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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天 下行 天 下

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新
安傣族乡向往已久，这次，总算逮
住机会，去往心心念念的新安乡。

天色已晚，车过普隆，往右
上了一座新修的大桥，新安乡就
在不远处了。抬起头，只见车窗
外两边是高山，中间是河谷，并
不是很宽阔。这里布满了梯田，
还有散落的村庄。

第二天早晨，我们走向码
头，还没到河岸，遇到几位摄影
爱好者。他们正准备放飞无人
机，从天空俯瞰河谷呢。此刻，
无人机便是我的眼，我的翅膀。

无人机在河流上空飞翔，看
到了高大的树木，漂亮的安置
房，还有半山腰青纱样的晨雾和
开阔的河面，它们构成一幅幅美
丽的画面。

无人机沿着河流向下游飞
去，只见河流随着山势愈来愈
宽，没多久，便到了与金沙江的
交汇处。宽阔的江面蜿蜒在群山
之间，犹如一条长长的展翅欲飞
的巨龙，这就是著名的乌东德水
电站水利枢纽工程。

该工程建成后，随着水位不断
升高，金沙江边和江两边沟谷里的
农家，便搬迁到了移民新村。新安
码头上方，有三个移民点，家家户
户都是独栋 3 楼大院，造型优美，

堪比别墅。房前屋后都栽种着芒果
树和番木瓜树，这是村里人的风景
树，漂亮实惠。

据村书记讲，现在住房条件
和交通运输条件，都比以前好了
很多。村里正在大力发展旅游
业和水上交通运输，努力提高广
大村民的经济收入。

移民新村里有不少傣族人，
他们的房前屋里到处都有孔雀画
装饰和造型。室内的座椅和桌子
都是竹子制作的，圆形结构。几
乎每家墙角都有一坛坛米酒。品
尝过米酒后，热情的女主人为我
们讲起傣族民间故事，有民族英
雄“岩罕草寇王”、教育傣家儿女爱
护树木的“牛王树的传说”等。最后
给我们讲述了泼水节的缘起，这是
傣家人的狂欢节，可惜，我们来得
不是时候，没能亲身体验一下夏日
里泼水带来的全身湿透的快乐。女
主人的讲述，让我们对傣族文化有
了些许了解。

走出傣家，我们又来到码头。
顺着河流向远处望去，心中升起了
诸多赞叹：这项伟大的水利枢纽工
程，不仅改善了当地缺水状况，也
改变了金沙江边诸多人的生活。

此时，一群白鹤正从河流上
空轻盈飞过，愈飞愈远，像傣家
的生活，节节攀升。

一张巨型的方桌上，按照一年 12
个月和 24个节气的寓意，整齐有序地
摆满了288道精致玲珑、鲜美细腻的徽
菜。还未走近，就觉香气扑鼻，令人垂
涎欲滴。这便是日前在安徽省绩溪县
举办的美食文化旅游节上的“赛琼碗”
民俗活动现场。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赛琼碗”民俗活动有着“徽菜民
间博览会”“徽州的满汉全席”之美誉。

绚丽的色彩是这桌“赛琼碗”最
引人注目的地方。放眼望去，冬笋的
嫩黄、豆腐的玉白、香菇的灰褐、蕨
菜的青紫、辣椒的艳红……美形各
异、美味十足、美色缤纷。

288 道菜品中，臭鳜鱼、一品
锅、毛豆腐……徽菜名肴一应俱全。
这些珍馐荤素兼备，造型悦目，色香
俱全，宛如一件件艺术品，体现出徽
菜特色和徽厨的高超技艺。

相传，“赛琼碗”活动是为纪念古
徽州一位名人——汪华设立的。据史
料记载，汪华是隋末唐初地方自治首
领、唐代大臣，今绩溪登源人。他幼年
时武艺超群，长大后应郡府招募加入
义军。隋末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汪华
率领兵士攻占了歙、睦等州，号称“吴
王”。其时正是国家动荡，民不聊生之
时，而汪华所治之地，多年不见兵戈，
百姓得以安生。

