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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五朵金花的故乡

云南大理是中国历史文化名

城，被誉为“五朵金花的故乡”。

大约在 4000 多年以前，白、

彝各族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繁衍

生息，创造了洱海文化。唐代的

南诏国、宋代的大理国都曾在这

里建都，延续了有 500 多年，这里

一度成为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

中心，给大理留下了众多的文物

古迹。大理还是西南古丝绸之路

上的重镇，素有“文献之邦”之称。

大理风光甲天下，最有名的

就是“风花雪月”，即为“下关

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

月”，这四景都是自然风貌，游览

于水色天光之中，可逐一领略大

理先民留下的足迹，在这里古城

巍峨，古塔古碑林立，古遗址众

多，古壁画随处可见。还有星罗

棋布的佛塔碑林，各式民居和官

家府邸组成的大理城和喜洲城

等。中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

可·波罗曾在这里留下过他的足

迹; 明末大旅行家徐霞客曾多次

游历大理，并真实地描绘了大理

的山川风物。

大理的民族风情浓郁并且独

特。“三方一照壁”、“四合五天

井”的白族居民建筑，古朴玲珑有

致; “户户流水，家家养花”的白族

庭院，幽雅多姿，远近闻名; 白族

妇女的服饰，色彩绚丽和谐、粗犷

与秀美并存。在大理还可品尝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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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具一格的食品和品尝独特的

“三道茶”，同时还可以观赏白族

的歌舞表演。

苍山，又称点苍山。地处云

岭山脉南端，属横断山脉余脉，因

山色苍翠而得名。大理四景之一

“苍山雪”便在此，这里一年四季

高耸入云的苍山十九峰，峰顶一

片银白，好像一位满头白发、慈祥

可亲的老人，保护着大理坝子。

因此，大理坝子就流传着这样一

个故事。

苍山雪

据说，汉朝的时候，大理附近

一带都叫做“白国”。这里山川秀

美，物产丰富，六畜兴旺，百姓善

良。白国的国王很爱护百姓，得

到了百姓的尊敬。起初，白国和

汉朝有来有往，相安无事，百姓们

平平安安过着日子。后来，汉朝

的老皇帝死了，新皇帝是个无道

昏君，他还听信朝中奸臣的话，要

四面八方的小国向他称臣进贡。

白国看到汉朝昏君霸道，就不再

跟汉朝来往了。不料有一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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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昏君派了十万大军来攻打白

国，要白国年年进贡，岁岁纳款。

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都从四面

八方搬到大理坝子里来，并且派

年轻的男子都拿起武器守在城

上，大家一心一意保卫自己的

家园。

昏君的十万大军来到白国，

因为白国人民坚决抵抗，一直相

持了好几年，没能分出胜负。汉

军的主帅急得要命，他左思右想，

最后想从苍山背后袭击白国。因

为汉军几年都没有打进城里来，

白国的统帅就放松了戒备。当汉

军悄悄从苍山背后爬上来时，白

国的统帅还蒙在鼓里呢! 在这紧

要时刻出现了一位老婆婆，老婆

婆劝汉军撤退，但根本没人理她。

老婆婆见汉军不听劝告便变出一

柄拂尘，拂尘一扬，霎时满天升起

云雾，紧接着大雪铺天盖地飞了

下来，昏君的十万大军统统被大

雪埋掉了。

从那个时候起，苍山顶上的

白雪便终年不化，像那位老婆婆

的头发一样银光闪亮。人们传

说，那位用大雪救了白国人民的

老婆婆，就是观音老母。

故事讲完了，那么真正的苍

山是什么样子呢? 它北起上关，

南达下关，东至洱海之滨，西临黑

江畔。南北长为 42 千米，东西宽

2 千米，有九峰十八溪，南北横列

似屏，延伸约 5 千米。山峰平均

海拔都在 3500 米以上，最高峰马

龙峰为 4122 米，山顶常年积雪。

苍山九峰间的十八溪，溪水如瀑，

倾泻注入洱海。“云、雪、峰、溪”

为苍山四大奇观。苍山的植物垂

直分布明显，植物种类有 3000 多

种，是我国的植物资源宝库。

苍山有十九峰，其中的一个

叫云卉峰，距大理古城 35 千米。

在云卉峰下有一潭清澈的水泉，

宽宽的树丛，团团荫护着它;茂盛

的枝叶，斜斜地横盖在泉顶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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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每年三四月间树木开花的时

