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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 腐 有“ 植 物 肉 ”
的美誉。云南的豆腐散
发着自身的风味。

建水烧豆腐是云南
的特色名吃，每个一寸
见 方 ，小 巧 玲 珑 ，犹 如

“拓印”出来一般，乖巧
得惹人喜爱。在炭火上
慢慢烧熟，一熟就鼓胀
起 来 ，疏 松 可 口 。烧 时
刷些油在豆腐表面，豆
腐香气飘到很远，熟后
趁 烫 入 口 ，或 吃 原 味 ，
或辅以蘸料，往往一口
气吃数十个还不够。

吃建水烧豆腐最有
趣的是：炭火上铁屉较
大 ，豆 腐 多 堆 在 一 角 ，
食客围屉而坐，火上熟
一个便拣食一个，再将
豆 腐 堆 上 生 的 拨 入 烧
上 ，源 源 不 断 。摊 主 南
向坐，不断翻动、刷油。
屉角备数个小罐，每一
食客有一对应，每吃一
个豆腐，摊主就扔一粒
包谷在那罐中，待吃完
要结账，他就倾罐中之
包谷粒计数收款，很有

“撒豆成钱”的意味。
石屏豆腐皮是云南

久 负 盛 名 的 一 种 传 统
豆制品，更是招待远方
来客的上等食材。

农家土黄豆和当地
天然井水，成就了石屏
豆腐皮。

豆腐皮吃之前需要
用温水浸泡 3 至 5 分钟，
直到其变软变白，切成
条状或块状，随个人喜
好不同有不同的吃法。
拿 来 烫 火 锅 ，下 锅 3 分
钟就可以吃了；凉拌，加
以麻油、辣椒、醋、芝麻
等调料，豆质细嫩，香辣
爽口；炒菜，搭配青菜、
青椒等食材进行翻炒，
口味不输肉制品。

在云南人的食谱里，
菜豆腐是一道常见的菜
品。菜豆腐的制作方法较
为简单，将黄豆在水里泡
上一会儿，然后用传统的
手拉小石磨或者打浆机
磨成豆浆备用。打好后不
过滤豆渣，连水和渣放进
锅里煮开至八成熟后，
放进白菜或小南瓜等蔬
菜，然后开始放卤水，卤
水“点”得恰当，做出的

“渣”非常有质感，香甜
可口，营养丰富，令人食
欲大增。 本刊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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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云南

“我们的歌舞来自民间又回馈民间”
记 者 眼 前 都 是 年 轻

的脸庞，彬彬有礼，一腾
一 闪 有 模 有 样 。他 们 是

“ 耿 马 文 艺 演 出 团 队 ”，
31 个 人 ，平 均 年 龄 十 八
九岁，学历多是初中。耿
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地处
云 南 省 临 沧 市 ，毗 邻 缅
甸，“耿马”傣语译为“勐
相 耿 坎 ”，意 思 是“ 随 白
色神马找到的黄金宝石
之地”。

若 非 亲 见 ，记 者 难
以 相 信 ：就 是 这 样 一 支
县 级 文 艺 队 ，创 作 出 火
遍 傣 乡 的“ 泼 水 舞 曲 ”；

《马 鹿 舞》《女 创 拳》《舞
刀 少 年》等 舞 蹈 屡 获 云
南省级比赛大奖……

耿 马 县 副 县 长 唐 青
华介绍，县文艺演出团队
成立于上世纪 60 年代，历
经 50 多年风雨。2013 年，
王峰调 入 县 文 化 馆 ，负
责文艺演出团队。

“ 小 团 队 要 做 出 一
流 影 响 ，一 得 练 好 基 本
功 ，二 要 靠 扎 根 民 族 文
化 沃 土 。”王 锋 团 长 介
绍说。

每天早上 8 点半，排
练室里雷打不动的练功
就 开 始 了 。男 女 队 员 各

排 成 一 列 ，大 多 数 赤 着
脚，前桥、侧翻、前空翻、
踺 子 后 空 翻—— 地 板 跺
得 咚 咚 响 。他 们 中 没 有
一 个 是 专 业 院 校 毕 业 ，
都 是 村 里 孩 子 ，大 多 十
五 六 岁 入 团 ，谈 不 上 舞
蹈“童子功”，唯有苦练，
才能夯实基本功。

