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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 地 理

1月15日清晨，大理苍山顶上的雪峰在晨曦的微光中泛着银色的光芒，圆圆的月亮从雪山之巅缓缓滑落，月亮与雪山交织在一起，白云在一旁翻滚腾涌，勾勒出一幅
“洱海月照苍山雪”的优美画卷，犹如人间仙境，令人心旷神怡。 ［通讯员 熊子军 摄］

游 踪游 踪游 踪 文物说

坐落于剑川县沙溪古镇寺登街核心区域的兴教寺古建筑群占地面积约为
5000平方米，始建于1415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整个建筑群建在一条中
轴线上，为一进三院，由大殿、二殿、观音楼、门楼、戏台组成。兴教寺坐西朝东，戏
台则坐东朝西，中间有红沙石铺地的街面，两个建筑相对而望，又自成一体。

大殿又称万佛殿，重檐歇山九脊顶式，殿内无落地柱，内墙有12根柱子，穿斗
抬梁式结构。殿四周有回廊，墙上有20多幅明代壁画，绘制于1417年，也就是说兴
教寺建成两年之后壁画就绘制而成。二殿又称天王殿，单檐悬山顶式，整个殿宇
由42根落地柱支撑，面阔进深均为五开间，每间有十三梁架，多柱多梁。观音楼则
为穿斗式构架，门楼为面阔三间二层楼房。

兴教寺对面的古戏台，建于清嘉庆年间，为三层木结构建筑，屋脊飞檐曲线，
前为戏台，后为高阁，结构严谨，有十四个飞檐叠角，上层为魁星阁，中层是戏台，
下层则是商铺。

兴教寺大殿 、二殿均为明代的遗存，是云南较早的木构建造，绝大多数是原
件。其梁柱肥硕，气势稳健又壮观，斗拱恢宏大气，结构精巧且独具魅力。2006年
5月，兴教寺古建筑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段涤瑕 赵军 段晓松 文／图］

洱海月照苍山雪

沙溪兴教寺古建筑群

本报讯（通讯员 彭黎明） 值
习近平总书记到云南大理考察调研
10 周年之际，由大理州摄影家协
会、青蓝山房城市会客厅主办的“乡
愁·记忆 李志华摄影 60年回顾展”
在大理市龙尾关青蓝山房城市会客
厅开展。

李志华，出生于云南大理，原
大理州群众艺术馆副研究馆员，毕业
于重庆师范大学摄影专业，中国摄影
家协会会员，曾任云南摄影家协会
常务理事、大理州摄影家协会主席。
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摄影工作，作
品和论文多次在全国、全省摄影展、
画册及刊物中入选、获奖。

李志华从事摄影工作以来，60
年间，始终把镜头对准自己的家乡
大理，以满腔的热情，专业的技艺，
用脚步丈量苍洱大地，用镜头记录
大理的城市风貌、山水人文、民族风
情和经济社会发展。记录过程中，
他用心整理自己手中的图片，在时
代的变迁中，形成难得的大理史料
性的影像记载。

此次摄影展以“乡愁·记忆”为
主题，展现了大理及大理人民在不
同时代层面的生活场景和精神面
貌，共展出李志华摄影作品70多幅。

据悉，摄影展将持续至正月十
五，春节期间，广大市民可前往观
展，寻找曾经的乡愁和记忆。

李志华摄影60年
回顾展开展

□ 李文开 文／图

无量山传统美食很多，无论哪一道美
食都带有浓浓的家乡味，能勾起童年的回
忆。尤其是火烧肉，虽然是一种最原始的
烹饪方式，却是特别有滋味的一种吃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肉的吃
法也越来越多，尤其是烧烤，成为当下的
一种时尚吃法。然而，我对烧烤却不屑
一顾，油腻、爱上火、容易发胖等等，对一
种东西不喜欢的时候，理由真多。难道
我真的不爱吃烧烤吗？也不是，我只是

