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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笔 记

文物说

五台大寺古建筑群

大 理 美

游 踪

□ 杨福军 文／图

“花桥”本是一座桥，为何成了西
南丝绸之路上的千年古村落。搭乘

“2025大理·花桥乡村艺术季”的东风，
求个所以然。

花桥，因一条博南古道而出名。
博南古道，以博南山得名。花桥驿站，
因博南古道得名。在历史长河中，博
南山、博南古道、花桥驿站彼此成就，
相互滋养。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张骞出使
西域发现的“蜀身毒道”基础上，开通
建设“南方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路段
——博南古道。博南古道的开辟，连
接上五尺道、灵关道，与永昌道一起成
为古老的国际大通道“蜀身毒道”云南
境内的主干道，也成为汉王朝进入云
南的主要官道。

永平县境内绵亘 100 多公里的博
南古道，历经两千多年岁月的洗礼和磨
砺，遗留下诸多古驿村落。花桥，宛若
古道上一颗耀眼的明珠，映照出云南主
动融入和服务南亚东南亚的斑斓图景。

典籍里，博南古道工程浩大，时间
长，寻找一个合适之地安营扎寨是头
等大事。几经周折，博南山东面山腰
依山而卧的小盆地成为理想之所，唯
一缺憾的是顺山而下的河流成了“拦
路虎”。于是建设者（汉武帝开拓南疆
的军队）就地取材，用一块布满精美花
纹的巨石架设了一座桥，名曰“花桥”。

事随境迁，“小盆地”取代“花桥”，
成为人流、物流、商流、信息流和资金
流的重要集散地。公元 69 年，汉明帝
设置博南县（今永平县），人丁兴旺、经
济繁荣的花桥成了县衙所在地。

光阴飞逝，朝花夕拾！沉淀在这

里的古县衙、古村落、古街巷、古税司、
百年马店、古道马蹄印等珍贵遗产，镌
刻着花桥驿站诸多记忆，也承载着博
南古道的光荣与梦想。

花桥，因一棵古道元梅而出彩。
“阅历风霜，问尔几生修到此？传来锦
绣，有谁千载艳如斯？”诗人窦居炎笔
下，元梅韵胜格高，是天地之精灵。“普
照寺建于元……庭前有元梅一株，猗
曲苍劲，遍生藓苔，每当岁首，花枝盛
开，花皆重瓣，实则对生。”《永平县志
稿》里，树龄近 800 年的古道元梅张合
四方，是自然之尤物。

拾级而上，进入博南古道博物馆，
满目元梅。细看，数万枝条细而坚硬
朝向天空，树身满覆苔藓老成褐色；树
干屈曲盘旋延伸舒展又迂回冲突拐转
纠结，有的像“虎卧凤阙”“龙蟠虬结”，
有的像“龙跳天门”“笔走龙蛇”，更神
奇的是，树干拐转纠结处虽累累疤痕，
却青枝葱茏。

2006 年春，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
生导师唐建寻梅至此，目睹这番奇绝，
欣然以身相许。各地知名画家、书法
家、摄影家、媒体记者以及爱梅人士接
踵而至。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中
国画学会、中国乡土艺术协会、中国林
学会、梅友公社、中国林业美协年年聚
首花桥村，古道元梅“世界第一奇梅”

“天下第一壮梅”“中国最美古梅”“中
国四大元梅之一”的美名远扬四海。

花桥村“以花为媒”，接连荣获“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云南省旅游名村”

“云南省级旅游扶贫示范村”“云南省
美丽村庄”“云南省绿美村庄”、大理州
首届“乡愁大理·最美乡村”等殊荣。

“梅花开的时候，就是我们村最热
闹的时候，许多‘老面孔’‘新朋友’都

自驾游来了。花桥的‘朋友圈’年年扩
大，花桥的‘幸福圈’年年升级。”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军说及元梅，
兴奋又期待！

花桥，因一种文艺旅居而出众。
“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
兰仓，为他人”公元4世纪，一队队商贾
马帮引吭高歌《通博南歌》，穿梭在气
势磅礴的博南山上，跨过奔腾不息的
澜沧江，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礼尚往来，
这是一场生命旅程，艰辛而温馨。

