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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
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州部署要求，听取全市党史学习教育
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定党史学习教育相关文件，并对下一
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州委常委、市委书记、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罗
永斌主持会议并讲话。

罗永斌在讲话中指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
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
出的重大决策。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史学习教育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和省州党委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安排部署上来，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推动全市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罗永斌要求，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各级党委
（党组）要深刻认识、准确把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和目标要求，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坚
决扛起主体责任，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全市党史学习教育扎
实有序深入推进。要突出以上率下，抓实学习重点。各级领
导干部要坚持高标准、高要求，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在学党
史、讲党史、懂党史、用党史方面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要围绕
目标任务，丰富实践载体。深入开展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
宣传教育，多形式、多角度宣传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
历程、作出的伟大贡献、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等，特别是要宣
传好大理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要注
重统筹推进，促进成果转化。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同落实全
市各项改革发展任务结合起来，同抓好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
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确保学习教育和重点工作一体推进、
同步见效。

罗永斌强调，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把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牢牢抓在手上，压紧压实责
任，把握正确导向，注重创新方法，营造浓厚氛围，加强督促
指导，精心组织、扎实推进，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在大理市落地
见效，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及办公室全体人员参加
会议。 记者 彭黎明 戴向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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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大理市党史学习教育市委宣
讲团专题宣讲动员会召开，对全市党史学习
教育专题宣讲工作进行动员部署，确保党史
学习教育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州委常委、市委书记、市委党史学习教育
领导小组组长罗永斌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
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副组长马晓玲主持会议。

罗永斌指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
讲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环节，对进一步在
全市营造党史学习教育浓厚氛围，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在党史学习中砥砺初心使命、汲取奋
进力量，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大理市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充分认识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讲对开展好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以务实的举措、优良
的作风抓实抓好专题宣讲各项工作，推动全
市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为开
创大理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
思想保障。

罗永斌强调，做好专题宣讲，必须把握宣
讲重点，全面准确深入讲好党的历史。要讲
清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
理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打牢思想根基，自觉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和部署上
来；要讲清楚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
伟大贡献，引导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要
讲清楚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
重大理论成果，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用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讲
清楚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
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继承革命传统、传承红色
基因，汇聚推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
量；要讲清楚我们党成功推进建设、改革的宝
贵经验，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担当历史责任，以
昂扬姿态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罗永斌要求，这次宣讲政治性强、时间
紧、任务重，全市各级党委（党组）和市委宣
讲团要认真总结运用以往的成功经验，突出
效果导向，坚持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进一
步压实政治责任，丰富宣讲形式，注重统筹兼
顾，坚持正确导向，确保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
讲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动员会后，市委宣讲团成员进行了集体
备课。

大理旅游度假区党委、大理海东开发管
委会党组分管领导，各乡镇、街道党（工）委
书记、宣传委员，市直机关相关单位党（工）
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负责人，党史学习
教育市委宣讲团全体人员、大理大本曲宣讲
团、大理花上花科普宣传艺术团负责人，市融
媒体中心负责人参加会议。

记者 鲍亚颖 杨 阳

大理市党史学习教育市委宣讲团专题宣讲动员会召开
罗永斌出席并作动员讲话

大理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创建系列报道

每周星期一下午 3∶50 最后一
节课的铃声准时响起，喜洲镇周城
完小少年宫活动如期开展。校园
里的小广场内、篮球场上、大青树
下、教学楼里，各个乡村少年宫兴
趣小组活动在热火朝天开展，整个
学校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苍山起舞，玉洱欢笑，大理真
是一片好风光呐……”校园里大青
树下，身着白族服装的学生在老师
的指挥下认真整齐地高歌白族歌
曲，歌声在校园里久久回荡；教室
里，扎花、印花、染花小组在老师手
把手指导下，一件件漂亮的扎染作
品从金花“小绣娘”的手中诞生；教
学楼下，三弦小组的同学们坐在树
底下认真听着省级非遗传承老师
讲解三弦的由来和构造，并不时跟
着老师弹唱一曲优美的大本曲；小
广场上同学们穿着民族服装跟着
音乐欢快地跳起白族舞……这是
周城完小近年来每次开展的少年
宫活动纪实 。