为表达对汪华的纪念，古徽州家
家户户争相以当地最好的山珍野味、
园蔬瓜果、面食糕点、干果水果及盆景
盆栽等做供品，并以二龙戏珠、凤凰展
翅、鱼跃龙门、五谷丰登、洪福无边、蟠
桃献寿等吉祥词句冠名。“琼碗”供品
因菜肴精美，如琼似玉故名；人们将供
品进行比赛和展示，故叫“赛琼碗”。

“赛琼碗”是徽菜的庆典，是徽厨
的盛会，是历史的对话，更是徽州人文
气象在新时代的展示。如今，每逢徽菜
美食文化旅游节，“中国徽菜之乡”

“中国厨师之乡”、徽文化的主要发祥
地——绩溪县都会举办盛大的“赛琼
碗”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摄
影爱好者纷至沓来，一睹风采。

本报电 （陈雨茜）近日，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公布了
2022 年“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
优选项目名录”，浙江省松阳县明清
古街入选。

松阳建县于东汉建安四年，松

阳明清古街坐落在县城西屏街道，
核心线路长 1.9 公里，其范围内有
省级文保单位 （点） 3 处，历史文
化建筑30余处。此次申报旅游休闲
街区位于人民大街以东、十字街—
塔头街以西、猪行路以北的保存较

好较完整的街区。临街多为清代至
民国建造的土木结构二层楼房，具
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是丽水市
保留最完好的古街区之一，也是浙
江省保留比较好的古街区之一，被
誉为“活着的清明上河图”，号称
五里长街，烟酒税局、邮电局、银
行都曾设在这条老街上。时至今
日，街区内各种传统商业店铺生意
兴隆，如铁匠铺、金银铺、炭烛
铺、锡箔铺、裁缝铺、草药店、修
篾店、剃头店、钉秤店、刻字店等
传统手工艺作坊仍在营业。

近些年，松阳县推进文化旅游
与艺术创作、农业、手工业等融合
发展，先后修缮了“非遗馆”“老
邮电局”“王氏祠堂”等一批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建成了由清华同衡
投 资 的 “ 文 里 三 庙 文 化 交 流 中
心”，乡伴文旅投资的“善应见山
堂”，碧山旅行社经营的“横街九
号”，杭州国遗铜雕传承人朱炳仁
经营的“匠人工坊”，宿集夏雨清
经营的“山中杂记”和“茑舍”等
一批示范性项目。与此同时，引导

“云上平田两间房”“佰仙面馆”
“元朴艺术空间”等原住民对民房
进行修缮改造，成为游人的网红打
卡点。

滇国故地记江川，李家山上
展铜林。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境
内的李家山，原来只是一座寻常
的小山冈，因为国家考古工作者
在这里几次发掘出土了数千件文
物珍品，使其成为蜚声中外的滇
中名山。

今年，我们几个朋友相约去
李家山。李家山背靠梁王山余脉
的多依山，面向烟波浩渺的星云
湖。上山后，山风劲吹，艳阳朗
照，山冈上一片沉寂。漫步在山
冈上，除了一圈围墙和看守人员
守卫值班的房屋外，只见遍地的
茵茵绿草和低矮的丛丛杂树，根
本看不到一点古墓群的影子。

李家山是平凡的，但又是神
奇的。奇迹的发现是那么偶然。
1966年11月，当地群众在李家山
上修造台地，意外地挖掘出一批
青铜器，后经文物专家鉴定，它
们是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的古
文物，由此拉开了李家山青铜文

