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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云松 文／图

冬 季 的 湾 子 村 是 最 美 丽 、最 宜
人的。

湾子村隶属大理州南涧县公郎镇
落底河村委会，南与普洱市的景东县
毗邻，西与临沧市的云县接壤，是三州
三县结合部，这里曾经是云南省“直过
民族”布朗族聚居的部落，也是漫湾电
站移民区。村子坐落在澜沧江边上，
四面无量山群山环绕，山峦起伏连绵，
树木繁茂、四季常青，宛如一片绿色的
世界。

11月底的一天，我们从南涧县城出
发，走祥临公路，出公郎镇后行约 4 公
里的土路，再沿澜沧江边由北向南行驶

20 多公里，这段路都是 3.5 米宽的水泥
路面，随后就到达湾子村。

被誉为“东方多瑙河”的澜沧江源
自青藏高原，在云南省境内流经多个
县市，最后汇入湄公河。其中，流经大
理州南涧县境内的澜沧江，由于漫湾
电站蓄水拓宽了江面，“高峡长湖”的
景观偶尔可见，在湾子村则达到了极
致。在这里，江水优雅地转了一个弯，
这一段水面开阔，江水碧绿，深邃幽静
的江面倒映着周围的群山，构成一幅
宁静而又壮丽的高峡平湖景观，仿佛
一块碧绿的翡翠镶嵌在峡谷之中，大
自然给这里赋予了绝美的风景，是名
副其实的翡翠湾。

翡翠湾畔的湾子村全村有 26 户人

家，主要由布朗族、彝族、汉族 3 个民
族构成。村民们原住澜沧江畔，有过
三次移民历史。第一次移民是在 1989
年漫湾电站初建时，第二次移民是在
1992 年漫湾库区扩容时，第三次移民
是在 2004 年的易地搬迁扶持时。现
居住的湾子村已是他们三次搬迁后的
家园。

湾子村各家各户从山脚下开始
依着地势逐层向上建造房屋。进入
湾子村，映入眼帘的是那些错落有
致、层次分明的房子。它们沿着山坡
一层接一层地排列开来，既充分利用
了地形优势，又保证了每户人家都能
享受到充足的阳光和良好的通风条
件，而且家家户户都依山面水，视野
开阔，风景独好。

2017 年起，由政府投入资金 300
多万元，用于湾子村村民小组移民新
村美丽家园建设项目，建设内容为房
屋改造及美化、主要道路硬化、村庄景
观打造、亮化、公共设施建设等。随后
又投入 300 多万元，用于落底河热带
水果种植扶持项目和湾子村标准化养
殖小区建设项目。

经过多年的建设，如今的湾子村，
水电通，道路畅。村子周围是葱茏的果
树，这 120 多亩临江的果园，种植了沃
柑、砂糖橘、芒果、桂圆、柑橘等。初冬
时节，金黄色的沃柑挂满枝头，硕果累
累，为整个村落增添了几分生机勃勃的
气息。

湾子村旁的翡翠湾江面宽阔，水流
平缓，近年来到这里垂钓的人越来越
多了。翡翠湾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这
里不仅风景秀美，还是生物多样性的聚
宝盆，不仅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千果榄
仁等珍稀植物，也是鸟类的理想栖息
地。距离湾子村大约 2公里的“落底河

鸟类保护站”近年来共监测到鸟类 230
多种，观鸟资源丰富，每年吸引了全国
多地的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

为了留住外地来客，今年，当地政
府投入综改资金260多万元，实施“特色
少数民族民俗体验客栈”改造项目，盘
活翡翠湾闲置的特色民居、传统庭院。
在湾子村中的一片小广场上，我们看到
有几个人正在搅拌砂浆，山坡上正在建
设的 3 幢特色民宿里不时有叮叮当当
的敲击声传来，预计不久后新的民宿即
可建成。届时，无论是想要体验乡村生
活的城市居民，还是想寻求安静避世的
人们都将能够在此找到属于自己的那
一份安宁和平淡，而到翡翠湾的垂钓爱
好者或是观鸟摄鸟的来客，在食宿服务
上也能有更多的选择。

湾子村地处亚热带干热河谷，属
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
温暖舒适。雨季期间，降水量较大，家
家户户房顶的瓦片多采用青瓦和石
板，一块块呈正方形的小石板整齐地
拼接在一起，被巧妙地运用到房屋的
屋顶上，使得每幢房屋都显得古朴且
富有韵味，这既有利于排水，又能成为
湾子村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

