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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吴开睿 刘泉

白墙青瓦承载风花雪月，一笔一画
尽显文化魅力。在大理，新房落成之
后，都会请本土画师在新房的照壁、山
墙、房檐等构件上进行彩绘。白族民居
彩绘，是白族人民长期生产生活实践和
艺术创造的结晶，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

民俗画卷，将岁月沉淀下的百态千姿尽
收其中。

妙手绘丹青 墨韵传深情
“我现在画的是石榴，石榴寓意多

籽多福，代表着对主人家‘儿孙满堂、红
红火火’的美好祝愿。”在洱海东岸的
大理市双廊镇长育村，白族民居彩绘省

级代表性传承人李艳峰正在为同村村
民张庭栋的房屋绘制传统彩绘画。笔
尖携墨，沙沙作响，行云流水间，一幅

“榴开百子喜事多”水墨画已成雏形。
从祖父李文秀算起，李艳峰已经是

家族中从事彩绘的第三代人。童年时，
李艳峰常随父亲外出绘画，幼时眼中所
见的白族村落的青瓦白墙和苍山洱海
的湖光山色，成为他30多年来执笔作画
的灵感源泉。

“白族民居彩绘不只是表面看到的
图案，其中还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诠释着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教
导人们如何为人处世，在潜移默化中起
到了润物无声的教育作用。”李艳峰告
诉记者，白族建筑彩绘起源于王宫、寺
庙的装饰绘画。《南诏图传》中的“修廊
曲庑”图表明了在南诏时期白族建筑就
开始广泛采用彩绘，后经元、明、清几代
的发展，其内容越来越丰富，到 20世纪
三四十年代已达到成熟阶段，现代的白
族彩绘基本沿袭传统工艺，但使用的材
料更加多样化。

2008年，大理白族民居彩绘被列入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名录。李艳峰的父亲李云义是白族民
居彩绘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高中毕
业后，李艳峰正式跟随父亲学习彩绘，
随着绘画技艺日益精湛，他对白族民居
彩绘的执着也与日俱增，毅然将白族民
居彩绘事业视作自己毕生的追求，全身
心地投入其中。

“作为一个手艺人，不能指望用自
己的技艺获得多少金钱利益，每一处彩
绘，都应该把她当作自己的作品来认真
对待，如果你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做好
做精，对社会来说也是一种贡献。父亲
的初心是把白族民居彩绘这门技艺发
扬光大，作为他的弟子，我打算利用业
余时间继续收集整理父亲没有收集完
整的彩绘图案、绘画技艺等素材，编成

一本图文并茂的书，让白族民居彩绘技
艺在海内外广泛传播，让更多的人喜欢
上白族民居彩绘。”李艳峰说。未来，他
打算继续追随父亲的脚步，让白族民居
彩绘技艺声名远播。

守艺承光妙 维新衍韵长
在洱海西岸，李艳峰的愿望正被一

群00后大学生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他
们通过一门叫《白族传统建筑工艺》的课
程学习白族传统民居彩绘技艺，以现代
视角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并通过
社交平台与更多喜爱白族民居彩绘的人
探讨交流，寻觅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大理大学建筑学专业本科生杨婕告
诉记者：“作为一个白族人，我非常热爱
自己的民族文化，白族民居彩绘表达了
白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我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我和同学的作品，就
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白族文化。”

“大理最吸引我的就是丰富多彩的
白族民居彩绘，在上课和调研采风的过
程中，我近距离地接触到白族彩绘，了
解了它们的历史起源、图案构成、绘画
位置等知识，这些知识的积累也为我今
后从事建筑设计这一行业提供了更多
灵感。”来自红河州绿春县的大理大学
建筑学专业本科生杨成忠说。