周城完小校长赵绍平介绍，大
理市喜洲镇周城完小少年宫建设
于 2017 年 3 月，学校借助少年宫这

个平台大力弘扬白族文化、传承白
族技艺，共设置了白族扎染、三弦、
白族调、白族舞等 17 个活动兴趣
小组，学校下一步规划要建白族扎
染文化展室。少年宫坚持以素质
教育为先导，以能力实践为中心，
以实践活动为特色，不断加强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建设，营造良好
的学习文化氛围。

周城完小乡村学校少年宫项
目实施以来，不断为未成年人创造
良好健康的成长环境，弘扬传承民
族文化，让传统白族文化根植于学
生心中。三年多来，全校约 500 多
名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自
愿参与各个兴趣小组，其中扎染、
三弦、白族舞、白族调等极具特色
的民族文化活动小组深得学生的
喜爱和青睐，也不断增强师生对民
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周城完小四年级学生杨直涵
说：“乡村少年宫丰富了我们的学
习生活，让我们接触到了很多课
本上没有的知识，也让我们对白
族 多 元 文 化 有 了 更 深 层 次 的 了
解。”

作 为 中 国 最 大 的 白 族 自 然
村，周城村白族民风民俗淳朴、白
族文化底蕴深厚。在开展乡村少
年宫活动中，周城完小充分挖掘
民族文化特色，与本土有机结合，
借助乡村少年宫平台，大力弘扬
传承白族文化，除开展学生喜闻
乐见的文体活动外，对部分学生
进行双语教学，组织学生到有民

族特色的地方参观，带领学生参
加 本 主 节 、火 把 节 、周 城 村 栽 秧
会 ，让 学 生 了 解 民 族 节 日 习 俗 。
同时，学校还外聘国家级扎染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段银开，周
城 村 白 族 歌 舞 造 诣 深 厚 的 杨 卫
和、段学占，三弦弹唱白族艺人张
文林等，在少年宫活动中为学生
作专门辅导，力求使学生人人会

唱白族调、人人会跳白族舞，将优
秀民族文化代代相传。

大本曲省级非遗传承人张亚
辉说：“我主要负责教三弦大本曲，
学生家长、学校非常支持，学生也
非常喜欢学。希望通过教三弦和
大本曲，把传统白族文化发扬光
大、传承下去。”
记者 张益秋 杨振飞 摄影报道

周城完小周城完小：：乡村学校少年宫让民族文化乡村学校少年宫让民族文化““活起来活起来””

奋 斗 百 年 路 启 航 新 征 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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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秋，喜欢秋日家里的院心。
中秋前后的院心是热闹的。不像是

春夏日那种花团锦簇的热闹，秋时，石榴
正红，核桃正饱满，桂花正幽香，太阳也
正厉害。大理的秋，并不满城的黄，自
然，院心里的秋也并不满院子的黄。只
不过，兰花不知道什么时候褪去了身影，
素馨花的幽香也许久不能够闻到，就连
每个清早飞来屋檐上的鸟儿似乎都来晚
了些。而石榴树却还是翠绿，石山上的
青苔更是绿得跳跃，石榴愈发大个，要快
压到花台了。

“秋老虎”是惹不得的，多亏院心里
的李子树，阳光星星点点地洒在树叶上，
阳光不再刺目和挠心。这棵李子树年头
已久，我喜欢它春夏秋的模样，唯独害怕
冬时的它。春日里它的花开得如烟花般
热闹，李花白，古人夸它“莹骨冰肌玉色
痕”。过了惊蛰，雷雨一打，就纷纷飘落，
似云水流逝。夏日里，李子熟透，新鲜水
灵，消解了夏日大半的炎热。秋日时，我
们便日日要在它的树荫下乘凉，一刻也
不舍走开。冬来时，李子树便落光了叶
子，只剩光秃秃的树干，我是个怕冷清的
人，我怕它此时的寂寥。

