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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屯，地处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
西南侧，村里百花烂漫，油菜花黄、梨花
赛雪、桃花似霞，稻穗如金，举目尽是花
海，俨然一幅色调明亮的美好画卷，散发
着静谧又透露着神秘。在大山深处隐藏
着都市繁华，有古老的故事，有质朴的民
风，还有怡人的风景，都在时光的渡口熠
熠发光。

鲍屯村，是安顺早期建成的十几个
屯堡传统村落之一，有“大明屯堡第一
屯”之美誉，2013年被住建部、文化部、
财政部三部委列入“中国传统古村落名
录”，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国家级3A级
旅游村寨。鲍屯属典型岩溶喀斯特低山
丘陵地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后有靠山
前带流水，侧有护山远有秀峰，整体布局
由一轴两区、内外八阵构筑形成。一条
清涧纵贯东西，民居依山傍溪而建。有
古建筑群，公共建筑群，明代“鱼嘴分流
式”水利工程，明中期修建瓮城，八阵巷
道村，碉楼建筑等，流传着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屯堡地戏。
明洪武年间，朱元璋为统一大明王朝，
诏令派遣由安徽歙县棠樾村迁移而来
的鲍氏始祖鲍福宝“调北征南”。鲍公
慧眼识宝，一眼相中这块风水宝地，遂
在此安营扎寨，屯军戍边，安身立命。
当时这里仅一湾柳塘，初建营立寨时叫

“杨柳湾”，因将军福宝公贵姓鲍，便以
“鲍家屯”命名。

鲍屯是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南
方屯军固守的宜军宜民建筑群，包括五
巷六堡一街，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由
于家族为官宦者众，故其建筑充分体现
了官宦门第的威严和宗法礼制的规整，
高墙深院，森严壁垒。古堡依山而建，堡
内十八座院落各具特色，无一雷同，周
围砖墙封闭。大院的每个宅院都按内外
两进、三进乃至五进，前堂后寝的形制。
全院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堆金砌粉。顺

坡层层叠叠，飞檐斗拱，古香古色。叠院
阁楼绵延不绝，大红灯笼高挂城头，富贵
威严的气势，彰显着屋主的尊贵地位。

鲍屯院落是中国民间建筑的珍品和
瑰宝，它的雕刻艺术更是令人叫绝。在
屯院数百个院落、上百幢房屋，到处都是
精雕细琢的木雕、石雕、砖雕，其数量之
大、手艺之精美、内涵之丰富都是举世罕
见的。近年来，随着屯堡文化研究不断
深入，鲍屯的名头渐渐响亮起来，虽说目
前还只是国家级3A景区，但作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中国民间建筑艺术博
物馆，看点颇多。六百多年的诗意，浓缩
尽在大美鲍屯。

进入屯门，一直往前，分别有瓮城、
汪公殿、大佛殿、关圣殿、练武场、古戏
台、鲍氏宗祠等建筑。这些建筑，均是建
在一条由北向南的中轴线上的。而中轴
线的两侧，建有数百座石头民居。这些
民居通过两侧的八条弯弯曲曲的巷道连
接成一片，而八条巷道各自为一阵，分别
被命名为：青龙阵、白虎阵、雄狮阵、长蛇
阵、火牛阵、金鱼阵、鹿角阵、玄武阵。
这八个阵均能攻守兼备，连在一起，便组
成了一个“八卦迷魂阵”。在晨曦和霞光
下，散发着历史的幽香。这些古迹组成
了村里的一个个美丽的传说和故事，正
是有了这些人和故事，才有了鲍屯的丰
饶和热闹。

曾经，安顺县政府在鲍屯建设了第
一座机械动力提灌站。紧接着，鲍屯
通电后又建筑了两座大型电灌站，灌
溉青龙寺后原坡地改田500亩。次年
又建了鲍屯自来水厂，水源为寨中珍
珠井。水、电、路解决了，全村人等衣
食无忧。安顺市化肥厂选址鲍屯，征
用了近千亩田地，每年交纳土地补偿
费，带动了运输业和农牧业家庭经济
内需。全村有六成的村民在化肥厂务
工，农民转为工人，至此，全村群众步

