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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云南，千姿百态。在多民族的云南，春节
这个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期间，一幕幕充满
民族风情、民族特色的精彩活动，吸引着来自全国
各地的游客。

节日期间，云南全省各地、各主要旅游景区都
组织了丰富多彩、参与性强的年俗文化活动，总数
达 100多个，满足了游客消费多样化的需求。许多
地方的假日旅游逐步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
变。建水文庙举行祭孔祀典、乐舞表演、儒家三礼
活动；西双版纳推出湄公河流域 6国民族同庆新春
系列活动等。这些年俗文化活动，闹热的不仅是景
区点，还拉动了整个区域的假日消费。

云南省假日办 14 日发布数据显示，2016 年春
节黄金周，云南省共接待游客1389.56万人次，同比
增长 9.84%，实现旅游收入 79.44 亿元，同比增长
13.21%，云南全省自驾车进出约710万辆次，自驾自
助游成为春节出游主流选择。

据介绍，春节各地接待游客数据表明，云南旅游
业正呈现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昆明周
边、滇西、滇西北传统旅游线路热度不减；在丽江、大
理、腾冲等传统旅游线路带动下，怒江、楚雄等地旅
游接待量均有大幅增长；以西双版纳、普洱为代表的

滇南旅游线路持续火爆；滇东、滇东南旅
游异军突起，红河元阳梯田、文山丘北普
者黑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

自驾自助游成为云南春节旅游市场
的主流。“春节”黄金周期间，云南全省自
驾车进出达 710.06万辆次，同比增长了
11.69%。乡村游、湖滨游、温泉游等休闲
游成为人们欢度春节假日的主要选择，
有力带动了乡村“农家乐”旅游市场。

据介绍，随着云南省旅游强省建设
深入推进，各地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新
项目新业态新产品增多，云南全省旅游
市场区域分布更加合理。智慧旅游平
台发挥功效，助推游客理性出游，假日
期间云南全省“东西南北中”没有冷清
区域。以西双版纳、普洱为代表的滇南
旅游线路持续火爆。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的床位出租率在 2 月 10 日、11 日、
12日均保持98%以上。昆明、玉溪和楚雄构成的滇
中旅游区以自驾短程游、一日游产品最受欢迎，其
中，石林日最高游客量达 3 万人、云南民族村 1.6
万人、玉溪抚仙湖2万人。滇西、滇西北传统旅游

线路热度不减。在丽江、大理、腾冲等传统黄金
旅游线路的带动下，怒江、楚雄、德宏、临沧等
地旅游接待量较以往均有大幅增长。滇东、滇东
南旅游异军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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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网友邀请“来我家过年”

感受大理文艺范儿
念新洪

“来我家吧——让我们一起在云南过春节”，是2016年“温暖的
互联网——我在云南过春节”全国网友互动活动的其中一项。活动
由云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办，通过网民讲述在云南过春节的微
见、微闻、微感，生动展示云南各地春节的民俗文化、风土人情、
发展变化。

独在异乡为异客？今年春节来我家，异乡亦可做故乡！“来我家
吧——让我们一起在云南过春节”活动共结对成功9对家庭，其中最
具文艺范儿的当属3号大理家庭，3天2晚的环洱海游，充满了“诗
意和远方”。

“大理洱海边，龙龛码头旁，这景色美得就像一幅水墨画……那
临海的榻榻米和吉他，那家庭子母床，都是你们的用心。”来自四川
的吴艳，除夕当天一到接待家庭，就在自己的微博“@檐下燕爱棠
棠”中秀出了文艺范儿的住处。

大年初一开始的环洱海游，更是充满了文艺范儿，第一站喜洲
古镇，途遇大理白族的舞龙舞狮表演，蓝天白云下，衬着白族传统
民居翻飞的龙和狮以及热闹的集市，让吴艳一家3口感受到了大都市
没有的浓浓年味。

3 天 2 晚的行程结束后，吴艳通过自己的微博给网友拜年，并
致谢接待家庭，“特别鸣谢，没有你们就没有这美好的大理行！”接
待方吴凯，也在自己的微博“@大理听海小筑海景客栈”中转发并
很文艺范儿地回应，“你们开心，我们就幸福，祝福你们全家。明
年再来，我们在风花雪月里等你！”

