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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说

太和城遗址

游 踪
太和城原为“河蛮”城邑，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蒙舍诏诏主在唐王朝支

持下统一了六诏，被册封为云南王，公元739年建都于太和城，建立了历史上有名的
南诏地方政权。太和城利用天然地势修筑而形成的西高东低、整体呈扇形的独特城
址布局，有别于传统的方城布局。

太和城内立有著名的南诏德化碑。此碑两面共刻5000多字，叙述了南诏的政治
制度、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天宝战争前后的经过，阐明了南诏不得已叛唐的原因，言辞
中充满了对唐王朝友好的愿望。南诏德化碑不仅文辞典雅，文章委婉动人、脉络清
楚、大气磅礴，而且书法流利挺拔、潇洒自然、刻工精美。该碑堪称是唐碑中的精品，
是云南省现存最大的一块唐碑，有“云南第一大唐碑”之誉。

太和城遗址从公元739年至公元779年一直是南诏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南
诏历史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遗存之一，在云南民族史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民族史、
唐史、南诏史、中国军事史以及建筑史的珍贵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1961年，太和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迟晓娟 金镇雄 文／图］

□ 北雁

我越来越多地迷恋起了故乡的这
个小镇，苍山、罗坪山、天马山，从不同
角度将之紧紧包围，一个小坝子便俨
然桃源隔世。蜿蜒的凤羽河从坝子中
心流过，沿岸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
陌交通、鸡犬相闻，若不掠用《桃花源
记》中的这些佳词丽句，我还真是感觉
语竭词穷，无法表达出第一次深入凤
羽时，心底突然呈现的那一种惊叹。

但凤羽就是凤羽，几十年来让我
迷恋它的原因，是这片土地固有的神
秘色调。作为高原明珠洱海的重要发
源地，自古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早在千百年前，就用自己的聪明和智
慧，缔造出了无尽的灿烂文化。我始
终记得在孩童时节，我就读过无数关
于这块土地的神话、故事、传说和民谣
古歌，其中“百鸟朝凤”的故事，展现了
鸟王凤凰的大仁大勇，同时也展现了
百鸟臣民的大忠大义，让我无数次为
之肝肠寸断。更重要的是我从此知
道，这世上有一座神秘的山脉就叫鸟
吊山，有一块神奇美丽的土地就叫凤
羽。

作为候鸟迁徙路上的必经之地，
凤羽同时还是茶马古道上一个重要的
驿站。多元文化的交汇，使之成为了
滇西北高原上一个重要的文化聚集
地，早在 380 多年前，便因《徐霞客游
记》的记载而驰名海内。地理位置上
的相对封闭和民族地域文化的丰富多
彩，让这里的村村寨寨，至今还保留着
原汁原味的“田家乐”“吹吹腔”和“洞
经音乐”等多种民俗风情，成为生动的
地域符号，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
辉。在菜黄堆叠、桃红柳翠的时节，行
走在这样一个古意弥深的小镇，古街
道两侧，无数的古房、古门、古墙、古
井、古巷、古桥、古街道和古石阶，如同
古旧的电影画面在眼前徐徐展开，让
人深深流连，又深为向往。街道蜿蜒，
带你走向时光深处，古意斑驳的拴马
桩、牌楼、门坊、参天大树，以及几位慈
祥的老人，聚在一个有着旧门脸的经
销店前谈天说地，安然自得的神情，充
满了时光的况味，印记着古镇的历史，
弥漫了岁月的沧桑。

然而最让我始终沉湎的，是这块
神奇土地上特有的书香。

某一天再度寻访凤羽，从小镇正

中开阔笔直的官路走过，连接一个个
古院落的是一条条悠远曲折的小巷。
人走过，留下的就只剩下宁静。回过
头来再看，一层层垒墙的石块爬满杂
枝草藤，如同一摞摞堆放长久的书卷，
落满了岁月的沧桑。保存至今的凤翔
书院，就坐落在这样一种意境中，推开
沉重的木门，嘎吱一声响动，似乎让人
听到了历史的足音。迎面是一个小天
井，两株古树，一左一右静立眼前，犹
似撑天之幕，盖住半个天空。然而让
人稀奇的是高大挺拔的银杏，有如长
剑倚天，将密不透风的一伞绿叶撑在
半空。据《浪穹县志略》记载，凤翔书
院始建于清雍正四年（1726 年），由知
县张坦捐设，至今已近三百载光阴。
于是这株树龄已逾330年的银杏，便随
每岁四时节气，堆黄叠绿，周而复始，
凋零绽放，成为书院兴衰最直接的亲
历者和见证者。