对火烧肉情有独钟。
每年农历冬腊月，无量山的乡村农

家开始宰年猪，办“八大碗”，用三五桌招
待亲朋好友。

我嘴馋，是小时候就惯坏的“毛
病”。一到宰年猪的时候，把猪肉刚分割
开，大人们就会切一片片瘦肉放到火炭
上烧。不一会儿，火炭上冒出烟子，发出

“滋、滋、滋”的响声，散发出阵阵香味，这
种感觉真是特别过瘾。因此，每到冬季
来临，我都盼望着宰年猪。

如今，我都快五十岁了，还保持那份
童心，总盼望着亲人和好友家宰年猪。

刚进入腊月的这个星期六，老叔告
诉我他家要宰年猪，我满心欢喜，早早带
着家人赶到他家。刚进门就看到几个

“相帮”正在刮猪毛，我以为中午吃不上
新鲜肉了。当我走到厨房时，看到老婶
正在炒肉。一问才得知，原来老叔家今
年宰了两头年猪。

看到大铁锅下的火塘里有好多烧红
的火炭，我就拿着一把菜刀去楼上割了
一块肉。把肉切成小坨直接丢到火炭上
烧，一边烧一边闻着那香味，听着烧肉的

“滋滋”声，真是太享受了，我还不停地拍
照片和录视频，记录下美好的瞬间。

无量山火烧肉色度好，火炭的清香
渗透到肉里面，诱人香气，使人垂涎欲
滴。肉质清香，口感特别好，那鲜爽的感
觉实在让人无法抗拒。

无量山传统美食火烧肉

本报讯（通讯员 张艳霞） 近日，
大理州作协会员、云龙县一级残疾人
饶万春的新书《万个春天》由云南人民
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共 15 万字，
饶万春用朴实的文字讲述了自己的励
志故事。

今年33岁的饶万春，6岁时罹患肌
肉萎缩，一开始还能坚持上学，11岁丧
失站立和行走能力，小学四年级后辍学
在家，14岁时双腿失去知觉，只有头部
和双手可以小范围地活动。2017 年，

在网友影响下，饶万春凭借对文字的热
爱，立下写作梦想，通过努力，于 2022
年8月被大理州作协吸纳为会员，通过
2年多的创作，饶万春《万个春天》出版
发行，圆了他的出书梦。

《万个春天》由“放牛娃的童年、短
暂的读书生涯、命运偏爱的孩子、病情
发作中期、温暖家庭助力梦想起航”等
7个部分构成，讲述了饶万春不向命运
屈服的故事，作品传递出坚韧不拔的生
存意志足以令人动容。

云龙残疾作家饶万春
新书《万个春天》出版发行

□ 陆向荣

寒冬送祝福，春意暖人心。
春节临近，我以一名记者的身

份，跟随巍山县的书法家志愿者到大仓
镇熊家营村，开展“我为乡亲写春联”
活动。看到他们笔走龙蛇，写下一幅
幅寓意深刻的对联送给当地的乡亲，
不禁让我想起在老家为乡亲们写春
联的事。

我的老家在巍山西部一个叫咱烈
的村庄，写春联，是过年必不可少的
事。父亲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略通文
墨，在乡亲们眼中是个文人。每逢过
年，除了写自家的春联，还要帮着左邻
右舍、亲戚朋友写上几副，凑凑喜气。

我从小学时就帮着父亲打下手，裁
纸、磨墨、晾春联，慢慢地也就喜欢上了
书法。到了初中时，父亲便将帮乡亲写
春联的“重任”交给了我。每年春节前
几天，自家的春联还未写好，到家里请
写春联的人就拿着一两张红纸，笑呵呵
地来到家里请我写春联。

记得每年除夕，也是写春联最忙的
一天。家里的小院里，到处摆满了春
联，父亲母亲都在忙着准备祭扫和年夜
饭，弟弟和娃娃就来帮我，一家一家地
分开放好，待墨迹干后，再将春联卷
好。有的人家不识字，还要叫我去帮忙
贴春联，防止把上下联贴反了。

那时我写春联只是照抄书本上的，
依葫芦画瓢，但乡亲们对字的要求并不
高，主要是图个吉利和喜庆：“天增岁月

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几声爆竹辞
冬去，一枝梅花报春来”……乡下人家
就算只有个破旧的门楣，一经那大红春
联点缀，顿添许多节日气象，焕然一新。

写春联的日子里，家里总是热闹非
凡。左邻右舍聚在一起，一边看我写
字，一边唠着家常。他们也不忘给我们
兄妹三人带些家里的特产，葵花籽、柿
饼或是米花糖之类的，条件好的也会给
父亲送上一瓶白酒。好多长辈还不忘
夸我一句：“现在就会写这么好的字，长
大后一定能到山那边的城里工作。”

大年初一，在村里闲逛的时候，看到
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贴着自己写的春
联，心中不禁窃喜，觉得自己仿佛已长大
成人，能为乡亲们和家人做点事情了。
尽管那时还没有“志愿者”这个义务服务
社会的温馨美称，但十几岁的我，已经是
个名副其实的“小志愿者”了。

多年之后，我真的离开了老家，到
了乡亲们口中的“城里”工作，但由于从
事的是记者工作，好多时候过年也是在
采访中，回家给乡亲们写春联的年份也
越来越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的书
法从来没有像父亲那么熟练洒脱、苍劲
有力，但我们父子为乡亲们写春联的事
至今还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

这些年，我都一直参与着县里的
迎新春送春联活动，虽然没有现场挥
毫泼墨，但能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乡
亲们喜庆的气氛，通过媒体发布出去，
觉得也是在以另一种方式，给乡亲们
送去祝福。

我为乡亲写春联

□ 张成志

苍山石门关大峡谷，位于漾濞县苍山
西镇金牛村。这里森林蓊郁、河流奔涌，
多样生态系统交织出一张复杂而精妙的
生命之网，食物链环环相扣，生态关系盘
根错节，共同奏响一曲和谐的自然乐
章。凭借着险峻磅礴的山势与如诗如画
的绝美风光，它宛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吸
引着五湖四海的游客纷至沓来。

