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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春节，，相约在绮罗老宅院相约在绮罗老宅院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红深郑红深

来到云南腾冲绮罗，听
到人们讲述一位腾冲儒商和
一位藏族姑娘充满传奇色彩
的爱情故事。2 月 6 日晴朗的
下午，记者来到腾冲绮罗古
镇李大仁巷的一所大宅院，

庭院里的茶花开的正艳，桂树兰草也郁郁葱葱，
两块乾隆时的牌匾显出主人的品位。这所五进大
院子的主人是一位藏族老太太罗布启春。启春老
太太正在午休，她的儿子李心康向记者讲述了他
们这个华侨大家庭的故事。

“华侨在外创业，真不容易啊！”

这间祖宅是李心康的祖先明朝年间在此带兵
屯边建的，已有300多年历史，到李心康这一代已
是第 17代了。房子的大柱、房梁、板壁都是楠木
的，其飞檐和雕梁古旧中依然十分精美。

李心康的祖上有多人到缅甸经商。他父亲李
和仁等4兄弟都在缅甸做生意，十分红火，但日本
人的枪炮不仅打乱了他们的生活，还逼迫他们抛
弃事业四散逃离。其他兄弟和他们的后人，后来
主要还是在缅甸，还有一些已到世界各地。

1944 年，李和仁由其兄入股的腾冲三大商号
之一茂恒商号派驻到西藏拉萨任分号经理，在随
马帮进藏途经日喀则时，遇到了藏族姑娘罗布启
春，并结为连理，还有了两个女儿。不久，李和
仁到印度、尼泊尔等地闯荡，罗布启春义无反顾
地跟随丈夫的马帮开始充满艰辛的旅途。后来他们
回到缅甸，1953 年后有了李心康等几个孩子。此后
又被驱逐，就避难到缅北邦隆和腊戌等地，辗转到
香港、腾冲。老李说，华侨在外创业的确不易。

李心康后来在重庆上学，到昆明工作，最后退休
回到腾冲的祖宅。这座老宅一直由弟弟李心澄管理
和住宿。母亲与他们的姐姐居住在香港。近年来，母
亲的腰腿不便，所以住在老家比住在香港时间多了。

“娘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啊！”

当记者问到老李今年春节在哪里过，怎么过
时？李心康动情地说：“娘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啊！”

他说，今年我们家几十口人都将回腾冲绮
罗来过年。缅甸的大哥的家人、二哥以及
家人都会来，香港的两个姐姐和她
们的家人也会来。美国和加拿
大的堂兄等亲人电话中
说想来，但毕竟有
些 远 ，还 不 一
定 。现 在
通

信方便，他们到时候至少都会给老太太电话拜年。
现在他家的亲人分布在世界各地，主要在东南亚、
南亚、美国、加拿大、欧洲以及港台地区。如果都来
的话，会有四五十人。

老李告诉记者，今年春节拉萨的亲戚已有 4人
住在这里了，是母亲姐姐的孩子，即老李的表兄妹。
过几天，还有几个表兄妹和他们的孩子会来。他说，
今年至少回来30人，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聚会。

老李说，我们是一个传统观念较强的大家庭。

我母亲已 88岁，是他们那一辈人中唯一的长者。所
以，大家都唯老太太为主是尊。什么事情都是母亲
说了算。像春节这样的节日，有母亲在，能来的都会
来。近几年，只要母亲在这里，这里过年的气氛就非
常热闹。如果母亲住在香港，他们也会到那里过年。

老李记起他们家几年前的春节那次大团聚，一
共在庭院里摆了 3个大桌，但还是坐不下，小孩
只能站着抱着。发红包时，10多个小孩们
排起长队，一个人得了几十份红
包。内地的亲友都回来了，
缅甸、泰国、香港等
地 也 来 了 很
多。

在李家的大花厅里，唐卡和水墨画相映生辉，
显示这个汉藏融合的大家庭其乐融融。

“无论在哪，都要为社会做贡献！”

