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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
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这段顺口溜提
到辽代太祖耶律阿保机，但却不是出自中国北
方的大草原，而是出自云南保山施甸县的 《施
甸长官司族谱》。

难道滇西小城里藏着古契丹人的后裔？带
着这个疑问，记者来到云南西部的保山施
甸，实地作了一次文化之旅。

祖祠里的
“青牛白马”与“破冰捕鱼”

在经历从北京到昆明的 3 小时飞
行之后，记者又坐了 40 分钟的飞机
与近 1 小时的大巴来到施甸县。在
昆明到施甸的路上，无论从空中
俯瞰还是从车窗眺望，最常见的

就是群山起伏、公路盘旋与偶
尔显现的盆地，当地人也称
“坝子”。

这样的场景让人难以
想象当年在北方草原上

的契丹人是怎样辗转到此的。据史料记载，元
灭金后，契丹人随蒙古军南征，跟忽必烈渡过
金沙江，征服大理国，为戍边之需落籍云南，
完成了长途大迁徙。

如今，时光虽已流过七八百年，但施甸的
契丹元素依然可见。在木瓜榔村的蒋氏宗祠，
祠堂保持着圆拱尖顶造型，犹如古契丹人的

“帽子”，顶端书有“耶律”二字；其正门朝
东，与辽代建筑面朝东向的风格相一致，保留
着契丹族朝日的习俗。

走进祠堂，正房正中立有祖先牌位，旁边
则悬挂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画像。祠堂的墙
壁上则有一幅“青牛白马图”，而这是整个契丹
族起源的传说：远古时契丹族的男女始祖分别
骑白马、青牛沿浮土河、潢河而下，相遇于两
河交汇的木叶山，在此结为夫妇。他们生了八
个儿子，繁衍成为契丹八部落。

“像这扇原先正堂的门，上面还雕刻着‘破
冰捕鱼’的场景，这显然是中国北方草原才有
的情景。”顺着施甸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何林
山的手势，记者看到一群刻画栩栩如生的人穿
着棉袄，在卖力地从冰窟窿中拉网捕鱼的情景。

此外，施甸长官司、阿苏鲁墓
等也都有契丹遗迹，不少石碑上还
刻有契丹的“小字”，让人大开眼
界。

契丹后裔们
“在融入中传承”

根据史学家的估计，云南省的
契丹族后裔大约有15万人，分布于
保山、临沧、德宏、大理、西双版
纳等地，其中大多数生活在施甸。
时过境迁，这些先祖来自草原的后

裔如今和谐地与本地少数民族生
活 在 一 起 ， 既 “ 融 入 当

地 ”， 又 “ 有 所 传
承”。

在大乌邑契丹后裔的宅子里，记者与同行
者受到主人的款待。其中一种美食让大家赞叹
不绝，当地人称为“干兰片”。这种食物由豌豆
磨成面后煮成粥，冷却后再将粥放在干净的稻
草上晾干而成。而这种工艺是根据奶酪的做法
转化而来的。烤全羊、腊肉、烟熏肉，这些食
物也都在制作中融入当年的契丹工艺，凸显了

“施甸特色”。
保留契丹习俗的不只是食物的制作，还有

民俗活动。作为过去骑马放牧的民族，在施甸
的契丹后裔们还保留着“遛马节”与“羊皮
会”，保持着对祖先生活情景的追忆。“每年农
历二月十一，契丹后裔们会举行抢羊竞技活
动。组织者将羊置于水塘中央，选手们跃入水
塘向目标游去，先夺得者为胜。”身为契丹后裔
的蒋开磊这样告诉记者。

从他的口中，记者还得知，元灭亡后，契
丹后裔们为了“隐蔽”自身的民族身份，纷纷
改姓。例如早期的阿、莽，现在的蒋、李、杨
等都是契丹后裔常见的姓氏。但在祭祖时，他
们会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共尊“耶律氏”的
祖先。

以契丹后裔文化为名片
打造“特色施甸”

