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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渡桥的六根铁索和旁边竹篾编成的溜索横跨在德钦
县佛山乡溜筒江村口的澜沧江上，在凛冽的江风中发出“呜
呜”的响声，仿佛在诉说百年的沧桑历史。

近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大型调研采访活动德钦
分队十多名来自省内外的记者采访团走进佛山乡，茶马古
道梅里雪山段澜沧江上的竹篾溜索、铁索桥，以及如今还
在使用的便桥引起了大家极大兴趣。三种渡江方式，代表
了三个时代的变迁。离此处 500 米左右下游的钢筋混凝
土大桥则是近几年建成的，宽约十米的桥面上汽车轰鸣而
过。

红色的茶马古道
从溜索到铁索桥，再到钢筋混凝土大桥，每一段历史都

有着太多的故事。在铁索桥边，立着一座碑，碑文为当时丽
江古城知名人士和庚吉所书，记录着铁索桥的修建始末。丽
江商人赖耀彩年少时随自营马帮（180多匹马）进藏时，历经
溜索过江用时半月且极度危险的艰难，乐善好施的赖耀彩决
定造桥以方便滇藏商旅。1946年，赖耀彩发起修建溜筒江铁
索桥的倡议，得到群众广泛支持后，不顾年迈，亲率工匠10余
人，驮来14根铁索，在澜沧江边安营扎寨，建造铁索桥。1948
年11月，历经半年有余，铁索桥建造完成，这便是迪庆境内第
一座人马吊桥——普渡桥。马帮从此便能依靠普渡桥进入
西藏。

说起当年赖耀彩的善举，溜筒江村的老人们至今仍赞不
绝口。普渡桥连接的是滇藏茶马古道的通道，又何尝不是一
座民族团结的“连心桥”。

纳古战役就与普渡桥颇有渊源。1950年4月，盘踞在四
川康定的国民党贺国光部第91军第310师残部千余人，在军
长黄祖勋的带领下，从康定进入巴塘、得荣、西藏芒康县盐井
乡，窜至德钦县佛山区（今佛山乡）纳古村一带，企图由普渡
桥过澜沧江逃往国外。残军在逃窜过程中因打败仗而溃散，
至西藏盐井一带时，官兵只剩500余人。解放军收到情报后，
派出人民解放军 42 师 125 团 3 营，强行军 200 公里，兵分两
路，一路当晚进驻德钦县，一路占领了唯一一座架设在澜沧
江上的溜筒江普渡桥，堵住了国民党残军外逃的要道。4月
11日，该师国民党军队部分残军逃至佛山区古水村，听闻人
民解放军已占领普渡桥时，扭头向纳古村窜逃。驻在纳古的
国民党贺国光部向当地群众购置捆扎木筏的木料，企图乘木
筏渡江而逃。第3营首长根据情况变化，率第7连实施追击
战术，4月12日拂晓，在古水村与逃窜的敌先头部队接触，俘

敌16人，12时追至纳古，占据有利地形，经40多分钟的激战，
全歼残敌。敌师长田中天率领数名贴身卫士，设法乘木筏渡
江西逃。

这次追歼战斗，俘敌中将军长黄祖勋及国民党康、川、藏
边抚慰专使沈焕章，国民党西康省党部书记穆炳如等官兵及
家属644人，缴获60炮9门、重机枪12挺，轻机枪30多挺，步
枪300多支，骡马64匹，电台4部，子弹1800多发。

纳古追歼战是人民解放军解放云南全境的最后一次大
的战役。经过70多年的历史，普度桥只剩下7根巨大的铁索
横跨在江面上，似在诉说着曾经枪林弹雨的历史。

古道历史的变迁
一根竹篾溜索，两座铁索桥，在相距不足50米的江面相

依着，在下游江面上，还有一座高达百米的现代化钢筋混凝
土大桥，不同的渡江方式却分别见证了各自不一样的历史。

“这种竹篾编成的溜索寿命据说最多只有半年，每半年
就得重新更换新的竹篾溜索，且经常出事故。”佛山乡文旅服
务中心主任安晓莹介绍。

溜筒江村的阿尼吾堆已年过古稀，许是长期的劳作也锻
炼了身体，看着还很硬朗，他正坐在桥边的大青石上，向采访
团的记者们讲述着曾经的故事：“小时候我们滑过溜索，特别
危险，也经常听大人们讲，竹篾溜索上记不清死过多少人，经
常有来往的客商不慎摔落江中，被滔滔江水卷走。后来，有
了普渡桥，渡江就非常方便了。”阿尼吾堆的一生也跟着溜
索、普渡桥、到如今的钢混大桥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现
在的好日子在当时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啊，就像做梦一样！”
在吾堆爷爷的感慨中，我们感受到他们一代人曾经的艰苦生
活。

