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9 日，由云南日报报业集团
与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主办的

“美丽云南·穿越自然保护区”——
走进景东无量山哀牢山大型融媒体
采访活动在景东彝族自治县启动。
本次采访将全方位、多角度、宽视角
展现这里无与伦比的生物多样性，
感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在这里扎根生长的力量。

景东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普洱
市，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辖区涉及两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县份：无量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哀牢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两个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在景东县内的总保护面积为
35167 公顷（约合 52 万亩），占全县
国土总面积的8%。

景东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
富、最为独特的地区之一。2015年，景
东县列入中国首批“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TEEB）国际
项目5个示范县之一，且是中国首个
获得该项目授牌的示范县 2016年，
景东县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作为生
物多样性保护典型案例，应邀出席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
三次会议，会议发布的景东县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为每年545.06亿元。
景东还是中国拥有两个“野生

动物之乡”称号的县份之一。景东县
境内无量山生存黑冠长臂猿有80群
约500只，占全球现存黑冠长臂猿数
量的一半左右。景东无量山地区生

活着灰叶猴 43 群，总个体数量约为
2000 只，是全球灰叶猴（印支灰叶
猴）集中分布地和重要保护地。景东
因此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命名
为“中国黑冠长臂猿之乡”和“中国
灰叶猴之乡”。 云南日报

龙泉古镇是昆明市保存最完整的
古镇，先后有 35 位院士在此居住、工作
过，被称为“中国院士之乡”。这里将规
划重建——

这里是35位院士的“第二故乡”“中
国精神故里”，片区内保留有28处历史建
筑，包含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故
居，闻一多、朱自清故居，哲学家冯友兰
故居等名人遗迹……龙泉古镇位于昆明
北郊，曾是一个平时安安静静赶街天热
热闹闹、偏安一隅的小镇。直到1938年秋
天，随着傅斯年、冯友兰、闻一多、朱自
清、梁思成、林徽因等中国赫赫有名的文
化精英的到来，龙泉古镇迎来一个群星
璀璨的重要时期，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
学术高地。而那一串闪光的名字，代表着
中国当时最高学术和文化，承载着中国
当时高等教育的希望和重担。

探寻古镇文化

龙泉镇因龙头街而扬名，在老昆明
人眼里，赶龙头街是生活必需，农副产
品、针头线脑、咸菜卤肉、瓦猫红砖琳琅
满目。最初的龙头街一直延伸到松华坝，
比现在大好几倍。当时，凡是在昆明其他
地方买不到的东西，在龙头街都能找到，
有人戏称当时的龙头街为“小香港”。

1938 年入秋以后，龙泉镇不再平
静。史料记载，为避日机轰炸，陆陆续续
有人从昆明城里搬到龙泉镇上，分布到
龙头村司家营、麦地村、棕皮营的民居
里，甚至镇上的历史建筑及破旧庙宇，
也被打扫干净住进了人。最先搬到龙泉
镇龙头村宝台山弥陀寺的，是由西南联
大傅斯年、顾颉刚、冯友兰、杨振声等几
位教授主持的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一
大批著名学者也随之而来，他们是陈寅

恪、钱端升、李济、郑天挺、金岳霖等，以
及地质考古学家卞美年、杨钟健、李悦
言，还有众多讲师和学生。接着，由梁思
成、林徽因、刘敦桢所率领的中国营造
学社专家学者，也搬迁到龙头村旁的麦
地村兴国庵。时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
任、教授的朱自清，随清华大学文科研
究所迁到了龙泉镇龙头村，住进了桂家
祠堂；同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闻一
多，也一起搬到了龙头村。

龙泉古镇文化研究院院长洪海波
告诉记者，1938 年至 1946 年期间，有西
南联大、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等大
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研究员、研究生
上百人，在龙泉古镇生活、工作和学习。
有翔实史料记载的有院士 35 位，人文
科学大家26位。