回溯到公元 1639年 3月 21日，明朝
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曾游历至此。他
在此驻足两日，沉醉于峡谷的壮丽景
色，不禁在《滇游日记二十八》中挥笔盛
赞：“矫首东望，忽云气迸坼，露出青芙
蓉两片，插天拔地，骈立对峙，其内崇峦
叠映，云影出没，令人神跃。”寥寥数
语，却将石门关大峡谷的雄伟与神秘展
现得淋漓尽致。

苍山地处喜马拉雅造山带南延部分
之横断山脉云岭。在漫长地质历史时
期，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影响，该区域地
壳运动强烈。受地壳内部应力作用，产
生了一条张性断裂带，并从苍山山体通
过，使整座山沿断裂带一分为二。

远看，两根门柱撑天杵起，相互对
歭，形成一道天然的大门，守护着两座巍
峨雄伟的高山。清晨，顺着两柱之间看
过去，两山主峰已被白雪包裹，在晨光照
耀下，耀眼的白，展示出苍山的童话。将
目光缓慢往山下移动，便是一片绿色的
海洋。淡绿的远山，映衬着近处的浓绿，
大自然便呈现出了非常美妙的层次感。
淡淡的烟岚或缠绵于危耸的怪石，或轻
拂在悬崖上挺拔的劲松上。因了这一道
石门，整座山因此显得神秘，要不是身旁
熙来攘往的人群，还以为自己早已步入
了仙境。

走进石门，门柱笔直，直插云霄。小
道贴着山崖蜿蜒，将一群又一群人引向
未知的风景。转身东望，白云随风飘荡，
山随云移，人随风飘进了神秘的山谷
间。定睛，是陡峭的岩石上艰难生存的
一些灌木，偶尔可见岩鹰的身影，像极了
一道闪电，很快就只有它留给你的刹那
身影。谷中之水堪称一绝，顺着谷间传
来哗啦啦的流水声方向望去，一股清澈
见底的山泉从山谷间汹涌冲出，水流湍
急，仿佛贯穿地轴，瀑布高悬，如垂挂于
天际之上，可谓是“小溪飞瀑锁连环，峡

谷幽深潜梦影”。这般美景，让每一位观
者都心旷神怡、沉醉不已。

谷间，一条凌云栈道凌空而建，全长
1550 米，其中有玻璃栈道 80 米，最高垂
直高度170米，栈道一分为二，通常是左
边上，右边下。在栈道中增设了休闲台，
方便游客观景，拍照打卡。所有的栈道
经过匠心设计，既能让游客感到惊心动
魄，也符合安全规范。游客行至栈道后，
都会被眼前的景象吓得不轻。沿着左边
栈道前进 200 余米，有一个宽大的休闲
台，其左边是玻璃栈道。玻璃栈道架设
在笔直山壁中间，俯身往下看谷底，全身
毛骨悚然，小腿发软。在攀越玻璃栈道
中，有的游客迈进一步即收脚，有的跨越
三步就回头，有的甚至没有勇气迈出一
步。攀越玻璃栈道既是对克服心理障碍
能力的检验，也是考验一个人闯关能力
的最佳机会。得益于自己小时候在山间
的奔走，我面对栈道却也没有那么内怯，
但走过后也是感觉到了加速的心跳。

向栈道右边前行，栈道逐渐趋于平
缓。谷中绿树成荫，阳光透过枝叶的缝
隙洒下，形成一片片光斑。瀑布飞泻而
下，激起层层水花，谷底的清泉在石缝间

潺潺流淌，清晰可见。在这如诗如画的
环境中，之前紧张恐惧的情绪也逐渐平
复。越过彩虹桥，在谷中有几间茅草
屋，开了几个便利店，为游客提供零食、
饮料等。在便利店前的一个平台，特意
掘有一个池塘，水清得像镜面一般，山
谷两边的山倒映在水面，仿佛两山的根
就长在里面。这时，有人对着更深的山
谷喊，山回水映，妙趣横生。其实我们
不过只走了整个峡谷的一小部分，更多
的地方据说很美，只是限于目前开发的
局限，那些未知便成了让人想入非非的
遥途。

青山绵绵，绿水悠悠，如此美不胜收
的景色，是当地一代又一代人力挽狂澜、
守护山河的成果。一位长者告诉我，当
地群众环境保护意识强，人人都是环境
保护志愿者，他们积极投身植树造林、
河道治理和水资源保护等公益活动，维
护着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如今，苍
山石门关大峡谷景区已逐渐成为游客
心心念念的康养胜地、养心地、度假地，
是每一位前来探访的游客，了解大自然
神奇奥秘，全身心融入自然、感受自然
的绝佳圣地。

苍山石门关大峡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