如此充满文艺范
儿的接待家庭和做客
家庭，让网友们很是
羡慕喜爱，表示明年
也要来大理过年。吴
凯还在自己的微博中
进一步推介大理，“贴
春联、放爆竹、看舞
狮、逛闹市、看乡戏、
吃糖龙，那些裹挟着
漫长时光痕迹的年
俗，被以独特的方式
妥善保存，最终汇成
一种叫做‘年味’的
记忆，安放在每个人
心中。越乡土的地
方，年味越浓。来大
理过年吧，这听觉视
觉嗅觉上的大理，一
定会成为你抹不去的
年味记忆。”

无论时代如何嬗变，手艺人坚守传统，维
护着每一个心中的春节味道。在云南晋宁，从
业30年之久的手艺人丁少明做出的叮叮糖，成
为让当地百姓挂念的春节味道。

走在晋宁的大街小巷，偶尔能听见叮叮
——嘡、叮叮——嘡这样富有节奏感的敲击
声，那是一把小锤敲在马蹄形糖刀上的声音。
馋嘴的小孩们循着声音，总能觅到好吃的零食
——“叮叮糖”。小锤落下，糖刀切入，原本貌
似坚硬的叮叮糖分成了小碎块，捡一块放进嘴
里，它会随着你的大力咀嚼渐渐柔软，慢慢拉
伸，却又不肯轻易罢休，牢牢粘连你的牙齿。

儿时只是吃它的香甜，长大了，才领悟到那种
纠缠不休的甜蜜，叫人回味，让人惦念。

晋城镇回龙村丁少明家的叮叮糖因为工艺
传统、口感纯正而备受乡亲们喜爱，情人节的
头一天，购买者络绎不绝。仅仅在他扯糖的这
小段时间里，就有十来个人上门来买，一斤50
块，很快卖出了好几斤。“从土地承包到户的时
候起，我就开始跟着父亲做叮叮糖，到现在，
也有30多年了。”丁少明口中有些自豪，“现在
附近村里也有几家做叮叮糖的，但是乡亲们还
是喜欢来我这买。”

业精于专，精于勤。丁少明做了30年叮叮

糖，从二尺八的小锅做到四尺二的大锅，从土
瓦房做到了四层楼的砖房，从案几大的叮叮
糖，做到了发丝般粗细的丝线糖。生活在变，
工艺在变，产品在变，不变的，是他那种执著
如初的精神，一种匠人精神，用毕生精力做好
一件事情，做好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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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年春晚，歌手萨顶顶用歌曲“吉祥吉
祥”来表达对全国人民的祝福。萨顶顶创作这
首歌的灵感来自花腰彝族的“花腰快调”。为了
给观众带来更具有现代感视听感受，她在少数
民族原生态音乐的基础上，重新配器，让流行
音乐理念与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相互融合。猴
年央视春晚，经过导演组进一步艺术加工，诙
谐幽默的“南涧跳菜”和“花腰快调”首次同
时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

南涧跳菜是云南民族原生态舞蹈，具有浓
厚的民族风情。南涧在实施“文化惠民生”工

程中，注重以南涧跳菜为龙头的优秀民族民间
文化的挖掘和传承，培育民间跳菜队，组织开
展打歌、跳菜比赛，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更美
好、更快乐、更幸福。“南涧跳菜”舞进英国皇
宫，登上猴年春晚，南涧县全民健身中心建
成投入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获得巨大
成功，这一系列文化新事令当地人无比振奋
和自豪。

2015 年国庆期间，由民间艺人自发组织的
南涧凤凰山山歌大会，聚集 30多支县内著名民
间跳菜队，近千名演员同场竞技，吸引了全县
乃至昆明下关等地2万游客参与。在群众自发捐
建的舞台上，30 多支队伍打歌、跳菜、对歌，
一曲曲高亢、清脆的调子唱响了凤凰山，“三跺
脚”跳出南涧人幸福生活。首届无量樱花节期
间，12 支南涧民间跳菜队在华庆茶庄园内驻园
演出，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述精彩的跳菜
故事。