王 锋 除 了 要 求 团 员
苦 练 基 本 功 外 ，就 是 带
着他们到民间采风。

耿 马 历 史 悠 久 ，民
族 文 化 资 源 丰 富 ，有 非
物质文化遗产 100 项，文
物 保 护 单 位 23 个 。19 岁
的 傣 族 团 员 能 底 发 现 ，
团 长 带 他 们 下 乡 采 风 ，
都要“采到根上”。

“ 女 创 拳 ”相 传 是 一
套由女性创造的练兵拳
法，有拳术、刀法、棍法。
53 岁 的 拳 师 岩 亚 介 绍 ，

“女创拳”的祖训是，“只
准 在 波 乃 村 里 教 授 拳
法 ，也 不 是 谁 都 能 教 ”。
为 学 好“ 女 创 拳 ”，王 峰
带着 20 多人遍访民间艺
人，在村里吃住 7 天，了
解 动 作 要 领 、历 史 渊 源
和传承脉络。公演那天，
团里请两个民间师傅到
现 场 观 摩 ，俩 人 都 偷 偷
流下热泪。

6 年的厉兵秣马，这
支县里的小团队舞得了

“ 阳 春 白 雪 ”，也 跳 得 好
“下里巴人”。

王 锋 和 他 的 团 队 在
微 信 、抖 音 上 挺 火 ——
借 泼 水 节 的 热 乎 劲 ，近
两 年 两 个“ 泼 水 舞 曲 ”，
让他蜚声西双版纳和德
宏，甚至闻名东南亚。而
这 两 个“ 小 制 作 ”，自 编
自 演 投 入 不 足 两 万 ，网
上点击量却几百万。

团 队 自 编 自 导 的
《马鹿舞》获得云南省民
族 民 间 歌 舞 乐 展 演 金
奖 ；《舞 刀 少 年》获 云 南
省 群 文 艺 术 最 高 奖“ 彩
云奖”。对一个县级文艺
团 队 来 说 ，这 成 绩 在 云
南屈指可数。

无 论 是 压 轴 节 目
“ 马 鹿 舞 ”，还 是 网 友 喜
闻 乐 见 的“ 泼 水 舞 曲 ”，
都 要“ 回 流 ”接 受 检 验 。
王峰团队每年有 70 多场
下 乡 演 出 任 务 ，田 间 地
头 、坝 子 广 场 ，横 幅 一
拉，不管有没有舞台，年
轻 演 员 们 都 能“ 顶 得 上
去 ”。王 峰 管 这 叫“ 艺 术
回流”：我们的歌舞来自
民 间 又 回 馈 民 间 ，像 傣
乡佤寨的山风一样自由
自然。

《人 民 日 报》记 者
徐元锋

演出团队在耿马孟定镇芒团组进行文艺
表演。 穆霁妍 摄

8 月 17 日至 21 日，云南大理市
民和中外游客在大理古城享受到一
场摄影的“盛宴”。大理国际影会用

“看得见”的摄影语言，与世界交流。
影像看世界、典藏看大理。”连

续 八 届的摄影盛会为大理打开了
一扇面向世界的窗口，架起了一座
文化交流的桥梁。跨越国界、穿越
时空，通过碰撞、交流，让更多的人
感受到摄影之美、艺术之美、生活
之美。今年影会的主题为“生活在
别处——万相·众享”，意在进行艺
术创新以及影像收藏市场和产业
化道路的探索，兼顾影像艺术的创
新化、国际化、艺术化、产业化。

5 天时间里，6 个主体展区共推
出国际、国内作品 8000 多幅。本届
影会还重点推出了“大理州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图片展”，集中展
示了大理州近年来在洱海保护、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绿色发展、民族
团结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

记者 黄兴能 摄影报道

共赴一场视觉“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