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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笔 记

文物说

石钟山石窟

3月3日，洱源县茈碧湖畔木瓜
花相继绽放，满树红艳艳。

洱源的酸木瓜远近有名，每年都
有大量木瓜上市，深受消费者青睐。
眼下正是木瓜开花时，红艳艳一大
片，成了人们春游赏花的好去处。

［通讯员 施新弟 摄］

大 理 美

游 踪

木瓜花开满眼春

□ 刘艳梅

洱海的月，是大理最温柔的诗。它
从远古的云烟中升起，洒下清辉，照亮了
苍山的雪，也照亮了洱海边的雕梅。月
光下，雕梅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仿佛是
时光深处传来的低语，诉说着一段段悠
长的故事。

春日，一个月圆之夜，我独自漫步在
洱海边。月光如水，波光粼粼，远处的苍
山在夜色中若隐若现，仿佛一幅淡淡的
水墨画。我沿着洱海的堤岸，一路寻找
着雕梅的踪迹。雕梅，这颗小小的果品，
早已融入大理的山水与白族人民的生
活，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

在洱源县的一个小村庄，我见到了
一位白族奶奶。她坐在院子里，面前摆
着一篮青梅，阳光洒在她的脸上，岁月的
痕迹与手中的雕梅相映成趣。奶奶告诉
我，雕梅的制作需要耐心和细心，每一刀
都要恰到好处，才能雕出最美的图案：有
的如翩翩蝴蝶，有的似绽放花朵，盛满了
祝福和爱意。

雕梅的历史，或许比这个村庄还要
久远。它始于唐朝南诏时期，那时的白
族姑娘们，用灵巧的双手在青梅上雕出
花样，送给心爱的人，或是作为出嫁时的
见面礼。这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
种情感的寄托。她们将对生活的热爱、
对未来的憧憬，都融入了这小小的雕梅
之中。

月光下，我仿佛看到了那些古老的
画面：年轻的姑娘们在月下雕刻着青梅，
她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手中的
雕梅在月光的映照下，闪烁着晶莹的光
芒。她们将雕梅送给心爱的人，那是一
种无声的告白，也是一种深情的承诺。

而那些收到雕梅的男子，也一定会在月
光下，感受到这份来自心底的爱意。

如今，雕梅依然是白族人民生活的
一部分。在大理的传统节日“三月街”
上，雕梅是必不可少的美食。人们围坐
在一起，分享着这甜蜜的果实，谈笑风
生。雕梅的酸甜，仿佛也映照着生活的
酸甜苦辣，让人回味无穷。而在白族的
婚俗中，雕梅更是情感的象征。新娘亲
手制作的雕梅，是她对新生活的期待，也
是对夫婿的深情。

雕梅的制作过程，也充满了生活的
仪式感。从采摘青梅，到精心雕刻，再到
腌制入味，每一步都蕴含着白族人民的
智慧和匠心。这不仅仅是一种技艺的传
承，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雕梅的世
界里，时间仿佛变得缓慢，能让人们用心
去感受生活的每一刻。

大理的时光，总是温柔而悠长。雕
梅在这片土地上，经历了千年的风雨，却
依然保持着它的独特魅力。

在与白族奶奶的交谈中，我了解到，
如今村里的年轻人也在努力学习、传承
雕梅技艺。他们用现代的方式推广雕
梅，让更多人了解这一独特的文化瑰
宝。雕梅，不仅是一种传统技艺，更是一
种文化自信的体现。它让白族人民在现
代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根，也让世界看
到了大理的魅力。

洱海的月，依旧高悬在夜空，洒下清
辉。而雕梅的香气，也在月光中弥漫开
来。这香气，穿越了千年的时光，带着白
族人民的爱与匠心，静静流淌在大理的
山水间。在这里，每一颗雕梅都是一段
故事，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首歌。而这些
歌，将永远在大理的土地上，轻轻吟唱，
见证着时光的流转与岁月的深情。

洱海月明，雕梅情长

□ 罗志华 沈洪斌

历经60余年风雨，见证了侨乡发展
历程的宾川县金牛镇柳家湾华侨社区
的迎侨堂，也承载了几代归侨侨眷浓浓
的乡愁记忆。

留住归侨侨眷的“根”。迎侨堂是
1961年 3月经中侨委批准，为迎接安置
印度尼西亚归侨而建的综合性活动场
所。迎侨堂的建盖得到中侨委专项经
费的支持，整个建筑采用苏联和印尼风
格，设计施工都是由太和华侨农场的技
术人员来完成，建盖所用的木料是组织
全场的劳动力从平川一根一根扛回柳
家湾的，所用的砖瓦也是华侨农场自己
的砖瓦厂烧制的。迎侨堂主体工程于
1963 年 7 月竣工，建筑面积为 946 平方
米，成为当时太和华侨农场，乃至宾川
县的标志性建筑。