民族原生态走上猴年春晚

“南涧跳菜”牵手“花腰快调”
王永虹 文/图

秋树秋草秋如火，碧空碧水碧如洗。泛猪槽船于泸沽
湖上，听摩梭姑娘的情歌随着荡漾的水波传向远方，拨淡
了蓝天、白云、青山，弄乱了红树、绿荇、木屋，散而又聚，如
影随形，使人心神摇曳……

这是一个秋日，临湖的洛水村，有位唤为七珠的姑娘，伴
我相游。我一一看到：这里的“走婚”，习俗很古老，不啻时尚；
这里的“花楼”，眼里看着高，在心里不高；这里的“女儿国”，传
说很神秘，却并不封闭；这里的“祖母屋”，很权威哩，来客倍亲
切；这里的“猪膘肉”，陈年的时光里泛着鲜香；这里的“苏里玛
酒”，味儿纯，味儿绵；这里的“玛达咪”，独一无二的韵律一直
流传……摩梭人的“家珍”无不迷我、诱我、醉我，但更挽我、留
我、解我的，是七珠眼中、口中、心中的一泓秋水——

泸沽湖，镜也。
“我们摩梭女子经常来水边打扮呢。湖水像镜子一

样，既照一个人的形，也照一个人的魂。”七珠姑娘说。
很久以前，村里有一个贫穷的摩梭小伙，他上山放羊

时，发现山洞里躺着条大鱼。看到小伙子饥饿难耐，鱼就
让他割点自己身上的肉充饥。后来这事被村里的人知道
了，一些人发疯似的渴望自己过上不劳而获的日子，于是
来到洞口想把鱼拖出来。鱼反复求饶继而警告：只要自己
离开山洞就会有灾难发生。但被贪念冲昏了头脑的人们
已经听不进任何话，鱼被拖出来了。正当庆贺天赐宝物
时，洪水从洞里喷涌而出，瞬间淹没了人群、村庄。有个正
在喂猪的母亲，赶紧把自己的一双儿女放在了猪槽上。儿
女得救了，母亲却被淹死了，所以泸沽湖也被叫做母亲湖，
所用的船也都是猪槽形的，也叫猪槽船。

“人世间，谁不知道照镜子，却往往忘记了选哪一面。老
祖母说‘以贪为镜，得到的必是灾难；以爱为镜，得到的必是希
望。’坐上猪槽船，横渡母亲湖，心中就能少些贪念呢！”

不管七珠如何说，我端坐猪槽船头，脸朝着水面，眼向
着水中，心沉入水底，往那览无余、瞥如澈的偌大镜湖里，

望呀望，照啊照。我看水里的我是清爽爽的，水里的自己看
自己也是清爽爽的。水上的我、水下的我，不禁对视莞尔，
有言：欲正衣冠偏，且照泸沽湖；欲正灵魂邪，亦照泸沽湖。

此时，船尾划水的七珠，船头望水的人客，也相对莞
尔，似心语一处。

泸沽湖，净也。
“我们这里是最干净的。你看，宽阔的湖面、山上的秋

树、岸边的木屋、停泊的船儿都像被洗过一样，就是袅袅的

炊烟也干净纯洁，就是我们的灵魂也被洗过哟！”七珠自
夸起来，充满真彻的感情，有些打不住。比起喜欢调侃、败
坏自己族群的不少人，不知高尚多少倍。是的！这里的人
纯粹得就如同泸沽湖水，一眼望到底、一睛透到心，想什么
说什么，说什么就做什么。

本族青年相爱，他们爱唱的一首本地歌曲，间奏语唱
道：“年龄不是问题，身高不是距离，体重不是压力，金钱不是
能力，地位不是权力，感情才是动力。”看，多直率，多直白！

客人来了，就让到最尊贵的祖母屋，拿出最好的东西
来招待。总之，心地特透明，特敞亮。

“天天用母亲湖来洗，难道还会不干净么？摩梭人都
信佛，我们在用信仰洗魂呢！”