我们到湾子村的时候是下午 5 时
许，这里的天空碧蓝如洗，云朵悠悠，
村子里艳阳高照，暖意融融，气温达
21 摄氏度。这个季节里，绿色依然是
主色调，空气中弥漫着大自然清新的
味道，漫步在村内的青石板路面上，沐
浴着温暖的阳光，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感觉自己与自然融为了一体，真是妙
不可言。

走进这座隐藏在大山深处的魅力
之村，能尽情感受这里的美丽风光，享
受那份来自大自然的独特馈赠，去感受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 云霞

大理白族人民在生活实践中创
造了丰富多彩的医药文化，是白族人
民宝贵的医药财富。然而，其丰富多
彩的内容除了散见于地方志、博物志
和中医药文献以外，更多的是以口授
相传、师徒传承的方式在民间世代流
传，许多宝贵的白族医药遗产未得到
系统的发掘整理和文字总结，面临失
传的危险。

大理大学教授、云南省首批海外
高层次引进人才姜北教授及其所带领
的团队自 2008 年开始对白族医药展
开了系统性的挖掘与整理。经过十
余年的不懈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
完成了对白族医药的系统民间调研、
药用植物科学考察、文献资料整理等
基础工作，并于 2014 年、2017 年、2021
年先后完成了《白族惯用植物药》《白
族药用植物图鉴》《白族特色药用植
物现代研究与应用》三部白族医药专
著的编撰工作，为白族医药挖掘、传
承、保护、利用以及科普宣传贡献了自
己的力量。

“白族医药三部曲”全面、系统地
记述了白族药用植物民间应用、自然
分布、现代研究等方面的情况。其中，

《白族惯用植物药》收集整理了大理地
区白族民间惯用植物药 263 种，对大理
白族主要药用植物的使用状况进行客

观记录与描述；《白族药用植物图鉴》
是在六年实地考察、拍摄了 10 万张以
上的植物图片及影像资料基础上完
成的，共甄别、鉴定白族药用植物 426
种，为后人研究大理及周边地区植物
生态变化、白族药用植物分布状况、
白族医药文化等积累和提供了珍贵
的第一手资料，十分难得，具有重要
的史料价值与科普价值；《白族特色
药用植物现代研究与应用》对45种白族
常用或特色药用植物现有药理、药效
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总结，作
者还从科学研究角度给出了相关植物
药用合理性与前景给出了专业评述，
进而可为从事白族医药人员更好地了
解、认识白族植物药提供有力指导与
帮助，为更好地发挥白族医药的优势
特色创造条件。此外，也可以通过“白
族医药三部曲”进一步了解白族医药
在现代研究与应用方面存在的不足，
并为有意开展白族医药研究人员提供
探索的方向。

为了让白族医药知识能被更多
的人认知，姜北教授还不遗余力地开
展各种白族医药文化宣传活动。在
国内外专家来大理指导工作现场、国
内 大 型 学 术 会 议 上 、大 中 小 学 课 堂
里，常能见到姜北教授向大家娓娓讲
述白族民间医药故事，传播白族医药
文化，为白族医药的保护与发展奔波
忙碌。

湾子村——澜沧江边的美丽家园

□ 杨世明

进入同桌所在的近百户白族聚居
的村庄，只见每家每户宽大的厨房里或
高楼上都悬挂着以玉米和山茅野菜喂
养大的“大肥猪”腊肉。

这里的大肥猪多在上年的十冬腊
月里就被宰杀腌制，大腿腌成火腿，骨
头剁成骨头酱，纯肥肉炼成化油，鲜肝
制成吹肝，小肠灌成肉香肠，大肠做成
糯米肠，那些肥瘦相宜的五花精肉则
分割成巴掌宽、手臂长的一块块，再均
匀地揉抹上一层食盐，置放在大缸里
腌制五六天后取出，系上绳子悬挂起
来，直至来年的春末，便风干成这样外
腊内鲜的腊肉条。这便是远离闹市的
白族人家，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油脂