49岁的志强是从溜筒江村走出来的，小时候上学时过普
渡桥的岁月他至今记忆犹新。“到夏天涨水时，江水还会漫过
桥面，特别危险，后来建设了便桥就没有发生过桥面被江水
淹没的事情。”志强说，他的爷爷尼玛是竹编好手，记得小时
候，爷爷经常讲如何编制竹篾溜索。比起爷爷，志强是幸运
的一代，如今回家，他已不用再走便桥，开车过了钢混大桥便
到自家门口了。

曾经繁荣的茶马古道如今已没有了马帮的铃声，也没有
了古渡口艰难的等待和战战兢兢的溜索，取而代之的是一辆
辆汽车沿着古道边的国道214线轰鸣而过。古渡口的溜索和
普渡桥遗址也已经是省级文保单位，在江风中诉说着曾经的
艰辛和沧桑。

走过溜筒江村普渡桥
◆ 江初

走进同乐傈僳族山寨，沿路树木郁郁葱葱，
生机勃发。同乐傈僳族山寨位于维西县叶枝镇，
全村127户598人。200多年来，生活在寨子里傈
僳族祖祖辈辈依靠勤劳和智慧，与这里的山水草
木和谐生息。

同乐傈僳族山寨建在半山坡上，以木楞为
墙，木板为瓦，层层叠叠，一栋连一栋。同乐傈僳
族山寨是云南傈僳族乡土建筑群中保存最完好
的建筑群，充分体现了傈僳族依山、临水、就林的
建村理念，完整地保留了傈僳族居住、生产生活、
社会活动设施的传统风貌，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

价值和文化人类学价值。
同乐村傈僳族文化底蕴深厚。傈僳族信仰

原始宗教，有盛大的阔时节及祭天、祭山神等祭
祀活动。这里有傈僳族音节文字、天文历法、麦
秆编织、蔴料纺织、刺绣，以及射弩、斗牛、斗鸡等
传统体育活动，还有24部祭天古歌、目刮丧歌，是
著名的阿尺目刮歌舞发源地。2005 年，阿尺目
刮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州、县、镇已规划将同乐村建为傈僳族文化
生态博物馆。2019 年 10 月，被国务院核定并公
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乐——隐藏在深山中的傈僳族山寨

同乐山寨，维西县保存最为完整的傈僳族传
统村落，村寨建筑多为木楞房，用木头搭建而成，
不上漆、不用铁钉，取材自然，构造简单，呈现出
自然朴实之美。当地傈僳族群众中流传着一种
自娱自乐的舞蹈，名为阿尺目刮，意为山羊的歌
舞。如今，游客们只要来到同乐山寨，就有一群
身着艳丽民族服饰的傈僳族群众，手挽着手，踏
着欢快的节拍，迎接他们的到来。

阿尺目刮是一种傈僳族群众自娱性舞蹈，随
着领舞者哼唱的曲调响起，大伙随即踏歌起舞，
其曲调无须乐器伴奏，悠扬婉转, 可急可缓，给人
以舒展自如的感受。

阿尺目刮傈僳语叫阿尺目刮瓦器，意为山
羊的歌舞。傈僳族的祖先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
民族，生产方式为耕牧兼营，至今澜沧江上游的
傈僳族聚居区仍家家养羊，少则一二十只，多则
上百只，生产生活中，无不与羊有着密切的关
系，他们年节则宰羊为贺，入冬则以羊皮御寒，