入小康队伍之列。
金秋十月稻穗黄，秋收秋种农家忙，

鲍屯村呈现出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在
鲍屯村万亩良田项目区，金黄色的水稻
成块连片，串串稻穗颗粒饱满，粒粒稻谷
晶莹飘香。多台收割机有条不紊地穿梭
在稻田里，轰鸣的机器声奏出了美妙绝
伦的丰收交响曲。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水利工程，如
今仍发挥着灌溉功能，且兼具观赏价值，
滋养一方百姓的同时，自带景观属性。
早在多年前，鲍屯村古水利工程获国际
级“亚太遗产保护卓越奖”；2012年5月
获国家级“水利遗产保护奖”；2013年7
月获“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年获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
现”之一。

近年来，鲍屯积极搭乘乡村振兴新
业态的东风，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
不断打造多功能露营基地，创新推出“露
营+乡村旅游”“露营+亲子研学”等游玩
模式，将露营与景区、生态、人文旅游资
源紧密结合，为乡村旅游发展注入了新
动力。村里面把屯前的宽阔田坝子进行
了升级改造，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主打一个休闲娱乐、观赏游玩，体验农耕
文化，亲历采摘乐趣，寻找童年记忆，还
可以露营、烧烤、品茶、喝咖啡。

鲍屯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
吴春仙说，鲍屯因地制宜探索特色乡村
旅游新路子。自然营地集观光、休闲、住
宿、亲子研学等为一体，建成后可同时容
纳近万人开展户外活动。充分发挥自然
环境和人文优势，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
吃上“旅游饭”。

走进屯堡自然营地项目建设现场，
工人们正在搬运木材、清理现场，开展室
外装修工作，目前营地接待中心、天幕
帐篷、观景台等初具雏形，各项施工有条
不紊地进行着。

一大早，鲍屯的屯堡小院就迎来了
一批客人，他们在这里喝茶、聊天、欣赏
田园美景，享受难得的假日时光。山西
游客张必清夫妇说：“这里的空气很清
新、环境很美，可以跟小伙伴到这里来喝
喝茶、聊聊天、拍拍照，给人一种回到童
年轻松的感觉。”

吴春仙说，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人们更喜欢和追求户外休闲项
目，周边游、家庭游、团建游等成为旅游
出行主流，亲近大自然的游玩方式成为
旅游休闲新亮点。特别是节假日，屯堡
露营，烧烤、唱卡拉OK，写生、摄影、音乐
会等活动到处都是。到了春天可以徒步
郊游，看桃花、油菜花、静描水碾房，动态
的一抹暖阳和一米阳光，到了七八月份
可以在这里采摘黄桃、捉稻花鱼。我们
将露营引入乡村旅游，是一次全新的尝
试，“乡村旅游+露营”的形式将成为乡村
旅游的有力补充，也将为乡村旅游带来
更多的活力。

穿村而过的古道，在古代曾是连接
贵阳旧州普定之间的商旅要道。六百
年的光阴过去之后，翠岭迭起、清泉环
绕的鲍屯村，依然保持着自己独有的古
村面貌，以瞻望悠远的目光，应和着好
奇的游人。老屋、老树、老桥、水碾房、
青石板路，以及如今依然屹立在人们视
野中的老水碾房，都是历史的见证，也
承载着今天鲍屯村的从容美好和岁月
静好。

一代代耕读持家的先民，为鲍屯留
下了沃野田畴。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
看到一马平川的稻田景致，依然能看到
几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树，有柏木、
古柳、古梨树、古白蜡等。矗立在村口的
这几株古柏，至少有六百年的树龄了，风
一吹，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岁月
的荣光与沧桑，吟唱着诗和远方，以及美
好未来。