候，青青的柔枝上满布着淡黄色

的小花。白族人传说，从前在这

里有一位十分美貌的姑娘叫雯

姑，雯姑和忠实、善良的樵夫霞郎

相爱了。但是凶恶残暴的俞王是

蝴蝶泉

这里的霸主，他打定主意要抢雯

姑去做自己的第八个妻子。俞王

用尽了威胁和利诱，雯姑也不为

所动，霞郎救出雯姑，他们逃到了

无底潭边，最后双双纵身跳下了

无底的深潭……第二天，无底潭

的潭心冒起一个大的水泡。水泡

下有一个空洞，从空洞中飞出一

对五彩斑斓、鲜艳美丽的蝴蝶，互

相追逐着在潭边翩翩起舞。一会

儿，从四面八方又飞来了无数大

大小小的蝴蝶，围绕着这一对蝴

蝶在潭边和树下四处飞翔。从此

以后人们给无底潭起名叫蝴

蝶泉。

这里泉水清澈，泉底是卵石，

泉水涌出白沙，周围有大理石栏

杆，上方三块大理石上有郭沫若

先生手书的“蝴蝶泉”三字。泉旁

有一棵古老的双香树，横跨泉上，

其状如伞，因叶似蝴蝶，又称为

“蝶树”。每值夏天，这棵蝴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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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发出一股淡淡清香，香味四

溢，招来大批蝴蝶在泉边飞舞。

有的还成串吊挂在树枝上，形成

蝴蝶泉奇观。春花怒放时节，蝴

蝶飞舞与白族青年男女的聚会相

映衬，构成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摩梭女子

被誉为“神秘东方女儿国”、

“人类母系氏族领地的活化石”的

泸沽湖，像一颗晶莹的绿宝石，镶

嵌在滇西北丽江地区的万山丛

中。它不仅以湖光山色、如诗如

画、旖旎静谧而吸引着世界无数

的旅游者，更以至今保留着举世

罕见、淳朴独特的奇风异俗著称

于世。世居湖畔的数万纳西族支

系摩梭人现在仍生活在以女性为

轴心的母系氏族大家庭中，百分

之九十以上的摩梭男女至今仍然

实行走婚。

走婚的形式是男不娶、女不

嫁，就是指男女终身都在自己的

母系家庭里，是由男子的“走”而

实现的婚姻。男方晚上到女方家

偶居，第二天清晨回到自己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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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不是对方家庭的成员。有

走婚关系的男女彼此称“阿注”，

谓之“亲切的伴侣”，不称夫妻，因

此在那里不宜问及子女的父亲，

只称呼舅舅。家庭中以女性为

主，女性是一家的主宰。

摩梭人青年男女彼此产生了

爱慕，便互赠“信物”，男方通常向

女方赠送金银首饰、玉镯、珠子、

丝线等，女方回赠的“信物”一般

是男子喜爱的随身之物。互赠信

物后，男方的长辈便带上“琵琶

肉”、茶、糖、酒等礼物去拜访女方

长辈，征得同意便确定“走婚”关

系。等走婚男女有了小孩后，孩

子一律随母居住，跟随母姓。所

以，对摩梭男子而言，他的主要精

力是与自己的姊妹一起共同抚养

外甥们。因此，摩梭有“女人是根

骨，缺了就断种”、“舅舅亲于父

亲”等说法。

大理各民族还有众多的传统

节日盛会，如本主节、花朝节、三

月街绕三灵、火把节、耍海会等。

其中规模最大，最为隆重的要数

三月街。“三月街”是云南大理白

族的传统节日，也是滇西具有浓

郁民族特色和乡土风味的物资交

流集市。每年农历三月中、下旬

在大理古城西边苍山最高的中和

峰下三月街广场举行。

关于三月街的来历，白族民

间有一个传说:大理国时，洱海边

上有一个老渔翁，他膝下有一子

叫阿善。阿善手脚勤快，为人忠

厚、乐于助人。洱海龙王有个三

公主，叫阿香，她简朴勤劳，为人

所喜爱。在一个夜晚，阿善为缴

官家的“渔月捐”在洱海打鱼，但

连连撒网却总打不到鱼，他无奈

地弹起了三弦，唱诉着渔家的辛

酸。歌声传到龙宫，被三公主听

到了，她十分同情，于是偷偷来到

了阿善的船上，他们一见钟情，私

订终身。八月十五的晚上，乡亲

们在村子里给他们完了婚。第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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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三月十五日，是月亮里赶街