重拾龙泉记忆

日前，记者走进龙泉古镇规划重建

的核心区域——盘龙区宝云片区龙头
村（4、5、6组）城中村改造项目工地，

在工地中心，记者看到一栋“倔强”
的古屋。走近一看，是“一颗印”旧居，由
土基、木料和瓦片搭建而成，与左右两
边和后方等待拆卸的楼房紧紧相连。旧
居历经风雨，虽摇摇欲坠，却依然倔强
挺立。龙泉古镇建设单位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这栋老宅建于上世纪 40 年代，
是典型的昆明“一颗印”式两层土木结
构小院。“它旁边的几栋楼如果用挖机
来拆，那一挖下去，这栋旧居就瞬间坍
塌了。”张超解释说，只能采用“另类”的
方法，先从内部把旧居支撑住，再用人
工去拆周围 3 栋楼房，并且是一块砖一
块砖地拆，以防对老旧建筑造成破损。

传承不屈精神

在弥陀寺，冯友兰完成了《新理学》
《新事论》《新世训》等冯氏哲学体系论
著。在司家营，闻一多完成了《楚辞校
补》等著作及“诗经”等讲稿；朱自清完
成了“文学批评”等讲稿，出版了《语言
志辩》《中国散文的发展》等著作……

洪海波认为，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
造就的“龙泉古镇”学术机构和大师们
的研究成果，不仅仅是专业文化的研究
成果，更是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以提振
民族精神、民族气节的号角。如今，昆明
市委、市政府把推进 10 项历史文化项
目之一的“龙泉古镇文化历史旅游区”
列入《昆明市“十三五”文化、广电及体
育事业发展规划》；盘龙区委、区政府也
将全力打造“龙泉古镇”旅游文化品牌，
擦亮龙泉古镇的“中国院士之乡”“中国
文化科学大师聚居地”文化品牌。

浦美玲 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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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云南大美的“生态电视剧”——

《《让我听懂你的语言让我听懂你的语言》》

最近，一部清新纯美、暖意走心的生态电视
剧脱颖而出，它就是《让我听懂你的语言》，影片
将我们带入了北回归线上唯一的一片绿洲西双
版纳，古代傣语叫它“勐巴拉那西”，意为“理想而
神奇的乐土”。“告诉你，西双版纳总有忘归的感
觉。”这是该剧片尾歌曲中的一句歌词，唱出了到
过西双版纳的不少外来者、异乡客的共同心声和
驿动心情。

当年，当中国人民都穿着绿灰蓝服装时，只
有傣乡傣女们服装依然五彩缤纷，婀娜多姿，这
在张暖忻导演的电影《青春祭》中有所呈现。来自
北京、上海、四川和云南等地的知青落户傣乡，彷
徨、苦闷的日子被柔美纯善的傣女装点得有了色
彩。所以，便有了该剧中徐远达一去不返的辜负
和玉儿香30多年的痴心等待。

之所以被冠以“生态电视剧”，源于傣族祖祖
辈辈延续下来的的生态理念：作为片中金句出现
的傣族民谣“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
粮，有粮才有人”，生动地道出了傣家人与大自然
的关系，也是他们传承和守护自然生态的根本理
由。正因为此，豁达宽厚的玉儿香才执拗地坚持
自己耕种稻田，一根筋地拒绝出租稻田。她要执
意坚守的，是傣家人世世代代留下的根。在溪水
竹桥上，玉波告诉美嘉，我们傣族人痛苦的时候，
很少大吵大闹，让身边的人担心不安。要摆脱痛
苦，就要修善念，种善因。

在与大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同时，傣家人
还与自己和谐相处。玉儿香苦苦等待恋人 30 年，
过着过着就把日子过成了一种修行。她随缘，无
论彼此走近还是走远，那都是命定天意；她随心，
执着守住稻田，鼓励玉波跟着自己的心走，不要
把自己弄丢了，那是对自己的一种交代；她随遇
而安，专心纺线，无偿给人治病，那是与现实的一
种协商共处。在满地闪烁的烛光环绕间，她终于
放下了 30 年的痴心执念，宽恕了别人，放过了自
己，这感人至深。 张宇丹

