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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笔 记

文物说

州城文庙武庙古建筑群

史海钩沉

□ 梅晋敏

你有没有被某位作家的某篇文章深深触动，并感动得涕泪交
加的经历？我有过。她叫赵枝琴，不是什么有名的大作家，她只是
一个爱好文字的乡野村妇，但她的作品《母亲的葬礼》曾把我感动
得痛哭流涕。

生活中，赵枝琴和很多女性朋友一样，承担着妻子、母亲、女儿、
儿媳等多重角色。我初识她的名字，是在漾濞县融媒体中心每周出
版的《漾濞时讯》文艺版上，那时几乎每期都有她的文章和名字。

2019年3月，在漾濞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的采风活动上，
我第一次见到了她。在后来的交往中，我了解到她一直热爱文学，
所撰写的论文《浅谈太阳能》《激光》获得过国家级、省级年会的学
生论文奖项。她还曾和几名同学一起手动“出版”过一本名为《学
林寻梦》的诗集，诗集里她的作品占了一大半。

2003 年，她从师范毕业，是错过包分配工作的第二茬中专
生。毕业时，和前一届的师哥师姐们一起参加了招聘考试。岗位
少、学生多，竞争太大，她落榜了。毕业后，她曾到村子里的小学代
了两年课，成家后为了生活，她便离开了热爱的三尺讲台，成了一
位名副其实的农民。

她再次提笔写作是在2018年，孩子小、生产忙碌，她只能利用
睡前仅有的一点空余时间撰写文章。她没有电脑，手机也不像如
今这样功能强大得可以编辑文档，她的第一篇文章《驮板子》是手
写稿，写完后交由一位同学帮忙打字、投稿，后来，成功发表在《漾
濞时讯》上。

从那时起，她的文章成了“掌心漾濞”听吧栏目、《漾濞时讯》文艺
版、本地文学双月刊《核桃源》的常客。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她的多
篇散文、诗歌不断在《云南日报副刊》《大理日报》《大理文化》《保山日
报》等各级媒体平台上发表。2020年，她加入了大理州作家协会。

赵枝琴不是职业作家，她每天的任务不只是写作。为了维持
生计，她和丈夫在跃龙公路旁开了一家小菜馆，给过路的人做几道
家常菜，附带洗车，赚取一部分生活费。她的家里还有近 30亩土
地需要经营，近两年为了供孩子读书，她的丈夫大部分时间都在外
务工，家里的生产生活基本上靠她一个人支撑。

她写的每一篇散文、每一首诗歌都像是棉花里的水，全靠自己
挤出来。为了不耽搁生产，她写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段文字，都是
在夜深人静、忙完生产生活后，靠着毅力熬夜撰写的。她常常跟我
说，写作是她在清苦生活里，给自己加的一颗糖。

我曾经和她一起参加过几次文学采风活动，她常常是赶早搭
车到县城，采风结束后又匆匆往回赶。她常说，地里的庄稼还等着
她去施肥、浇水和采收呢。记得她从陕西领奖回来时，到县城和我
们短暂相聚，我以为那晚她会住在县城，没想到第二天清晨我再问
她时，她说前一晚结束后就赶回家了，回到家后还就着月光去地里
看了她种的贡菜。

在近七年的写作时光中，忙碌的她靠着心中的那份信心和热
爱、坚持和执着，靠着一部智能手机，通过不停地写稿、改稿、投稿，
在不同媒体平台上发表了近百篇散文和诗歌。

2024年，她参加了“我读路遥”全国征文活动，作品《沿途都是
重生》在近 5000篇稿件中脱颖而出，荣获“我读路遥”全国征文活
动三等奖，成为云南省唯一入选的作家。