和肉食。
同桌陪我聊天，其贤惠能干的妻子

却在厨房里张罗着饭食，天还没聊够，
用腊肉做的“四大碗”美味却摆上了雕
花上漆的八仙桌。还没有入席动筷，那
一股股腊香四溢的香味早已扑鼻而来，
让人垂涎不止。

心直口快的同桌妻子边陪着就餐
边挥舞着巧手一一向我介绍。这盘叫

“腊肉炒鸡蛋”，是白族人家专为贵客做
的传统且快速的菜肴。先将适量的腊
肉刮洗干净，再切成两寸见方的薄片，
然后放入热锅里煎炒至金黄冒油后，放
入几段干辣椒，待辣椒爆香后，再将数
个土鸡蛋打调均匀的蛋汤，快速地倒入
锅中，再加入适量的食盐和切碎的青
葱，进行翻炒，即可盛盘享用。如果到

了夏秋季，山野里出产鸡枞时，就来个
“腊肉炒鸡枞”，那就更美了。

那碗叫“腊肉炖芸豆”，先选取适量
的罗坪山上彝族人家种植的白芸豆洗
净，倒入电炖锅或土灶锅里浸泡个把小
时后，再把刮洗干净的五花腊肉切成

“麻将块”，放入炖锅里，再加入适量的
食盐和山泉水后，跟白芸豆一起用文火
炖煮至熟，即可挥勺盛碗。

左侧的这盘叫“腊肉拌凉片”，先
把五花腊肉或瘦肉干巴整块刮洗干
净，放入盛有山泉水的电炖锅里，以
文火炖煮至八成熟，然后捞出切成薄
片置于盘中，再用适量的炖梅、蘸水
辣、食盐、味精、青葱和芫荽等佐料调
制成一碗蘸水，食用时取一片腊肉在
蘸水里一滚，随即入口品尝，那滋味回

味无穷。
右边这锅叫“腊肉焖豆饭”，先选

取适量的黑惠江畔产的软香米，淘洗
后倒入电饭煲或锣锅里，然后将洗净
切好的五花腊肉片和当天采摘、剥去
内外皮的青蚕豆，以及适量的食盐和
切碎的青葱一起放入盛有软香米的锅
里，煮熟泛香，便可持勺盛碗了。这道
主食是白族人家的季节美食，随着不
同的季节而出产不同的时鲜蔬菜，名
称也有所变化，如夏季有“腊肉焖洋
芋”，秋季有“腊肉焖芋头”，冬季有“腊
肉焖山药”等。

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一方人创
造了一方美食。热情好客的洱源炼铁
山乡的白族人在静美的生活中创造了
令人勾魂回味的腊肉美食。

洱源炼铁腊肉香

白族医药三部曲

□ 张美华

阳光下，81 岁的父亲和 74 岁的母
亲相对而坐，一个铝制的大盆摆放在他
俩中间，盆里有两只刚杀好的鸭子。这
是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刚走进家门时
看见的场景。

我进屋放好手里的东西，回到院子
里。我让父亲解下围裙，去洗手休息。
许是坐久了，父亲起身时，略微有些肥
胖的身体趔趄了一下，脚步虚浮。五年
前，父亲患了冠心病，装了五个血管支
架，本是不能太劳累的，奈何他好像闲
不住，又或者是因为他不服老吧，只要
一得空他就要找样事情做着。我系好
围裙，继续父亲刚才的活计。父亲洗好
手，站在我的旁边，骄傲地诉说着他的
劳动成果，花白的头发泛着银色的光。
今天是周末，父亲和母亲准备杀两只鸭
子，让我们回来聚一聚。

母亲养了鸡、鸭、鹅各数只，最近
一段时间鸭和鹅下蛋下得少了，母亲
就计划着逐渐把它们淘汰了，专门养
鸡。于是，这些完成了光荣使命的鸭
和鹅就成了我们的美食，被分批次地
在周末宰杀烹煮。每天早上都要去喂
食的母亲，一大早就把两只鸭捉住，单
独放着。等喂食结束，她就把鸭子带
到院子里，叫上我的父亲，两人合力，
完成了宰杀工作。

父亲主张烫毛的水温度不能过高，
而母亲则认为水温太低不利于拔除毛
羽，最后，两人各自按照自己的想法去
处理一只鸭子。我回家时看见父亲手
里的鸭子毛羽明显比母亲手里那只少，
可母亲说她手里那只是因为正在换毛，
所以更难清理，也不知道他俩谁对谁
错，我只能保持中立，先称赞了父亲几
句：“爸，你处理的这只基本干净了，太
厉害了！”说完，还冲父亲笑了笑，满脸