秋日最热闹的，是满院子的人和吃
食 。 李 子 树 下 的 石 桌 子 热 闹 得 一 刻 不
停。早午饭间、晌午间都坐满了人，摆满
了食物，家里的大人孩子挤做一团，嘴巴
也片刻不得休息。最受欢迎的大概是入
冬前最后那几餐米凉虾，一勺冰粉、一勺
凉虾、少些凉糕、再加上一大勺姨妈做的
玫瑰糖，属于秋天的金黄和家里的甜蜜
就这样装在了碗里。食物在秋日的阳光
下总是镀上了一层金色，更显美味。除
了人，还有满地的核桃也在烤太阳，大人
把这些要快干的、难以去细皮的核桃拿
到院心晒上一晒，过几个时日，核桃彻底

干后，剥壳，做核桃酱。这种用油刨出，
碾成碎末，再浇以油拌匀的佐料，作为凉
米线、烧饵块的点睛之笔，“锁住”了多少
大理男女老少的喉舌。而那些刚买回来
的新鲜核桃，则作为石桌子上的消遣，茶
余饭后总要剥两个，去掉细皮，一口吃掉
白皙的仁，清脆香甜。

这便是秋日的院心了。家人闲坐，
岁月静好大致如此。阳光充足的下午，
不去拥挤的人潮，就在家晒晒太阳，剥
点核桃，喝碗米凉虾。时光固然在院心
消磨了，而情怀也在院心流淌，温柔、恒
久。

诗人陆苏曾写过：“原谅我以

后 可 能 会 忍 不 住 骄 傲 地 这 样 说

话 ：虽 然 你 有 好 车 ，但 是 我 有 大

树；虽然你有好房，但是我有几十

棵大树；虽然你有好家庭，但是我

有几十棵爸妈亲手种的几十岁的

大树。”