契丹后裔文化无疑是施甸的一张名片。如
何将契丹后裔文化的保护、弘扬与城市建设、
旅游发展相融合，成为当地的重要课题。

在参观中，施甸县委书记施继平表示，施
甸县的城市建设要展示个性化的“契丹后裔风
味”，而非学习千城一面的“建高楼”。例如，
在建中的城市中心广场拥有三座外形酷似契丹
圆帐的地标建筑，其中包括未来将展示契丹后
裔文化及出土文物的博物馆。

同时，契丹文化创意园、契丹古镇、契丹文字
碑林，都主打“契丹牌”。而恢复原有历史遗迹、
设置自行车道、保持田园风格、利用温泉资源等，
也是施甸做好旅游的配套措施。

此外，同行的学者

专家们也提出了各自的建议。如北京文物考
古研究所前所长齐心表示，施甸在展示契
丹后裔文化时要“见物见人”，用文物说
话，让特色习俗吸引人。黑龙江齐齐
哈尔市达斡尔学会会长吴焕年认
为，施甸旅游的发展还需要搞好
对外的交通连接，把自身融于
云南这个旅游热门地点的
大环境，让游客能够来
了云南“想来施
甸 、 容 易 来
施甸”。

滇西小城寻访契丹记忆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文/图

全国首家气象灾难博物馆——中国台风博物馆，坐落在浙江省舟山
市岱山岛西南面“无风三尺浪，有风浪过岗”的拷门燕窝石笋景区的拷
门海堤大坝上。

中国台风博物馆融台风科普、旅游、科研诸功能于一体，展示台风
的发生、发展和消亡。

中国台风博物馆之所以要建在这岱山拷门，主要是因为岱山属北亚
热带南缘季风性气候，历来屡受台风侵袭、频遭暴潮冲击，而岱山的拷
门海堤则素有“浙江防台第一坝”之称，也是全国防台的重要前线。

台风，源于热带海洋的强烈涡旋，西洋称“飓风”，也叫“风暴”、
“风潮”，为世界灾害性天气系统。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台风的神秘
面纱正逐渐被揭开。因神秘而好奇，因好奇而探究，应运而生的中国台
风博物馆因此而独具魅力。

在中国台风博物馆里，不仅能看到台风来袭前的生死大撤离以及危
难之中的真情援助等沿海军民自强不息保卫家园的“抗台精神”的史实
长卷，还能在“玩转台风”、“阻击台风积雨云”、“与风赛跑”等台风科
普互动游戏中尽情享受科技带来的新知与快乐。

中国台风博物馆的一期馆位于拷门大坝的北坝头，其外观造型设计
既像三艘迎战台风的巨轮，又像三叶抗击台风的风帆。该馆以图片和实
物为主，图片主要展示台风的形成原理、路径走向、被台风肆虐之后的
受灾现场等，实物则展示舟山岛民抗御台风的一些原始工具、通信器材
等。

二期馆位于拷门大坝的东头，其外观造型犹如一个被狂风卷起的巨
浪。展馆采用互动、趣味、科普、娱乐等表现手法，与一期主馆的静态
展示风格形成互补，真正实现了寓教于乐的科普效果和目的。馆内为两
层，一楼为展览厅，内设亲切关怀、台风知识、台风危害、抗台救灾、

台风科研五大部分。它运用图片、实物、台风模
拟、台风科普实景和科普影片 《台风惊魂》 等手
段，让参观者受到生动、详尽的科普教育，让人
们了解台风的灾害性和抗台抢险的重要性。二楼
为观台厅，观赏窗装有1.5厘米的超厚玻璃砖，能
抗十五级以上风力。临窗而立，能看到拷门外怪
岩矗立、礁石丛生的海面。如果在台风到来时登
临此处，能看到台风在海面上掀起数十丈高的浪
头，猛向拷门扑来，并在那些丛生的怪岩和礁石
上撞击得粉碎。因为地处台风侵袭时的最前沿，
那种惊心动魄的场景足以让人终生难忘。

三期馆是一个“亲历台风”的全天候大型仿
真模拟系统，通过各种声、光、电高科技手段，
让游客体验呼啸而来的风和铺天盖地的浪，以亲
身感受台风的凶、险、奇。“听风”、“报风”、“玩
风”、“射风”、“骑风”、“摇风”、“摄风”、“越
风”、“驾风”等环节，堪称玩转台风、降服灾害
的典范。