六百年诗意在鲍屯
□班正堂

在黄果树瀑布的上游，沿白水河支
流渐次铺开的，有个美丽的小村庄，布
依族传统村落石头寨，这里依山傍水溪
水长流，山青水秀鸟语花香。

春暖花开的三月，有朋至远方来，
不亦乐乎。初春阳光明媚，清风送爽温
暖，坐上车后驶出边远的小城，驶进车
水马龙的高速公路，同朋友久未谋面，
依然如故的亲密，在车上便谈笑风生起
来，风驰电掣向南行驶飞去。

下了匝道后，转过弯进了村寨，车
停在路边上，走下车呼吸新鲜空气，顿
感神清气爽心旷神怡，蓝蓝的天上，白
云朵朵游走远方，路边的树长出了叶
芽，枝头上的花朵含苞待放，山那边还
是山的苍翠，头顶上的太阳万丈光芒，
照耀故乡的山山水水，如诗如画的田园
风光，如梦似幻的世外桃源，走进诗和
远方的意境。

村前蜿蜒曲折的小溪，清澈透明潺
潺流淌，水鸟站在礁石上，注视溪流里
自由自在的鱼，鹅卵石嵌满透明的天
空，爬满了墨绿的苔藓，河岸边杨柳依
依，垂下万千的思绪，倒映在溪水里，故
乡刻骨铭心的名字，在清水里流淌千
年，残遗故人远去的背影，从石板路上
走过。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京城求学
的时候，在故乡石头寨拍摄的电影《良
家妇女》，浓墨重彩在学校礼堂首映，
看着画面上的山水画卷，熟悉的父老
乡亲，激动得热泪盈眶，亲不亲呢？故
乡人。

古老的石头寨，属典型的布依村
寨，布依语叫做波升，即石头上的村庄，
石头房子依山面水而建，石墙石瓦的石
头房屋，石街石巷的庭院深深，整个村
寨都姓伍，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看过电影之后，去图书馆阅览，才
知道是黔北作家的小说，改编拍摄而成
的电影，讲述的是解放初期边远地区的
民风民俗，少夫贤妻的故事，深刻地揭
示人类的生存状况，以及历史背景下所
蕴藏的人文关怀。此后怀揣一个作家
梦，大量阅读文学作品，特别是乡土作
家的作品，依葫芦画瓢囫囵吞枣，像模
像样地写起小说来。

从远方走来的村姑，身穿布依族服
装，春风满面的笑靥如花，拿着蜡染布
到河岸边漂洗，布依族服饰美仑美奂，
妇女头戴蜡染花帕，上衣镶蜡染刺绣织
锦图案，下穿蜡染百裙长裙，婀娜多姿
仪态万千，是穿在身上的文化符号。

蜡染古时称为蜡缬，属于中国四大
印染技艺之一，据《后汉书——西南夷
传》、明《贵州通志》、清《安顺府志》、民
国《镇宁县志》，都有详细如实的确切记
载。曾在平坝棺材洞，发掘出土清代蜡
染实物，整套的蜡染百褶裙，现保存于
贵州博物馆，属于镇馆的宝藏之一。

布依族村寨少女，从小就开始学习
蜡画，从八九岁的时候，就跟长辈学习
蜡画，蜡染作为布依族少女的嫁妆，体
现布依族的心灵手巧。蜡染用特制的

蜡刀拈上蜡，在白绵布上作画，画好后
放进蓝靛缸中浸泡，煮沸后即去蜡，白
布染成了蓝色，然后用清水洗净，经过
凉晒后，蜡画处留下白色，印有如裂的
冰纹图案，古朴典雅的端庄素净。

与朋友有说有笑，漫步走进村寨
里，热情好客的布依族同胞，微笑打招
呼进家小憩，朋友好奇地说，你们家亲
戚真好。布依族属于本土世居民族之
一，祖祖辈辈沿河两岸生活，是最早种
植水稻的民族之一，性格有着水一般的
温柔，浪的激情澎湃勇往直前。这是个
热情奔放的民族，知书达礼礼贤下士，
互相帮助邻里和睦。