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在社会各界都干得很出
色，老母亲很高兴。大家对老母亲十分孝顺。记
者请老李在一块腾冲县教育局颁发的“捐资助学
功在千秋”的牌匾边上拍照，老李说，这张牌匾
是颁发给母亲的，其实很多是在各国的子女后辈
以母亲的名义捐助的。

李家热心公益和教育事业有传统。腾越镇宣
传干部王艳丽向记者介绍，绮罗镇图书馆就是李
和仁联络华侨和乡亲一起捐建的，从找地、筹
钱、建房，到通过国外关系募捐，全包了。1984
年图书馆建成，李和仁是图书馆第一任馆长，并
把自己珍藏的《新绮罗志》捐给图书馆。

他们家这幢老宅，客人来了都欢迎。当年远
征军就住过这里，据老人说，早上一个连，一场
战役下来，晚上回来的只有3人；当年解放军也住
过这里，大柱上还有拴马的印记。近年，经常会
有电视台来拍摄。在墙上，记者看见一张 20来人
的合影，是带着慈祥笑容的藏族妈妈与电视剧

《翡翠王》剧组人员在老宅堂屋的合影。
这几天，老李准备收拾收拾房间，好迎接客

人。过几天人就会多了。大家住在一起，其乐融
融，如果要让谁住在外边，谁也不会愿
意。看来这个大宅院这几
天 会 越 来 越 热
闹。

漫步和顺侨乡，可谓“一步一景”、“移步易景”，每
一栋民居里都藏着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和说不尽的“走
夷方”故事。在一户刘姓华侨家的客厅角落里，一幅老
一代“走夷方”人留给后辈的 《一点秘诀》 颇值得玩
味：“微笑露一点，做事多一点。行动快一点，度量大一
点。脑筋活一点，嘴巴甜一点。效率高一点，脾气小一
点。理由少一点，动作轻一点。”可谓金玉良言。

可见，想读完和顺侨乡这本厚重的书，既不能凭一
日之功，更不能靠一面之缘。对华侨民居感兴趣的人们
要想探个究竟，在华侨自家的民居客栈中住上一段时间
无疑成了最佳选择。

在弯楼子斜对过不深的巷子里，有一家名为“号里
头”的华侨客栈。门前晾晒的被褥，墙上悬挂的腊肉，
摆在一旁的菜篮，难免让迈进“号里头”大门的人误认
为闯入一户正常生活的古镇人家。只有在听到主人热情
的招呼时，你或许才意识到院门前斗大的“家”字原来
可以兼具“华侨之家”与“访客之家”双重含义。

2月初，记者在这里小住3天，感觉不同寻常。进入
这座木结构的建筑宅院内，两排马灯分别悬于客厅前后
的屋檐下。出身华侨世家的本宅主人李继东告诉记者，
这些马灯都是百年前先人们“走夷方”时使用过的，而
自家的这座老宅更有170年的历史。

穿过客厅，正厅同许多华侨民居一样，供奉着“天
地君亲师”牌位及
先辈们的画像及简
介。两侧及后院厢
房则是古朴舒适的
木 屋 客 房 。 入 夜
后，客房灯光从桂
花树叶缝隙中钻出
来，劝说着置身此
境 的 人 忘 记 日 历 。
住在这里几天后你
会惊奇地发现，即
使 晚 上 不 锁 房 门 ，
也不用担心丢失东
西或有人闯入。

“在清末海禁时
期，陆路通商反而
更为便捷，腾冲独
特的地理位置使其

成为了陆上的‘旱码头’，100多年前的‘小深圳’，成为
传统汉文化、西洋文化及东南亚文化的交汇点。”李继东
这样描述着腾冲侨乡，“在这里，无论住在公寓还是民
居，每一个华侨家庭都供奉着祖先牌位，兄弟们也不允
许因分家损坏或变卖祖宅，住在祖宅的家庭成员有义务
维护好宅子的风貌。”

据了解，近年来腾冲旅游业持续发展，为当地华侨
老宅的保护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撑，古镇也“活”得更
加滋润。仅“号里头”一家客栈，就曾经吸引过敬一
丹、张泉灵、都梁、白描等多位文化名人前来“住店”。

