜欢，像一根小型空心柱一样挺
立，上面布满了蛇皮一样黑色的花纹，乍
一看可能会让人觉得起鸡皮疙瘩。果实
长在土里，像个大大的荸荠，外皮麻灰色，
没有荸荠那么光亮和惹人喜爱，随意丢在
土里极不起眼。

吃过山豆腐的人都知道，山豆腐有好
多种吃法，可以配上佐料凉拌吃，吃在嘴
里润滑细腻，肉质感强，极为爽口。如果
配以薄荷、鱼腥菜、海带丝和黄瓜凉拌，就
是一盘味觉和视觉上的盛品。又可以与
排骨、海带一起炖汤，味道鲜美，营养丰
富。与酸酸的腌菜一起炒着吃，温润爽辣
……记忆中，母亲就是用这不起眼的菜给
我们烹调了一道道乡野的美味。

母亲给我们做出的山豆腐好吃又爽
口，虽然费时费力，但我们全家都很享受
这个过程。母亲带着我到菜地里，用小锄
头轻轻地扒开一层土，小盆子样大的山豆
腐就露出来了，它静静地躺在土里，仿佛
一个初生的婴儿，张着粉红色的小嘴，还
在妈妈怀里做着甜甜的梦。

找来一只盆子，一块板瓦，洗净待
用。用刀轻轻地削去外皮，一个白白胖胖
的大果实就奇迹般出现了。母亲把它切
成几大块，在板瓦上开始擦，一边擦，乳
白色的汁液就顺着板瓦缓缓地流进盆子
里，不一会儿，几大块山豆腐就变成了清
清亮亮的一盆汁液。接下来是点浆，石
灰水是早就准备好了，清清的石灰水在
盆里搅一搅，汁液变得黏稠起来。姐姐
早就将灶上一大锅水烧得滚烫。母亲拿
一把大勺子，舀起一勺点过浆的山豆腐
汁，连勺一起浸入滚烫的大锅里，浸入热
水的山豆腐汁立即收缩变硬，母亲撇撇
勺子，一团滑滑润润的山豆腐肉就在锅
里随着热水上下翻腾，不一会儿，一大锅
山豆腐肉就做成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清苦的岁月，
在那个吃饱肚子都成问题的日子里，因了
母亲的勤劳，和她对生活的热爱，带给我
们子女饥荒年代太多太多家的温暖，这些
美好的回忆让我觉得黑皮花纹的山豆腐
植株，也变得可爱起来！

乡野山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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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理在大理，，享受享受““慢时光慢时光””
□□ 张 杨 文／夏传武 图张 杨 文／夏传武 图

之古镇篇之古镇篇

大理，吸引了无数人慕名而来。她有很多面，走马观花只能看到皮毛，静下心来才能感受得到她的味道。对于旅行找清静的人

来说，离开繁华与热闹，古朴幽静的古城古镇古村才是最理想的目的地吧。这些地方不仅历史文化厚重，而且山清水秀，风景怡人。

如果你也喜欢，那就慢下来，走近她们，融入其中，感受她们最真实的样子。

趁古镇依老，趁情怀在心，不如行走，不如感受。本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几个州内各具特色的古镇，享受“慢时光”吧。

沙溪，一个隐藏在剑川县大山深处的古镇，
是茶马古道上，大理到丽江的必经之路。历史
上，这里是滇西三大商帮中的喜洲商帮、鹤庆商
帮的重要交集、交易处，也是云南通往西藏、四川
的重要节点。

沙溪没有震撼人心的大景，没有传奇惊异的故
事，它是一片岁月吹黄的树叶，一杯情怀酿就的甘
泉，在过去的岁月里淡素、平和，所以成就为学生最
钟情的写生之地、摄影师最喜欢的取景之地、艺术
家追寻灵感的理想之地、疲惫的都市人舔伤养心的
修身之地。

许是岁月神偷遗忘了这座小镇，沙溪仿佛在时
光长河里打了一个盹，醒来后发现周遭的一切已经
沧海桑田，唯独自己，成了茶马古道完整古集市的
唯一幸存者。行走于古镇内，那潺潺的流水、悠悠
的石道和那静默的古戏台巷，会让你忘记了时光的
流逝。

作为茶马古道在大理境内的最后一站，沙溪的
风光岁月已经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但是商业
文化和农耕文明碰撞交融所遗留下来的独特韵味，
你还能在这里隐约可见。沙溪有茶马古道唯一幸
存的古集市四方街，有保留和修复后相对完好的古
建筑：兴教寺、古戏台、玉津桥以及石宝山的石钟山
石窟。以四方街为中心，北古宗巷是以前马帮行走
的老巷，人户也是最多的，修复的路面下有遗存的
千年老石板。而马坪关，则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
的关卡，曾经由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WMF）委
派的黄应武先生与他的团队以保护为基础进行了
修复性开发。当然，沙溪有的，不仅仅是这些，还有
黑潓江、乡间田野、白族老村落、古道与牛羊、劳作
的人们以及他们赋予的平和岁月。