初看到时内心雀跃良久。

我亦觉得，人生中最值得珍重

的富有，不是穿金戴银，好宅好车

这些物质享受，而是诗人这样一

种清净自喜、内心满足、不攀比、

不焦虑、不纠结的从容状态。

那么想来，我该是富有的。

当我走在清晨的草丛里，成千

上万的露珠扑在我身上，与我赤

诚相拥，那时，我是富有的；当我

从满架蔷薇前走过，看到它们摇

曳着箩月，将我的身影织成锦，我

是富有的。

当我走在月色里，身披一身清

风衣，目含春水，我是富有的；当

我翻开一本书，与大唐赶来的诗

人推杯换盏，把酒言欢，我是多么

的富有啊！

我向来胸无大志，人生中最大

的追求就是守一方小院，两亩田

园，鸡鸣起，日落归，锄云锄雨锄

诗行，种菜种花种欢喜。

日常的工作也很繁忙，清晨我

要赶在日出之前，牵着小鹿去觅

食，它漫步在一团雾气里，悠哉悠

哉地啃着苔藓，身旁花掩帘，露水

酣睡着。

我还要拿一个透明的净瓶采

回芽尖上的露水，摘一篮野花瓣，

采一些肥美的蘑菇，再拾几根朽

木，燃一把柴火，熬一碗清粥。

吃进去，从喉咙到胃肠，一路

花香奔忙。

这样的日常饮食定会养出清

风胆、明月肝，没有愁肠，呵气如

兰。能养出干净的笑容、清澈的

灵魂。

白日里、闲暇时要多种菜。种

在土地里，也种在我的诗里。种

菜不只为了裹腹，也为了等露水

落座。看着晶莹的露水挂在碧翠

的蔬菜上，清润娴静，世界就有了

美好的模样。

看着大地上豆苗一寸一寸地

长高，内心也一寸一寸地欢喜着。

我还要忙着种花，为了好看，

为了让蔷薇爬满我望向尘世的窗

口，眼睛里尽是美好的风景，也为了等松风暮雨

驻足时，有床可栖。

我喜欢种蔷薇，看着它们一点一点爬满我窗

前，好像我种出了全世界的热闹。我的蔷薇有

墨香，因为种在我锄好的诗行上，青春的墨一直

未干，每天我都在续写着青春的诗稿。

日常我不给花浇水，自有云雨来灌，这样开

出的花瓣，有一朵朵云的模样。

看花人呢，也看成了一朵云模样。

忽地想到有朋友评价我：“像云朵一样的女

孩。”内心又忍不住欢喜。

我确是要活成一朵云，一颗素心，透亮明净，

自在无求，来去无挂碍。

活成一朵云，绕青山，笼烟岚，与明月撞满

怀；卧流水，枕溪石，陪春风等花开。

然后，也容我骄傲地说：“虽然你有好车，但

是我有清风为马，诗引路；虽然你有好房，但是

我有草庐一间，花香补屋；虽然你背着爱马仕，

但我扛着一山的云；虽然你身穿绫罗绸缎，但我

身披白月光……”

大自然里，草木众生，当我如是观照，它们都

只为我所有，我便是这世间最富有的人。

虽然满地都是六便士，但是我只想抬头看天

上的月亮；虽然门外烟火绚烂，请原谅，我只愿

守着一院子花花草草欢喜。

8 月，正是桂花飘香的季节。

我上班的地点紧挨着居委会。居委

会的小院里有一棵树龄大约 100 多年的

老桂花树，这是一棵金桂，也是国家三级

古树。

7 月至今，大理一直在下雨。这个雨

季，桂花树被淋得湿漉漉的，树干被斑驳

的绿色苔藓紧紧包裹，黑绿搭配，让整棵

树越发显得苍劲古老。

居委会是四合院，院子里错落有致的

建筑保留齐全，是典型的白族民居建筑风

格。庭院的北方房屋屋檐下挂了一块匾

额，匾额是用大理石做的，上面刻着“文明

庭院”。老桂花树长在小院的西南角，这

几日，整个小院都弥漫在桂花香里。

由于我们单位近期在进行基础设施

建设，所以经常向居委会借用他们的会

议室。会议室在 2 楼，门和窗户都是木制

的，窗户很精致，雕了花，中间夹玻璃。

打开窗户，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桂花香，

花香把整间屋子装得满满当当的，没有

遗漏一个角落，坐在这里，非常惬意，窗

外 层 层 叠 叠 的 金 色 桂 花 成 片 躲 在 绿 叶

间，远远望去，仿佛是一片染了淡黄色的

云雾在树叶间缭绕和飞腾，整棵大树热

闹非凡。

来到小院，走近桂花树，树下落了一

地星星点点的桂花，清一色的金黄，随意

捡拾几朵，依然香气扑鼻。桂花细细的

嫩绿色花柱拖着 4 片椭圆形花瓣，小小的

花瓣肥厚卷曲，像极了一把把金色的小

汤匙，十字形的花心里有 2 根短短的花

蕊，可爱极了。

听老一辈讲，这个小院经历了太多

的风风雨雨 ，最先为居民办事处 ，还成

为过幼儿园。先前，小院的东南面是一

个大花园 ，花园里种满了水仙花 ，院子

里 的 这 棵 桂 花 树 是 他 们 那 一 辈 小 时 候

玩耍的聚点，孩子们是在桂花树上爬大

的。他们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眼里充

满 了 幸 福 感 ，悠 悠 的 乡 愁 伴 随 字 里 行

间。

老桂花树亲眼目睹了小院的荣辱兴

衰 ，见证了四方天井昔日的风霜雨雪 。

在桂花树下流连，听老一辈的讲述，让我

深深感怀贺知章的那句“乡音未改鬓毛

衰”。

“你的家，我的家，连起来是大家。”

