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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题诗

七律·遥望香炉

遥望香炉真壮哉， 二十年我重登台 O

万绿丛中呜翠鸟，野花沟底觅情怀。

新城九曲文河绕，古县八方聚英才 O

一扫穷州难堪日，喜看春潮滚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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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本艺术摄影画册，而是一本以马龙山村民居为主要拍摄对象的写实作品 。

从摄影 艺术的角度而论，本书没有什么价值，然而从反映马龙传统民居亦即马龙山村面

貌的角度来讲，应该是很珍贵的 O

随着现代化事业的全面推进，祖国建设日新月异，新农村建设已逐步展开 O 我们应当

为之讴歌。 然而，在新农村建设中，我却为大规模拆毁传统民居而叹息 O 我十分留念上世纪

八十年代在马龙工作期间走过的山山水水、 村村寨寨，舍不得那些土木结构的 、 冬暖夏凉的

传统民居被拆毁和改变，于是，使产生了用摄影办法保存其历史风貌的念头 O 主意打定了就

立即行动，我前后花了近三年时间，拍下了我曾经走访过的马龙的村村寨寨的传统民居，亦

留下了部分村民的浮光掠影，还有那些建于明清时期的石桥及因此而刻立的石碑，更有秦修

五尺道经过马龙境内的古城、古桥及古道上深深的马蹄印坑。

仅以此献给马龙的父老乡亲!

我不知道马龙山村的这个面貌在历史上已经延续了多久，说远一点，恐怕是上千年，

说近一些也可能是五六百年吧!马龙传统民居是土木结构的，土的来源是水田 O 到了冬

季，村民们将收割了稻谷的田里的潮土务实、务紧，然后按照一定规格切块取出，这就是

土基。 村民就是用土基来砌墙，世世代代都是如此 O 在很久以前就听人说，这种土基砌的

墙经风吹日晒雨淋数十年不会楞塌毁坏，后来我则亲眼看到了这种奇异的现象 。 30年前，

我看到过的老百姓的户外土墙 : 据说已历经了数十年，可30年过去了，当我重返这些村寨

的时候，这些土墙仍然"巍然屹立 " O 这种马龙土基在我的镜头里比比皆是 。 当然也早有



人提出批评，说此种做法不妥当，把田里的月巴土给取掉了，田会越来越瘦 O 然而，世间的

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在马龙的山村，世世代代的农民就是运用了这种土基能够久经风雨

而不坏，用此种土基砌墙建盖的房屋冬暖夏凉的特点，发扬这种科学性，而在取过土的水

田里采取别的措施以保持及增加其月巴力 O

马龙民居的另一个特点是精美的马头墙，家家户户把房头屋面装，点得气势雄壮，仿佛才巴马

龙人民的精神风貌镶嵌在里边，特别是那些用普通瓦当砌出的花样，表达着各式各样的含义，这

是马龙人民千百年来共同创造的建筑文化的闪光之点。

马龙的民居特色说老已经很老了，说新则作为民间建筑的奇花永远辉煌灿烂。 此种民居只

要按照我曾经倡导的布局:把畜圈移出来另外建盖和大力推广沼气，外观民族化，内装现代化，

就是云贵高原上最好的传统民居之一，抑或可以中报世界遗产!

然而，马龙山村的传统民居在不知不觉地减少，代之而起的是砖混结构、水泥屋顶的新民

居。 不言而喻，如果此种浪潮席卷广大山村之时，马龙传统民居可能就要改朝换代了 O 我不能说

这种新式民居不好，但是传统民居的命运就很惨了 O

可喜的是，在我的镜头里已经出现一种灰砖青瓦兼有土基墙体、建筑式样两厢布局、仍旧

伴有马头墙的新式民居，此种现象可能是未来马龙民居的雏形 O

我这样想，有朝一日马龙山村土木结构、饰有雄伟马头墙的传统民居完全被新式民居替代

之时，传统民居的踪影从何寻觅?我的摄影画册应该是最好的安慰。

徐发苍

2014年3月 10 日于

昆明瓦仓庄



乐熙门石雕(角海荣收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云水眺望马龙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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