“洗魂？”
我又一惊讶。她前语：照魂；现言：洗魂。这摩梭女子

岂是越说越有“道”了。我抬起头，凝视她。
有了信仰才会纯粹，纯粹的人也才真实、真诚、认真。

唯真人，才会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有所担当、有所成就。
我把两手浸到湖里，搓了又搓，洗了又洗。手，脏污的

地方洁净了！我把头浸到湖里，搓了又搓，洗了又洗。脑，
脏污的地方清净了！我从湖里捧一把水泼到身上，又捧一

把水再泼到身上，搓了又搓，洗了又洗。体，脏污的地方干
净了！我把心投入湖中，让清流白浪冲啊冲、泡啊泡、濯啊
濯。倚水之力，乘水涅槃，重温复悟仁者、智者、觉者之思、
之惠、之怀，遥想孔子曾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
足矣，自取之也。”

面对泸沽一湖秋水，我“湖”言“湖”语起来，让七珠姑
娘且诧且乐，一把挽住我的胳膊，生怕我真投湖中、癫疯而
洗魂去。

泸沽湖，静也。
“万象皆归静。”这时七珠不说，我已深深感受到了：船

在行，但是静的；桨在划，但是静的；水在涌，但是静的；草
在摆，但是静的；鱼在游，但是静的；鸟在飞，但是静的；云

在飘，但是静的；日在移，但是静的……
天阴了，起雾了，一场秋雨不期而至。山峦、村舍、游

客，一切都在烟雨中。幕幕苍苍、淅淅沥沥的雨声，把天地
渲染得更加寂静。

“快到那儿去！”七珠打伞招呼我。坐进木楞房，烤着
柴火塘，喝碗酥油茶，内心说不出的安静。

“静好处，能养魂。你信的是吗！”七珠紧挨着我，轻轻
续了一句。她的猜测，我是认同的。

“养魂！”我肯定，我跟进道。至此，我不敢小看近旁一
个伴着泸沽湖水长大的摩梭小阿妹。

泸沽湖畔的摩梭人至今还保持着母系氏族婚俗，几千年
了还未曾改变，即是在现代社会时俗猛烈冲击的今天也如此，
颇有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恬然自得。“为什么要改变
呢？”面对越来越多人的不解和惊奇，七珠姑娘这样反问。

这时，那首流行的《花楼恋歌》被七珠唱得柔婉，切人
心怀。由衷的心音是：“阿哥哟，阿哥哟，月亮才到西山头，
你何须慌慌地走？火塘是这样的温暖，玛达咪；我是这样
的温柔，玛达咪。人世茫茫难相爱，相爱就该到永久。阿
哥，阿哥，你离开阿妹走他乡，只有忧愁，玛达咪。”

七珠对我唱着，朝我望着，眼睛却说了多少话。我懂
的，她是要我一起唱。男儿走四方，敢拂女子意？我跟唱
着，乘兴还拈了几句：泸沽火塘暖，歌脆笛声悠。哥来风铃
响，妹藏木门后。花楼相约梦，晚摩晨梭走。月到西山头，
哥走妹难留。婚俗千年好，情深永相守。

是呀，摩梭人不怕变化，他们是在坚守祖先传下来的
一份圣洁。正因为这样，所以才自为而自足愈甚。就像湖
上海藻花，无论有人没人赏，花开花落自芬芳。

秋日短短，我行匆匆；秋水沧沧，我心汩汩。要踏上归
途了，心中口中蓦然涌起诵起些许泸沽情思：一树繁花半
岸柳，一池碧水半叶舟，一窗星辰半帘梦，一瓢月光半缕秋。

呵！不舍泸沽湖，不舍那“镜—净—静”一泓秋水。

泸 沽 秋 水
张桂柏

春节期间，适逢哀牢山深处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
县戛洒镇“花腰傣”一年一度的传统花街节。“花腰傣”群
众在当地举行千人巡游、原生态文化展示和各种联欢活
动，与海内外游客共度佳节。图为2月11日，“花腰傣”群
众在花街节上表演舞蹈。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传统婚礼上的跳菜舞

晋城镇回龙村丁少明正在制作叮叮糖晋城镇回龙村丁少明正在制作叮叮糖

接待家庭的室内场景 吴 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