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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笔 记

文物说

银梭岛遗址

外地游客在巍山县庙街镇添泽村麦田和油菜花田中赏花游玩。（摄于2月23日）
初春时节，红河源头油菜花盛开，乡村田畴春意盎然，吸引众多游人走进田间踏春赏景，流连忘返。

［通讯员 张树禄 陈玉平 摄］

大 理 美

游 踪

本报讯（通讯员 杨宏毅 李文海）
2025 年第四届“七彩霞客路·美丽滇西
行”宾川鸡足山至丽江徒步活动历时 4
天，于 2 月 22 日下午在丽江徐霞客纪念
馆完满收官。

386 年前的正月二十二日，地理学
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应丽江木府
的邀请，从宾川鸡足山经桃花箐到黄坪，
由鹤庆西邑、松桂、辛屯，翻过邱塘关，历
时 4 天于正月二十五日到达丽江木府，
结下了一段深厚的友情。

2022 年正月二十二日，由大理州徐
霞客研究会和丽江徐霞客研究会，联合
鸡足山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等，在省
内户外运动爱好者和徐霞客文化研究
者、爱好者共同支持下，沿着徐霞客当
年走过的线路，组织开展为期 4 天的

“七彩霞客路·美丽滇西行”宾川鸡足山
至丽江徒步活动，至今该活动已经连续
举办四届。

2 月 19 日，以 386 年前徐霞客从宾
川鸡足山徒步前往丽江的历史线路为契

机，第四届“七彩霞客路·美丽滇西行”徒
步活动在鸡足山景区悉檀寺遗址启动，
来自云南和山东青岛等地的 30 多位参
与者，带着对徐霞客精神的崇敬与对未
知旅程的期待一路前行，从鸡足山放光
寺、桃花箐抵黄坪，经过北衙、西邑、松桂，
再过文星、金赤河、鹤庆、草海、新华村，
经辛屯到丽江七河、观音峡、邱塘关，最
终抵达活动终点——丽江徐霞客纪念
馆，并在丽江举行分享会。4天行程155
公里，大家分享了一路走来的收获，并对
完善和进一步升华活动内涵，提出了许
多意见、建议。

“七彩霞客路·美丽滇西行”徒步活
动旨在传承和弘扬徐霞客精神，共同领
略徐霞客笔下的滇西风情，见证徐霞客
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促进文化
交流，增强文化认同感，推动宾川鸡足山
与丽江市文化交流与合作，共享徐霞客
文化研究成果，续写徐霞客与鸡足山、鸡
足山与丽江木府的千古情谊，推动徐霞
客文旅融合新发展。

□ 范茂华

尽管还没有立春，此时洱海生态廊
道已经满眼春意。青瓦白墙的白族民居
门前绽放着粉色的桃花，漫溢着春的气
息，岸边垂柳欣欣然睁开了眼睛，星星点
点的绿，尽显生机盎然的景色。此刻的
洱海，冬天即将走远，春天已在路上。漫
步洱海生态廊道，感受新春的美好。

走入湿地公园，漫漫人海打破了往
日的寂静，汇入人流沿着湖边走廊观景，
春天的欣欣向荣尽收眼底。天水蓝得浑
然一体，海天相连，宽阔无垠，清净的蓝
覆盖了整个视野，让人心旷神怡。很多
游人在漫步，也有游人在湖岸观景台赏
景，感受海的博大，风的倾情。苍山风来
满眼春，它吹醒了沉睡的大地，吹开了万
紫千红的春天。洱海碧波映蓝天，波光
涟漪如绸缎般舒展。海鸥飞翔，候鸟欢
聚，生态洱海生机无限。我边走边拍摄
着让我心动的风景。那灰褐色的杉木，
静穆的内心一定蓄满了深情饱满的绿
色。修长俊俏的水杉映衬着蓝天，别有
一番特色，清爽，雅致，优美。玉兰开在
高枝上，仿佛在庄严地宣告春天的到
来。小小的迎春花，用灿烂的笑容迎接
春天的莅临。正抽芽的柳枝，把春的秘
密泄露，清新妩媚的湖岸，让无数游人沉
醉其中。沐浴着阳光，吹着海风，品味大
理风花雪月的浪漫。我认真读春天的
信，洱海的景，让美好的时光过得悠长，
有春的韵律。