“我们大理白族建筑文化种类繁
多，大理大学开设《白族传统建筑工艺》
这门课，从建筑艺术的角度出发，更好
地让现代年轻人感受传统文化内涵，坚
定文化自信，同时感受老一辈传承人对
传统技艺的坚守、传承和创新，感受大
国工匠精神，了解传统文化如何更好地
走向世界，为白族建筑文化的学习提供
了很好的平台。”任课教师杨文静介绍，
该课程自2022年9月开设，除课堂授课
外，还安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喜洲古
镇、龙尾关、沙溪古镇等具有白族传统
工艺特色的古村古镇实地调研采风。

白族民居彩绘——

“风花雪月”的诗意画框
◀ 1 月 6 日，大理

大学建筑学专业本科生
杨婕和同学展示他们的
白族民居彩绘作品。

▼ 1月6日，李艳峰
正在为同村村民的新房
绘制传统彩绘画。

［记者 吴开睿 摄］

□ 通讯员 陆向荣 张娅芹 文／图

新春走基层，寒冬送温暖。1月10
日，巍山县组织 20 多名县内外摄影家
和书法家志愿者到大仓镇新胜村委会
熊家营村，开展“我为群众拍张照”和

“巳巳如意——我为乡亲写春联”活
动，将新春的祝福提前送到村民家门
口和心坎上。

留住幸福笑脸，定格温暖瞬间。
上午，10多位摄影家走进村民家中，为
村民义务拍照。“奶奶，看这里，头稍微
抬一点点，保持微笑，很好，再来一
张。”“对，小朋友再靠近一点，带点笑
容。”……伴随着“咔嚓咔嚓”的快门声
一次次响起，村民们的笑容被定格在
美好的一瞬。活动的发起人、摄影家
彭晓侠介绍，当天共为村民拍摄了 210
多张全家福及个人照，待将照片冲洗
装框后，将免费送给村民。

下午，冬日的暖阳洒在村中心的
村民活动广场上，书法家们饱含热情、
凝神提笔、挥毫泼墨，为乡亲们免费写
春联。“龙舞丰年辞旧岁，蛇迎盛世贺
新春”“齐心合力开富路，跃马扬鞭奔
小康”“丰年盛景龙蛇舞，新岁春光彩
蝶飞”……240 余副春联，把新春祝福
传递到群众心里。村民们围在广场
上，精心挑选自己喜欢的春联，手捧着
红红的春联，争相和志愿者们合影。
据了解，巍山县文联计划在除夕前三

周的时间内组织 14 场“巳巳如意——
我为乡亲写春联”活动。

当天，村民们还和志愿者进行了
打歌联欢和彝族服饰展演活动，评选
出了“最美村花”并用当地土特产进行
了奖励。

“今年是熊家营村群众最开心的一
年，村民世代期盼的水泥路终于进村
了。”新胜村党总支副书记熊绍华介绍，
从熊家营村到关巍公路共有 11.9 公里
的公路，是担负熊家营、单家营两个村
152户740名群众出行的主要通道，原来

一直是土路，2024年3月，村里抓住巍山
县实施3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项目
的机遇，在政府每公里补助30万元资金
基础上，主动捐款捐物，投工投劳，通过
两个多月的努力，直接将水泥路修到了
家门口。

20多名摄影家、书法家进村帮拍全家福、写春联——

巍山县熊家营村新春的祝福提前到

书法家正在为熊家营村群众书写春联。（摄于1月10日）

1月13日，大理市太和街道三和社区依托“苍洱幸福社区”活动阵地，举办了精
彩纷呈的迎春节系列活动。

活动中，居委会邀请了专业书法老师为社区居民免费写对联，邀请医生为社
区居民提供免费测血糖、测血压、推拿等医疗服务，还向社区小朋友提供脸谱和风
筝彩绘活动。这次活动，不仅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营造了温馨祥和的节
日氛围，还让“苍洱幸福社区”这一活动阵地充分发挥作用，全力托起“一老一小”
稳稳的幸福。 ［通讯员 张雪娇 摄］

1月12日，云龙县在县城文化广场开展迎新春送春联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该活动由云龙县委宣传部牵头，县委文明办、县文旅局、县总工会、县文联、县

