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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庆黄龙潭水体分为三潭，漫步黄龙潭，可以领略鹤庆独有的龙潭景色。黄龙潭西岸柳林绰约，夹杂着风姿优美的白桦树等其他树种。秋冬之时，黄龙潭野鸭凫渡，
候鸟翔集，水天一色，更是增添了黄龙潭的独特魅力。 ［通讯员 韩海娥 摄］

文物说

元世祖平云南碑位于大理苍山中和峰东麓，原南诏大理国王都阳苴咩城遗址
区、今大理古城西三月街街场内。碑正面朝东，碑体由碑座、碑身、碑额组成，碑高
4.4米。

碑立于元成宗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由翰林院学士程文海撰写。额篆“世
祖皇帝平云南碑”，碑文行文50行，1300余字，现仅存1000余字，主要颂扬元世祖忽
必烈平定云南，建立云南行省的文治武功。

碑历元、明、清三代，至今已700多年，是云南元碑中的精品。碑文记述史实详
细，史论确切，对研究元代初年大理政治、军事及云南地方史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
值。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迟晓娟 金镇雄 文／图］

鹤庆黄龙潭冬景如画

元世祖平云南碑
□ 杨训波

多年后，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冬天
的下午，一个孩子被他的母亲送上了开
往省城的客车时的情景。当时，那个孩
子哭着闹着不愿上车，最终还是在母亲
的严厉呵斥下，极不情愿地坐上了车。
孩子坐上车后，随着车门的关闭，车就动
了起来。看着窗外家乡的山山水水不断
地在他眼前后退，他伤心地流着眼泪，想
到这一离开，就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母
亲了，他在车上号啕大哭起来。师傅无
奈，只好把车停下来，让他下车。那个孩
子高兴地走下车，忘记了拿携带的行李
并拔腿向无量街奔去。到大街上，他四
处找寻母亲，找不到，估摸着母亲可能回
去了，于是他继续向回家的路跑去。跑
出不远，就见母亲背着个篮子，正往坡上
爬呢。妈妈看到儿子，大声责问为什么
不去？儿子哭着说，自己不愿离开母
亲。是的，不愿离开母亲那是一个原因，
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再过几天就要过
年，他想在母亲身边过年。

今年春节，当年在老家过年的情景
又清晰地出现在脑海中。文中的那个男
孩就是我。我记得，在我进入十五岁后，
每年进入腊月时节，我都要踏上回到父
亲身边的客车，到他那里去过年，从那以

后，我再没有回到老家过年了。
老家是在一个名叫花椒箐的地方。

那时没有烟花，我们只燃放鞭炮，那鞭炮
不像现在这般响亮，它只会轻快地鸣响，
那声音脆生生地从人们耳边划过，那亮
光也没有现在的烟花这般五彩缤纷般耀
眼，只是悄然在暗夜中犹如萤火虫般闪
过。那时候过年，是一个庄严而隆重的
仪式，是一年终了，用新衣换掉旧服的仪
式，是一年来全家在一起吃得最为丰盛
的一顿团圆饭。

村中的年味在节令进入腊月后就开
始酝酿了，小孩们掰着指头算着时间，大
人们则忙着准备年货。转眼到腊月二十
三，这一天是阴历的小年，是传说中灶神
上天述职的日子。妈妈忙着煮肉送灶，
用好吃的好听的来讨好灶王爷，希望他

“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这天，我们
还要进行一次一年中最彻底的大扫除。
母亲说，这是一定不能忽略的，一年四
季，人们出门在外，难免会带回一些不干
净的东西，要借着这天，把这些东西扫出
家门，让家中人事保持干净。是啊！俗
话不是说了嘛，有钱没钱，洗洗干净过
年。扫房子那天，我们擦窗子、扫地、洗
被子、洗澡，从屋子到人都收拾得干干净
净、清清爽爽。老屋被这么一扫，也焕然
一新了，年味似乎更浓了。

大年三十一大早，我们上山砍松
树、摘松毛、写春联一般都要请村中年
长字又写得好的老人来帮忙写。这一
切程序都做完后，整个家已经被浓浓的
年味所包围。新写的春联流淌着文化
的祝福，新撒的松针散发着清新的香，
浓浓的年味在空气中氤氲着，不时传来
的鞭炮声，把浓烈的年味层层荡开，年
味越发浓烈起来。

午饭过后，我们开始杀鸡煮肉。那
天的村庄都沉浸在浓烈的节日氛围中，
弥漫着浓浓的香味。那天的太阳也似乎
比往日落得迟缓了许多，但这没有关系，
太阳还挂在天空，就听见有人放响了鞭
炮，这就意味着有的人家已开始吃团圆
饭了。我们也忙着放响鞭炮，一家人团
聚在一起，开始吃年夜饭。这是一顿丰
盛的大餐，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
的，一家人的情谊全融在一起，人间的天
伦之乐尽在欢乐、幸福的年夜饭中。吃
过饭之后，我们便跑到村中的广场上追
逐玩耍，一直玩到黑夜完全淹没了村庄
才回到家中开始守岁。所谓守岁，也就
是一家人围着火塘叙说一年来的趣事。
我国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守岁的
习俗，既有对逝去岁月的怀念，又有对新
年寄以希望之意。如苏轼就曾写道：“明
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