□ 郭锋

大理三月街如一曲令人激荡的交
响乐，它从远古走来，融历史文化经济
为一体，汇入世界经济的大潮之中，彰
显千年不衰的魅力。

电影《五朵金花》似一首优美的抒
情诗，表达了勤劳勇敢的白族人民追求
美好生活、激荡人心、一波三折的爱情
故事。

月街歌舞首开戏。电影《五朵金
花》开始的第一个镜头，就是一位白族
老汉在三月街广场上占满整个画面、吹
着长号，歌中唱道：“长筒号啊吹起来，
金钱鼓啊敲起来，唢呐喇叭齐声响，大
家来赶三月街。”紧接着出现的画面是，
热情奔放的男女青年,打着霸王鞭,敲着
八角鼓，载歌载舞地唱道：“一年一回三
月街，四面八方有人来，各族人民齐欢
笑，唱歌跳舞做买卖”。在另一边的男
女青年接着唱道：“小伙子赛显身手，姑
娘来相好人才，夺得锦旗无数面，英雄
人人爱！”只要小伙子勇敢地夺到数面
红旗，就可赢得美丽金花姑娘的爱情。
这是一种多么鼓舞人心，又多么浪漫的
境界。

赛马夺冠有玄机。拍《五朵金花》
时，我当年15岁，正在凤仪中学读初三，

我的一位同学在大理一中读书，老师告
诉他们电影《五朵金花》要拍摄赛马重
头戏，需要群众演员，同学将这一消息
告诉了我，第二天我便马不停蹄地赶往
拍摄现场。

当年的赛马场就选在苍山脚下，三
月街广场下面的一块空地上。尘土飞
扬，根本不像现在的有跑道、有看台，我
在现场聚精会神地目睹了拍摄的全过
程。只见剑川的青年小伙阿鹏一马当
先，夺红旗时连续失手，根本就没有夺
到红旗。但影片放映时，却是阿鹏夺得
数面红旗，送到主席台，获得一支猎枪
的奖励，同时也赢得了副社长金花的垂
爱，她将一个亲手绣的金荷包挂在了马
的脖子上，作为定情之物。

这一疑惑,一直到 1990 年才在我心
中得到解开。这一年云南电视台为拍
摄电视剧《五朵金花的儿女们》专门请
到了阿鹏的扮演者莫梓江、炼铁金花
王 苏娅、畜牧金花谭尧中，积肥金花
孙静珍等人到大理。我为编撰、拍摄电
视片《金花阿鹏故乡行》与他们相处了
三天。有一天我单独与莫梓江谈到 30
多年前拍电影《五朵金花》赛马戏的情
况时，他告诉我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
读大二期间，导演在同事的介绍下，经
考察选中他扮演阿鹏一角。当时他心

中没一点底，对白族也不了解，尤其是
对骑马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在拍
摄前三天才学骑马，由于自己骑术达不
到要求，要完成这高难度的动作，十分
困难。导演只好叫道具师找来一辆敞
篷吉普车。让我坐在车上顺利地夺到
了不少红旗，圆满地完成了拍摄任务。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导演、摄
影师、道具师和演员精心配合，共同完
成的“杰作”啊!

精心配合创佳作。当年 4 月中旬，
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王家乙带着摄影
师王春泉、音乐家雷振邦，以及美术师、
道具师等一帮人到大理实地选景。为
了让影片成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
礼片，长影厂放下正在拍摄的《金玉
姬》，组织了最精干的队伍，最先进的摄
影器材，在 5 月 30 日正式开机。当时三
月街已结束，为拍好这场重头戏，大理
县政府组织了许多商家及 5000 多名群
众再赶三月街。摄制组全体人员抢时
间、抓进度、保质量，经过 4 个多月的艰
辛努力，终于在 9 月份完成了拍摄任
务。随后回长影投入后期制作，年底便
完成影片的所有工作。像这样在一个星
期赶出剧本提纲，一个月写出剧本，四个
月完成拍摄任务，三个月完成后期制作，
在电影创作史上也是毫无先例的。

2000 年在全国“百年最佳影片”评
选中，《五朵金花》被评为十大影片之
冠。影片曾在56个国家和地区公映，创
下了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最高
纪录。1959年在埃及开罗举行的第二届
亚非电影艺术节上，影片的导演王家乙
获得最佳导演银鹰奖，主演杨丽坤获得
最佳女演员银鹰奖。埃及总统纳赛尔
亲自邀请杨丽坤到开罗领奖。杨丽坤
还被邀请出席了在缅甸召开的世界妇
女大会。