化的神秘之门……
“古滇往事渐朦胧，物竞从来

胜者雄。破译李家山上梦，铸成
信史是青铜。”李家山出土文物种
类浩繁，构思新颖，造型优美，
工艺精湛，在世界青铜史上占有
极高地位，从农业、畜牧业、纺
织业、祭祀、葬俗、青铜铸造等
不同侧面展示了古滇国贵族的战
争、生活和生产活动，对研究古
滇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艺术及古滇国与汉王朝的关系提
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今年8月，纪念云南李家山古
墓群考古发现50周年学术研讨会
在玉溪市举行，来自国内外的文
物、考古、民族、自然科学、历史文
化等百余名专家学者建议，积极推
进李家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让李家山“活起来”，将李家山创新
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成果，更多
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相信李家山
的未来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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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政园秋色。
王建中摄 （人民图片）

松阳古街入非遗优选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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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民居建筑似乎就是在不断
地复制街巷，弄堂连着弄堂，水巷
连着水巷，小桥连着小桥，人家连
着人家……这就是江南古村、古镇、
古城。小桥情系两岸人家，水巷似血
脉，流水似血液，流过家家户户，使
得江南民居生气勃勃。民居村落的历
史文化和家家户户的悲欢离合伴着小
巷源远流长。我把江南苏州的往事一
直装在心里，热爱它，思念它，珍藏
它，用手中的笔讲述那悠悠岁月里的
百姓故事。

市井人家

孩提时的记忆，总是挥之不去。那
厚重的石板，好似一个个音符在大街
小巷里浅吟低唱。窗子雕花，板壁素
色，皆默然不语，不问世事。斑斑驳驳
的墙面，旧装新颜，交织在一处。稀疏
凌乱的瓦当经过风雨洗礼，留下一幅
沧桑的画卷。河风轻拂，流水悄悄，生
怕惊扰了梦中的有情人。

把心事放在白云间，随风自然飘
散。路经古巷，但见一块花窗、一泉
古井、一座石凳、一块木栏……均使
人浮想联翩，油然而生行云流水般的
自在欢喜，心无挂碍。徐徐清风，卸
去了生命旅途中的疲惫，无所欲，无
所求，带着甘露的香甜与清凉，滋润
着心灵。

回荡在弄堂里的叫卖声萦绕在耳
边，如今还是这样清晰，一幕幕悠远
的旧事景象浮现在眼前。“市井”从
字面看就是“街市里的井”，而“市
井生活”就是绕着井边过日子，用现
代话叫“居家过日子”，围绕油盐酱
醋过生活。市井的生活丰富多彩，市
井里的人各式各样，人生百态，应有
尽有。

“苏州人杀半价”，说的是苏州人
在买卖时还价方的“狠”，通常买方
还的价格是卖方开价的一半。当然，
那是往事了。不过，这句俗语很好地
映射出当时苏州小市民的性格：心地
细腻，买菜也像选工艺品一样要完
美，一天的心情与这次讨价还价密切
相关。市井里的人就是这样，在讨价
还价中得到了满足和快乐。

生活在古巷里的人们对书画有着
特别的情结，可能是源于祖上遗传抑
或是建筑艺术的熏陶。小巷里的人家
多为书香门第，他们有家产，爱文
化，喜欢收藏书画，不为讨生计而
愁。如今博物馆里的许多书画珍品正
是基于他们的书画情怀，才能流传至
今，让后人能够领略到江南国粹的风
采。他们传承和保护了祖国的文化瑰
宝，感谢小巷里的人们。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
院。昆曲在这座古城里流传，至今已
唱了 600 多年，余音不断。有本土戏
曲的地方，一定是文化历史悠久之
地。地方戏曲具有很典型的地方特
色，包括语言、唱腔、服装、道具和
舞台背景，都是其固有的艺术文化，
也最能体现地方百姓的性格。

宽天宽地，莫如宽厚待人。苏州
人和善的性格造就了当地历来和谐安
定的民风。万年桥在古城的胥门内，
是当年小商小贩比较集中的地方，大
家你好我好和气生财的画面，如今已
经焕然一新，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影
子。万年桥下流水依然，万年桥上人
行依旧……