羊毛用来擀毡纺线，羊粪用来给庄稼施肥。羊
与他们的关系如此密切，使得他们渴望用羊的
语言及动作来与这一心爱的动物交流感情，由
此产生了阿尺目刮瓦器——山羊的歌舞。阿尺
目刮不依托管弦伴奏，自始至终踏歌起舞，乐歌
以领唱及合唱构成，参舞者分为数目相当的男
女两队，每队有一名领唱者。舞蹈开始时，由男
队或女队领唱者起唱，队伍随节奏顺时针方向
舞动，唱至一段的最后一句时，由领唱者的队伍
帮腔合唱，之后，由另一队领唱开始起唱，如此
循环往复。独特的艺术表演形式，成为了维西
县珍贵的民族民间歌舞之一，并占据了主要的
位置，是傈僳族人民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2006年，阿尺目刮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同时载入《中国民族民间
歌舞集成》，对傈僳族历史、文化的宣传研究，保
护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山羊的歌舞——阿尺目刮

塔城，古称“喇普”，藏语意为神川，清澈的腊普河从这里
流过，注入奔腾的金沙江，孕育了一代又代勤劳质朴、能歌善
舞的塔城儿女。一种古老的祭祀礼仪舞蹈在这里流传千年，
被称为神川热巴，其传承完整，风格端庄稳健、古朴豪迈，塔
城也被冠以“热巴艺术之乡”的美誉。

神川热巴如今是香格里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
出现于公元十一世纪前后，古时一般在藏历新年、宗教节日
和出现旱涝、瘟疫等灾害时举行，是为了祈求村寨平安、人畜
兴旺、丰收等，带有浓厚的藏传佛教色彩。其独特的艺术风
格在全国涉藏地区独树一帜。

神川热巴多为手口相传，唱、舞、跳、乐和服装制作等方

面的技艺都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培养、训练。在塔城，每一个
村寨都有自己的热巴师傅，孩童们从小就跟着父辈和师傅们
学习技艺，颇具天赋的孩童则会被师傅选中，重点培养。就
这样师传徒、父传子，世代相传，从未间断过。据统计，塔城
每一位出名的热巴师傅都有从师学艺的经历。

神川热巴历经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岁月，与其他涉藏地
区的热巴有很大的区别，如今虽然已从最开始的原始部落祭
祀礼仪演变为一种民间艺术表演形式，但在舞者浑厚的嗓音
以及手中挥舞着的牛尾烘托下，仍尽显庄重，一招一式张弛
有度，让观者沉浸在传统文化无限的魅力中。

1957年，神川热巴参加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
并荣获二等奖，此后声
誉日隆，外出表演屡获
大奖。1999年，维西县
塔城镇被迪庆州人民
政府授予“热巴艺术之
乡”的称号。2011 年，
神川热巴被云南省人
民政府命名为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2014 年，被国务院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名 录 。
2014 年 ，舞 蹈 类 作 品

《藏族热巴舞》荣获云
南省群众文化“彩云
奖”，2020 年，神川热
巴传统音乐《阿拉拉
姆》荣获云南省群众文
化彩云奖。

古老的祭祀礼仪舞蹈——神川热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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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祭祀礼仪舞蹈神川热巴古老的祭祀礼仪舞蹈神川热巴。。

假期出游，吃住行、游购娱，排在第一的就是“吃”。
如今，以品味美食为出游动机的游客越来越多，美食微
度假已经成为今年五一假期的新宠，前往热门美食目的
地的山东淄博、湖南长沙等地一票难求。

美食微度假火热开启
游客辛先生：早晨5点多起来，就奔着水煎包来的。

咬开包子的第一口，原汁原味，这个手艺真是一绝。
不到午饭时间，省级非遗水煎包的小摊前，已排起

了长队。民以食为天，中华美食文化博大精深，随着一
系列“扩内需、促销费”的举措出台，过去观光游为主的
旅游方式逐渐被美食、露营等主题游所替代。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曾博伟：美食在整个旅
游的过程当中，以前是“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当中的一
环，但它现在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已经在整个吸引我
们出游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

水煎包出锅，游客们大快朵颐。同时，老街长巷的
黄河大集上还有一系列非遗产品推介、民俗展演、网红
打卡等活动，游客惊喜不断，直呼过瘾。在贵州等地，游
客们组成自驾车队，远赴苗寨，品味苗家风味，感受地道
的苗寨生活和文化。美食微度假，既是一场大快朵颐的
味觉盛宴，还是一次酣畅淋漓的文化大餐。

自驾活动组织者李学用：能够一起自驾游的，一定
是有一些共同爱好的朋友，既在一起欣赏了美景，又一
起学到了不同的知识。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曾博伟：最近淄博烧
烤非常火，我们去淄博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吃烧烤。当
然在体验烧烤之外，我们可能再去体验淄博的一些文
化、美食、美景，如果与其他一些服务组合起来，这样吸
引力才会更好地提升。

