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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说

剑川西门街古建筑群

游 踪

□ 张美华

在我儿时上学的路两边，分布着一
畦畦豆田。一个不留神，豆苗就长得半
人高了。我见证了豆苗从瘦弱的稀稀疏
疏长成茁壮的密密麻麻的整个过程，那
感觉，就像邻家小妹和我一同成长，只不
过我变化不大，她却在三四个月的时间
里拔节生长。

待豆苗长得有半米高的时候，母亲
会去采摘一些嫩豆叶回家。把豆叶焯水
后，拌上少许麦面，蒸着吃。这样的吃法
今年我还重温了一下，豆叶淡淡的清香
让我一下子仿佛回到了童年。又过了一
段时间，绿油油的豆苗间开出了一嘟噜
一嘟噜的小花，欢笑着、翻滚着，嬉戏于
春光里。

那一阵子，家和学校之间成了一座
花园。每天穿过花园去上学，眼里是花
儿的美丽容颜，鼻息间充溢着花儿淡淡
的清香，就连脚步都轻快了呢！最令人
高兴的是，花儿凋谢枯萎之后，碧玉般小
小的豆荚悄然从花萼处冒出来，慢慢长
大，慢慢鼓起，当整个豆荚日渐丰腴，挺
起圆鼓鼓的肚子时，我们肚子里的馋虫
也开始蠢蠢欲动，可以吃青啦！从豆田
边经过，随手摘几把豆荚，剥掉外壳，就
可一饱口福了。剥开豆荚青色的外套，
露出白玉一般的蚕豆，这时的蚕豆还穿
着一件里衣，解开里衣，就是翡翠一般的
豆米，那形状俨然一只小青蛙。把这玉
蛙放进口中，一股清甜顿时充溢整个口

腔，在鲜少有零食的年代，青豆米慰藉了
我的味蕾，犒劳了我的脾胃，为我童年的糖
果盒里添上了一块绿色的方糖。时隔多年
后，我生吃过青莲子，那味道和当年生吃青
蚕豆一样，甘甜中带着丝丝清香。

每次摘豆荚都是有限制的，也就三
五个，一是生豆米不能多吃，怕肚子不牢
靠；二是那路边的豆田不是自己家的，尽
管豆田的主人不会计较那仨瓜两枣的豆
荚，可我们都很自觉，更没人会浪费或者
使坏，毕竟，每一个小伙伴都参与过家里
的劳作，都知道粮食来之不易。青蚕豆
除了生吃，还可以烧着吃。把蚕豆剥好，
用细竹签串成串，在火上烤，眼瞅着青白
色的豆皮慢慢收缩炸裂，露出青绿的豆
米，一股清香扑面而来。

等豆子全部成熟时，母亲会给我们
做豆米粑粑。摘一大篮子豆荚回家，剥
去外皮和里衣，只留豆米。豆米煮熟，捣
碎，再放入糯米面，和成面团。把面团揪
成一个面剂子，做成大小不一的面饼，用
少许香油煎炸。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香
油和糯米都属比较紧缺的食材，不像豆
子一般稀松平常，所以油少，糯米面也放
得少，做出来的豆米粑粑整个都是绿油
油的，一口咬上去，豆子特有的香味儿直
冲脑门，让人直呼过瘾。豆子的那股子
豆香味让我一下子想到母亲的乳汁。有
一次，我看见舅母在给表妹喂奶，那乳汁
的香味和这豆香味一般无二。母亲已没
有乳汁，而我家又喝不起牛奶，我就用这
豆香味聊以解馋吧。

最忆蚕豆香

“文献名邦”剑川古城始建于明代初期，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古城现今保
留有160多处明清古院落和民国建筑。古民居建筑的保留量占全城民居总数的90%
以上。有不少“四合五天井”“三坊一照壁”“四合院”“平房带闷楼”“前铺后杂院”的
典型白族民居院落。

其中何可及故居、昭忠祠、张勉宅院、王英家宅、何桂枝宅院、段学颜宅院、陈家
大院、张时宜家宅和赵将军第九个明代建筑院落组成的西门街古建筑群于2006年5
月被公布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门街古建筑群建造于公元 1500
年-1629年，是云南至今保存完整、数量较多而又集中的明代历史建筑，有专家称它
为“白族明代建筑博物馆”。 ［张丽萍 段涤瑕 段晓松 文／图］