年犹可夸！”
大年初一，天还未亮，我们就起床，

穿上新衣，拎着一封鞭炮，到村口的水井
边燃上香，点燃鞭炮、磕个头，然后接净
水回家，帮着妈妈蒸年糕。母亲说，今
日的年糕是一定要吃的。“年糕”谐音

“年高”，意思是收成一年高过一年，生
活一年比一年好。吃过年糕，我们便到
爷爷家，给爷爷奶奶拜年。这所谓的拜
年，就是给他们磕一个头，说几句吉利
话，爷爷奶奶则给我们泡了一杯糖水，
我们喝过之后，他们再给我们几块压岁
钱，类似于如今的红包。大年初一这天
是整个村庄最为悠闲的一天，女人们都
带着自己的针线活聚拢在村中的广场
上，一边闲聊一边做针线，男人们则在一
起下棋、打牌。

大年初二，我们走出家门，把远嫁的
亲人接回来，一大家子人团聚在一起，
浓浓的亲情弥漫在家中。如今，年还是
一样地过，但社会进步了，年也变得时
尚了起来。可每逢过年，在老家过年
的情景总会不经意地浮上心头。在炸
响的爆竹声中，在无数拜年的短信里，
社会发展的车轮在快速地前进，人们
期盼和谐和幸福的心声却是不变的主
题，这大约就是春节留给人们的浓浓的

“乡愁”了。

最忆年少过年时

□ 杨建勋 文／图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而在

宾川县宾居镇清河社区向阳村，则是
“米花香不怕巷子深”。临近春节，向
阳村里老少都沉浸在制作传统春节小

吃——米花的欢乐氛围中，这一口酥脆
香甜的米花，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
这个村春节不可或缺的传承与情怀。

米花制作工艺复杂，承载着岁月沉
淀的智慧。首先，精心挑选优质糯米，用
开水清洗浸泡，直到米粒吸饱水分，变得
圆润饱满。沥干后，将糯米均匀地铺在
蒸笼里，用旺火蒸熟，蒸熟的糯米黏性十
足，需趁热散开，置于通风处晾晒。晾晒
至一定程度，就进行“揉米”和“筛米”，直
至黏成一团的糯米变得粒粒分明，再继
续置于阴凉处风干，使每一粒米都充分
干燥，为后续炒米花做准备。

炒米花是关键环节，如今，虽有了
便捷的米花制作机器，但向阳村的老
手艺人仍坚守传统方式，用铁锅炒制
米花，只为保留那份原始风味。炒制
时火候的掌控尤为重要，温度太高，米
花容易炒煳，火候不足，糯米难以“爆
花”，吃起来也就不够酥脆。锅中温度
合适后，迅速倒入糯米，快速翻炒均
匀，糯米逐渐绽放成米花，如雪般蓬
松，香气四溢，筛出冷却后，香甜酥脆
的米花便大功告成。

向阳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小组长
谢昆鹏说：“小时候过年就盼着吃米花，
虽然制作米花费时费力，但我们一直坚
持自己做，就想把这味道传承下去，这
是我们村特有的一种情怀。”

据了解，向阳村制作米花已有几十
年的历史，是目前宾川县制作米花规模
最大的一个村，全村有手艺人 30多户，
每户年前制作米花 2000—4000斤，每斤
米花可以卖到15—18元，米花制作也成
了向阳村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每到春节，米花不仅是自家享用的
美食，也是走亲访友的伴手礼，邻里间
相互赠送，传递着新春祝福。大年初一
清早，来一碗香香甜甜的米花红糖水，
是每个人心中对春节最美好的记忆。

如今，米花已不仅仅是春节的味
道，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情感纽带，
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对
于向阳村的村民来说，米花更是一种文
化的传承和情感的寄托，每一粒米花都
蕴含着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统的
尊重，每一口酥脆的米花都是岁月沉淀
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

米 花 飘 香 增 年 味

□ 陆向荣

巍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虽然时
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但许多古老的
年俗却鲜活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传
承发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台社火
表演，就是其中之一。

相传，巍山城中有一位家境殷实的
开明士绅姚逵九，在上海闯荡了一番之
后，回到了家乡。在上海时，姚逵九尽
享上海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日子，回
到巍山后，他觉得家乡太缺少文化生
活。由于他在上海时曾学过京戏，为了
改变死气沉沉的生活，他便置办了京剧
的行头，找来了一些俊男靓女，让他们
装扮起来，教他们模仿京剧里人物的唱
做念打。后来，他又倡导让这些演员到
百姓中间去表演，与民同乐，使巍山古
城出现了一些生气。