然而在我看来，中国台风博物馆的最大特
点，应该是它既具台风的展示与科普功能，又具
台风的科研与观测的实用价值，在博物馆文化建
设上另辟出一条蹊径。这表现在观台厅的功能设
计上，它既可在台风期间供游客们亲身感受台风

来临时的壮观场面，又设置有波浪观测站、海岛自动测风系统等一系列高科技仪器，同步输送实时监控数据，同
步接受市级气象台全部实时信息，并承担《海塘抗御超标准越浪能力的试验研究》等科研课题的科研任务，通过
信息系统将科研图文传输到省、市、县
防汛指挥机构，为防汛防台决策提供
重要参考。如是，中国台风博物馆已
不只是一座单纯的博物馆，还是一个
台风观测与研究的工作室。

中国台风博物馆馆长赵虎炯告诉
我们：在博物馆内现场观看台风，开
了国内灾害旅游的先河。他说：要做
好台风旅游，首先要确保安全，其次
要有准确的台风预报信息。为确保观
台安全，台风博物馆当年在选址和设
计时就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同时，馆
里做了大量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制定
有周密的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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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城市动辄万元饕餮盛宴相
比，安徽省含山县的餐饮档次可谓不
高，但其美食的味道却别具一格，越
品越有味，越吃越让人喜爱。而美味
的根源在于含山的一方山水，在于大
自然的馈赠，在于含山人的别具匠心。

鲜味的秘方就是水

含山美食名气最大的，当属三口
塘老鹅汤了。三口塘老鹅汤产于含山
铜闸镇境内，喝过的人大多是一个字
的评价“鲜”。三碗喝下去，方才如梦
方醒，连呼“真鲜”。

三口塘老鹅汤有没有祖传秘方，
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与当
地的水有关。

含山的水非常多，有直通长江的
河流，有宛如明珠的水库，有星星点
点的池塘，有尚待开发的温泉，有清
澈奔流的小溪，丰富而又有营养的水
资源蕴含着人间的珍稀美味。

说到含山的水，自然要说到裕溪
河边上的运漕镇。这座千年商贸古镇

在明清时期就十分繁荣，奔腾的河
水、密集的人流、繁忙的早市带来了
人们在饮食上的多样化，运漕早点自
然应运而生、声名远播。

品正宗的运漕早点，不能说吃，
而要说喝。说“吃早点”还是“喝早
点”，是区分当地人还是外地人的第一

“利器”。
运漕早点有凉拌类、油炸类、蒸

煮类、烧炒类，其中煮干丝、炒面
皮、小笼包最具特色。最有名的要数
煮干丝，煮干丝选用的是当地产的白
干子，一块干子至少用刀片开 10 多
层，和鸡汤、手撕的鸡肉、木耳、姜
丝、虾米一块煮，越煮味道越浓、口
味越好。煮干丝的长久不衰与运漕的
水质大有关系，鲜味的秘方也是水。

清新的感觉来自山

“三面环山，势若吞含”，这是安
徽省含山县名的由来之一。顾名思
义，山是含山的精灵，是含山的核心
资源，是大自然的馈赠。

含山境内丘陵起伏，山丘错杂，
山脉多东西走向。含山四季分明，冬
寒夏热，春温多变，秋高气爽，雨量
适中。

这样的气候环境、这样坡缓谷宽
的地方多产茶，含山也是如此。含山
的茶叶有春茶、秋茶之分。春茶产量
多，秋茶产量相对较少。除时间上的
差别外，在色与味上更是各具特色。
春茶泡出来碧绿的，很好看，每个大
小均匀，两叶一尖的称为“两刀一
枪”，已是春茶中的精品，更有“一刀
一枪”，算是古代的“贡品”。春茶重
在“赏”，有视觉的冲击力。再说秋
茶，重在“品”，味足，可以满足味觉
享受，泡上大半天，喝个五六开，茶
汁不淡，口腔里始终有香香的余味。
泡含山茶叶的讲究也是有的，那就是
不能直接用开水冲泡，而是先将开水
倒在杯子里，然后再从上放进茶叶，
让茶叶自然下沉到水中；不一会，茶
叶就像小学生列队一样，上上下下，
茶尖朝上，整齐地“站”在杯底。