1813 年美国的老式挂钟，东印度公司的独角兽图案
铁窗花，英国的黄色缝纫机……倒映着和顺侨乡文化印
记的国际维度。在另一座华侨民居客栈“花大门”，主人
刘静女士热情地接待宾客。刘女士身着红毛衣，精神干
练，外人很难想到她已近70岁了。刘女士告诉记者，自
己曾祖母的上一辈就开始“走夷方”，每代都有很多人侨
居国外。

“当年，解放军曾在这里住过 3年，他们把宅子粉刷
过。后来，宅子虽几经翻修，但至今我们仍留着一颗解
放军涂在墙上的五角星，以铭记这段历史。”刘女士说，
现在，每年春节，一家人都要和客人们一起按当地习俗
过上一个“侨式春节”，这既是对侨乡文化的传承发扬，
也是华侨世家后辈们必修的一堂历史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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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不闭户的华侨客栈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他自从事纪检
工作以来，坚持原则，铁面忠心，疾病在身，忘我工
作，依法查办腐败案件，树立了新时期共产党员、纪检
干部的优秀形象，成为了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

2月5日，随着颁奖词宣读完毕，来自著名侨乡和顺寸
氏家族的腾冲县纪检干部寸永宏接过了奖杯。站在“最美
腾冲人”颁奖晚会的舞台上，寸永宏依然穿着平时那身略
显陈旧的“工作服”，脸上依旧是宽厚而谦和的微笑。然而，
不熟悉他的人不会想到他曾是一位换过肾的重病患者。

2 月 6 日下午，记者在县纪委办公室再次见到他时，
他的气色看上去依然不是很好，但谈及工作和生活的点
滴时却井井有条。寸永宏介绍，寸氏家族是和顺侨乡八
大姓氏之一，他爷爷在读完书后就出门“走夷方”去缅
甸谋生，他父母均出生于缅甸。

他不仅是个地道华侨子弟，更是一个优秀共产党
员。1998年，寸永宏由清水乡党委副书记任上调入纪检
系统，开始了十多年的纪检生涯。由于纪检工作常常直
面一些消极腐败现象，所以寸永宏面临的工作压力也比
以往更大。一次，在查办一起经济违纪案件时，由于涉
及企业会计对账、相关负责人谈话等工作，任务十分繁
琐，寸永宏不分昼夜地工作，差点晕倒，也就是吃点药
继续干。没想到，这位纪检战士真的病倒了。次年 10
月，寸永宏被查出患上慢性肾衰竭，有生命危险。医生
说，如果早点检查，他的病也不至于发展到这个程度。
幸运的是，寸永宏最终成功换肾，保住了生命。

2007年以来，寸永宏以带病之躯，直接参与查办各种
案件113件，涉案人数123人，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
391万元。当记者请寸永宏讲讲自己的事迹时，他却只是笑
了笑：“我这个人不太会讲，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和顺镇“走夷方”的人，以一穷二白之身想在外闯
出一番名堂后衣锦还乡并不容易，需要一种勤劳、朴

实、吃苦、肯干的
作风。尽管寸永宏
并未像其他家族成
员 那 样 “ 走 夷 方 ”
去海外，但其在纪
检战线上的表现仍
然体现出了这种侨
乡拼搏进取、坚韧
不拔、脚踏实地的

“走夷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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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宗山
百 川 赴 海 ， 千