这是居委会墙壁上张贴的居民公约，公

约旁的老桂花树下，留有一代代人的脚

印，今天，它仍然盛开得这么灿烂，它是

居民共同爱护的成果。

小小四合院，悠悠乡愁。我们家园的

一砖一瓦需要你我来共同爱护，我们古

老的白族文化、地域文明需要大家一起

来传承！

浓浓桂香，静静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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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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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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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浓桂香浓浓桂香

悠悠乡愁悠悠乡愁
○○苏汝艳苏汝艳

又 是 人 间 一 场 秋又 是 人 间 一 场 秋
○杨文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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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遐迩的喜洲古镇坐落在苍山洱海之间，距

大理市下关街道 34 公里，距大理古城 18 公里，交通

方便，是旅游路线上的名胜古镇。喜洲古镇环境优

美，人文历史厚重，白族民居建筑保存完整，饮食文

化丰富多彩……喜洲古镇的好是全方位的，给来过

这里的人留下了美好印象。

很多游客是慕名前来观光游览喜洲古镇的。

下车伊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正义门南边几个倒映

着蓝天白云的水池。水池，人工开凿而成，沿池种

树植花，水池边随意陈列的石头，任其或卧或立放

置，给人以自然状态的美感。横跨水池架了一座月

亮形的大理石拱桥，供行人行走、观赏。水中突兀

露出两块“陆地”，形如两艘孤舟，上面种植了几棵

大青树，一蓬毛竹，别致清秀。清亮、柔美的水池吸

引着游人的眼光，使之精神为之一振，愉悦中又上

心头，忘记旅途的疲累，纷纷走拢水池观看风景。

有人逗留桂花树下，仰头深深吸一口，让飘香的桂

花味在肺腑间萦绕，净化心灵；有人绕着水池走，看

柳树在微风吹拂下，垂水面的柳丝如少女的发辫在

水面来回晃动，拖曳出一痕痕涟漪的柔美；有人站

在月亮桥上拍一张夫妻留影或全家福；有人倚靠着

大 理 石 栏 杆 看 鱼 儿 悠 然 游 动 ，闲 适 心 情 顿 生 雅

趣，丢下一点面包屑，看挨挨挤挤的鱼争夺食物；

有人干脆坐在伸入水中的石板上，扯一根柳条凝

视水面，做沉思默想之态，让手机相机拍下静美的

留影……踏着石板小径由西转至东，满眼是水亮、

树绿、草青、花红的漂亮景致，让远到而来的游客才

到喜洲，就备感亲切。

参观完喜洲南面，又到正义门看看。喜洲的正

义门是地标式的古建筑，始建于清朝末年，为重檐

歇山顶阁楼式建筑，坐东朝西，是全镇的西大门。

正义门门楼上是魁星阁。高考前后，喜洲魁星

阁前香火甚旺，凤仪、下关、大理以及喜洲当地考生

的家长，或自驾车的坐班车的，或走路的，都会前来

替高考的儿孙们祭拜魁星。祭拜人上了阁楼后朝

魁星神磕头，接着烧金银纸钱，嘴里还喃喃说着希

望魁星神保佑某某考生高考顺利通过等祈祷的话，

然后在魁星神前点上一对红蜡烛。红蜡烛上写有

“万事如意，有求必应”，或者是“高考顺利，金榜题

名”等吉利的话。

正义门北边有一个毛石垒的小水池，水池的水

清澈可人，流入由鹅卵石砌筑的水渠，水渠上架了

几道大理石栏杆的小桥，形成一道小桥流水的景

观。走过小桥是本主庙，名叫“十隍殿”，庙内塑本

主像和别的神像。据说本主是一位蒙族的将军，由

此看出白族文化的包容性，有那“不拘一格降人才”