水上福地

河道清澈，鱼虾往来，几个光屁股
小孩狗刨戏水，扎猛子、打水仗，与鱼
虾同乐……这是江南水乡夏天里常见
的景象。水上生活，幸福至极。天天丰
收，天天喜悦。远水连天，如诗如画，身
处仙境，一切平安。太湖渔民自得其

乐，天天劳作，日日勤勉。风雨来袭把
酒抿，捕鱼抓虾赛神仙。

水，有河水、井水；青菜，在
“自留”地里生长；鱼虾，在河里悠
哉；鸡鸭，在街上自由奔走；粮食，
在田里茁壮成长……真是鱼米之乡，
人间福地。

苏州的美包含了自然的山温水
软、街巷的小桥人家、百姓的丰衣足
食、物产的丰富厚足，以及天时、地
利、人和的多元之美。一座城市有了
水，便有了灵气、有了活力，水是造
就苏州美的源头。水是万物之母，它
创造了生命，也创造了江南的灵魂和
命脉。清新湿润的江南山水，连空气
也带着甘露的香甜，滋养着江南人的
肌肤和心境。

自古以来江南水乡故事总是在文
人骚客笔下熠熠生辉。如今的苏州，
努力做好太湖生态保护、长江大保
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等大事，统筹做好水
安全、水生态、水资源、水文化的

“水文章”，不断擦亮“江南水乡”名
片，全力将秀美山水转化为苏州的发
展优势。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
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重回水巷的梦境，邀约所有的神
灵，畅游古今交融的意境，净化内心
世界。出生在水乡里的我总以为水巷
是人间天堂，是桃花源，是人类无与
伦比的居住地。如今，它完成了它的
历史使命，成了旅游者的观光胜地，
依旧为人们发光发热。它是恬静的、
淡泊的、与世无争的、逍遥自在的。
无论经历了多少千姿百态，水乡之子
对故乡的情结是永远无法释怀的，就
像孩子认为母亲是世上最美的女人。
水乡之美是独一无二的。

精英辈出

江南山水孕育了无数中华精英，
他们中多为擅长舞文弄墨的人，这与
江南“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创
造了环境，环境也造就了人。

苏州名人数量多，门类全，历代
人才辈出，尤以文人墨客居多，如满
天繁星，熠熠生辉。有西晋文艺理论
家陆机，有唐代文学家陆龟蒙，有中
国书法“草圣”之称的张旭，有宋代
田园诗人范成大。明清时期的苏州，
更是诗、文、书、画的重镇，著名的
吴门画派和书派皆于焉形成。这里涌
现出众多优秀的文学艺术大家，说也
说不完……

文人多了，又形成了苏州世代崇
儒弘学、尊师重教的传统。置身于风
雅礼仪中的苏州人，经过了长时间的
涵养、陶冶、滋润，最终凝成了特有
的文艺气质——一城市民吴侬软语、
温文敦厚。

花落流水去，水巷里的落花，没
有伤感，争先恐后飘落碧波，带着喜
悦和清香随波逐流于小桥之下，与鱼
虾同乐，逍遥人间，得到了重生，真
是天上人间。没有不平和伤感、没有
愤懑和悲哀，水巷是“神”创造的地
方；是“仙”宜居的乐园。怪不得从
水巷里走来的人都是飘飘欲仙：沈石
田、文徵明、唐寅、仇英……他们多
才多艺、心灵手巧、智慧过人，有营
造自然的本事，天人合一。

时代记录了水巷里的人们，历史
抹平了坎坷和怨恨。

京杭大运河江苏苏州段。
王建康摄 （人民图片）

京杭大运河江苏苏州段。
王建康摄 （人民图片）

明清古街。 松阳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供图 “赛琼碗”民俗活动现场。

《一声柔橹一销魂》 周文雍绘

新安傣族乡泼水节。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