迎侨堂分为前厅、中厅和后厅。前
厅、后厅为两层。前厅的一楼内设图书
阅览室、生产队会议室、照相馆；前厅的
二楼为场部的机关办公室、广播室。中
厅就是礼堂，二十世纪70年代初成为大
理州羽毛球训练基地。后厅的一楼为
舞台、配电室、电影放映设备存放室、化

妆室，二楼有两道悬挂垂幕的天桥。
1982年，迎侨堂的功能转变为华侨农场
党代会、职代会、电影院、文艺演出活动
场所，成为太和华侨农场政治、文化活
动中心。每逢节假日，侨乡群众相聚在
迎侨堂前的舞台上载歌载舞，热情奔放
尽显异国风情的歌舞、内容丰富的春节
游园活动、八一灯光球场上精彩激烈的
篮球、排球友谊赛、风味独特的越南卷
粉、印尼千层糕和缅甸的黑糯米糕等侨
乡美食，吸引着十里八乡的群众。归侨
侨眷与当地各族群众一同开展文艺活
动、观看电影、品尝各族美食、欣赏各族
服饰，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中相互学
习、共同进步。迎侨堂成了宾川最繁华
和最热闹的地方。

守住侨乡文化的“魂”。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迎侨堂的功能逐步消失，
由于年久失修，一度成为危房。2017年
11 月至 2019 年 12 月，宾川县人民政府
按照“修旧如旧”原则，整合省级侨务部
门补助资金和棚户区改造项目资金共
383.01万元，分两期对迎侨堂进行了修
复，并对周围环境进行了改造。为真
实记录华侨农场的历史，客观地反映
归侨侨眷的生产生活，充分展示宾川

丰富多彩的侨乡文化，2019 年宾川县
人民政府向广大归侨侨眷发出了实物
（老物件）、历史资料、图片征集倡议
书，在迎侨堂启动侨史陈列馆布展工
作，先后对布展方案进行了 4 次修改完
善。2022 年 7 月 19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
日投入项目建设资金 260 万元完成侨
史陈列馆的建馆工作，以侨场、侨史、
侨胞为题材，在迎侨堂前厅建成“大理
州华侨农场侨史陈列馆”，陈列馆分为
上下两层，展览区域共 300 余平方米，
馆内设有垦荒建场共筑发展根基、海
外侨胞共圆伟大梦想、艰苦创业共建
美好家园、场办社会共同繁荣发展、建
设兵团共守和谐家园、知青岁月共育家
国情怀、发展产业共同团结奋斗、侨乡
文化共筑精神家园、互嵌共荣共享发展
成果、侨界楷模共筑发展丰碑 10 个板
块，共展出照片 273 张、实物 166 件、纸
质文件 36 份、书籍资料 12 本、音视频 4
个，以图文、实物和视频等形式生动再
现宾川县太和、宾居、彩凤3个华侨农场
的发展历史，从祖国接侨、迎侨、惠侨、
助侨、暖侨的点点滴滴，全面展示广大
归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与宾川当
地群众手足相亲、同心筑梦的历程。

一座建筑，一部历史。2023 年 6
月，大理州华侨农场侨史陈列馆揭牌开
馆。走进侨史陈列馆就打开了一幅载
满侨乡记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拖
拉机隆隆的轰鸣声、电影放映的热闹场
面……当年归侨侨眷垦荒建场、艰苦创
业的场景一一展现眼前。从迎侨堂的变
迁中，人们看到华侨农场体制融入地方、
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三融入”
的发展进程，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
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深刻内涵。

迎侨堂的修复和侨史陈列馆的开放
为广大归侨侨眷提供了一处铭记历史、
爱国爱乡的精神家园，为宾川增添了一
个向海内外展示“侨文化”的窗口和桥
梁。2020年，迎侨堂成功申报为大理州
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6月，迎侨
堂被命名为“宾川县第一批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2022年 9月，
被中国侨联列入第十批“中国华侨国际
文化交流基地”名单。2023年6月26日
至6月28日，金牛镇在柳家湾华侨社区
迎侨堂成功举办首届“侨乡文化展”。
2022年10月1日至今，侨史陈列馆共接
待参观人员201个批次11293人，其中香
港80人、澳门10人，美国9人。