现在人们制作蜡染，延续古老的工
艺，依然穿着民族服饰，日出而作的勤
劳，日落而息的悠闲，勤奋耕耘脚下的
土地，建设美丽富饶的家园，生于斯长
于斯，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哪怕浪迹天涯，千里迢迢归期。

走进广场边的村史馆，一面巨大的
铜鼓映入眼帘，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
人们会吹响唢呐号角长鸣，铜鼓喧天
载歌载舞的欢庆。人们在生活富足
后，就会追求精神的愉悦，古今中外莫
不如此，上下五千年始终依然，不要问
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路在脚下，
梦在远方。

村史馆里的展览，详实而又生动，
图文并茂的介绍，村寨的历史沿革，以
及风土人情，深深的打动心扉，赞叹生
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天动地的绚丽画
卷，几位青涩的少男少女，依偎在窗下
桌前，陶醉在琴棋书画里，春光无限好。

这里的山下，寨子寨中的街巷，全
是殷红棉白的石头，路由石板铺成，寨
门是用石头拱就，房屋是石条堆叠而
建，房门窗户用石块雕琢，石片代瓦的
遮盖房子，院落里摆放着石桌石凳，家
里还有石磨石碓石缸，养猪拴马的石槽
石柱，村边的石桥石井石坎，荒郊野外
的石墓石碑，尤如古代的城堡，坚不可
摧的童话家园，这是石头的世界，梦幻
般的人间天堂。

游览完村史馆，朋友挥毫泼墨，龙
飞凤舞的墨迹，残遗淡淡的墨香，迷漫
石板房的空间，绕梁三日久久不散，潇
洒走一回的快意，大家不觉的竖起大拇
指，给朋友的豪爽纷纷点赞，走出村史
馆，夕阳西下，天空一片彩霞满天。

石头寨位于大瀑布边上，是安顺开
发较早的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之一，许多
文人墨客，文化专家及学者，都曾到过
村寨里参观游览，留下过许多脍炙人口
的名篇，感叹高原的奇山秀水，风光旖
旎的田园景色，浓郁的民族风情，深厚
的文化底蕴，走进古老的传统村落，感
受天人合一的美好。

沿着光滑的石板路，推开半山腰的
石房子，轻轻掩着的栏栅，走进庭院深
深的院落，坐在低矮的屋檐下，看天空
云卷云舒的飘渺，天马行空的畅谈，家
长里短的闲聊，品尝着地道的美味佳
肴，畅饮自酿的米酒，今夜不醉不归。

“春风又绿江南岸”，春风如约而至，
吹绿了烟雨江南，吹绿了大漠沙洲，也吹
绿了这个位于祖国西南部、深受屯堡文
化浸润滋养的传统村落——普定县马官
镇下坝屯。

人们对村庄的认识，大抵是朝起下
田劳作，暮色苍茫晚归，与邻居聚在一起
闲话家常，闲情野趣所在多有，日子大抵
就这样过了。造访过许多村庄，档期村
民们确实过着这种田园生活，而下坝屯
村民的生活，仿佛加了玫瑰花瓣的清水，
妩媚迷人浪漫唯美，在春日里尤其令人
沉醉。

下坝屯的村民喜爱制作面条。这种
家庭副业对他们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
入。可亲可近的乡亲们，用勤劳的双手
把灵感注入面团，直至成为面条，诠释了
勤劳致富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也在默
默传承勤劳致富这一传统美德。

下坝屯这一带，每年农历三月初三
有做烙粑的习俗。烙粑也叫清明粑，
是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小吃。它的制
作过程有些繁琐，却年年让人乐此不
疲。制作烙粑，必须有一味食材——
粑粑花。如果不加粑粑花，就不能叫
烙粑。粑粑花是一种开黄花的野菜，

