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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居住
! ! ! !来到大理老城。先在一家饮食店就餐，点了一锅大理砂锅饭，由上好的大
米、腊肉、鲜蚕豆、土豆块烹制而成，鲜香浓郁；佐以一碗清淡的菜汤，十分可
口，吃得我津津有味，将锅巴也啃得干干净净了。
吃罢午饭，便向附近的护国路走去。“洋人街”位于大理老城的护国路、复

兴路一带，兴起于上世纪 !"年代。那时，到大理老城旅游的海外游客大都投宿
于护国路的招待所，随着外国游客的增多，那儿的餐厅、酒吧、彩扩店、商店也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甚至还有提供出租自行车的服务，形成了外国游客较为密
集的旅游一条街，在海外也出了名。老外来这里有旅游的，还有被大理的秀美
风光、风俗人情所吸引，留下定居的。#$$%年 &月，大理市政府投资改造“洋人
街”，改造后的路面宽 '()米，两旁是青砖灰瓦、飞檐褐窗，富于白族特色的建
筑。走在“洋人街”上，只见柳树成荫，店铺林立，游人三三两两，悠闲自在。
不一会，便到了复兴路，矗立在一南一北路口写有“洋人街”三字的两座牌

楼出现在眼前，牌楼下刻着一副对联：大理好风光，世界共分享。虽然并不工
整，严格地说谈不上是对联，但其中传递出的对大理美丽风光的自豪之感、欢
迎四海宾朋的好客之情，依然让人觉得亲切。走进“洋人街”的南端，酒吧、咖啡
馆、饮食店、时装铺、工艺品商店鳞次栉比，每家店门前几乎都挂着一串红灯笼
或者长方形的各色宫灯，透出浓郁的地域风情。不远处，一位穿蓝色圆领衫、牛
仔裤的白头发老外站在一家还未开门的店铺前，他交叉着双手垂在胸前，身上
并无旅游者通常携带的背包或相机，难道就是住在这条“洋人街”上的“洋人”？
他气定神闲地注视着街上来来往往的游客，殊不知自己也成了“洋人街”上一
道小小的风景，以及关于这条街的一条恰到好处的注解。
走得有点累了，就在旁边酒吧的露天座位上坐定，要了一瓶老挝黑啤。随

着中国加入*+,，市场日益开放，世界各国的食品、酒类、饮料纷纷进入中国。
曾经在超市里买过原装的德国罐装黑啤、西班牙瓶装啤酒，但老挝啤酒还是第
一次接触。转念一想，老挝与云南接壤，因此该国的产品比较容易进入此地的
市场，也在情理之中。

打开小瓶装的黑啤，倒进玻璃酒杯，喝了一口，有点苦，但十分醇厚，回味
微甘。

坐在洋人街上，边啜饮着琥珀色的老挝黑啤，边欣赏着街景，忽然感觉这
是桩颇有兴味的事。阳光穿过商店门前一长排遮阳篷的缝隙，洒在像我这样坐
在露天饮咖啡、喝啤酒的男男女女身上，构成斑驳迷离的光影，倏忽间有时光
留驻的感觉。想起京城的友人多次兴致勃勃地说起泡吧的妙处，总是不以为
然，认为那是 %"后、!"后的时髦玩艺。今天在这西南边城的露天酒吧却产生
了共鸣。

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习惯于步履匆匆，环境的破坏则让蓝
天白云成了奢侈品，我们的心因而变得粗糙而麻木。然而，
一旦来到这云白风清、景物旖旎的地方，我们会情不自
禁地想停住脚步，坐下来，让心灵得到哪怕片刻的休
息。原来，人生的意义不全是在职场上打拼
和挣扎，让我们的眼睛在花开花落、云
卷云舒中停留与沉醉，生命才是
丰富完整的。

乘豌豆角扁舟游神农溪 张锦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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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烧柴点炕，满窑生暖，主窑坐炕，其乐融
融”，到甘肃庆阳参加二十四届农耕文化节，
而我感兴趣的是庆阳的香包文化。车行驶黄
土高坡的山道，不时就会看到黄土高坡下的
窑洞，那些窑洞是黄土高坡居住的特色，也是
中国农耕文化发展的发祥地。
走入庆阳民俗展示厅，那些充满民俗民

间艺术的乡土气息让人目不暇接。窑洞生活
中的坐炕绣花，做针线活的场景也被搬进了
展厅，映入眼帘的是年龄大多在五十岁以上
的妇女，她们有坐在炕上的，也有站在那里
的，她们做的一件事就是绣好自己手中的作
品。那些绣品是各种各样的香包和鞋样，可以
说在庆阳香包绣花鞋无处不在，随处可见。那
些香包给人以原始生命的壮美感，包含和浸
透着古代哲学的神秘色彩，内容无所不包，缀
满了各种各样表示吉祥祝福、驱邪镇恶的民
俗。香包称作香囊、佩帏、容臭、香袋等，俗称
香包。囊就是袋子，里边装上香料就称作香
包。香囊造型甚多，有桃形、石榴形、鸡心形、
腰子形、小老虎形等。虽然香囊的形制、佩挂
方式及内填香料有所不同，但意义不外乎祛
恶气、避邪秽。而今的香包已变得淡雅、清新，
符合年轻人的审美观念，与过去“大红大绿”的
粗犷有所改变。在样式上也有所不同，变得轻
盈和小巧，艺术珍藏的价值越来越凸显出来。
香包刺绣由本来就是当地妇女在窑洞中