也正因凤翔书院之名，除洱源之
外，漾濞、云龙等滇西各地的学子常
常不惜翻山越岭，慕名前来攻读。改
建为凤羽小学堂后，亦培养出了一批
批仁人志士，如早期革命家施介，白
族知名学者、史学家、教育家马曜，国

学大师张文勋，民俗文化学者杨亮才
等，无不享誉全国，在中华文明的天
空璨若星辰。后来校名一改再改，再
后来又成了凤翔小学的校舍，但就在
这个旧址上，就在这几株老树的见证
下，凤翔书院始终都是凤羽文脉传承
的荟集地，并从此让这个偏居于滇西
群山之间的白族古镇打上了浓浓的
文化符号，“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

“文墨之乡”等各种称谓，就是小镇厚
教兴学的最佳赞誉。而这种风气还
一直盛行至今，纵使寻常百姓之家，
即使家贫如洗，亦要节衣缩食，全心
全意供子女读书成材。

与凤翔书院相隔不远的凤羽一
中，据说早期就曾在这里办学。让我
为之沉醉的依旧还是学校特有的书
香。这个地理位置偏僻的乡镇中学，
在今天已成为洱源初中教育的一张新
名片，耕耘在这里的一代代教师，勤勤
恳恳，呕心沥血，培养了无数的优秀学
子。而他们赋予孩子的行装，不仅是
沉甸甸的文化知识，还有根植于心的
远大理想，做人的品格秉性，以及百折
不挠的求索精神，足以让他们在漫漫
人生和无边学海中乘风破浪。

古意凤羽品墨香

□ 罗武昌

在大理点苍山云弄峰神摩山下的
周城村，有一潭清澈的、约有两三丈宽
清澈见底的泉水，被茂密的合欢树笼罩
着。每年到蝴蝶会时，成千上万的蝴蝶
从四面八方飞来，在泉边漫天飞舞。蝶
大如巴掌，小如铜钱，无数蝴蝶还钩足
连须，首尾相衔，一串串地从大合欢树
上垂挂至水面，这口闻名遐迩的池塘就
是蝴蝶泉。

本来这个泉并不叫蝴蝶泉，只因最
初泉水清澈、经年不断、深不见底，从来
没有人知道它有多深，所以附近的人都
叫它无底潭罢了。

现在，无底潭已经无人知晓了，蝴
蝶泉却声名远扬，尤其电影《五朵金花》
播放之后，便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的存在。那首“大理三月好风光哎，蝴
蝶泉边好梳妆，蝴蝶飞来采花蜜哟，阿
妹梳头为哪桩？”的白族民歌《蝴蝶泉
边》，一夜之间便传遍了天涯海角、大江
南北，让蝴蝶泉蜚声海内外。

传说无底潭边住着一位姓张的农
夫，只有父女两人相依为命，守着几亩
薄田艰难度日。张老爹的女儿名叫雯
姑，长得国色天香，即使是娇艳的花朵
见了也要自愧不如。她心地纯洁善良，
即使是清澈的无底潭水也无法和她的
纯洁相比。她白天帮助父亲种田，晚上

纺纱织布，她勤劳和美丽的名声迅速传
播到了四面八方。

云弄峰上住着一个名叫霞郎的青
年樵夫，他无父无母，过着孤苦的生
活。他不但忠实善良，吃苦耐劳，心灵
手巧，而且他的歌喉美妙无比，歌声像
百灵一样的婉转，像夜莺一般的悠扬。
每当他唱起歌来的时候，山上的百鸟都
会安静下来，默默地倾听他那美妙动人
的歌声，堪称“情歌王子”。