漫步洱海岸，走进洱海的春天里，洱
海生态廊道，像一幅画卷铺展，身心完全
放松，进入舒缓状态，享受微风的抚摸和

阳光的亲吻，心神徜徉，舒展思绪，无尽
享受。心情和春天一起苏醒，随着风景
斑斓多彩起来。大自然有着冬的严酷，
同样赠与我们春的轻快美丽，让我们感
受到生命的魅力。

洱海生态廊道是一条人与湖和谐共
存的乐章，将沿岸的村庄连接在一起，各
具特色的白族传统村落依湖而建，山水
相依，人与自然和谐一体。从南到北，洱
海西岸的生态廊道是一幅美不胜收的风
景画卷，沿途我们可以亲近洱海，品读，
聆听，静阅，洱海的万般秀美，碧波万
顷。阅览湖光山色的旖旎风光，品一品
白族风味小吃，此时你会感叹，生在大理
真是人间的福气。

蓝天白云清风相伴，沿着绿色长廊
一直走，唯恐错过一个个美景，古朴典雅
的民居，如邻水而居的美人。湿地景观
与自然生态环境相结合，森林、湖水、草
地相得益彰，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网红 S 湾总是生态廊道上必须
打卡的景点，新春佳节期间游客来来往
往，热闹无比，洱海以博大容纳喧嚣，用
它长长的步道，缓解拥挤，汇聚洱海边
的游客与之相比，依然是小小的存在，
我们自由自在地拥入洱海的怀抱，听
风、赏花、观湖，在生态廊道感受别样的
年味，也在生态廊道感受春天的蓬勃气
息。途中我们相遇了，来自不同地域、
不同年龄的游客，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表
情心情，表达着对洱海的喜爱和赞美。
春光无限，心情如春。

春到洱海，来和大理的春天相遇，
时光虽然短暂，此时的拥有却又是博大
无边。

□ 常泽荣

罗里密，一个用彝语命名的村子，
意为老虎出没的地方。

在岁月流淌的时光里，罗里密如同
一首古老的歌谣，地处漾濞、云龙交界
之间，是一个彝族聂苏支系聚居的村
落，一条羊吃密河环绕董家村顺流直下
与顺濞河交汇，沿着罗里密、撒高密边
界流向澜沧江。

罗里密，宛如一个藏在岁月深处的
村庄，被人们称为“佬武人”生活的遁世
之所，有着一曲曲催人奋进的凯歌，有
着独一无二的民俗风情，心里无数次向
往着前去探寻，去看一看它的山野溪
流，看一看它的民俗风情。

于是，背上行囊，踏上充满渴望与
期待的旅程，去感受其烟火袅绕的故
事。怀着一颗虔诚而炽热的心，向着罗
里密方向，奔赴一场与“佬武人”相知相
识的盛大约会。

当驱车来到罗里密，眼前山峦连绵
起伏，河水清澈明净，森林郁郁葱葱，一
阵风吹过，绿色的波涛在翻滚。每一座
山峰都有自己独特的姿态，像一个个独
立昂首的巨人，诉说着罗里密岁月的往
事，诉说着它的坚韧与不屈。这里的一
切，都有着一种原始而纯粹的气息，让
我瞬间忘却了外界的喧嚣与纷扰，沉浸
在这方宁静而美好的山水之中。

罗里密村辖罗里密、董家村、撒高
密三个村民小组，203户 803人，与云龙
河东村插花相依，有汉族、彝族、傈僳
族、苗族、白族等五个民族，其中彝族人
口占 98%，是一个典型的彝族聚居村。
罗里密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彝族古村
落，拥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历经几百年
的发展历史，勤劳的“佬武人”在生产劳
动中创造了彝族刺绣、篾编、制香等传
统的民族手工艺，但随着时代进步和经
济发展，这些优秀传统民族工艺逐渐没
落。在施雅的带领下，这些民族文化得
到了传承与保护。在与施雅的闲聊中，