月街风采永迷人。全片通过一场
场误会，一个个喜剧冲突，当真相大白
后，纯洁的爱情、真挚的感情终于绽放
出幸福的花蕾。一年一度秋风尽，月街
风貌更迷人。当金花、阿鹏消除了一连
串的误会，真相大白后，他们又先后在
三月街相逢。于是五朵金花、五个阿鹏
来到蝴蝶泉边，喜悦地唱道：“哥有心来
妹有意，从今我们不分开。白头到老同
甘苦，天长地久永相爱！”影片在大团圆
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民风淳朴的
大理三月街，勤劳善良的白族人民，在影
视上展露风采，为宣传大理，弘扬大理优
秀传统文化，讴歌新时代白族人民的美
好生活，为表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生
活美好、人民幸福，谱写出绚丽篇章！

千年月街永不衰 经典电影传世界

宾川州城古镇
位于宾川坝子南端，
始建于明弘治七年
（1494 年），历 史 悠
久、文化灿烂，文物
古迹众多。2006年5
月，州城文庙和武庙
被国务院公布为第6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州城文庙武庙
古建筑群总占地面
积1490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216平方米。文庙与武庙相连，呈丁字形古建筑群，
保存较为完好，气势恢宏。

州城文庙坐东向西，背靠钟英山，面对笔架山。一进院、二进院、三进院、四
进院呈阶梯式上升，由文庙照壁、半池、棂星门、乡贤祠、名宦祠、大成门、南庑、北
庑、大成殿、启圣祠等组成。州城武庙坐北朝南，与文庙相邻。武庙呈三进院
式，由东门、西门、照壁、山门、东厢房、西厢房、武成门、武成殿、东庑、西庑、小苑
等组成。

［杨宏毅 温昌盛 文／图］

□ 侯刚

大理洱海北岸有一块美丽的地
方——邓川坝子，境内有弥苴河、永
安江、罗时江三江平列如“川”，弥苴
河两侧有东湖和西湖，因此邓川是一
个有着“三江两湖”好风光的地方。
从大理出发向丽江中甸方向的茶马
古道贯穿邓川全境。邓川北部从北
向南有排列非常整齐有序的四个村，
格外引人注目，分别是中所、中前所、
左所、右所，多年习惯叫“中右四所”，
四所之间每所相隔一公里多，由茶马
古道邓川至中所的青石板道路相连，
共五公里，“四所”居民以汉族为主，以
汉语为通用语言。本人生于此长于
此，在成长过程中，对四所的一些情况
产生疑问，一是邓川地区地名多以乡、
村、里、庄、沟、箐命名，而中右四所以
所命名外，还有大批的营、屯、卫。二
是邓川地区绝大多数讲白族话，而四
所讲汉话。三是村的地理位置在最北
边的是中所村，从北向南依次为中前
所、左所、右所，与生活中的左中右不
一致。以上疑问也问过长辈，问过专
家，都没有一个完整的结果。在总结
各种意见，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本
人对以上疑问有如下思考。

村名“所”起源于明朝。明朝建立
后，明朝在云南的统治采取多层次、多
方面的策略，既包括军事、行政、经济
手段，也涉及文化和民族政策。实行
军事控制和军屯卫所制度，以巩固边
疆。卫所军户的职责包括日常防御和
屯田，既促进了农业生产，解决了军
饷，又加强了对边疆的控制。洪武至
永乐年间明朝中原地区向云南移民人
数多达13万人次，设立军户制度，在云南
开矿、发展农业，促进了当地经济繁
荣，确保戍边者稳定扎根。现在大多
云南人都认为自已的祖先是南京应天
府柳树湾人，应该是从南京统一出发
西征的军人后代。邓川州志记载，明
代邓川分四乡四所，乡属民村，所属军
屯，屯归武弁，村隶州轄。中所丁氏家
谱记载中所丁氏祖先祖籍安徽滁州，
随沐英征西将军征战云南后于1384年
留在中所，中所侯氏祖先来自山西，其
他姓氏有谱可查的大多数来自中原一
带。另外，中右四所姓氏太多，除几大
姓氏，还有较多的不常见姓氏，如丁、
艾、汤、侯、饶、宋、姜、初、薛、金、龚、沈
等几十种姓氏，说明均来自不同地
方。同时几所世居人口都是汉族人。
从以上可以初步判断，几所应该在明
朝时期建制。

