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1℃的城市“屯堡文化”更能诠
释360度的人生。在屯堡村寨，连石头
也会唱歌，人们初识稀奇古怪的奇闻轶
事，会感叹其博大精深。

走进西秀区双堡镇骟马牛屯堡村
寨，石屋将会让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屯堡建筑的最大特点是石头的广泛应
用，就地取材彰显屯堡人的智慧，睿智地
将石头发挥到极致。六百多年前的军屯
军堡、民屯民堡、商屯商堡、碉楼碉堡等
建筑规划成了今天的屯堡建筑群体。用
石头建筑的屯堡民居，具有强烈的军事
构筑色彩，村寨内部的巷子互相连接，纵
横交错，巷子又直通寨中的街道，形成

“点、线、面”结合的防御功能体系。这个
寨子像一座石头城堡，互相连成一个防
御敌人的有机构筑整体，其设计不是城
墙、地下和地道保卫战，而是典型的巷战，
既可各自为阵，又可互相支援友邻，还可
穿插迂回到敌人的背后，既保证一宅一户
的私密性和安全感，同时又维系各家之间
必要的联系。但您可知道，这些主要建筑
材料——石头是从哪里来的吗？

据退休老师刘道之讲，骟马牛！乍
一听这寨名和屯堡实在扯不上什么关
系。一般屯堡村寨都以屯、堡、官、哨、
旗、所等字命名，但骟马牛却是一个实实

在在的、古老的屯堡村落，与其他屯堡村
落一样是“调北征南”“调北填南”的后
裔，仅凭这些石制品就是最有力的佐
证。据祖辈人口耳相传，在南迁大军到
来之前，有一王姓人家居住于此，寨名王
家湾。之后，骟马牛的刘氏始祖刘诚携
妻马氏来此定居。刘诚去世后，其子刘
大邦凭借一门骟牛、马、猪、羊的精湛技
艺撑起家业，逐渐名扬四海，同时也积累
了大量财富，家境殷实。刘大邦娶妻生
育五子，开枝散叶，从此刘姓人丁兴旺，
骟马牛手艺代代相传与日俱增。四乡八
邻人尤其喜欢饲养马匹，马既可当交通
工具，又能拉车犁田干活，还可变卖马仔
赚钱。那个时代马匹自然就比牛羊多，
加之雄性成年马匹脾性生来暴躁，不好
驾驭，必须阉割掉，常常请刘家去帮忙骟
马，惯用“骟马牛”来替代“王家湾”，渐渐
地“骟马牛”成了名副其实的寨名，沿用
至今。

也许是上苍赋予善良厚道的刘家的
馈赠，在骟马牛西北面二里地有一条长
坡，名叫尖山。薄薄的土层覆盖着像千
层饼模样丰富的石板，最薄如纸片，一般
平均一二厘米，最厚的也就四五厘米，而
坡的右面却有更厚的岩层，其厚度大多
十几到几十厘米之间。刘家祖先们物尽

其用，坐地生财，最厚的作屋基或铺路
石，次薄的砌墙，一二厘米厚的裁成方块
当瓦片盖房，四五厘米厚的根据用途裁
成大小不等的墙板，用作室内隔断，或制
成水缸、石凳、茅厕板、石碓窝、镶嵌水井
等。坡上石头多得用不完，刘家后裔不
再做骟马骟牛的生意了，世代守着山坡
开采片石倒卖发家致富。他们在农闲之
时都会安排长工到山上去打石板，除了
自用，大多数售卖到十里八乡，近的卖到
旧州、天龙镇等地，远的卖到长顺、紫云、
关岭、镇宁、普定、平坝邻县，更远的都慕
名来购买。如遇订单多了，刘姓人主动
用马车运输石板上门，生意越做越大，大
到有石板的地方，就有刘家工人。这样
骟马牛寨成了石头房的源头出产地，石
板卖得越多，财富就越雄厚。

在骟马牛，随便进入哪家，新石器时
代的所有石器会塞满您的眼睛。屯堡人
住在石墙体、石瓦盖（薄石板）、石基础、
石柱子、石梁陀、石阶梯、石院落的木屋
里，冬保暖、夏透凉，好不惬意。生活之
需也多与石头有关——石灶台、石水缸、
石盆钵、石桌石凳，石猪牛马槽，捣块状
盐巴、糍粑辣椒、姜葱蒜用的石擂钵，舂
米面用石碓窝，打糍粑用的石臼窝。还
有那被人推着不紧不慢、晃晃悠悠地旋