我听到了罗里密村现在与未来发展的
路径，听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思路和脚
踏实地的产业探索。

施雅带着我们沿着蜿蜒的小径前
行去董家村。一路上，地里成片成林的
核桃树，这个季节早已掉光了树叶，裸
露着骨干枝条，在岁月的磨砺下显得格
外萧条。核桃曾是农户的支柱产业，随
着市场的波动，价格越来越不景气，盛
极一时的核桃经济，如今一直低落不
起，村里很多的劳动力外出务工，另外
寻找一条增加家庭收入的路子。

我们一路上走走停停，董家村入户
道路是一条弹石路，由于雨季雨水的冲
刷，很多路段坑洼较大，久年的弹石也像
老年人的牙齿，脱落得七零八落。施雅
说：“今年一定铺上水泥路”，前期工作
基本做好了，农户投工投劳会议也开了，
县里补助了一公里30万的资金，过几天
就能开始施工，还说到年内要把撒高密
和木瓜祖小组的入村道路硬化完成，听
到她的介绍，我的内心一下澎湃起来，
多好呀！下次再来就不会那么灰了。

溪边的石头，静静地躺在那里，见
证着罗里密岁月的变迁，聆听着罗里蜜
蓬勃发展向前的故事，为充满朝气的罗
里密带来了生机与活力，给这片静谧的
遁世乐园增添了一份灵动之美。

欢快恬静的羊吃密河，流淌过岁月
的辙印，诉说着往昔的沧桑，也孕育着
新的希望。乡村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
的第一要务，只有不断把新的产业落到
实处，才是农村发展的源头活力。近年
来罗里密的烤烟、工业辣椒、黄瓜种植、
刺绣、篾编，是罗里密产业发展路上新
生的芽，在阳光雨露下蓬勃生长。

进到村子里，处处青瓦白墙，水泥
路连接着农户，村口外有一个篮球场、
一个活动室、一座公厕，整个村干净整
洁。村子里人不是太多，部分人出去打
工去了，留在家里的是一些照顾老幼的
家庭劳动力和不能外出务工的残疾
人。为了增加收入，在施雅的带动下，

会刺绣的刺绣，会蔑活的做蔑活，种烤
烟的种烤烟，发展工业辣椒的发展工业
辣椒，种黄瓜的种黄瓜，整个罗里密村
的留守人员都行动了起来，各自发挥着
各自的优势，新的产业结构在不断壮
大，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罗里密大地
上缤纷彰显。

在村口宁静的小院门口，遇见一位
正在编竹编的男人，正演绎着一场指尖
上的艺术，他面前堆着几根新伐的竹
子，表皮泛着淡淡的青色，带着自然的
清新。他拿起一根竹子，利刀落下，竹
子瞬间被劈成均匀的竹片。接着，他手
持特制的刮刀，一下又一下，将竹片刮
得光滑平整，再细致地分成宽窄一致的
篾条。最让人信服的是编织环节，他双
手如灵动的舞者，竹篾在他的指尖穿梭
交织，或挑或压，动作行云流水。不一
会儿，一个精巧的竹篮雏形便已呈现。
这篾编，编进去的是岁月沉淀的智慧，
织出来的是传统手艺的坚守与传承，每
一道纹理都诉说着时光的故事。

我们入户到一位传承刺绣的大妈
家，她家高高的楼房，宽敞的院子，大门
古朴典雅。大妈笑盈盈地在门口迎接我
们，每一道门都贴着红对联，洋溢着节日
的喜庆，她拿出绣品让我们欣赏，彝族
聂苏支系刺绣，是35个彝族支系里的一
个重要支系技艺，也是“佬武人”生产生
活中孕育出的艺术瑰宝。其色彩浓烈大
胆，红如火焰，蓝似苍穹，黄若暖阳，碰撞
出视觉的盛宴；图案丰富多样，既有古老
传说中的图腾符号，也有日常生活的生
动剪影，承载着彝族的历史与文化。