从含山县城往南 20公里，有一处
云雾缭绕的高山，这就是国家级森林
公园——太湖山。这里也盛产一种特
殊的“茶叶”——绞股蓝。它虽然可
以像茶叶一样冲泡，一年四季泡出来
的颜色比茶叶漂亮、清新。但它却不
是茶叶，味道和茶叶也不一样，有苦
味、甜味和中性三种。

绞股蓝号称“南方人参”，有很高
的药用和滋补价值，主产地就是含山
的太湖山一带。绞股蓝最好看的是颜
色，最喜人的是清香。如今，随着它
的名气越来越大，价格也一路攀升，
当地林场工人靠它增加了不少收入。

徒弟姚益林点火升温，师傅李骏
伸手量着锅温，突然，李骏将青叶倒入
锅中，双手猛炒起来。苏州吴中区茶
叶协会副会长沈四宝介绍：“这是炒制
碧螺春第一道工序——高温杀青。当
锅温 150-160 度时，投入茶青，反复旋
转抖炒为主，至茶青略失光泽，手感柔
软，稍有黏性，始发清香。”

清明前，碧螺春新茶上市时节，我
来到洞庭山碧螺春主产区苏州市金庭
镇，正赶上镇里举办茶制作技艺百人
传承活动。在炒茶现场，20 口茶锅成
方阵排开，碧螺春炒茶大师们带着新
收的 60 位徒弟，全神贯注地忙碌着。
西山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周永珍
告诉我：“炒制碧螺春共分四步：高温
杀青、热揉成形、搓团显毫、文火干
燥。炒制时，手不离茶，揉中带炒，抄
中有揉，炒揉结合，连续操作，整个过
程全凭经验和手感。”

据吴中区洞庭山碧螺春茶业协会
统计显示，目前吴中区东、西山共有
茶农 17458 户，而懂得炒制碧螺春的

却多是家中爷爷辈、爸爸辈，当地炒
茶师傅的平均年龄超过40岁。

这次技艺传承活动面向社会招募
报名后，选定的60位徒弟来自苏州各
个地方，年龄都在35岁以下，就是希
望碧螺春炒茶技艺能在年轻人中发扬
光大。27岁的小伙子葛尧杰被选为60
名学徒之一后，激动地说：“虽然只
做一天徒弟，但我一定要多学点。”

来自南京的乌丝栏艺术馆馆长张
茜茜说：“我们是自媒体团，三五好
友结伴访问茶山，赶上炒茶，让我们
大开眼界。以前喝碧螺春，只知碧螺
春条索纤细，卷曲如螺，白毫显露，银
白隐翠，冲泡之时，恰似白云翻浪，香
气浓郁，滋味鲜醇，汤色清绿，有‘一嫩

（芽叶）、三鲜（色、香、味）’的赞誉。到
了产地，我们发现碧螺春之所以优异，
除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和精细的采
摘、拣剔原则，也和精巧的炒制工艺密
不可分。炒好的碧螺春正如茶农所
言：铜丝条，螺旋形，浑身毛，花香
果味，鲜爽生津。”

金庭镇看炒碧螺春
辛 纳

江西永修县近日在云山凤凰山
举办第九届桃花节。一年一度的桃
花节已成为融探花赏景、文化交流、
招商推介为一体的旅游节日。永修
云山凤凰山素有“十里桃花、万亩果
园”之美誉，其中有 5000 多亩桃园
集中连片。从2007年至今，已连续
9年在这里举办桃花节，前来游园、
赏花、体验农家乐的游客年均达到

2.3万人次，每年为当地果农每户创
造收益1678元。

在加快推进“旅游强县”建设进
程中，永修举办桃花节，旨在推进云
山生态旅游和特色农业产业发展。
同时，充分利用桃花园景区加入南
昌都市圈旅游休闲“一卡通”年票的
契机，以花为媒，以节会友，加速把
凤凰山万亩桃园基地打造成南昌市
的后花园，唱响“鹤舞鄱湖，永修人
生”旅游品牌，助推全县文化旅游休
闲基地建设。

江西永修以桃花为媒
打造生态旅游

欧阳洁 潘 浔 郑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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