迎侨堂：留住归侨侨眷的乡愁记忆 □ 严镇威

河尾村，位于洱海北端，三面环海，
一条弥苴河自北往南贯通全村，流入洱
海。沿河两岸，生活着 1600 多户人家，
共有6000多人口。除白族外，还有少部
分的回族居民。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河尾村都要举
办一种非常独特而有趣的敬老民俗——
耆英会，至今已传承108年。

“耆英会”是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耆英，意为德高望重之
老者。耆英会是河尾村白族的一个重大
节日。这天，村民们欢聚一堂，为年满
80岁的老人举办大寿庆典，恭请老人坐
上花轿，游村过巷到圣谕堂（关公祠）为
其拜寿，表达敬仰和爱戴。在村里，凡年
满 60 岁受人尊重的老人都可加入耆英
会，每月可参加活动，不论贫富贵贱，村
民都要格外尊重和照顾，以示敬老。

河尾村耆英会的起源，与清末邓川
举人、白族教育学家杨琼有关。1916
年，杨琼的外甥、河尾村人吴玠堂前去
北京探望，目睹以敬老为主题的耆英会
盛况，认为活动对树立尊老敬贤风尚颇
有意义，便记下规章与礼仪，得到舅舅的
支持。吴玠堂次年回到家乡后，便与同
村的几位乡贤一道创建耆英会，把村里

的老年人组织起来，每年举办一次庆典，
为寿翁祝寿。

上午十时许，简短的仪式后，人们列
队前往五位寿翁家中迎接寿翁。“迎寿
翁”的队伍中，有 80 岁以上老人组成的

“寿翁队”，有 70 岁年龄段老人组成的
“古稀队”和60岁年龄段老人组成的“花
甲队”，以及50岁年龄段老人组成的“艾
龄队”。队伍由彩旗、鼓乐队开道，一路
浩浩荡荡，吸引着众多群众驻足观看。

在锣鼓唢呐声中，印有“耆英盛典”
“敬老尊贤”“敬老为善”“尊老为德”“爱老
为美”“助老为乐”字样的彩旗猎猎，渲染
着河尾村浓厚的敬老爱老气氛，张扬着中
华尊老敬贤的传统。寿翁坐上花轿，让后
生们抬着，前呼后拥在村里游走。老人们
喜笑颜开，享受着本村最高规格的祝福。

河尾村狭长，民居沿弥苴河两岸而
建，游村一周有五公里的路程，有着五乘
花轿的队伍一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返
至圣谕堂需要三个多小时。

近年来，耆英会根据多年的实践经
验总结，不断对活动进行改良，革除陋
习，与时俱进，将寿文化书法义写、洞经
古乐演奏、民族民俗文艺表演等丰富多
彩的文娱活动融入其中。

仪式结束，非遗文艺表演接着进行，
村民们沉浸在欢乐喜庆的气氛之中。

河尾耆英会

石钟山石窟位于云南省剑川县石宝山境内，在1952年就被国务院定为“西南边
陲稀有文化遗产”。1961年3月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公元850年开始，雕刻者从沙溪古镇西北角的沙登箐开凿，一直往石宝山腹地
的石钟山与狮子关延伸雕刻，直至公元1179年止。前后延续了300多年的杰作，但它
依然是一项没有完工的工程。目前为止，共计发现17个窟、140多尊造像，分4种类
型。第一类为佛教造像，即诸佛、菩萨、罗汉、天王等造像；第二类为外国人造像，有
1000多年前来自异域的波斯国人、印度脚行僧、域外奴隶等；第三种类型是世界上独
一无二的阿央白（女性生殖器）雕刻；第四种类型是西南地方王朝南诏13代王者中最
有代表性的3位王者，即第一代王者细奴罗、第五代王者阁罗凤、第六代王者异牟寻
的出巡、议政场景。石钟山石窟是雕刻在石头上的南诏、大理国史书，是南方丝绸之
路上的艺术明珠。 ［张丽萍 段涤瑕 段晓松 文／图］

□ 张沙琳 文／图

在繁忙生活的匆匆步履间，每个人
的心底，都悄然藏着一份对诗意远方的
深深向往与憧憬。那是心灵深处的一
抹温柔期许，宛如夜空中闪烁的星辰，
照亮我在尘世奔波的疲惫心灵。恰逢
周末，幸运的丝线仿佛有意牵引，我竟
有幸踏入如梦似幻的太极庄坪村，与那
片令人如痴如醉的油菜花海，撞了个满
怀。那一刻，仿佛时间都为这份惊喜而
悄然驻足，满心的欢喜如同决堤的洪