各式古董眼镜和镜片毛坯、早期
对光仪、玻璃研磨工具……云南省第
一个以眼镜为主题的博物馆日前在
昆明老街揭开神秘面纱。3 月 21 日，
记者走进博物馆，了解了眼镜的“前
世今生”。这间坐落于昆明老街文明
街的博物馆，由当地有着 82 年历史
的“老字号”精益眼镜打造，陈列 300
余件与眼镜有关的老物件，包含眼
镜、眼镜架、镜片、工具等相关物品。

作为一家眼镜博物馆，馆藏最多
的自然是各式眼镜。这里陈列着清代
的黄铜眼镜、牛角眼镜、铜制挂耳眼
镜；民国时期的水晶折叠眼镜、老花
镜、防风眼镜、电焊眼镜、瞄准镜、白内
障术后片、照布镜；19 世纪英国的吊
挂式铜眼镜、科丁顿放大镜，甚至美国
的安全眼镜和“飞虎队”同款航空护目
风镜……就连装眼镜的盒子都是牛皮
或银、铜做的，看得人眼花缭乱。

73 岁的特级眼镜调校师章永祥
告诉记者，一直以来，不少人都误以

为眼镜是近代传入中国的舶来品。其
实，眼镜是由中国人最先发明和使用
的。中国最早的眼镜用水晶制成，为
圆形单片镜。眼镜的“进化史”，经历
了单片单柄、双片无腿、双片单腿、
双片曲腿几个阶段。章永祥介绍，尽
管民国时期眼镜的镜片毛坯已实现
量产，但一副眼镜从制作、调校到成
型，仍需要花上约一个月的时间。因
为耗工耗时，眼镜在当时也并非所有
人都用得起。

“昆明精益眼镜的经营历史可以
追溯到 1937 年，当时，随着抗日战争
的爆发，大量知识分子涌入云南，上
海眼镜商看准时机在昆明创办了精
益眼镜店。当时的达官贵人和‘西南
联大’的老师们，就是我们店里的常
客。”章永祥称。如今，随着社会的发
展，眼镜已经成为大众消费品。这些
曾经的古董眼镜，则成为了博物馆和
收藏者珍藏的藏品。

中国新闻网 胡远航 摄影报道

云南首家眼镜博物馆记趣云南首家眼镜博物馆记趣
＞ 记忆

博物馆展示的古董眼镜

73 岁的特级眼镜调校师章永
祥展示古董眼镜戴法

2019 年 3 月 23 日，龙泉古文
化研究院·中国院士之乡文化纪
念 馆 迎 来 了 一 个 特 别 的 朋 友
—— 联合国前驻华大使夫人卡
特夫人。卡特夫人决定把一批中
国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书籍捐赠龙
泉古镇文化研究院。

云南迪庆州
开启缤纷之旅

近日，“世界的香格里拉”旅游革命暨“一
部手机游云南”迪庆线下产品新闻发布会在
昆明举行。会上介绍了“旅游革命”推进情况
及《2019 年迪庆州“旅游革命”九大工程实施
方案》，并对“一部手机游云南”迪庆藏族自治
州线下 5 个节庆活动、6 个主题之旅、7 条自驾
线路、8条徒步线路、9个乡村旅游示范点等产
品进行了推介。

今年，迪庆州的“一部手机游云南”线下
产品可归纳为“56789”。具体即打造巴拉格宗
音乐节、香格里拉赛马节等 5 个节庆活动；推
出杜鹃之旅、松茸之旅、观鸟之旅等 6 个主题
之旅；推出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
拉——盐井——拉萨等 7 条自驾线路；推出梅
里雪山——雨崩徒步等 8 条徒步线路；建设雨
崩村等9个乡村旅游示范点。 王欢

＞ 大美云南

穿越无量山穿越无量山

好看又好吃的云南花米饭好看又好吃的云南花米饭好看又好吃的云南花米饭
云南文山马关壮族的“花米饭”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当

地壮族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木甑里的花
米饭让人眼花缭乱的，黑的、红的、黄的、紫的、白的，各色
混合，煞是好看。花米饭色泽鲜艳诱人，装在碗里，犹如一
朵初放的红玫瑰，馨香四溢，沁人心脾，吃时沾上白糖或红
糖，味美可口。壮族的花米饭都是用原生态的植物染制而
成，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不仅颜色好看，而且还有药效。

夏体雷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