如今，山还在，道虽模糊但方向不
移，《通博南歌》余音尚在回响。时下，
一场“候鸟式”文艺研学旅居正在花桥
村开启。

登上博望亭，花桥村四面青山来
眼底，山水画般的地貌、富于色彩的山
峦、古桥古道古屋融在大自然怀抱里，
构成一幅绝美的田园诗画。

徜徉在村落，一湾清溪石上流。
间或有劳作的农人，吆喝着老牛自古
村深处而来，妇女领着小孩在古宅与
老人闲聊。

村民武姐开办的“古道元梅客栈”，
把各种山茅野菜摆上了游客“C”位；

“荣誉村民”唐建办起了“古梅画馆”和
“花桥乡村美术图书馆”，每逢寒暑假，
他都带着博士生、硕士生前来传道、授
业、解惑，成了村里的“大先生”；山隐设
计集团总裁李健明回乡启动了“艺术家
驻地项目”，村里闲置的古宅老屋摇身
一变成了民宿、书屋、餐厅、咖啡厅、博
物馆、书院和青旅等公共项目，罗永进、
张华、唐志冈、潘德海等60多位艺术家
远道而来驻地创作，山隐书屋、梅岭·拾
光、百姓茶摊、艺术中心、现代艺术雕塑
等杰作，赋予博南古道、花桥古驿、古道
元梅新的时代内涵。

一座可悦读的千年古村落

□ 罗武昌

清明临近，春回大地，云岭大地山
花烂漫、桃红柳绿，白花杜鹃、马桑花、
核桃花、金雀花、香椿、树头菜等春花、
春芽纷纷崭露头角，多地步入了吃花、
吃芽的“吃春”季。然而，对我这个山野
间长大的人来说，最念念不忘的，还是
漫山遍野打蕨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一株株、一
片片生长在箐沟边、林缘、荒地上的蕨
菜，既是大自然的恩惠，也是村民们的

“救命草”。那时，村民们为了填饱肚
子，经常把粟米叶、红豆叶、南瓜叶、洋
丝瓜叶等切碎同玉米面拌和一起制成

“面裹饭”，吃荞麦饭、小麦饭、稀粥是常
态。田间地头的水芹菜、水香菜、大苦
菜、水蕨菜、大蕨菜、毛蕨菜、龙爪菜以
及各种野菌、野果……凡是能充饥填饱
肚子的，都成了村民争抢的对象。漫山
遍野的蕨菜，竟成了村民们最后一根

“救命稻草”，每到这个季节，背篮子的、
提竹箩的、拿口袋的，到处都是打蕨菜
的人群。

蕨菜为凤尾蕨科多年生落叶草本
植物，适应性强，繁殖容易，极易生长，
一般人群均可食用，尤适宜湿疹肠风热
毒者。春季采收，洗净略煮，去涩味即
可食用；或先用开水浸泡或烫煮，漂去
涩味“泡酸蕨菜”，或晒干蕨菜。春天里
一盘豆豉炒蕨菜、腊肉炒蕨菜，或者凉
拌蕨菜，都是南方的时令菜肴。

鲜食蕨菜，最理想的方法是腊肉、
火腿切片炒香，加入切断的蕨菜、蒜片、
青豆米翻炒，或加入适量开水煮制，这
就是鲜炒蕨菜或炖蕨菜。其次是凉拌
蕨菜，略煮用冷水浸泡脱涩后的蕨菜，
撕成丝切成段，漂洗后加入芫荽、蒜片、
葱花、酸醋、酱油、味精、油辣椒、花椒油
等调料拌均匀即可。再次是“泡酸蕨
菜”，将处理好的蕨菜切成段，拌入蒜
片、青花椒尖、芫荽、食盐、甘草片、少量
冰糖等，放入容器中，加凉开水密封放
置阴凉处，几天后酸酸爽爽的酸蕨菜就
大功告成了。还有一种是干蕨菜，加入
小苏打用开水烫煮一下蕨菜，迅速捞入
冷水中清洗浸泡，日换水 2—3 次，三天

后即可在太阳底下晾晒干燥，干蕨菜即
成。干蕨菜的最佳食用方法，是浸泡后
切成段，与腊猪脚、火腿、风干肉一同煮
制，加入老豆米味道更佳；或浸泡后切
成段，与红烧肉一起烹制，红烧蕨菜味
道棒棒的。

父亲曾告诉我，蕨菜是老天爷撒向
人间的“救济粮”，是用来超度那些食不
果腹的灾民的，本应人人有份，任何人
都不应有“独占”的非分之想。因此，打
蕨菜千万不要回头，拿走你该得的，其
他的都留给别人……或许，这就是打蕨
菜你在前边刚打过，后面的人照样能够
打到的秘密所在。时隔多年，这个打蕨
菜不回头的习惯，从蹒跚学步起就一直
坚守着，从不敢忘怀。