老体协、县老干部活动中心6家单位承办，40余名老干部和书法艺术家现场挥毫泼
墨，为群众书写春联，还开展了“百人百寿送百福”活动，为广大老年朋友们送上福
寿双全的美好祝福，营造喜庆、温馨的节日氛围。 ［通讯员 段学兵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黄晓芸 文／图）
1月12日，“2025年云南·大理花桥村·自
行车越野赛”在历史悠久、山水如画的
永平县花桥古镇举办，来自全国各地
100余名自行车爱好者参加。

此次比赛以“隐动去乡野 古道同
拾光”为主题，在永平县博南古道花桥
段举行，赛道线路 20 公里，全程风光秀
美且氤氲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骑手
们在历史的遗迹中展开激烈的越野竞
逐，感受自然风景与千年文化交融的神

奇魅力。同时也通过比赛，倡导广大群
众提升身体素质，低碳出行，共同保持
对生活的热爱。

近年来，永平县立足花桥村历史文
化深厚、山川景色秀美的特色优势，深
入推进花桥村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打造
以博南古道为轴的健身、休闲、娱乐、户
外运动精品乡村旅游线路，扩大博南古
道旅游资源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花
桥古镇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全力助推永
平产业发展。

永平县举办2025年
云南·大理花桥村·自行车越野赛

2025年云南·大理花桥村·自行车越野赛现场。（摄于1月12日）

□ 通讯员 沈洪斌 彭启慧
李 雪 杨伟婷

新年伊始，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丰富城乡居民的节日文化生
活，金牛镇结合第二届侨乡文化旅游
活动在宾川生活广场搭建“侨乡大舞
台”，为群众献上 8 场多姿多彩的专
场文艺演出。

金牛镇 20 个村（社区）的 50 多支
文艺队精心排练了 150 多个文艺节
目，于2024年12月31日至今年1月7日
连续 8 天每晚七点至九点安排 16 到

18 个歌舞节目在“侨乡大舞台”上展
演。节目中有《金花花哟遍地开》《宾川
酒歌》《天路赞歌》《牧歌一曲献给党》

《丽江三部曲》等热情奔放的民族舞
蹈；有喜庆欢快的唢 呐 独 奏《中 国
喜 洋洋》、美妙动听的葫芦丝独奏

《月光下的凤尾竹》、节奏明快的快
板《夸宾川》；有主题鲜明的男女声二
重唱《不忘初心》、独唱《我爱你中国》、
舞蹈《祝福祖国》《春天的故事》《双
脚踏上幸福路》、花灯歌舞《欢天喜
地颂党恩》；有独具侨乡韵味的舞蹈

《美丽的姑娘》《南亚之恋》《侨乡风

情》《快乐左右哆来咪》、独唱《哎哟
妈妈》……舞姿翩跹舞出新年新气
象，歌声嘹亮唱响民族团结一家亲
的时代主旋律。同时也充分展示侨
乡开放包容的精神风貌和火热情怀
的歌舞，让观众品味到侨乡独特文化
魅力。

金牛镇圭山村文艺队员李茂英
说：“我们准备了两个节目，《张灯结
彩》和《祖国你好》，《张灯结彩》跳出我
们喜悦的心情，《祖国你好》是表达对
祖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迎新年专

场文艺演出活动，贴近群众生活实
际，唱响了时代主旋律，为观众带来
了一场场精彩的视听盛宴，在新年伊
始营造了文明和谐、喜庆祥和的浓厚
氛围，每场演出都吸引数百人到现场
观看，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相当热
闹，几个文艺组都跳得相当好。”前来
观看演出的金牛镇东四村委会曾家
营村村民舒家荣说。“节目丰富多彩，
太好看了。今天，我也要上台唱上两
首山歌。”金牛镇江干村委会甸尾村
村民李袁红更是被激活了文艺细胞，
忍不住要上台同乐。

宾川县金牛镇：侨乡欢歌迎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