流，奔涌而出。
顺着太极游道前行，到达“村里的

咖啡屋”，几座茅草亭错落有致地分布
在花海之中，像是大地忠诚的守护者，
静静伫立，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变化与美
好。花海中白色的小风车悠悠转动，仿
佛是时光的守望者，不紧不慢地诉说着
岁月的故事，每一圈转动，都仿佛在轻
声呢喃着往日的点点滴滴。

无边无际的金黄色，如潮水般涌入
眼帘，那冲击力，仿佛要将我整个身心
都卷入这金色的传奇世界。那是大片

大片毫无保留、肆意绽放的油菜花啊，
宛如一片浩瀚无垠的金色海洋，在微风
中泛起层层浪花。微风轻拂而过，花朵
宛如灵动的仙女，翩翩起舞，摇曳生
姿。刹那间，平日里积攒在心底的疲惫
与烦忧，便如过眼云烟，被一扫而空，只
留下满心的愉悦与舒畅。

漫步于花海间蜿蜒的小径，脚下的
泥土松软而温热，带着大自然独有的亲
切温度，让人心生依赖与感动。此时，
这里早已游人如织，不同群体的身影，
如同五彩斑斓的画笔，为这片绚烂的花
海，增添了无尽的蓬勃生机。

瞧，“合唱队”的成员们身着整齐统
一的服饰，宛如花丛中的仙女合唱团，
于花丛间引吭高歌，宛如一曲来自仙界
的美妙乐章，直抵人心最柔软的角落，
让人陶醉其中，忘却一切尘世纷扰。

再瞧，“健身队”的队员们活力四
溢，她们在花丛中伸展腾挪，每一个动
作都尽显矫健之态，仿似一种充满激情
的舞蹈，那是对生命活力的尽情释放，
对大自然慷慨馈赠的热烈回应。

看，甜蜜相依的恋人，手牵着手，步
伐轻盈得如同花间的蝴蝶，在花丛中留
下一串串浪漫的足迹。她们脸上绽放
的笑容，比那盛开的花朵还要灿烂夺
目，那是爱情的甜蜜在阳光下闪耀，让
人不禁心生羡慕与祝福。

再看，年轻的父母们带着天真烂漫
的孩子，小家伙们在花丛中欢呼雀跃，
那纯真无邪的笑声，在空气中欢快地流
淌，仿佛奏响了一曲生命的欢歌，让人
感受到无尽的活力与希望。

仔细再看，还有不少子女，正陪伴

着老人悠然漫步其中，他们耐心细致地
为老人讲解着眼前的美景，还不时拿起
相机，为老人拍照留念。每一个画面，
都流淌着温馨与动人，那是家庭的温暖
在花海中蔓延，让人深深体会到亲情的
珍贵与美好。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最吸引眼球
的是云龙“天添超市”的员工们正热热
闹闹地开展着团建活动。她们欢快的
笑声此起彼伏，如同悦耳的音符在空气
中跳跃，那是团队的凝聚力在欢声笑语
中不断增强，在这片金黄色的花海中久
久回荡。

当我置身于花海的最深处，四周被
金黄紧紧簇拥，温暖的阳光如同细密的
丝线，暖暖地洒在身上，这一刻，仿佛整
个世界都被镀上了一层温柔的滤镜。
每一朵油菜花都像是在对我诉说着生
命的美好，每一丝微风都像是在轻轻抚
慰我的心灵。我不停地随手按下快门，
每一帧画面，都定格住了春日里最纯粹
的浪漫与美好，成为永恒的记忆，深深
地烙印在我的心底，成为我生命中最珍
贵的宝藏。

太极油菜花开，开的不仅仅是娇艳
的花朵，更是人们对生活炽热的热爱，
对自然深沉的眷恋。在这里，我寻找到
了内心久违的宁静港湾，仿佛漂泊的船
只找到了温暖的彼岸。也收获了满满
当当的美好回忆，那些画面如同璀璨的
珍珠，串联起我生命中的美好时光。

在这片明媚如诗的天地里，每个人
都尽情地放松身心，彼此之间的情谊，
也在欢声笑语中愈发深厚，宛如陈酿的
美酒，愈发香醇、愈发醉人。

春 赏 太 极 油 菜 花

史海钩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