转的大、小石磨，四下流出洁白的米面和
乳白色的豆汁，滋养着屯堡人的过去、现
在与未来，命运、希望和憧憬。那豆汁在
大锅里煮沸，经酸汤点化，豆腐立马“坐
地成佛”，早晨一人逮上一钵热豆浆，美
好人生就从这里开始了。甚至于人们身
上穿的更是离不开石头，新布用石磙碾
轧，浣衣放在大石板上用石棒槌捣腾、清
洗、晾晒。人们修桥补路，建设祠堂等务
必竖块石碑，铭刻碑记，以警后世。竟连
人死以后也要争块石碑。屯堡人的生、
老、病、死，春发、夏长、秋收、冬藏都离不
开石头。家家户户与石头结下了不解之
缘和难以割舍的情怀。

进出寨门，穿过石门洞，走石街串石
巷，东西来往、南北交叉的石甬道，我们
每过一地，都需做个记号，唯恐如同走迷
宫走不出死胡同。但我们不禁会发现石
甬道缝隙里长满了狗尾巴草，说明前面
走不通了。不知是人在磨地板，还是地
板在磨人，总之，石街石巷被磨得光彩照
人。屯堡人的骨骼、性格和意志都是石
头制造的，处处彰显坚硬与刚强。就连
说话都充斥着石头般硬邦邦、起钢音的
军人品质。

据说，骟马牛的石板砌成房子会唱
歌，特别是站在墙根下侧耳倾听，会听到
如同牧童演奏笛子般婉转悠扬或吹箫引
凤般低沉浑厚曼妙的音乐从房顶和墙缝
里传出，仿佛天籁福音。这更增添了石
板的神秘感，石板自然就好畅销。如今
随着环保时代的进步和现代化进程广泛
深入，当地村民都改用砖块和钢筋水泥
建筑房屋了。中青年人普遍外出务工，
见多识广，积累了财富，传统石板民居已
不再受宠了，三、四层漂亮的洋房别墅如
雨后春笋般生长在村寨边沿，干净澄明
的新式自建房总能让人清爽愉悦。房屋
无需雕龙画凤，但求装修干净整洁就有
舒适感、满足感和幸福感。传统石房逐
渐退出历史舞台。

一首经典老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唱的就是骟马牛村的石头：“有一个美丽
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它能给勇
敢者以智慧，也能给善良者以欢乐。只
要你懂得它的珍贵呀，山高那个路远，也
能获得。……它能给懦弱者以坚强，也
能给勤奋者以收获，只要你把它爱在心
中呀，天长那个地久，不会失落。”时刻激
励人们奋勇前进！

骟马牛村入选全国第四批传统古村
落名录后，村民们通过劳务输出，有了雄
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在传承屯堡文
化和振兴乡村的小康征途上，会走得行
稳致远。

安身于兹，顺利一生。安顺，21℃的
城市，360度的人生。一座有温度的古
城，得天独厚的温度为城市赋能，而人又
是一切温度的原点。安、顺，如此美满的
二字，既是在为本地人虔诚祈祷，又是对
过往背包客的美好祝愿。

夜伴呢喃雨，晨迎清凉风

“天地空无半点尘，一片襟怀水共
清。”安顺，地处贵州中西部，是世界上典
型的喀斯特地貌集中区，属于典型的亚
热带季风气候，乃旅游避暑之圣地。

都知春夏季水涨池塘，殊不知“内
向”的安顺雨只在夜晚落下，不是倾盆而
下的噪声扰民，而是穿林抚叶的轻声呢
喃。等到清晨轮到安顺人上学、上班之
时，地面上盈盈水洼已经成为点点涟漪，
那是雨留下的痕迹，一夜过后，城市过盛
的浮华已被洗净。

21℃的城市源自于安顺常年温和的
天气。安顺街头，常吹一股风，既夹着阳
光的温暖，又不失风清爽的属性，总之浑
身上下散发着舒适。安顺一年之中很少
会经历烈日灼热。