“身姿”曼妙，味道清香。到田间采摘

一篮粑粑花，摘拣洗净后，放入清水煮
熟，再用煮粑粑花的水和粑粑花和
面。和好面后，就可以包烙粑了。馅
的选择因人而异，有包肉沫的，有包糖
的，有包咸菜的……

但要说烙粑最经典的味道，绝对少
不了它——血豆腐、腊肉、香椿、蒜苗融
合在一起炒。包好烙粑，烙熟，咬上一
口，闭上眼细细品味。烙粑是儿时记忆
中温暖珍贵的美食，也是长期以来必不
可少的佳肴。不仅如此，如此精致美味
的小吃，应当有资格在屯堡饮食文化体
系中，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倘若屯堡
饮食文化没有烙粑的身影，将是一种缺
憾。它的经典、它的味道，不是街边随处
可见的清明粑可以替代的，街边的清明
粑是形似而神不是。

春风，吹绿了粑粑花，烙粑，愿你走
进屯堡饮食文化的篇章。

提到屯堡文化，不由得想到的，应
是地戏和花灯。没错，在下坝，怎少得
了地戏和花灯？地戏和花灯作为屯堡
文化的重要元素，在下坝屯被演绎得极
其精彩。

表演地戏之时，一般由演职人员穿
上特定服装、戴上特定面具。平时很难
见到练习地戏，也很少有人表演地戏。

地戏，往往在春节或举行文艺活动时登
场。地戏表演者穿上服装，戴上面具，就
能开启一场浑然天成的演出。雄浑悠扬
的唱腔、威武矫健的步法，他们拥有与生
俱来的表演天赋，仿佛表演才能从娘胎
里带来。说好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呢？这大概是个难解的谜，地戏，也
因此多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许多观众没
能亲眼见到“十年功”，却总是被这“一分
钟”真真切切地惊艳到了。

花灯，与地戏截然不同。不管是柳
枝随风飘荡的二月天、晚风吹拂的夏天，
还是夜凉如水的秋夜，抑或是严寒相伴
的冬季，在下坝屯，随处可见花灯的身
影。花灯爱好者们常常在“月上柳梢头”
时，“人约黄昏后”。看，花灯表演开始
了，她们拿在手中的扇子随着舞步忽高
忽低地摆动，古朴的花灯，是用二胡声来
和的。按常理来说，一个完整的花灯队，
少不了一位擅长拉二胡的成员。举目乡
间，其实不乏许多来自基层、出于乡土的
民间艺术家。

过年时，下坝的花灯表演就到了。
舞台上，春风吹拂演职人员的衣襟，那情
景，甚是曼妙……

下坝屯，一个弥漫文化气息的传统
村落。站在村头仰望，能联想到“南朝四

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意韵飘
渺，登临俯瞰却又感慨“会当凌绝顶，一
览众山小”。如此妙地，坐落于下坝屯后
山山顶的一座寺庙。每到过年，便成了
方圆十里的游览胜地，倘若没有爬过下
坝屯，会深感遗憾。

春日里来爬下坝屯，可知确是人山
人海、人声鼎沸，绝无半句虚言。登下坝
屯的路，从坡脚到坡顶，都是古道，而不
是人工雕琢铺上去的台阶，这让下坝屯
保留了几分古香古色的韵味。在人造台
阶风靡的今天，这更显得难能可贵。既
是古道，自然不会十分平整，而是高低起
伏，走起来别有一番滋味。爬累了，可到
路旁的林间停下脚步，驻足欣赏美景。
放眼看去，下坝屯山间的一切，宛如一幅
绝美的水墨画。叶子的各种形状令人目
不暇接，藤蔓错落交织在一起，优雅的倒
垂着，这一山的绿，青翠欲滴。

经过一趟艰辛的跋涉，终于爬到山
顶。疲惫已然被成就感取代，气喘吁吁
很快荡然无存。“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小”之后，便开始下山。一路上，男女老
少对下坝屯的赞誉，油然而生。

在那春风吹绿的地方，或许有人“夜
月一帘幽梦”，下坝屯，愿你年年皆有“春
风十里柔情”。

岁月静好石头寨
□王天锐

春风吹绿下坝屯
□□杜薇杜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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