的胸襟。本主庙会是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由民间

举办，举办人叫“会首”。会首是由当年巷道里结

婚 、生 子 、建 房 人 家 组 成 的 ，6、7 家 不 等 ，每 年 一

换。会首垫资操办本主庙会当天的伙食，就餐者每

人交 8 元钱，8 人为一桌，菜肴为白族的“八大碗”。

这天极为热闹，除本地人外，外地人和游客都可以

就餐，收费标准一样。

本主庙旁边是一个新建的仿古戏台，戏台前是

一个石板铺成的约 400 平方米的广场。广场东面是

曲径的廊道，木结构的廊道雕梁画栋，两边安置排

椅，既是步道，又可休息。倚栏而坐，看阳光灿烂下

小桥流水的恬淡，听大青树上白鹭叫喳喳的热闹，

疲累消去，心情格外舒畅。休息好了，站起身，去拍

几张大青树的风景照。这棵大青树有 400 多年的树

龄了，高大葳蕤，是白鹭栖身的家园，人们称之为白

鹭树。

看 完 了 正 义 门 周

围的风景，又去喜洲古

镇 看 看 。 老 舍 先 生 曾

在《滇行短记》中写道：

“喜洲镇却是个奇迹，

我 想 不 起 在 国 内 什 么

偏僻的地方，见到过这

么 体 面 的 市 镇 。 进 到

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

的剑桥……”在滇西高

原藏着这么一个“体面

的 市 镇 ”确 实 是 个 奇

迹 。 而 创 造 这 个 奇 迹

的就是“文化”。喜洲

文 化 的 集 中 展 现 是 四

方街的那两座牌坊：一

座 石 牌 坊 ，一 座 木 牌

坊。石牌坊名为“题名

坊”，是“三滴水”式建

筑。这座石牌坊全部用石柱、石梁、石檩、石板组合

建造。石牌坊为三空，中间一空高于左右两空，上

面刻有“题名坊”三个大字。题名坊正面（朝东），

柱联刻：“题开汉武叶榆县，名拓南诏史睑地。”背

面题：“苍山含笑迎宾客，洱海飞帆妆书图。”这座

石牌坊凝聚着喜洲文化的精华，闪耀着人杰地灵

的光辉，起到光前励后的作用。上得牌坊的人都

是明、清时代的进士、举人以及近现代的知名人

士、对社会对喜洲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商家。笔者

仔细数了一下，有明清时期的进士 32 人，举人 34
人 。

木牌坊建在四方街北面（大界巷口），是一座重

修的“翰林”坊，小巧玲珑。翰林坊正面题写“仙郎

高议留青锁，学士新诗满碧山。”背面题写“七尺书

楼遗翰墨，一枝兰萼锁

春风。”这座牌坊是为

了纪念喜洲的第一位

翰 林—— 明 代 白 族 著

名 学 者 杨 士 云 修 建

的。杨士云（公元 1477
年—1554 年）字从龙，

号弘山，大理喜洲人。

明 弘 治 十 四 年（公 元

1504 年）应云南乡试中

举，获第一名解元。正

德十二年丁丑科（公元

1517 年）进士，选任翰

林院庶吉士，后转给中

事。杨士云为人耿直，

关心百姓疾苦，在京任

职期间，河北等省发生

灾情，他上书《赈济饥

民议》于明朝皇帝。因

看到朝廷日渐腐败，仕

途险恶，于是称病辞官回故里耕读维持生计。他一

生研究范围涉及广泛，著作颇丰，对大理文化的传

承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大界巷 8 号院现在还

保存有他建于 1526 年前后的“七尺书楼”。在“七

尺书楼”里，杨士云先贤“朝不问夕，闭户读书”，为