每年社火表演之前，必须事先选择
站在社火上的少男少女。选好之后，让
他们穿上行头，化装成戏剧中的人物，
然后将他们抱到踏板上，双脚套进踏板
上事先设置好的脚套内，再用布条把小
孩的腰部绑紧在铁芯子上，这样就可以
让小演员们放心大胆地在高台上做出
优美的舞台造型。铁芯子经过巧妙的

处理，已经把它演变为戏剧场景中的道
具组合部分，底座经过精心装饰也变成
了舞台装置中的一部分。一架高台，一
台场景，就是一台戏。这些戏剧场景主
要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穆桂英大
战洪州》《武松醉打蒋门神》《老君点化
细奴逻》等。

与高台社火配套的还有跳猫猫、麒
麟和踩高跷。这种高跷不同于一般的
高跷，普通的高跷高度大约在三四市
尺，而伴社火的高跷高度有七市尺高，
只有这样的高度才配得上社火的高
度。踩这种高跷的人，要经过专门的训
练，这些踩高跷的男子也分别化妆成戏
剧中的人物，如彭祖寿星、钟馗、包公等
等，之所以有这些装扮，意在喻祈人寿
年丰、四季平安。

一切准备好后，在锣鼓声中，猫猫、
麒麟在前开道，高跷紧随其后，后面压
阵的才是高台社火，一队游动的喜庆欢
乐队伍便威风八面、浩浩荡荡地向南诏
古街走去。古街上群情激奋、人头攒
动、摩肩接踵，大家纷纷拥到社火队伍
的两旁争相观看，外地游客更是惊喜万
分、争相拍照。

欢声笑语中，巍山的春天就在不知
不觉中到来了。

高台社火庆新春

□ 赵树军

遇见一座小城，是缘分，邂逅一种
文化，亦是缘分。

在滇西小城弥渡，民间传扬着这样
一句话：“云南花灯赛山茶，弥渡花灯别
样红”，一个“红”字把弥渡地标性文化
符号“花灯”形、神、意全而概之。

当新春的脚步渐近，弥渡各村灯班
也开始忙碌起来，尤其是过去一年里，
家中添了丁的农户更要忙碌。按古规
风俗礼仪，他们要带头组织村内灯班闹
花灯，耍子孙灯和太平灯。

如若你想到弥渡赴春之约，那莫要
错过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的闹花灯。
闹花灯似乎是简单的三个字，但当你融
到弥渡灯场里，你将发现它承载着系列
文化属类，如花灯纸扎技艺灯彩，接灯
神、供灯神、送灯神的民俗礼仪，门户灯
的朝贺道喜之福，元宵灯会的争奇斗艳
热闹非凡。内涵丰富多彩，总有一样给
你不一样的文化可感、可体验、可消费。

在弥渡因村落地理位置的不同，闹
花灯的时间和灯彩扎制，表演形式略有
不同。

灯彩是闹花灯的主要道具和装饰
品，坝区乡镇随着时间的推移，灯彩种
类逐渐淡化，而密祉、牛街地区灯彩最
为丰富，密祉常有的灯彩有扁灯、瓶灯、
桶灯、日月灯、鱼灯等10种，而扁灯、瓶
灯、桶灯是闹花灯必扎的花灯灯彩。牛

街主要有牌灯、瓜灯、鼓灯、扇灯、千
（龙）灯、秋（凤）灯、太灯、平灯，共 8
种。灯彩有丰富的祈福内涵，流露出对
和谐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桶灯、瓶灯；
也有对人与自然和平相处的美美与
共，如日月灯。灯彩不仅要具备扎实
的“扎”的功夫，也要有绘画的技艺素
养，灯彩上有题字、山水画，为美术爱好
者提供了一场文化宴席。

民间谚语“接灯要唱《十大姐》，送
灯不离《补瓷缸》”。质朴背后对接灯神
和谢灯送灯神的灯调表演有一定约定
俗成，而不是灯班在灯场上的率性而
为。在密祉元宵灯会上除耍龙舞狮、彩
船迎福、凤引麒麟外，还有几个人物角
色引人注目，小七姑娘、小鞑子、白鼻
子、花鼓老、大脚婆，各有千秋，舞出不
同年龄段的人生阅历和期盼。牛街正
月十六泰山庙灯会，则少不了表演《贺
八仙》《磨豆腐》等。《贺八仙》分别对汉
钟离、吕洞宾、张果老、曹国舅、蓝采和、
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八位神仙修身
成仙的表演，祈福纳祥。

总有一座城市需要匆匆赶赴，那春
节就到弥渡来，那红火的龙狮灯班灯帖
是弥渡人民发出的诚挚邀请，让我们一
道在祥和、欢乐的春节里，在弥渡各村
寨的灯场中，找寻人间烟火的乡愁年
味。总有一出戏、一支花灯歌舞、一曲
弥渡民歌，会涤荡你的心灵，让你收获
春节的欢快和愉悦。

弥渡花灯闹元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