剑川沙溪：以岁月为灵魂长成的古镇

喜洲古镇位于大理北部，东临洱海，西枕苍山。
这里较为完整地留存了明代、清代、民国等各时期的
上百院特色白族民居建筑。远远望去，像一座古朴
典雅的城池，更像是一座巨大的民居建筑博物馆。

老舍先生曾在《滇行短记》里这样写道：“喜洲
却是个奇迹。我想不起，在国内什么偏僻的地方，
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
有图书馆，馆前立大理石牌坊，字是贴金的；有警
察局，有像王宫似的深宅大院，都是雕梁画柱。有
许多祠堂，也都金碧辉煌。”老舍先生眼里的喜洲
虽然已经是过去式，现如今，喜洲在时光和岁月的
打磨下，已经略显沧桑萧条，但仍不失其大气的风
范——她淳朴接地气，既有纯美的自然风光，也浸
透着丰富的民俗历史文化，最主要的，是这里很少
商业化，远离嘈杂，但又不失格调。

来到喜洲，总想停下匆匆的脚步。这里的老街
几乎没有一条是直的，石板路顺着老街弯弯而去，
白的、红的、灰的墙面，将前路点缀成一幅始终变化
的画；而墙头伸出的屋檐、墙上斑驳的影子、白色墙
皮下露出的泥土，甚至是墙角石头上的光泽，都是
岁月打磨出的光亮。

走在镇上，你的目光会被扎染所吸引。这是门
独特的艺术，让万花跃然布上，喜洲的大小院落也
随之变得素雅而丰盈。镇上的老建筑们不刻板也
不商业，人们传承着独特的审美和淳朴的气息，最
大程度上包容着川流不息的游客和当地的居民。
喜洲的老屋，因有人居住而充满着生机与活力。如
今去到喜洲的人，仍旧可以从健在的民居里，发现
彼时喜洲古镇的城市魅力。若是有幸拜访一二民
居，观赏处处透着主人家涵养的庭院，听听老房子
里的传奇故事，那也就不负此行了。

大理喜洲：山环水绕繁衍千年的古镇

在洱海的源头，点苍山云弄峰背后，有一个
闻名遐迩的白族乡镇——凤羽镇，那里，山清水
秀，物产丰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素有“文墨之
乡”的美誉，因“凤殁于此，百鸟集吊，羽化而成”
故名，手工艺品凤羽砚台享有盛名。因为狭长的
地形，特别是背后罗坪山的阻断，使古镇在频繁
的对外交流后，依然保存着醇正的民风。

“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走马转阁楼”的
白族典型建筑风格在这里得到了严格的体现。
1000 余栋明清时期建造的民居，23 座寺观，行色
各异的古塔，青砧、黛瓦、粉墙，还有书写得严整
的大“福”字，构成了这个幽幽古镇多彩声律的
根音。

古驿道沿着鸟吊山蜿蜒向下，穿越古镇大大
小小的里弄，经大官路从镇中心穿越万亩油菜田
出去。鸟吊山到大官路的古驿道，光滑的青石板
赫然映着深深的蹄印，保护完好。沿途有潺潺细
流相伴，忽然想到，当年的马帮应该不寂寞吧。
古镇内大部分道路仍然是石板路面，两侧都有流
水边沟，不时还有小水井往外冒着清流。旁边还
专门放了一个木瓢供过路人喝水，白族与人方便
的仁爱之心在细微处卓然闪现。青亮的石板路，
悠然踱过的马帮，斑驳的木门，光滑的拴马石，五
线谱般无尽延伸的电线……漫步在凤羽古镇是
件惬意的事，眼里的一切都如此生动。

循着青石板古驿道的蹄印，还有马铃叮咚，
沿街房前屋后潺潺清流逆水踯躅，穿行在鳞次栉
比的百年老屋，蜿蜒于古巷的狭长幽谧，任思绪
像羽毛一样飞。和着马锅头的吆喝声，粉墙青黛
瓦还有古稀老人，垂髫眉宇间，隐隐听见历史千
年的应答。