后人写下了不少地方史志和珍贵文献。

“一门三进士，同科四举人”，是喜洲家喻户晓

老幼皆知、广为传颂的美谈佳话，它激励着喜洲后

人要勤奋读书，为国家、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喜

洲人历朝历代注重读书，家庭富裕也好贫穷也罢，

对子女的教育以上学读书为重要。我家有位姨奶

奶，不识字家境也不好，但她凭着织布种菜的艰辛

劳作，硬是把 5 个子女培养成 3 个大学生、2 个中专

生。她的誓言是：我抱大南瓜卖也要供子女读书！

喜洲这个弹丸之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办起了一

所私立中学（喜洲五台中学）、两所小学，其中女子

小学是严子珍夫人出资创办的。由此可见兴办教

育带动了喜洲文化的发展，继而产生了人才，促进

了地方工商业的兴旺发达。

喜洲的古建筑多为大宅院，即“四合院”“三坊

一照壁”。大宅院以“赵府”“严家大院”“董家大

院”“尹家大院”“杨家大院”为著称。喜洲大宅院为

两层，土木结构建筑。墙基础用毛石垒砌，出土石

多用平整的“芝麻石”垒砌至 1.2 米的高度，上面筑

土墙后垒土坯。竖起榫卯木屋架后室内隔断用木

板，地坪铺木地板，屋顶为人字大屋架盖青瓦，形成

白墙青瓦的格局。内外墙体贴青砖、镶砖框，粉饰

后绘花作画题诗装饰；木作部分雕梁画栋彩绘，使

土木结构和谐一统，美观大方。讲究的宅院大门朝

东，中门朝南，最里面的一道门又朝东，进了三道门

之后就是院子。门楼大都出阁架斗，飞檐上翘，凿

龙雕凤，雄伟壮观。走进喜洲的旧宅院，那起苔藓

的墙，青石板天井，斑驳的门窗，幽深的水井，无不

彰显出过往的时光。

喜洲人的饮食以精美著称，白族宴席通行的

“八大碗”，以喜洲最具代表性。主要菜肴有酥肉、

红烧肉、粉蒸肉（或扣肉）、腊味拼盘、酸辣鱼、木耳

汤、白扁豆汤、竹笋汤等。白曲唱曰（译词）：“红曲

大肉方方寸，酥肉煎煮味尤香，腊味拼盘花色美，粉

丝情意长；又白又嫩白扁豆，清炖猪脚板栗汤，酒腌

鱼块香扑鼻，鸡汤似琼浆。”现在生活好了，八大碗

增加了菜肴，喜宴有五碗四盘的、六碗四盘的、八碗

四盘的不等。

喜洲街上出现过六家脍炙人口的食品铺，那就

是妇孺皆知的“孙定周油粉”“大苟破酥”“显杨腌

菜”“张子惠酱油”“李士才牛肉汤”“喜财饵块”。

现在的喜洲破酥从大苟家创出招牌开始，已形成了

一个产业品牌，游人喜欢品尝，致利致富多家人。

“阿马英油粉”除传承“孙定周油粉”外，还融合了

回族独特的风味，味道好极了。

喜 洲 是 文 明 古 镇 ，其 居 民 讲 道 德 懂 礼 貌 ，热

情 好 客 ，民 风 纯 朴 。 到 喜 洲 旅 游 观 光 ，“ 仿 佛 是

到 了 英 国 的 剑 桥 ”，让 你 惊 喜 ，让 你 温 馨 ，让 你

留念！

喜 洲 古 镇
○尹祖泽

喜洲，是中国白族风情第一镇、云南省历史文化名镇。2015年，喜洲镇被评为省级生

态文明示范镇、省级文明小城镇；2016年，成功入选国家首批 127个特色小镇；2017年 6月，

入选云南省国家一流特色小镇；2019年 9月，被省政府命名为“云南省特色小镇”；2019年

12月，被国家农业农村部命名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2020年 6月，被省文旅厅认定

为“喜洲省级旅游度假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