每隔几天，霞郎就要背些柴禾到城
里去卖，来来往往总要经过无底潭。其
实，霞郎也和别的青年一样，深深地爱
着美丽善良的雯姑。每次从她家门前
经过的时候，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向她偷
偷地望上几眼。心有灵犀一点通，雯姑
也一样爱慕霞郎，每当他唱着歌走过潭
边时，她都要停止手中的活儿，伏在窗
棂上倾听他那娓娓动听的歌声，并眼含
深情地注视着他，目送他远去。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这
两个青年人的心坎里产生了纯真的爱
情。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雯姑在潭
边遇见了霞郎。在浓浓的树荫里，在柔
美的月光下，他俩互吐心中的爱慕之情，
两情相悦爱意绵绵，一时间难舍难分。
从此，无底潭边就常常有了他们的身影，
树荫下也常常留下他们成双成对的足印。

苍山下还住着一个凶恶残暴的俞
王，他是统治整个苍山和洱海的霸主，

也是压迫剥削老百姓不吐骨头的魔
王。他统治下的一草一木，都浸透了人民
的血泪，人们对俞王是恨之入骨。然
而，雯姑美貌的名声也传到了俞王的耳
朵里，这个无恶不作的恶魔便带着他的
狗腿子们来到无底潭，气势汹汹打伤了
年迈的张老爹，并把雯姑强行抢到了俞
王府，打算让雯姑做他的第八房姨太太。

俞王软硬兼施，用尽了各种手段，
却一丝一毫也动摇不了雯姑坚贞的
心。经过了三天三夜的“说教”，俞王恼
羞成怒，叫狗腿们将雯姑吊起来，想用
酷刑强迫雯姑屈从。这天，霞郎怀着兴
奋和期待的心情，来到无底潭边准备与
雯姑相会，可他怎么也找不见雯姑，也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只好到雯姑家
里看看。一进门，只见家中一片凌乱，
被俞王打伤的张老爹躺在地上，挣扎着
对他说完了雯姑被抢的情形后，便饮恨
而死。痛苦和仇恨燃烧着霞郎的心，他
埋葬了张老爹以后，怒火已经使他把生
死置之度外，他抓起斧头，头也不回地
朝俞王府奔去。

黑夜里，霞郎翻过俞王府的高墙，
在马房里找到了被高吊着的雯姑。他
用斧头将绳索砍断，带着雯姑逃出了俞
王府。雯姑和霞郎在漆黑的路上急奔，
俞王带领着恶狗和家仆在后面紧追不
舍。他们逃上高山，俞王也尾随着追上
高山。他们逃下深谷，俞王也紧追至深

谷。最后，雯姑和霞郎逃到了无底潭
边，眼前已无路可走了。走投无路的雯
姑和霞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深情地对
看了一眼，便纵身跳下了无底的深潭。

无底潭边的人们听说这一对人人
夸赞的青年人的死讯，再也抑制不住心
中的仇恨，纷纷拿起武器打进了俞王
府，把俞王和他的狗腿子们杀得一个不
剩。第二天，人们到无底潭把雯姑和
霞郎的尸首打捞上来时，突然无底潭的
水翻滚沸腾起来，潭中冒起了一个巨大
的水泡，水泡下有一个空洞，从水洞中
飞出了一对五彩斑斓的蝴蝶，互相追逐
着在潭边翩翩起舞。一会儿，又从四面
八方飞来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蝴蝶，围绕
着这一对蝴蝶在潭边和树下四处飞翔。

人们说，这对五彩斑斓的蝴蝶，就
是雯姑和霞郎的化身。从此以后，人们
便给无底潭换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蝴蝶泉。

后来，每年的三四月间，各色各样
的美丽蝴蝶便会飞到蝴蝶泉边，成群地
上下飞舞，成为罕见的动人的美丽奇
观。从此，雯姑和霞郎坚贞不屈的爱情
故事，就随着蝴蝶泉的美名漂洋过海，
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
美谈。哎！大理三月好风光哎，蝴蝶泉
边好梳妆，蝴蝶飞来采花蜜哟，阿妹梳
头为哪桩？蝴蝶飞来采花蜜，阿妹梳头
为哪桩……

大 理 蝴 蝶 泉 的 传 说

□ 罗帮义

在滇 西 的 山 水 褶 皱 里 ，永 平 县
龙街镇的古富村，宛如一颗被岁月遗
忘又悉心呵护的明珠，静静镶嵌在大
地之上。这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村
落，彝族、白族、汉族等民族在这里繁
衍生息，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
编织出一幅独特而绚丽的生活画卷。
而每年大年初二，便是这幅画卷中最
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新年的第一缕阳光轻柔地洒在
古富村错落有致的屋顶上，大年初二的
热闹便如同被点燃的鞭炮，瞬间炸开。
村子中央的村民活动广场平日里是村
民休憩闲聊的场所，此刻却成了欢乐的
海洋。