飞瀑脚下龙宫水，云山雾中坝陵桥

安顺素有“瀑乡”之称。黄果树大
瀑布，是徐霞客笔下“高峻数倍者有
之，而从无此阔而大者”，亦是孙行者
的水帘洞，甚至还有关于此地的各类
传说，诚然，黄果树从诞生就自带有神
话色彩。瀑如其名，乃世界第三大瀑
布，为一睹其壮，五湖四海的游客纷至
沓来。同为国家 5A级景区的龙宫不
甘示弱。被游客誉称为“中国第一水
溶洞”的地下暗河溶洞，为国内之冠。
洞内钟乳千姿百态，其洞厅构造宛如
神话中的龙王宫殿。全国溶洞专家感
叹此地“览龙宫知天下水洞，荡轻舟临
人间仙境”。所以说安顺是大自然的
杰作，不事雕琢，却熠熠生辉，由此，旅
游业为城市赋能。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
州。”如今，人们提起坝陵河大桥，所联想
到的不仅是“贵州众多世界级大桥之

一”，低空跳伞也为此地递上一张新名
片。桥卧云间似仙踪，雾绕黔山如梦境，
伫立于青山云雾间的壮丽大桥，为安顺
交通实现了“千里江陵一日还”，也为酷
爱极限运动的冒险者提供了完美的运动
场所，穿梭彩云间，领略高山之巅，一朝
看尽安顺花，如梦如幻，又真实可感。

人生五味，烟火之韵，舌尖之绽

安顺，是一座可以“吃”的城市。青
石板巷，香气四溢，亘古不变。这里气
候宜人，风景优美，却完全不影响当地
人骨子里的“野”性。青天白日，三五好
友，茶馆品茗，或是逛通南北，一路上有
甜蜜可人的冲冲糕，凉爽一夏的“小舒
冰浆”，还有裹卷、丝娃娃为伴，要是冬
天，来一碗热滚滚的贵州酸汤，吃一桌

火辣辣的贵州烙锅，暖意漫身；暮色将
至，当地人便生起“炊烟”，将万籁俱寂
化作灯火通明，摆起摊子，裹满鱼腥草
的小烤串，或是独树一帜的烤寡蛋，甚
至还有田园派的农家小炒山药蛋。此
地除了诗和远方，还有吃和远方，感受
酸甜苦辣咸此五味在舌尖的绽放，吃遍
安顺，才不负走这一遭。

醉享大明遗风，身披彩月苍穹

安顺人，除了爱吃、懂吃、会吃，同时
还精于工艺。人人皆知大明遗风，“屯军
堡子，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散处屯
堡各乡，家人随之至黔。”数十万江南子
弟来到安顺，太平时农耕，战起时护疆，
江南文化、中原文化与安顺当地文化不
断交融，屯堡文化由此诞生。在屯堡，你

会听见小孃孃头上、腰间，屯银饰品随风
摇荡的清脆作响，寻声而去，应操着方言
乡音的热情人家的邀请，推开旧木门，随
时会上演气势磅礴的地戏，戏终人散，前
往剧幕之后，演员们摘下的面具，便是传
统工艺“脸子”，经过手艺人对角色的理
解，以及数月的精心打磨，绘声绘色的面
具上仍留有匠人手心的余温。不管是在
城区还是古镇，总会见到披着“花布”的
人，那便是安顺最出名的工艺品——蜡
染，本是单调乱麻白布，经历蜡刀蘸熔蜡
绘花于布后以蓝靛浸染，于阳光正好时
取下，便是白于蓝的缠绵，动人情节的具
体展演。

四季如春，青山绿水，口齿留香，温
润古今。这就是安顺这座小城，还有小
城里可爱的安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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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班正堂

野茅草恣意绽放，月辉与星光缓缓
洒下，打哈村仿佛蛙泳的小鱼，静静驰
骋在群山之中，莺飞草长，春风吹拂，看
得见山，看得见水，看得见乡愁。

打哈村庄环境优美，气候宜人，交
通便利。伸手不见五指的村庄，坑坑洼
洼的路面，仰仗望天水的打哈印象已成
为一种记忆，镌刻进新时代山乡巨变的
沧海桑田里。如今，晚风弹奏竖琴，打
哈同胞用富有节奏的声音高唱苗族英
雄史诗《亚鲁王》，谱写新时代“中国传
统村落”靓丽打哈新篇章。

打哈村人民用歌唱的方式，回忆古
老的故事，守护乡村的疼痛，他们世代坚
强地生活在贫穷落后的大山里，条件很艰
苦，但他们很坚强、很自信。《亚鲁王》史诗
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是他们最崇拜的史
诗。依靠这一长长的英雄史诗赋予的力
量，他们克服生命历程中的无数磨难，在
梦想与希望中感受生命的意义。