的日子，阿香变成一条小黄龙，驮

着阿善到月中去赶街，他们回到

村子，把去月亮街的事告诉了乡

亲们，于是大家商定把月亮里的

街搬到人间。并决定每年三月十

五日在苍山脚下的大青树周围，

摆摊设点，互通有无。这事一传

十，十传百，四方八寨的人都来赶

街，“三月街”就这样沿袭了下来。

今天的三月街，已经发展成

了滇西各族人民进行物资交流、

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的大型旅游

节庆集会活动。每到三月街街

期，天刚亮，人们就涌向街场。从

大理古城西门通往街场的 2000

米长的大路两旁，鳞次栉比的货

棚里摆满了各种土特产品，紧靠

街场边上，是各种药材和牲畜交

易的地方，这是三月街的两大宗

主要交易。从街场最前方直到街

场中心，地面上和货架上百货俱

全，应有尽有。

街期内，文艺团体、民间艺人

和各族群众还要表演歌舞，身穿

民族服装的男男女女，打着霸王

鞭，敲着金钱鼓，边歌边舞。特别

是赛马场上，各族健儿云集，只等

一声号令，骏马倏忽若飞，令人叹

为观止。到了夜晚，优美多变的

白族大本曲、慷慨激昂的藏族民

歌和其他民族的歌曲声，飘荡在

大理古城的上空，又是另一番

景象。

“火把节”是我国西南大部分

少数民族共有的古老的民族节

日，主要盛行于彝族和白族，节期

一般为农历六月二十四至二十

六，共三天。活动内容因民族、地

域不同而各具特色，但共同的是

都要燃火把，驱魔除害。

关于火把节的来历，民间有

许多动人、美丽的传说。其中彝

族的传说是:很久以前，天上有个

凶神叫“斯热阿比”，奉天王之命

经常到人间派粮派款，催租催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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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把节

从而激起了彝族人民的反抗。为

了战胜凶神，人们推举英雄阿提

拉巴领着大家同凶神作战。他们

点燃了千万支火把，把通天梯烧

毁，经过九天九夜的战斗，终于杀

死了凶神。结果天王大怒，立即

放“天虫”吃庄稼，想把彝族人民

饿死。铺天盖地的天虫吃了三天

三夜，眼看庄稼要毁于一旦，于是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举起火把烧

天虫，火把举了三天三夜，烧死了

成千上万的天虫，保住了庄稼。

可是还有一部分未烧死的天虫钻

进地里，第二年又出来吃庄稼。

害虫烧不完，火把举不尽，彝族人

民的火把就这样一代接一代、一

年连一年地传下来，最终成了火

把节。

传说毕竟是传说，虽然有意

义，但却不是火把节的真正来历。

火把节应源于原古时代对火的崇

拜，祭火以祈丰年的习俗，是一种

纯粹的祭祀活动。

在西南各民族中，要数彝族

火把节最丰富多彩，最具民族特

色。每逢火把节到来，家家门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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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竖立一个火把，每个村寨都

竖起高三四丈、两三人合抱的大

火把。

彝族火把节

夜幕降临，锣声、号声齐鸣，

男女老幼拿着小火把、米酒、炒豆

等食品，兴高采烈地聚集在竖有

大火把的会场。点火前，几位年

长者登梯上树，将水果、炒豆撒向

四面八方的人群，并高唱火把节

歌，向全村人祝福，然后点燃大火

把。不一会儿，大火把上挂着的

一串串水果和小旗被烧了下来，

人们便立刻涌向大火把，去抢那

些被烧下来的东西。据说谁抢到

这些东西，谁就可以在一年里消

灾解难，得到幸福。接着人们燃

起手中的小火把，奔向大道，奔向

田野，名曰“驱蝗”，千百支火把在

田野山村游动，景象甚为壮观。

在火把节上，有的地方还有

“泼火”的习俗。不管男女老幼，

对准迎面来的人———不管是宾是

主，从挎包里抓出一把特制的松

脂粉，猛地朝火把上撒去，松脂粉

着了火，顿时火光闪闪，松烟弥

漫，等对方惊喜地看着火焰像闪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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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般消失时，泼火的人已笑着跑