都是崇拜的神情。看得出，父亲对我的
夸奖很受用，他得意地冲着我的母亲抬
了抬下巴，那神情，活脱脱一个傲娇的
老小孩。

我又对母亲说：“妈，这两只鸭子是
你杀的？你真牛！”这话没有半分虚假，
我虽然年近半百，可要让我杀鸡宰鹅，
我定然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可我的母亲
却能，上周她还一个人杀了一只九斤多
的鹅，确实很牛。母亲听了我的话，忘
记了刚才和父亲对赌的不愉快，开心地
笑了。她爽朗的笑声中气十足，溢满了
自豪。她说：“下个星期早点回来，还剩
两只鸭子，杀吃完，以后就只养鸡了。”
我劝她少养几只，别太累了。可母亲很
执拗，说只要能动一天，就不能放弃劳
动，还说劳动最光荣，那神情，哪里像是
一个年逾古稀的妇人，用年富力强这个
词来形容母亲，也很合适。

耗时近两个小时，我和先生终于把
两只鸭子身上的毛羽清理干净，父亲和
母亲也把早饭做好了，我们决定先吃早
饭。所有的菜都摆上桌了，我去盛饭的
时候才发现，饭没煮熟，母亲忘记摁电
饭煲的开关了。那一刻，我忽然意识
到，父母真的老了。

早饭后，父亲骑上他的电动车，去
离家一公里外的老年活动中心找老伙
伴们玩去了，母亲则去房背后的菜地
里，她要去摘架豆、拔小青菜，准备让我
们带回家。而我们，则开始了大扫除，
这也是我们兄妹几人周末回家的主要
活计。下午，去野钓的大哥回来了，收
获颇丰，母亲又忙着去杀鱼去了。

人到齐了，晚餐摆上了桌，有母亲
亲手栽种的芋头、小青菜，姐姐买的松
露、酸辣鱼，我带回来的乳扇、春卷，中
间是一大盆黄焖鸭肉，满满的一大桌美
食。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讨
论着下个周末回家做些什么菜……

常回家看看

本报讯 （通讯员 朱晓天） 近日，
《鸭绿江》杂志社云南大理创作基地授
牌仪式在宾川举行。

《鸭绿江》杂志是辽宁省作家协会
主办的纯文学期刊，自 1946 年创刊伊
始，一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文艺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倡
导现实主义，造就高品位的艺术形式，
多元化、多样化，以“凝重、粗犷、创新、
多彩”为主题的审美意识，刊登各种体
裁的文学作品。

杂志社相关负责人向云南大理州

授予《鸭绿江》杂志创作基地牌匾，颁
发创作基地主任聘书，并赠予书画作
品。创作基地将负责在云南大理地区
开展《鸭绿江》杂志相关的文学创作交
流及研讨活动，举办文学赛事以及增
刊的广告业务等各项事宜。基地在宾川
授牌将为繁荣大理地区的文学事业，培
养文学人才，进一步推动文化传承与创
新提供全新舞台，为文学爱好者们提供
必要的条件与帮助，鼓励他们深入生
活、扎根基层，创作出更多反映大理地
区群众生活、展现大理人文风貌的优秀
文学作品。

本报讯（通讯员 杨芬 赵爱春）近日，
大理剑川供电局女职工李婧梅作品《我
家的“竹子”家风》荣获全国第十二届“书
香三八”读书征文活动一等奖。

2024 年 12 月 5 日上午，全国第十二
届“书香三八”读书活动颁奖典礼暨第
十三届“书香三八”读书活动启动仪
式在北京举行。大理剑川供电局女职

工李婧梅作品荣获读书征文一等奖，并
受邀到北京领奖。

竹子性洁高雅，自古君子爱竹，
李婧梅的作品讲述了“竹有节、人有品”
的好故事，以及祖辈“耕读传家、坚守朴
素、忠职为民”的良好家风，文中借“竹”
喻情，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和对家风的
传承。

《鸭绿江》杂志社云南大理创作基地在宾川授牌

李婧梅作品《我家的“竹子”家风》荣获全国
第十二届“书香三八”读书征文活动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