□ 陆向荣 文／图

一路春风随，送我入田园。此次
到苍鹭谷，是专门为欣赏鱼鹰捕鱼技
艺而来。

苍鹭谷位于红河源头巍山坝子
西山福庆水库边，距巍山古城大约 30
公里。在巍山，好多人不知道苍鹭谷，
但只要一提起福庆水库，男女老少无人
不晓。记得小时候，爷爷就给我讲过他
年轻时和村里人一起自带口粮和劳动
工具，步行到离家 70 多公里外的巍山
坝子修建福庆水库的事。

如今，始建于1959年的福庆水库已
成为一座以灌溉为主兼有防洪等功能
的重要水利设施，福泽巍山坝子上万亩
农田和成百上千个村庄，还真应了那句

老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而苍鹭谷，也因水库边的湿地上栖

息着许多野生苍鹭而得名。
苍鹭谷如今已是巍山著名的乡村

旅游景区，这里依山傍水，风光旖旎，气
候宜人，最新开发的摩托艇、水上运动、
鱼鹰捕鱼表演等休闲项目，更是吸引了
众多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前往休闲度
假、旅游观光。

到达苍鹭谷时，水库边的草地上，
三只小鱼鹰正在一个小竹篮里晒太阳，
又萌又可爱。导游介绍说，鱼鹰刚出壳
时，跟小鸭子差不多，需要主人精心呵
护，每天都要用2斤左右的鲜鱼喂它们，
只需三个多月，鱼鹰便慢慢长大，就可
以跟着父母下水学习捕鱼了。

“十来只灰黑色的鸬鹚站在船舷

上，好像列队的士兵在等待命令……”
这是上小学时，语文课本里《鸬鹚》一
文中的句子。其实鱼鹰就是鸬鹚，本
是野生鸟类，经渔民驯化后成为捕鱼
的好帮手。

据历史传说，南诏国时期，鱼鹰一
直是皇室贵族喜欢的水上猎鱼之物，到
了大理国后的第一代国王文武帝段思
平，在喜洲沙村开始修建避暑行宫，每
到炎热的夏季，国王便携带家眷、亲信
到沙村避暑纳凉，命朝内专设的直属寻
鹰人在洱海朝夕捕鱼享用。

在大理，鱼鹰捕鱼技艺已于2009年
6月被公布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驾着小船给我们进行鱼鹰捕
鱼表演的，是大理喜洲沙村人，叫杜利
琴，今年 38 岁，已是家里鱼鹰捕鱼技艺
的第八代传承人了，大家都叫他小杜。

下水之前，要在鱼鹰的脖子上拴上
草绳，是防止它们将捕到的大鱼吃掉。
木桨划动小船，慢慢驶向水库深水区，小
杜口中喊着特有的口令，并用手中的竹
竿有节奏地敲响船舷，几十只鱼鹰便纷
纷扑腾着翅膀钻进水里去了，水面立刻
失去了平静，荡起一圈圈粼粼的波纹。

我们乘坐的是另一艘小船，划船的
人姓杨，年岁稍长些，和小杜来自同一
个地方，我们叫他老杨。两艘小船并排
而行，以方便游客观看鱼鹰捕鱼。

几分钟后，就有鱼鹰捕获了五六斤
重的鱼浮出水面，另一只鱼鹰也马上扑
了过去，两只鱼鹰合力将鱼拖到船边，小
杜用网兜将鱼鹰捞上船，一把抓住它的
脖子，把鱼鹰口中的大鱼挤了出来，从旁
边的桶里捞了两条小鱼扔给它作为奖
励，然后又把它甩进水里继续捕鱼。

“要是捕到太大的鱼，鱼鹰能拖得

动吗？”面对大家疑惑的眼神，老杨说，
鱼鹰捕鱼，既有单打独斗，也讲互相配

合。对付一般的鱼儿，一只鱼鹰费不了
多大的力气，就能将其捕获，若是大鱼，
七八斤、十几斤，甚至二三十斤重的，他
们就会群起而攻之。

为了方便我们拍照，小杜将事先准
备好的几条小鱼扔向水面，所有的鱼鹰
都扑腾着翅膀，开始争抢小鱼。吃饱喝
足的鱼鹰，悠然地立在船边扇着翅膀，
时不时弯脖向下，去梳理尚未干爽的羽
毛，抑或扬起长长的脖子，“嗬嗬”地叫
上几声。