过去，举办大年初二的活动，承载着
诸多美好的期许。对于年轻人而言，这
是一个展示才艺的绝佳舞台。小伙子们
身着色彩明快的传统服饰，腰束彩带，精
神抖擞；姑娘们则精心装扮，五彩的头饰
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恰似夜空中璀璨
的星辰。他们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在
众人面前尽情展现自己的歌喉与舞姿。
这里，更是年轻人的恋爱舞台。在悠扬
的山歌对唱中，在轻盈的踏歌舞步里，爱
情的种子悄然种下。那时，交通极为不
便，蜿蜒的山路如同一条沉睡的巨龙，横
亘在村子与外界之间。但这并未阻挡人
们参与活动的热情，大家纷纷穿上最整
洁的衣裳，迈着坚定的步伐，从四面八方
步行而来。一路上，欢声笑语在山间回
荡，仿佛是大自然奏响的欢快乐章。

随着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生活水
平如同节节攀升的翠竹，日新月异。曾
经，摩托车的出现，让村民们的出行有了
质的飞跃。一辆辆摩托车穿梭在山间小
道，引擎的轰鸣声打破了往日的宁静，也
带来了新的活力。如今，摩托车的身影
渐渐稀少，取而代之的是一辆辆崭新的
小汽车。它们整齐地排列在村子的道路
两旁，如同等待检阅的士兵，彰显着生活
的富足与进步。

活动现场，最热闹的当数踏歌和唱
山歌的区域。然而，时光流转，参与的人
群也发生了变化。曾经，踏歌和山歌是
年轻人的主场，他们用充满活力的舞步
和清脆的歌声，传递着青春的激情。如
今，这两项活动却成了中老年人的专
属。他们虽然不再拥有年轻时的矫健身

姿，但那份对传统的热爱和执着，却丝毫
未减。人们手挽着手，脚步轻盈而富有
节奏，口中哼唱着熟悉的旋律，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每一个动作，每一句歌
词，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诉说着古富村
的变迁。

与此同时，年轻人的喜好也悄然改
变。广场舞以其欢快的节奏和简单易
学的舞步，迅速在年轻人中流行开来。
在村子的另一角，一群年轻人随着动感
的音乐，尽情舞动。他们的动作充满活
力，充满创意，展现着新时代年轻人的
精神风貌。广场舞不仅是一种娱乐方
式，更是他们与外界接轨、追求时尚的
象征。

活动现场，做买卖的摊位如雨后春
笋般冒了出来。既有操着本地口音的村
民，也有从远方赶来的外地人。摊位上
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色彩鲜艳
的糖果、精美的手工艺品、热气腾腾的小
吃……各种商品让人目不暇接。孩子们
穿梭在摊位之间，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
光芒，手中紧紧握着压岁钱，挑选着自己
心仪的宝贝。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讨价
还价声，交织成一曲热闹非凡的市井交
响乐。

在这大年初二的热闹氛围中，我仿
佛看到了古富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过去的古富村，宁静而质朴，传统的文化
在这里生根发芽；现在的古富村，充满活
力与朝气，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前行；而
未来的古富村，我希望它能在追求发展
的同时，不忘传承和保护那些珍贵的传
统文化。

太阳渐渐西斜，金色的余晖洒在古
富村的每一个角落，给整个村子披上了
一层梦幻般的纱衣。村子的年俗活动也
渐渐接近尾声，人们带着满满的喜悦和
回忆，踏上归途。小汽车、摩托车的引擎
声再次响起，交织成一首和谐的乐曲。
古富村的大年初二，在热闹与温情中落
下帷幕，但它所承载的故事，所蕴含的情
感，会永远铭刻在每一个村民的心中，成
为他们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在未来的日子里，古富村或许还会
面临更多的变化，但我坚信，这片土地
上的人们，会像守护自己的家园一样，
守护着那些珍贵的传统文化。让古富
村的大年初二，这一独特的年俗活动，
如同璀璨的星辰，在岁月的长河中永远
闪耀。

古富村的大年初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