大妈现场绣了起来，只看见她指尖
轻舞，以五彩丝线为笔，在黑布上勾勒出
山川日月、花鸟鱼虫，每一针都饱含着对
生活的热爱与对自然的敬畏。彝族刺
绣，不仅是精美的手工艺品，更是彝族文
化的鲜活载体，它穿越时空，向人们诉说
着它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底蕴。

大妈是罗里密村的彝族刺绣非遗传
承人，她带领着女同胞们做刺绣，一来增加

收入，二来传承技艺。有她们这样一群人
的坚守与付出，彝族刺绣才得以不断赓续。

在去董家村小组路途中，我们特意
去看了久闻其名的羊吃密野温泉。温
泉就在去董家村路口进去一公里多点
的地方，顺公路进去，在河对面的山脚
下，温泉隐匿于山林之中，蜿蜒的小径
尽头，两潭碧水映入眼帘，热气在水的
表面腾起。温泉从几块大石头之间流
出来，其中一池温泉，人可以穿过石头
缝隙钻到里面去泡。四周是繁茂的植
被，枝叶在微风中轻颤，仿佛在守护这
份自然的馈赠。泉水清澈见底，能瞧见
水底圆润的石子。有几个小孩子泡在
温泉里，游来游去就像是自由的鱼儿，
仿若尘世之外的仙境。

我伸手探入，温热的水流瞬间包裹
指尖，暖意从掌心蔓延至全身。我褪去
鞋袜，将双脚浸入泉中，感受着这份惬
意安逸的舒适，闭上眼睛，耳畔只有潺
潺的水流声，尘世的喧嚣被大山远远隔
绝。这方野温泉，是自然给予的温柔慰
藉，让人沉醉在这质朴纯粹的美好里。

烤烟收入一年比一年增加，去年的
烤烟收入就有 800 多万元。烤烟，不仅
承载着村民们的汗水与梦想，更成为乡
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为农户增收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罗里密走访的过程中，让我感受
到了人们的坚韧与向往美好的愿景。这
里的每一片树叶，每一朵花儿，每一声鸟
鸣，都让我无比地敬畏。他们让我明白
了生活的真谛不在于名利的追逐，而在
于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

罗里密的山山水水中留下了施雅
奔忙的足迹，每一个季节里都挥洒着她
的汗水，她带领着乡亲们一同追寻着一个
幸福永恒的目标。她就像是路旁的花草
肆意生长，不与世俗的繁华争艳，只在这
片宁静的土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罗里密，是我心中的遁世园，这份
与你相遇的美好，也将永远铭刻在我的
记忆深处。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银梭岛是洱海东南的近岸小岛，是史前人类生息
活动的场所之一，因无人居住，未受到人为破坏，仍处于自然堆积状态。

银梭岛遗址是一处堆积十分丰富的贝丘遗址，先后出土了陶器、石器、贝器、骨
器、青铜器和玉器等，总数达1万余件。从贝丘遗址中出土了青铜器物，这在云南省
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其考古发掘成果将大理文明提前了一千年，从原来的四千年
文明史扩展到和中原一样的五千年文明史。 ［迟晓娟 金镇雄 文／图］

走 进 罗 里 密

□ 苏汝艳

中和峰，地处滇中高原与滇西横断
山的结合部，位于云岭山脉的南端，是
苍山十九峰之一，海拔4088米。中和峰
下，坐落着一个栖居了无数文艺家的新
农村——中和村。

慕名前往，我们一行从下关驱车来
到大理镇西门中和村，中和村是西门下
辖的一个自然村。进入村庄，我就被墙
壁上题写的几幅书法作品吸引，浓厚的
文艺气息扑面而来。村里村道整洁，松
石挺秀，灰瓦白墙的白族民居依坡而
建，错落有序。风格独特的客栈民宿、
低调内敛的艺术空间点缀其间。当我
们途经一个很窄的拐角，正要爬坡拐弯
时，恰巧对向驶下来一辆车，那辆车才
见我们，立马倒车让我们先过。段老师
庆幸地对我说，手动挡的车上坡起步也
能做得这么自如，要换成她那就成问题
了。很明显，是对方礼让我们。这虽然
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村民文明礼
让的行为，却是中和村乡风文明新气象
的具象化呈现，着实让我们感动。