洱源凤羽：洱海源头古韵流芳的古镇 祥云云南驿：最早叫“云南”的地方

□ 陆向荣 文／图

5月 24日清晨，雨后初晴。巍山县南诏镇
鸡碧村初夏的田园，在晨曦的映衬下，成行的禾
苗与弯曲的田埂、农舍，构成一幅幅田园风景
画，美不胜收。

巍山：初夏田园美如画

□ 张 科

从大理古城的点苍山麓坐缆车，20
多分钟后便抵达中和寺。虽然这里的庙
宇清幽古朴，但除真正的香客外，大多数
游客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是冲
着玉带路云游景区，特别是那世外仙境
般的桃溪而来。

先在那古寺前俯览苍茫的大理风光，
小憩片刻后，便可沿寺前的玉带路北行，
左边是青山，右边是峭崖，但途中坡缓路
平还算好走。渐行渐远，往往又见峰回路
转，险处愁人：其中的多段路面乃凿石而
成，悬崖突兀，古松倒挂，倒另成一番古道

西风的幽远韵味。
蜿蜒北行二里余，待能眺见桃溪桥

时，也就能听见溪里的潺潺流水，颇有声
势；前行数百米，林木葱郁的山箐里便已
吼声如雷。只见桥头草木杂生，有石阶顺
山势而高砌于林地，拾级而上，溪水时而
突现眼前，时而隐于竹丛林间。及登至高
台，迎面一挂 20 余米的瀑布喷珠溅玉，水
雾腾腾，往下泻成一潭清泉。泉深丈余却
清澈见底，对面石壁上刻有“碧玉潭”三个
大字，遒劲古朴。此时山外已酷暑难当，

涧里却是另一番清凉世界，溪边有高达两
丈以上，杜鹃开得正好。

上头还有路径。往碧玉潭右绕而行，
便要攀登一段更陡峭的石阶，泥泞且多杂
草青苔。及达坡顶便见开阔：在整块平坦
的紫褐色大花岩上，溪水自由自在地沿着
岩面滑落而下，溪水大者如涓涓细流，小
者如脱线珍珠散乱滚落，仿佛造物主正展
开巨幅画卷，泼洒笔墨作一幅天地丹青
呢！石坡西头的岩壁上又见题有“黄龙
洞”三字，洞下有两块巨石搭成“人”字形

的洞穴，高二丈余，洞里可留数十人避雨
御寒，暂时借寓其间，别有一番荒蛮难忘
的洞天情趣。

午间，在石台上休息和用餐。边听风
声、水声、鸟声；随手掬一瓢冰凉甘泉慢啜，
以水代酒。边与众客谈古论今，洒脱自如，
实在是人间一难得快事。据当地友人介
绍，桃溪位于苍山中和峰与雪人峰之间，源
头系峰顶那洗马塘的冰碛湖水，经湖底的
沉积岩层缓慢渗透后向下涌出地表，是
大理苍山上最洁净、甘甜的矿泉水。这话
我深信不疑，在谈话间又有不少游客腾空
手里的饮用水瓶子，正往壁下晶莹的溪流
中灌山泉水，他们要带下山去品味。

漫 步 桃 溪

在滇西高原与滇西横断山脉相交的祥云县是
云南之源，被称为“古云南”和“小云南”。境内的云
南驿，至今仍保存着云南省中“云南”的原称，“云
南”二字正是源于此。

云南驿作为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和“茶马
古道”的重镇，已有 2100多年的历史。早在“云南”
二字出现前，云南驿就是一个古老的驿站，最繁华
的时候，过往的人们在这里集散货物，街道上车水
马龙，官办的、民办的、奢华的、简陋的马店拥挤在
狭小的街道两旁，那条被马蹄踏出深坑的青石路，
曾经走过多少匹骡马已无人知晓。

滇缅公路修通之后，行走了千百年的马帮，像
一首古老的歌谣，渐渐地不再有人去唱。云南驿的
马店，也陆续歇业。然而历史又一次选择了云南
驿。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本侵略军截断。盟军开
通了一条从印度到中国，翻越喜马拉雅山、高黎贡
山和横断山脉的“驼峰航线”。而云南驿，正是这条
航线的中转站，同时，历史上那支鼎鼎大名的飞虎
队，驻地也正是云南驿。

现在的云南驿，是个古迹众多的小镇，由一条
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串起来，整个镇子就围着这条路
布局，像是一棵树的主干叉出了许多枝蔓，几百户
人家就是这主干枝蔓间的叶子和果实。还有灰石，
青瓦，棕木门，黄褐或暗红的墙面，这些色调为古镇
赋予了古朴而深沉的意境。因着这份质朴纯真，身
处云南驿，便觉得贴近大地，与泥土相亲。镇子里
青石板上的马蹄印犹在，镇子外的飞机场野草丛
生，不远处的滇缅公路旧道，还依稀可见南洋技工
驾驶的车辆留下的车辙。如今的云南驿，历史如烟
云一样被风渐渐吹散，但在云南的历史中，早已烙
下深深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