老杨说，平日里不能让鱼鹰吃得太
饱，吃饱了它就会偷懒，在表演时就算
主人猛甩竹竿，喝声震天，它还是缩身
躲藏，或是钻入水中游到一旁，懒洋洋
地躺在水面上一动不动，和主人玩起捉
迷藏来。

表演结束，我们乘船上岸，小杜将
捕到的一条大鱼送给了我，一细看，这
鱼已没有了眼睛。原来鱼鹰捕鱼时，会
先将鱼的鳍一点一点地划破，让它游不
起来，然后再将鱼的眼叨破，让它行动
没了方向，大鱼就只能任由鱼鹰摆布。

夕阳西下，我们也踏上了回程的
路。透过车窗而望，碧波荡漾的水库，
青瓦白墙的村庄，豆麦吐绿的田园……
忙碌了一天的苍鹭谷，开始安静下来，
一切是那么温馨祥和。

随着地方生态环境的好转，不只是
鱼鹰、苍鹭，还会有更多的野生水鸟到
苍鹭谷安家落户，诗人王勃笔下“落霞
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
一定会在这里展现。

渔舟唱晚青山秀，围炉煮茶碧水
清。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 赵树军

传统饮食文化中，豆腐作为一种营养
丰富、口感多样的食材，深受人们喜爱。

弥渡豆腐宴即弥渡本土饮食文化和
中原饮食文化的融合发展、碰撞流变的
典型代表。是以密祉豆腐制作传统小作
坊加工制作的本地豆腐为主要原材料，
通过不同的佐料配兑和特有的烹饪方
式，制作成的系列豆腐菜品。

弥渡豆腐宴主要流传在小河淌水的
故乡密祉，该项目于 2020年被大理州人
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在密祉地区也流传着

“密祉好，豆腐十分娇”“千年老传统，一
品密祉嫩豆腐”对密祉豆腐独有的特点

“嫩”“板”的形象描述。嫩，指的是极富
韧性；板，则是容易雕刻不同的形状。

了解一个地方，先从它的美食开始，
密祉也不例外。密祉豆腐宴作为弥渡豆
腐宴的佼佼者，以其独特的饮食习俗和
精湛的烹饪方法造就了餐盘上的美味佳
肴，引得众多外来游客和美食爱好者纷
至沓来，无不大快朵颐而归。吃过豆腐

宴，唇齿留香，清白存心，犹如看过一场
密祉正月十五闹花灯，犹如在月夜下醉
倾《小河淌水》的柔美旋律涤耳，一股浓
浓的乡愁萦绕心间，是永远挥之不去的
乡土记忆。

随着文旅融合，传承百年的密祉豆
腐宴将密祉独特的人文、自然资源融入
菜品，让密祉一草一木、一溪一涧、灵山
太极等在豆腐宴里书写时代传奇。目前
研发的主要菜品有密祉神韵、太极祈福、
妹盼郎归、卧龙迎宾、翰林豆腐、虎掌归
巢、农家碧玉、盛世花开、十里飘香、井泉
溢珠、忆贤三彩、桂花婚约、凤桥相依、碧
云记忆、三姐巧蒸、古道情缘、阖家团
圆、金黄嫩酥等二十余种菜品。每道菜
都流传着历史佳话和人文风情，如翰林
豆腐，来源于清代弥渡的龚渤、谷际岐
两位翰林。龚翰林是制作咸菜的高手，
谷翰林则是品尝豆腐的行家。他们的
合作，使得这道豆腐菜品既有了咸菜的
独特风味，又保留了豆腐的鲜嫩口感，
让人回味无穷。

一席豆腐宴，一生惦念的情，尝的是
美味，品的是文化。

“喜”由心生
拍摄地点：云龙县团结乡河东村
拍摄时间：2月18日
作 者：张溯凡

苍鹭谷里看鱼鹰

弥渡豆腐宴
□ 潘云松

在巍山古城，屹立着一座充满历史
痕迹和红色故事的宅子，它就是徐家大
院。就是在这样一座边陲小镇的普通宅
院里，竟然走出了七个早期投身中国革命
事业的兄弟姐妹，他们的事迹令人敬佩。