“四所”的布局与弥苴河治理有
关。邓川地区地处洱海上游，弥苴河
穿越整个邓川境内。邓川州志载“弥
苴河仰亘六十余里……河水出峡之
初，厥势方张，有电掣雷轰，万马疾奔
之势，西有蛇涧橫截，逼水东注，东岸
适以弯处承之，崩塌时见”。“第一段

（中前所以上）水紧沙粗，河底高于屋
脊，望之诚骇目哉！官苏、初、韩诸伍，
横流四溢，全河粗沙大石悉停于此”；

“第二段（右所以上）河势稍直……堤
岸单薄，易倒溃”；“第三段两岸无树，
沙质松浮，险堤病堤层见叠出矣”。因
此，弥苴河水患严重，时常决堤，民不
聊生，河周边农田荒芜，水患导致河两
岸人类无法正常生活居住。因此治理
弥苴河作为多少代邓川统治者和百姓
的首要任务，但在当时云南较为落后，
治理能力较弱。为发展邓川经济造福
百姓，明朝统辖大理后，将治理弥苴河
作为稳定少数民族、发展地区经济的
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在邓川弥苴河两
岸建立卫所，除做好防御外，还要大力
发展地方经济。要发展经济，就必须
治理弥苴河，要治理好弥苴河，必须作
相对科学的方法，采用以改、疏、固的
治理方式。一方面改造河道、挖沙取
石、加固河堤、植树固沙，一方面兴修
水利，建设河堤放水龙洞（从河底横穿
河道的水洞，用于灌溉和排水）、修建
疏水沟渠等农业灌溉设施。根据弥苴
河中上段为地上河的实际，在中上段
河岸修建了不少的龙洞，解决水患和
用水矛盾。从上游中所处修建了东、
西两个龙洞，河水沿水渠流入永安江、
罗时江，灌溉邓川弥苴河两边农田。
为加强对龙洞、河岸、水渠的日常管
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设立了中流所
（村），包括东流所和西流所，也就是现
在的东中所和西中所，总称中所。在
弥苴河中段，也就是中所的南面建设
了两个大的龙洞，一是在现在的王铁
桥村，开挖一龙洞，流入永安江和东
湖，并在王铁桥村对面，弥苴河西边设
立了左流所（村），也就是左所，另一个
是左所往南右所处，开挖另一个龙洞，
流入西湖，并设立了右流所（村），就是
现在的右所。以上三所负责邓川坝区
农业灌溉和生活用水的需要。同时，
为及时监控弥苴河水量、防止洪水对
下游造成水患，在中所和左所之间建
设了东西两个龙洞，即黄家营龙洞和
中前所龙洞，根椐弥苴河上游的来水
情况进行监控和调节，及时进行关、放
水，必要时进行泄洪处理，并在现在的
中前所村设立了中前所（村），也就是
现在的中前所。四所所住人员均为军
人及其家属，除了防御和农业生产外，
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对弥苴河
龙洞的管理、河堤的修建、河岸的绿
化。一定程度上讲，与今天的水管所
作用有相似之处。

中右四所经几百年的发展现仍保
留部分中原地区的一些生活习俗，如
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
等，民族为汉族、语言以汉语为主。经
过多年发展也融入了不少白族的生活
习性，服饰也融入白族元素，也过白族
的节日，与当地民族和谐相处，成为民
族大家庭的一员。