我们逐一参观了中和村部分历史
文物古迹和具有代表性的几家工作室，
比如宇宙童行家园、惟月·梵唱与茶、云
工开物、中和回响以及中和书院。我被
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那广阔有趣
的创意思维深深折服，不仅惊叹于他们
的审美，还惊叹于他们对艺术孜孜以求
的匠人之心。寻常的落叶、碎瓦、木头，
只要经过他们的手，都会被他们神奇的
艺术灵感赋予新的生命力。哪怕是一
件残缺得仅剩下底座的瓷器，也会在艺
术工匠精湛的瓷器修复工艺中得到重
塑，获得新生。我更加惊叹于他们对乡
村老房老舍的修葺，和对乡情乡愁的拾
遗保护。他们尊重和顺应自然，在原汁
原味保留住乡土农耕文化的基础上，把
艺术的简约与乡村的素朴，和谐统一地
勾勒进青瓦木屋之中。或许是一句笔
力遒劲的诗意偈语，或许是一株土陶罐
中默然盛放的马蹄莲，又或许是一套被
光阴包浆雕琢了的老式桌椅，哪怕是一
只从你身旁蹑手蹑脚而过的猫咪，似乎
都早已自然而然地，被时空之中流淌着
的真、善、美熏陶与感染着……每一个

诗意空间里，那独特、随性、自然的小小
留白，都仿佛存在着无边无垠的力量。
置身其间，时光仿若放慢了脚步，心头
的疲劳消隐于寂静，内心深处的浮躁和
执着，也全然放下。方寸里，既有清风，
也有明月，倏忽间，身心得以休憩，得以
疗愈，自在且安然。或许，这便是吸引
那无数风尘仆仆的旅人，前来这清幽的
山水之间，栖息旅居的理由之一吧！

中和村原住村民不多，仅有 129 户
470多人。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部
署实施，中和村紧跟时代的新步伐，在
充分保护村内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因
地制宜对乡村建设施以文化赋能，积极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新
格局，一时间，外来旅居人口逐年增
加。现如今，已吸引外来“新村民”1000
多人。新村民们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
艺术领域，有音乐、漆器、文学、美术、舞
蹈、教育、影视等知名艺术家，当然，也
有许许多多因为喜爱大理的山川风物，
专门远道而来旅居生活的“新村民”。
外来人口的入驻，改变了中和村老百姓
的经济发展理念与模式。从失地农民，

到新业态的经营者和文化兴村的参与
者，艺术文化不仅带动了村集体经济，
还促进了农民群众增收，中和村的百姓
过上了更加富足的生活。杜武村长向
我们介绍，截至目前，全村共有各色工
作室 16 个，客栈民宿 55 个，餐饮店 5
个。中和村将文学艺术作为画笔，把乡
村本具的资源禀赋、历史文物古迹，与
多姿多彩的文化，一起凝练研磨为成色
更加饱满的油彩，在以大理良好生态铺
就的乡村振兴画卷上笔走龙蛇，绘就出
了一幅清润简远、浩渺连绵的大理版

“富春山居图”，这“艺术家第二居所”的
称谓当之无愧。

不知不觉，夜已深。洱海边星星点
点的村落，已然酝酿绚烂缤纷的梦。我
依旧徜徉在中和村的那一种沉醉时光
之中，临风望月，思绪漫展，循着茶马古
道清脆悠远的马铃声，拾级而上。灿烂
的星光下，洱海边吹来的风，轻轻流经
我的发梢，流进我的心。听！那成群结
队的鸥鸟们在欢快地歌唱，那旋律，正
是中和峰下质朴却动人心魄的民谣回
响……

徜徉在中和的沉醉时光
春到洱海岸

第四届“七彩霞客路·美丽滇西行”
徒步活动完满收官

巍山：油菜花开醉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