秋报本万古流芳”，
“随庄硚以开滇喜姓著九

边勋垂百代，佐沐英而定越
幸职肩千户祀享万年”……走

在腾冲和顺这座著名侨乡，几乎每
一栋民居堂前都能看到对仗工整、寓意

深刻的楹联，让古镇的“文化酒香”散发
着迷人的甘醇。
和顺很多民居至今仍是很多华侨侨眷的常用

居所，垂涎“酒香”的游人们也不忍打搅主人的生
活。怎么办呢？没关系！一些归国华侨大方地敞开自家

宅门，以民居博物馆的形式与八方来客分享私家珍藏的华
侨故事。

在和顺民居博物馆中，华侨李氏家族的百年老宅“弯楼
子”可谓独树一帜。踏着火山石路，扶着粗糙的老墙，阳光将幽静

的小巷分割为阴阳两半，那栋顺着山势略显“圆滑”的老宅便是弯楼
子民居博物馆。

弯楼子是传统的三坊一照壁庭院，居室两边有西式晒台。走进这座侨
宅，木结构的花厅，略显沧桑的太师椅，先人的遗像与挽联让曾经居此的华

侨似乎近在咫尺，而厨房旁的美式烤面包炉、屋檐下的英国产铁窗栏、大堂两侧
的百年西洋挂钟，又仿佛是本宅华侨生活里中西元素的历史雕刻。来到最内层的院

子，铁窗花最多的那间屋子便是曾经的“账房”，巨大的铁制保险柜也是“舶来品”，
无声地展示着本宅主人“走夷方”经历之丰与财富之盛。
“这儿的主人现在都侨居国外，分布在13个国家和地区。对于这座老宅，他们并不要

求什么回报，只提出一条，要我照顾好客人、看好家就足够了。”弯楼子民居博物馆的守
夜人对本报记者如是说。

与弯楼子相隔不远，则是另一家旅缅华侨杨润生自办的耀庭博览馆。据杨润生遗孀李
兰仙介绍，“耀庭”二字取自先祖父杨显声的字。走进这座民居，院子里精致的盆栽簇拥
着造型独特的火山石，让整个宅子幽静典雅、散发着十足的书香气。在民居二楼，一张张
本宅主人旅缅时期搜集或使用过的当地邮票、钱
币，让不大的展厅成为窥伺那个时代旅缅华侨生
活的绝佳窗口。

“博览馆展现了家族历史的沧桑，展示了侨乡
的文化。”杨润生在亲笔书写的《耀庭博览馆序》中
这样定义自家的博物馆。据悉，杨家祖籍湖南长沙，
先人随军屯边来到腾冲，至今已历 22 代，保护、传
承家族文化的责任如今落到了妻子李兰仙肩上。

耀庭博览馆的展品有很多抗战元素。一张反映
日军侵占东南亚国家的老地图被摆到显眼位置。李
兰仙介绍，那时，很多华侨沦为日寇铁蹄下的难民，
包括杨润生在内的很多当地华侨都有着强烈历史
责任感与爱国主义精神。杨润生所写的《缅甸沦陷
逃难记》一文也被很多历史书刊收录。

李兰仙指着墙上的一幅幅老照片说道，“尽管
老伴现在过世了，但腾冲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人，民居博物馆还要办下去，让更多人能够亲身
体验到我们侨乡的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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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永宏 （左一） 与同事们
正在工作。

李心康向记者介绍老照片里的团圆故事。
本报记者 郑红深摄

“号里头”民居客栈大门。本报记者 王俊岭摄

走夷方博物馆大门的照壁。 本报记者 王俊岭摄走夷方博物馆大门的照壁。 本报记者 王俊岭摄

顺着依山而建的和顺古镇一路南上，走出镇
子，过了财神庙和中天寺，有一段荒弃的林间古

路。顺路而行 500 米有一个坡顶，被称为“隔娘坡”。
据说，古时大年初二，成年的孩子出门“走夷方”时，
拜过了神灵上到坡上，母亲只能送到这里，然后洒泪分
别，挥手远远望着走向官道、走向缅甸的游子。侨乡出去
打拼的人有很多，能够成功的有几人？无论怎样，母亲挥
着的手和望着的眼，在此时定格。

聚聚散散，终归团圆。临近春节，本报记者深入云南
腾冲多处侨乡实地走访，看望归侨，拜会侨眷，住进侨

家，希望以自己的笔触，记录侨乡准备过年的点点
滴滴，挖掘侨乡背后深厚的“侨文化”，让更

多的人了解腾冲这座著名侨乡，同时感
受华侨们的宝贵精神。

““隔娘坡隔娘坡””的遐想的遐想

编者的话

一家四五十口一家四五十口 散布世界各地散布世界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