□ 严镇威

“大青树下抒情怀，歌声悠扬越千
年。”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在碧翠的点苍
山中和峰下，广大市民和来自各地的游
客便前往古城大理西门外，去赶一年一
度的三月街。而古街场大青树下的对歌
是个无法磨灭的印记，成为一代代大理
人心中美好的乡愁。

去年三月街，那活泼欢快、幽默诙
谐、情真意切的对歌情景，仍历历在目，
悠扬的歌声似乎还在耳边萦绕。

三月街对歌以白族为主，也有彝族
等民族参加。对歌台上，歌手们悠扬婉
转的旋律，富有民族特色的表达，别具韵
味。他们唱劳动、唱爱情、唱家乡、唱祖
国，其原生态的曲调和嗓音，展示了民族
文化的独特魅力，给观众带来“听觉盛
宴”，赢得阵阵掌声。歌手们的精彩对
唱，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优秀民族文化，唱
出了人们对幸福生活和美好爱情的赞
美，为民族节增添了亮丽色彩。

白族调是白族民间最为常见的一种
演唱艺术，在比较传统的白族地区，几乎
男女老少都会唱，就算不会唱也能哼上
几句。

白族调的唱词具有独特的诗歌格
律，被称为“山花体”的歌词每首八句，其
结构形式有“三七七五”接“七七七五”，
或“七七七五”接“七七七五”两种。如：

“翠茵茵，小妹你是启明星，一表人才逗
人爱，赛过观世音；芍药见你红了脸，牡
丹见你让十分，只要见着妹一面，有病也
减轻。”也有第一句不用“韵头”，而是直
接用歌词限韵的。如：“石宝山上郁金
香，小妹你家住哪方，卧蚕眉毛丹凤眼，
蓝花绿衣裳；愿变你窗前明镜，愿变你灶
后水缸，愿变十五三更月，夜夜照妹窗”。

对歌是白族歌唱中极为精彩的艺术
形式，但对歌不采取问答的形式，而以内

容是否衔接和音韵能否贯穿来分胜负。
它对即兴发挥的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
全凭临场发挥，即兴编创，即兴演唱。唱
的都是日常生活、生产劳动、理想追求、
幸福爱情。对歌的两人你一曲我一调，
有来有往，若谁在互动中应答不上或跑
了调，那就被判定为“输了对歌”。

对歌既展示歌喉，也比试自己的智
慧和才能。优秀的歌手在熟悉掌握传统
民歌的基础上，面对当时的情景，加上即
兴创作，往往妙语连珠，对答如流。其男
女你唱我对，我唱你和，风趣诙谐，动人
心扉。

对歌多半采用白族调，但有些白族
地区也流行汉族的对口山歌，称为“汉
调”，与白族调交替使用，更有一番动人
的魅力和韵味。

“我们是专门来看对歌的。从小我

就爱唱山歌小调，爱跳舞，也参加过三月
街对歌比赛”。在现场，一位来自永平的
观众，满怀激情地说。他还指着身边的
媳妇说：“我俩就是在村里对歌后产生感
情结婚的”。

记得评委老师对去年的歌手大赛
这样评述：“比起往年不仅歌手年轻化
比较突出，反映了人才青黄不接的窘境
有所改变，而且在曲目上的表现是思想
新，讲时代变迁、说家乡变化、唱幸福生
活的多了”。

“三月街民族节对歌，反映了大理的
传统民俗和文化底蕴，体现了少数民族
的生活快乐和多才多艺。”一位来自河北
的自媒体人这样说道。

是的，对歌既是白族人民抒发情怀、
赞美生活的盛大聚会，也是进行文化艺
术交流，传承民间文艺的桥梁。大青树
下的对歌，既有历史传承，也有时代创
新。我们祝愿这些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
曲调、歌唱幸福生活的歌声，世代相传，
更加嘹亮！

大 青 树 下 对 歌 台

大理邓川地区村名“所”之溯源

从庄稼地到领奖台

梨树花开引客来
拍摄时间：3月23日 拍摄地点：鹤庆县西邑镇奇峰村 作者：陆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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