村内居住着伍、陈、韦、魏、岑、杨、
谢、陆等八大家族，各家族都有唱诵《亚
鲁王》史诗的东朗队伍，少的有七八个，
多的十多个，各家族的葬礼均由自己的
东朗队伍主持。在传承和学习《亚鲁
王》史诗时，不仅可以在家族中的东朗
之间相互学习，也可以和其他家族的东
朗交流学习。不仅男的学，女的也学，
妇女在葬礼上哭丧的大部分内容都是
《亚鲁王》史诗里的内容。他们小心翼
翼地传承着这一史诗，把对生活的期盼
与命运的破碎感唱进歌里，浮浮沉沉间
奔向未来，在漫卷的声浪中凝聚向前的
力量。

打哈村民陈兴华从小热爱本民族
文化，特别是对亚鲁王史诗热爱至深，
他利用四年时间现学电脑来记录、整
理、翻译出了一部《亚鲁王》英雄史诗。
这部史诗把纸质文字与二维码融为一
体，为传承者的学习提供了很大帮助。
因此，陈兴华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传承人，目前他传教的共100多人。近
年来，在紫云自治县亚鲁王文化研究中
心以及各级各部门的支持与帮助下，陈
兴华创办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亚
鲁王文化打望传习基地，为本村的传习
和省内外专家的学习考察提供了便利。

打哈村特色文化多种多样，唱丧葬
歌、逃婚歌、寡崽歌，迎送歌、感谢歌
等。他们吹唢呐，敲铜鼓，当铜鼓的咚
咚声在山谷荡气回肠的萦绕时，意味着
一位亚鲁王后裔走完了生命的艰辛历
程，这神圣的葬礼仪式就是亚鲁王后裔
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并虔诚笃信薪火
相传的生命神话的仪式。

这里的女子擅长绣花，对于穿着首
饰的花纹异常考究。女人们凭借自己

的天才艺术创作出各种视觉艺术符号
的刺绣，这些刺绣中最为神圣的就是死
者入棺时盖在脸上的刺绣，苗语把它叫

“芒就”，“芒就”。
这里的人信仰祖宗，崇拜自然，他

们相信人一生所拥有的都是祖宗和自
然赐予的，不能违背祖宗的规矩和自然
规律，所以他们的禁忌颇多。饮酒是打
哈村男女老少的一种喜好，家家都有酿
酒的习惯，甘甜的米酒必是招待客人的
佳酿。此外，宴请客人的主要食物还有
甜酒粑粑，土鸡肉、腊肉、血豆腐、灌肠、
糯米粑和小米粑等。他们勤劳朴实、开
朗大方、热情好客，家里来客人要杀鸡
以酒招待。

在打哈村，目前流传下来的古建筑
很多，比如陈氏古墓葬，木结构的吊脚
楼和圆仓等。陈氏古墓坐落在打哈寨
子东南方的山脚下，坟墓是用人工加工
好的正方体石块垒砌而成，至今仍保存
完好。吊脚楼一般修建在环境优美的
苦竹林边，大片大片的苦竹林青翠欲
滴，装饰着打哈的春天。吊脚楼是木结
构的2层小楼房，下层饲养牲畜，上层居
住人类，方便对牲口进行管理，可以防
盗，还可以避免因潮湿患上风湿等症。
目前打哈村古老粮仓随处可见，粮仓也
叫圆仓，是苗族人用来储藏粮食的古建
筑，圆仓多是竹条做成的，透气防潮防
虫害。此外，村内还有古老的榉木，榉
木现有8棵，分散在4个村民组，迄今为
止没人知道这8棵榉木的生长年龄。

打哈村被授予“中国传统村落”荣
誉称号，这是肯定，也是鞭策，打哈子民
注定要倾献毕生精力，守护绿山青山，
厚植传统生态文化土壤，造福子孙后
代。曾经打哈村被纳入全省深度贫困
村，在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帮扶单位的大
力支持下，打哈村实现户户通硬化路，
实现亮化照明路灯全覆盖，光纤网络全
覆盖，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建成标
准的养猪场和养鸡场，修建大水池等，
2020年实现村集体经济全村贫困户分
红，人均收入超过脱贫线，实现整村
脱贫。