蕨菜是一种世界性食材，先于恐
龙而存在，距今两亿多年前的三叠纪
就已经枝繁叶茂了，我国商周先民早
在三四千年前就食用蕨菜了。《诗经》
有记载：“陡坡南山，言采其蕨。未见
君子，忧心惙惙。”蕨菜富含氨基酸、多
种维生素、微量元素，还包括蕨素、蕨
甙、甾醇等特有的营养素，被称为“山
菜之王”，是不可多得的野菜美味，具
有清热解毒、利湿、滑肠等功效，历来
被人们所钟爱。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蕨菜成了野生
菜的代名词。不得不承认，那一根根长
得像“痒痒挠”的小叶子寄托了太多人
对大自然的美好向往。于是，“绿色食
品”“纯天然食品”“有机食品”“保健食
品”“减肥食品”“美容食品”等帽子满天
飞，给山野间一向默默无闻的蕨菜赋予
了太多的光环。

如今，小山村早已不种粮食，通水、
通电、通路、通网，家用电器一应俱全，
响水河公园成了村民的聚集地，那个

“出门靠走，通讯靠吼”的时代一去不复
返了。进村水泥路宽敞平整，老式民居
被一幢幢小洋楼取代，家家门前停满了
小汽车、摩托车……过去打蕨菜是为了
讨生活，现在打蕨菜是为了养生。云南
省昌宁县联席村厦片房，奇迹般变成了

“千年古茶第一村”的第一个“美丽村
寨”，乡亲们脸上洋溢着按捺不住的幸
福的笑靥。

春风轻摇樱花舞
诗意轻抚满径红

三月的春风吹过，大理大学校园
便被漫天飘洒的粉红“雨”装点。

如黛的苍山衬樱花，随便一处角
落都能成为诗意的取景地。信步其
间，一棵棵樱花树种满道路两侧、文
化广场的山坡，满树繁花灿若霞锦。
向上远眺，大片粉红镶嵌在青山绿野
之中，在花影的轻抚下，错落有致的
现代化校舍更显宁静祥和。在花香
中醒来，伴花影勤奋读书，来一场粉
色的烂漫花事。

周末开放日，市民竞相前来踏春
赏樱花，赞美声不绝于耳。

［通讯员 那云宏 摄］

五台大寺位于弥渡县城东南约30公里的苴力镇五台山，海拔2325米。据民国
《弥渡县志稿》记载：自明初年，照正法师带领众僧侣来到五台山始建。经历代的修
复扩建，形成“三阁五殿”规模的“一颗印”整体格局。现存古建筑有观音阁及两耳、
弥勒殿、王母阁及两耳、老君殿、孔子殿、南、北新殿以及构成寺宇大院的南、北两边
的东厢、西厢和中厢房。总占地面积4364平方米，建筑面积1831.36平方米，是大理
州现存年代最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之一。

1979年被公布为县级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1月，国家文物局下达资金238万元，对王母阁、老君殿、
孔圣殿进行保护修缮。

［白成瑾 文／图］

□ 杨宏毅

崇祯十一年（1638）腊月二十，徐霞
客离开洱海卫城（今祥云城），他在洱海
卫城吃过早饭后，经西门往北，沿西山
前行：“饭而行，犹寒甚而天复霁。由西
门北向循西山行，五里，抵一村，其北有
水自西峡出，遂随之入。一里余，稍陟
坡，一里余，有村在涧西，曰四平坡。北
转五里，渡溪桥，又北上三里，为九鼎山
寺。又二里陟其巅，饭。”（《徐霞客游记
校注》（下）第 1006 页）。在游记中，徐
霞客十分详细地记录了离开洱海卫城
后，经九鼎山到达云南县和宾川县交界
的山川地貌。这段“流水账”般的文字，
就是徐霞客在 386 年前写下的祥云、宾
川山川地貌，记录了他渡过小溪上桥，
到达九鼎山寺，在上面吃饭的过程。正
是基于对这段文字的牵挂，促成了我的
九鼎山之行。

蛇年大寒清晨，天空湛蓝如洗，白
云澄澈纯净，驾车穿过风景秀美的小官

村水库，在水库的尽头左转，办理了护
林防火进山手续，进入了弯弯曲曲的盘
山公路，到了九鼎寺的停车场。只见一
座峭壁兀立在蓝天白云间，直面晨光气
势不凡。左看右看，数了又数，就是找
不够“九鼎”。找一块草皮坐下，再次拜
读相关介绍。

九鼎山又名“九鼎云峰”、九峰山，
有禁足、搅霞、峨眉、待山、中秀、透云、
法台、狮吼、招鹤九峰而得名。清光绪

《云南县志》中记有：“九顶寺，在城西北
二十里，周遭九峰相属，若拱若揖，中一
峰尤峻拔。寺建于唐，山顶有寺，高广
可三四丈许，旧攀铁索乃升，游人若
之。明嘉靖年间，僧明寂建层楼五，飞
阁二，尤为奇胜。”