开了。据说，这是替你把附在身

上的邪气、污秽和病魔，统统

烧掉。

火把节的第二、第三天，娱乐

活动逐渐达到高潮。彝族的男女

老幼都穿上节日的盛装，男的穿

绣花的右开襟短衣、长裙那样的

宽裤脚长裤，头顶留一绺头发，叫

“天菩萨”，右耳戴红色或黄色耳

珠，用青布或蓝布缠头，并在前额

扎成长锥形的“英雄结”，以示英

武;女子穿镶边绣花的上衣和五

彩缤纷的“百褶裙”，双耳戴耳环，

领口别银排花，头顶一块布或用

头巾缠头。小伙子吹着芦笙、笛

子，拨弹着大三弦、月琴，边弹边

舞;姑娘们也合着音乐的旋律，跳

起优美的舞步，拍掌转身，节奏强

烈而情绪欢快。随着跳舞的人越

来越多，形成一支庞大的舞队，通

宵达旦，热闹非凡。

当火把节结束时，还有“送火

把”的活动，由少数人将火把的灰

渣扫起来，送往远处。太阳落山

后，人们才渐渐散去……

岛国花絮

日本是个岛国，也是樱花之

国。从冲绳岛到北海道，全国到

处可以看到樱花。樱花开放的季

节一般在四月份，樱花开放的时

间很短，只有七天左右，所以日本

有“樱花七日”的谚语。樱花的品

种很多，据说有 247 种。樱花一

般是白色，或粉红色，有点和桃花

相似，当樱花盛开之时，人们就会

举行为期一周的樱花祭。

日本最富于民族色彩的节日

是樱花节。每年四月，樱花盛开，

日本人就邀来亲朋好友坐在樱花

下，饮酒取乐，唱歌跳舞。人们举

行花祭、花会、花舞、花宴，甚至有

夜晚赏樱的习惯。日本民族这种

爱樱、赏樱的习惯，代代相传，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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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樱花

盛不衰。在古代，日本的武士们

就都非常喜爱樱花，认为人生和

樱花一样短暂，要在这短暂的人

生中做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对

民族、对国家都要有所贡献。因

此，当武士们事业失败后，他们就

会来到樱花树下，面对樱花，剖腹

结束自己的生命……

日本人把人生比做樱花，希

望在短暂的一生中努力工作，让

自己的生命也像樱花一样璀璨美

丽。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就是日本国民喜爱樱花的主要

原因，也是日本民族把樱花誉为

“国花”的主要原因。

樱花初绽时，日本人就在淅

淅沥沥的春雨中迎来了传统的节

日———“三月三女儿节”。

“三月三”以前，商店里的古

装人偶备受青睐。日本人通过祭

祀人偶，把对女儿的美好心愿表

达出来。3 月 3 日，他们要在家里

特设的人偶祭坛前摆上桃花、菱

形黏糕和白酒，祈愿女儿祛病除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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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成长顺利。

人偶祭坛呈阶梯型，上铺红

毡或红布，因家庭情况人偶多少

也不同，少的人家设两三层，多的

人家设七八层。最上面为皇后和

天皇，下层为宫女、大臣、乐队、听

差等，最下面是车马、行李、家具、

娱乐用品的模型。人物个个倩笑

盼目，栩栩如生。模型俱为镀金

上漆，华丽堂皇。

女儿节人偶

由于女儿节主要是祭祀人

偶，所以也称这天为“雏祭”。这

一风俗的形成可追溯到 1000 多

年前的日本平安时代，当时人偶

是供贵族们赏玩的玩具，称为“玩

雏”。据说，那时候宫中还有以曲

水流觞、饮酒作诗的方式举行祝

愿女孩子顺利成长的仪式。正式

祭祀人偶始于江户时代初期，当

时人偶还都是纸制的，以后随着

这一风俗的形成，出现了布制人

偶。到了明治时代，人偶商品化，

女儿节祭祀人偶的习俗也便在全

国固定了下来。

如此看来，像是日本人非常

重视和珍爱女孩子似的，其实不

然，他们对男孩子同样珍爱，每年

的“五月五”男孩节，那又是一番

风情。

之外，还有五月十五日的“葵

祭”，人们穿着五花八门的古装排

着队游行，表演各朝代宫廷生活

方式。“葵祭”的队伍一般有 450

多人，牛车两辆，牛马共 30 余头，

队伍长约 14 米，再现了日本平安

时代的风俗。在平安时代说到

“祭祀”指的就是葵祭。平时很少

外出的贵族女性们，在葵祭这一

天会将游览车装饰一新，显得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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