如今打哈村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稳住当
前外出务工就业大局，持续夯实“3+
1”保障战斗堡垒，持续抓好防返贫致
贫监测底线任务，高瞻远瞩谋划产业
项目发展，把蓝靛种进田间地头，持续
开发传统文化带动经济发展的能量源
泉。如今，打哈村正以坚强的步伐继
承、弘扬、传唱《亚鲁王》史诗的经典文
化，也正以百折不挠的奋斗初心展望
未来，向着富裕、和谐、生态、美丽打哈
未来明天大步迈进。

70多岁的我，走过的地方不可谓
少。但从青岛来到安顺这座21℃的城
市，仍然真切感受到这里难以言说的
美，乃至用不着刻意修饰的魅力。

安顺的山多以单体呈现，类似草原
的蒙古包。所不同的是一座座成群结
队，各居本位，又相互勾连，独立而不孤
傲，浑然着一致对外的神圣与庄严。偶
然亦有双体多体山连为一堵：双体的仿
佛卵生兄弟，多体的如多胞胎姐妹，无
论是双体山还是多体山，它们宇垂巅
下，各抱地势，各有归宿，各具风姿，又
各呈神韵。

走在安顺街头，听到清脆慰耳的哨
声，那种久违的失落令我难以矜持。这哨
声，来自安顺交警维持交通秩序的十字街
头。悠悠的哨声，善意的提示，于是乎，这
里的秩序井然便成为安顺的常态。有了
这样的秩序，何愁安顺不“安顺”。

贵州旅游，安顺黄果树瀑布是必须
打卡的。一支垂流直泄，无遮无拦散漫
不羁，逃脱任何束缚。飞流直下，恢弘
气势令人震颤。无论如何奔腾，依然有
它的内敛与惠秀

安顺也是值得一提的景点。轻抚文
庙砖石，仿佛听到安顺人热爱文化的心
声，亦仿佛再次聆听孔子的谆谆教诲。
孔子有教无类之润世儒道，在心中萦绕。

从文庙出来，是安顺古城。抚摸着
古城的一砖一瓦，上面浸透了安顺人民
抛洒的血汗，砖与瓦之间斑斑锈迹的缝
缝隙隙，写满感动与欣慰，那些砖瓦，如
同苏州评弹的旋律，婉转清幽似泣仿
诉，令人倾心，亦欣慰不已。我突然觉
得，自此方始，安顺，成为我不愿离目的
凝望，即使有朝一日因耄耋至而化作瞽

叟，也会将心当目，凝望你秀美的身姿，
凝望你不屈的信念，凝望你幸运与微
笑，然后侧耳你铿锵的前行足音。就让
这约定凝成永恒！

离开热闹的古城，来到龙宫景区。
头顶条条缕缕的钟乳丝棱，眼望着一闪
一闪的各色霓虹彩射，在没有喧哗的溶
洞中穿行。从洞口徐徐而至的微风拂
面。在美丽狭长的溶洞泛舟于深蓝的
潭水，感慨这世界竟然有如此好去处
——谨慎、空旷、幽暗、朦胧、隐美、愉
悦，还有无尽缠绵……如果错过龙宫之
游，必会辜负此生来之不易的生命。

安顺除了景美，还有”味美”。我对
辣椒香情有独钟，一到安顺它就极速地
征服了我，深深地诱惑了我。对于年均
降雨量1300毫米的安顺来说，辣椒的
功劳很大。中医讲：“肾喜热，脾喜
干”。作为五行理论中，土属归脾的说
法，“喜干”是它的本性。若脾不能保证
干燥，作为调和机制的它，自会累及周
身。换言之，脾不好，心、肝、肾、肺，便
随之而亚康甚至不康。安顺家家饭铺，
无辣不成菜，无辣不成宴。辣椒与喜气
同步。安顺椒的劳苦功高，加之一座座
天然大氧吧，健康顺理成章，长寿亦顺
理成章。

安顺，贵州之微缩版本。安顺，我
的贵州之行，独独为与你相遇。感谢你
为我提供如此之多之好的审美对象。
由于安顺、你恩赐的某种激活，让我有
了讴歌你的冲动。但轻灵不羡厚重深
思，拟就一副对联，贶于安顺并贵州，作
久念之：上联：安顺顺安安安顺顺天不
荒地不老；下联：青山山青山山青青人
相爱情相随。

安顺之美
□沃罕

乐 享 21℃ 的 城 市
□李俊娴

□陈慧

乡愁里的 打哈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