从停车场进山的路口，醒目地竖着
一块石碑“九鼎寺南北塔”，石碑表明，
九鼎寺双塔 2013年 10月 23日被公布为
大理州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登高了
望，北有游峰坝箐环绕，南与老尖山对
峙，西有游峰坝水库，东有小官村水

库。山体呈‘圆锥形’，南北走向，山区
宽约 1.5公里，海拔 2080—2412米，相对
高差 332 米。为燕山期霏细斑岩组成，
土属黄棕壤，气候宜人，植被为灌木
林。旧时，景区寺庙甚多，因毁于大火
和年久失修，仅存双塔。”《祥云县地名
志》1987年版有这样的介绍。

沿着陡峭的石径攀爬，几尊菩萨像
各有自己的洞天。一路上看见不少石
刻，石刻和周围的仙人掌、嶙峋怪石、长
满红叶的树相生相存。走着走着，眼前
的石径不再往上，而是往下延伸，可谓
一波三折。一座近 10 米高的拱形门峭
立在石径的西边山崖上，让人颇费思
量，或许就是神仙闲暇时出入的门户？
几个大一些的石窟里端坐着菩萨，有文
殊、普贤和地藏王，几尊菩萨各有自己

的洞天。下得石窟，在石径的尽头，一
个U形的大弯之后，九鼎寺到了。

大雄宝殿前矗立的石塔就是南塔，
北塔矗立在山坡上，与南塔相望。碑上
有简介：“九鼎寺南北塔，位于九鼎山原
九鼎寺内。南塔：始建于明代嘉靖十九
年，为四方形密檐式实心砖塔，通高七
米，塔身每级四面均有龛洞一个，洞内
放置烧制二十八宿各一个。北塔：始建
于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 1547 年），为
六方形密檐式实心砖塔，塔檐均用二层
方砖叠涩出挑，通高 6.8米，两塔历史上
曾几次维修。一九九二年县政府拨款
维修。它对研究当代的佛教建筑提供
了实物资料。”

走进大雄宝殿，格外静谧。东南
一隅，有一棵古梅铁骨龙姿与九鼎古

寺相互映衬。只可惜来晚了一点点，
错过了古梅的盛花期，但茂密的枝丫
间偶有梅花在寒风中傲放，倒也让人
心旷神怡。据介绍，古梅为明朝嘉靖
年间建寺时栽种，树龄约 500 年，高约
10m、冠幅约 7m、胸径约 60cm，离地约
1m 处分桠 5 干，每年 12 月至次年 2 月
盛开，花期长达 3 个多月，树枝稠密，
繁花满树，蜜蜂恋梅，暗香袭人。古寺
清幽，古梅静美，山上充满了奇幻的色
彩，一花一叶一草一木都有自己的故
事。早在唐代，人们就开始在九鼎山
兴建九鼎寺建筑群。明朝嘉靖年间，
僧明寂建有层楼五飞阁，后又修建华
严阁、昆卢阁、智光寺、玉峰庵、望春
亭、碧霞庵、龙泉寺、三教阁、妙胜阁
等。塔寺相映，奇观妙景。

明朝思想家李贽万历年间任姚安
知府游九鼎山，曾在《九鼎山感元事》诗
里描述：“元碑元碑风雨剥，古塔古塔九
鼎错。”明文学家杨慎（杨升庵）游九鼎
寺诗云：“路向羊肠转，云从马首开，半

岩交草树，绝壁倚楼台，碧涧鸣函玉，丹
丘问劫灰，佛缘甘吾寂，僧行厌喧嚣。
野鹿衔花过，山禽荐果来；独搁尘外趣，
人世莫相猜。”可见，九鼎山从古至今都
是一个文人雅士喜于游历的地方。无
论酷暑寒冬，朝霞落日，登高远望，祥云
坝子尽收眼底。山下小官村水库波光
粼粼，水光潋滟，山色空蒙，远离尘世，
心事全忘，确实是一个幽静雅致所在。
清朝诗人王谦曾有诗《九鼎云峰》描述
其景：“得地居然临城外，观天却只在山
中。朝阳洞口无关锁，利济桥头有路
通。箐出桃花尘世界，庵连玉局梵王
宫。白云老叟惟高卧，何必纷纷夕照
红。”光绪《云南县志》载：“九峰突兀，望
之簇如青莲。”

闲暇之日，静待山中，听晨钟暮鼓，
赏晚霞映塔，在这里，你能感受到 386
年前徐霞客在九鼎寺吃完饭后急切下
山到梁王山的心情。都说“一览众山
小”，在这绵延的大山中间，最渺小的是
看景的人。

打 蕨 菜

游 九 鼎 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