徐家大院位于巍山古城北门外，穿
过拱辰楼，由南向北沿日昇街步行百余
米，道路西侧就是徐家大院。整座大院
建于清朝中后期，占地面积1200多平方
米，建筑面积900多平方米，大院建筑风
格独特，大门仿西式尖顶建造，由南北
两个院落组成。主院落是古朴典雅的
四合五天井格局，中有圆门相通，院内
照壁翼角飞展，主房梁雕刻精湛。整座
大院布局错落有致，曲径幽深，较好地
保存了清代民居风格。

1905 年，时年 24 岁的徐家大院老
主人徐咸泰以优异的成绩被京师大学
堂（北京大学前身）录取，从这一年开
始，徐咸泰走出徐家大院，寻求西方民
主与科学思想，加入了同盟会。1915
年，徐咸泰参与筹划并参加了大规模的

“护国讨袁”行动，随后积极参与“护法
运动”，之后，徐咸泰不仅加深了对孙中
山领导的国民政府的认识，同时也接触
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新思潮。回

到巍山后，他成为共产主义的宣传者。
徐咸泰的理解很朴素：“中国的穷人太
多了，共产党为穷人，所以共产党肯定
会做大，未来的中国一定是赤色的天
下”。徐咸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思
想，对徐氏兄弟姐妹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他对子女的教育采用了当时较进步
的教材，推崇梁启超先生“少年智则国
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的主
张，把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
身上，不仅引导自己的子女投身于革命
的洪流，还影响了一大批蒙化（现巍山）
的有志青年，走出蒙化投身革命。

走进庭院，在照壁的墙壁上有徐家
七兄妹的个人照，其他三间屋舍里展示
的是与徐氏七兄妹革命事迹相关的历
史照片，通过这些珍贵的照片，我们看
到的是徐家七个子女为革命事业前仆
后继的事迹。

徐克家是徐咸泰的长子，15岁时考
入昆明工业学校读书，进一步接受革命
思想，他遍读五四时期的进步书刊，并
带动鼓励两个姐姐“我泱泱中华，英雄
辈出，这样的英雄肯定有，只是我现在
还不晓得在哪里，找到他，我们一起跟
上。”1921 年，徐克家考入北京工业大
学，学习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并同王复生、王德三共同发起组织

“云南革新社”（后改为新滇社），是该社
的领导骨干之一。徐克家是蒙化县（现
巍山县）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
员。1927 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 年 5
月，任中共潮梅特委常委兼秘书处主
任。不久，潮梅特委遭破坏，徐克家被
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28年7月18日，
在广东省汕头市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时年仅23岁，是巍山县的第一个革命烈
士。徐克家仅存的影像是截自 1919 年
赠予表兄的一张照片，背后赠言是他留
下的唯一手迹：“看我们中国好像满天
都被乌云遮了一般，只望来一阵大风，
把他吹散。”

徐克家的牺牲，激起了徐家兄弟姊
妹六人的血性，他（她）们相继投身革
命，大姐徐克峻（徐克静）于1926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是巍山第一个女共产党
员，云南妇女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二姐
徐克娴（徐克）于 1927 年 3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是云南妇女运动的先驱者。弟
弟徐克崇（徐宁生、徐卫民、余卫民），
1938年10月，在担任抗大总校军事教员
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滇桂黔边区
纵队第 9 支队司令员，徐氏姐弟逐步成
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弟弟徐克镇
（艾民）也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两个弟弟

徐克梁、徐克权（徐云）也参加了革命，徐
家成为巍山县有名的革命家庭。徐克峻
丈夫张浩、徐克丈夫刘元林，同样为中国
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伟大的贡献。

徐家大院里陈列的一幅幅照片，让
人们感受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期间的
峥嵘岁月，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正
是有了像徐家兄妹这样的英勇人物，我
们的国家才能从苦难走向辉煌。

2024 年 10 月，徐氏兄妹革命事迹
陈列馆在徐家大院开馆。徐氏兄妹为
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付出努力甚至生
命代价，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和革命事
迹，成为培养爱国主义、培育民族精神
的力量源泉。

徐家大院是大理地区的宝贵红色
资源，在这里，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那
段充满激情和斗志的日子，并为此感到
深深的震撼和感动。我们可以感受到
那个时代人们沸腾的热血，可以听到他
们的呐喊声，也可以看见他们的笑容和
泪水。正是因为他们前仆后继的付出，
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徐家大院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
段历史的见证，它承载着革命的火种，
传递着不屈的意志。时代变迁，但徐家
大院巍然屹立，它像一座丰碑，永远铭
刻着那段光辉的历史。

巍山的“红”色记忆——徐家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