“不起眼的手工针线活”演变为今天的“文化

产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逐渐出海远游，
受到海外市场的欢迎。环县文化局的王老师
告诉我，在庆阳地区，妇女们刺绣，在农家女
看来不再是针线活，打发打发时间的副业，而
是越来越多的妇女“弃农从绣”，小小的针线
活让悠闲的农家主妇都变成了“大忙人”，让
她们开拓了眼界和思想，也让庆阳民俗文化
走向外界，被世人知晓。
从庆阳到环县，我走进了真正的窑洞，那

窑洞和我小时候读书看到的照片一样，上面是
圆拱形，然后是一扇很大的格子窗，窗上贴着
的窗花，一进门就是一个大大的“床”，这个床
就是炕，炕上有各种各样的工具，这窑洞别有
洞天，冬暖夏凉。这里大多数的手工艺活都是
在炕上完成的，窑洞的炕是她们一生中待得最
多的地方。正值下午，窑洞里的男人正在外面
工作，留下的妇女已经把晚饭做好，几个妇女
正在炕上，有的在鞋底上描需要绣的花样，有
的正在用五颜六色的线绣。把以前只是自己用
的物品而今嬗变为产业的，正是这些窑洞绣
花女们。王老师告诉我，加工生产香包、刺绣、
剪纸、皮影等已成为一部分群众增收致富的
重要途径。在窑洞中生活的妇女，她们的手艺
过去只是自娱自乐的，而今却成为现代人喜欢
的饰品，从她们的言谈中可以感受到她们的自
豪和对生活的满足感。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
们的大都市上海也能够看到从窑洞里飞出来
的民间艺术品。

窑洞绣花女 ! 郑树林甘 肃

!

刘

蔚

文

-

摄

! ! ! !神农溪，位于长江三峡的西陵峡与巫峡
之间，是湖北省巴东县长江北岸的一条长流
性溪流，因发源于原始森林神农架南坡而得
名，全长约 ."公里，沿途以雄、秀、险、奇不同
风格形成了龙昌、鹦鹉、绵竹、神农四个各具
特色的峡谷。
我们一行 ."多位中外游客，乘坐武昌长

江“总统一号”游轮抵达巴东码头后，再乘游
览客轮到神农溪码头，数 /"条豌豆角扁舟一
字排开，游客一一上船穿好救生衣。所谓舟，
其实就是能乘 /!位游客的小船，当地土家族
导游说为什么叫碗豆角扁舟呢？因为这种两
头尖平底形的小船形似豌豆角，它常年行驶在
溪滩中遇到急流像舟一样向前冲，而得名。为
保证质量，船工们用坚硬耐磨的花梨木制成，
整个船体没有一个钉子，因元钉容易生锈脱
落，为防止船体渗水，用桐油、石灰和棉花搅拌
后塞进船缝里。这种船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水
上运输工具之一，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导游接着介绍，今天每条船上有 '个船

工，他们各有分工，船老大就在船尾掌舵，船
老二在船头手握竹篙，当船遇到浅滩时，用竹

篙伸入水中，撑船离开浅滩向前。&名纤夫在
船前划桨，使船在水中一步一步向前，而过去
的纤夫是身背纤绳在岸边拉船前进的，三峡
蓄水前，神农溪滩多水急，峡谷、绝壁沿溪都
有，而有“一里三湾，湾湾见滩”之说。那时的
小船，村民主要用来运送货物，住在溪旁的村
民，把水果、蔬菜和土豆等用船送到县城市
场，再把买回的盐、化肥、生活用品等运回村
庄。纤夫们要贴着岩壁、贴着溪流，沿着沙石
滩，身背纤绳拉着船前进。如果穿着衣服，行
动极其不便，还会擦破皮肤等，那时的纤夫都
是赤身裸体。而三峡蓄水后，神农溪水位涨
高，住在溪旁的村民均往外迁移，住在山上的
村民外出也不要拉纤了，裸体纤夫自 /$$/年
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为让游客了解当时纤夫情境，船离开码

头不久，一位纤夫，手拿纤绳从岸边走上山坡，
然后从前边下山回到船上，这就是当年纤夫爬
山拉船的一段经历。在船上我仿佛体会到神农
溪山谷、岩壁、树林、清清淡水，没有一点污染。
一个多小时游览结束了，我们再乘客轮回“总
统一号”，纤夫也收起工具上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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