近四成游客因美食开启一段旅程
美食是一座目的地城市的真实底色，透露着每个城

市的独特魅力，多家线上旅游平台的统计数据显示，美
食已成为影响旅游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之一。有接近
四成的游客会因为美食而开启一段旅程。

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是南昌的城市新名片，汇聚众
多江西特色美食，游客寻味而来，将这里选为抵达南昌
后打卡的第一站，拌粉、白糖糕、糊羹、茶饮等特色小吃
让广大游客的味蕾得到了极大满足。

五一假期刚刚开启，万寿宫街区预计日均游客量接
近10万人，各家餐饮门店不仅准备了特色地方菜品，还
推出精彩的节目表演及优惠方案，提升游客们的美食体
验感和旅游幸福感。

某餐饮店店长贝建和：为了迎接广大的游客，我们
店增加了很多表演环节，还设了背诵《滕王阁序》可以享
受一次免单的机会。

浙江游客刘鑫凤品尝了南昌美食，又奔赴紧邻的网
红城市长沙。

构成长沙味道的，有美味，有文化味，还有市井味，

长沙市天心区最繁华的五一商圈，有20多条商业街、2
万多个商业网点，游客只要走进这里，臭豆腐、糖油粑
粑、小龙虾等地道美食，味蕾瞬间就被唤醒，让人吃过就
忘不掉。

游客杜文迪：去看了看五一广场，然后排队吃了
笨萝卜，当时我们出去的时候已经 9 点半多了，还剩
200 多桌。我就觉得排那么长时间还挺值得的，很好
吃。

除了美食，还有各种有趣好玩的消费场景，吸引游
客拍照打卡分享，自发为城市美食代言。由此构成的打
卡文化，也在激励着商家创新建设新场景，挖掘氛围感
和体验感。

游客彭阳：像这种小吃街，我觉得我们年轻人还是
蛮喜欢来这里打卡，然后去分享这些东西。

饮食差异为美食爱好者提供更多出行选择
我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四季

食材，各地巨大的饮食差异为美食爱好者提供了更多出
行选择。

在青岛薛家岛金沙滩海鲜街，家家餐饮店前都摆满了
各种各样的海产品，活鱼、大虾、螃蟹、贝类等鲜嫩肥美。

游客钟晟维：在海滩逛完了之后，上来就能感受一
下美食街的海鲜，也都特别鲜活，个头也很大。

记者留意到，这些餐饮店所有摆放的海产品都是明
码标价，通过家常烧制以及传统做法，烹调出原汁原味

的渔家美味，让游客吃得心满意足。
商户尹金雪：我们坚持做平价海鲜，让更多远道而

来的朋友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实惠、最新鲜的海鲜。
在五一假期到来之前，当地还专门对街区环境进行

了升级改造，引导商家进一步规范经营，确保每一个游
客面朝大海，吃得开心，吃得安心。

早上七八点，飘香的牛肉面、香气四溢的八宝茶、种
类繁多的面点……宁夏吴忠的一天是从美味的早茶拉
面开始的。

爱吃、懂吃，每条街巷里都藏着地道的美食是西北
人对宁夏的普遍认知，随着近几年早茶文化节的打造。
美食为龙头的跨界相融、混搭交叠，正在进一步提升宁
夏的吸引力。

吴忠市某餐饮企业经营者 马嘉辉：这几年宁夏的特
色美食也越来越多，南北美食融合也越来越丰富，游客
也越来越多了。

围绕“味你而来”的主题，不少美食达人通过短视
频、图文笔记、直播等方式分享宁夏特色美食，挖掘宁夏
美食新体验、旅游新玩法，体验“好吃好玩还不贵”的趣
玩路线，不断擦亮宁夏美食“名片”。

游客高超：昨天我们刚到这边，试了一下老毛手抓，
感觉还不错。确实跟我们那边吃的羊不太一样，因为我
们那边吃山羊比较多，这边绵羊确实是一点膻味都没
有，给宁夏的滩羊点赞。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近四成游客跟着味蕾去旅行

同乐傈僳族山寨同乐傈僳族山寨。。

傈僳族舞蹈阿尺目刮傈僳族舞蹈阿尺目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