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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印迹
村史村事

本报讯 随着春节临近，1月20日，一场温馨且充满
文化韵味的迎新春、送春联活动在水城区猴场乡篮球公
园开启。

活动现场，来自水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书法家
协会的书法家们挥毫泼墨，在红彤彤的纸上写下一句句
新春的祝福。而一旁的群众则有序排队，认真挑选着自
己心仪的春联。

“往年我们家的春联都是从外面买的，今天正巧碰上
这个送春联活动，我已经挑好了几副春联，还给亲戚选了
一些，希望大家都能热热闹闹过个开心年。”猴场乡猴场
村村民龙军喜笑颜开地说。

此次活动，不仅送出了新春祝福，更传承和弘扬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春联的一笔一划中，传递着对新年的
美好憧憬。字里行间里，更是凝聚着浓浓的人文关怀。

“‘写春联，送福字’是猴场乡每年都会开展的活动，
不仅能增加节日氛围，还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以后我
们也将一直开展下去。”猴场乡宣传委员黄春丽表示。

（杨 艳）

本报讯 1月18日下午，钟山区凤凰街
道兴隆社区联合茂源物业在山海观天下
小区开展“欢乐迎新春 共绘多彩年味儿”
写春联活动。来自辖区的书法爱好者挥
毫泼墨，为即将到来的蛇年新春，增添了
浓浓的喜庆气氛。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翰墨飘香，欢声
笑语不断。书法爱好者们笔锋游走间，一
副副散发着清新墨香、对仗工整、寓意吉
祥的精致春联跃然纸上。行书飘逸洒脱，
楷书刚劲有力，隶书古朴典雅，每一副春
联都凝聚着书法老师的精湛技艺与美好
祝愿。

社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们也忙得不
亦乐乎，他们穿梭在人群中，将一副副承
载着新春祝福的春联送到居民手中。大
家迫不及待地展示自己领到的春联，相互
交流着对新年的期待与憧憬。现场处处
洋溢着新春的喜悦，呈现出一幅温馨和
谐、充满幸福的生动画面。

通过此次送春联活动，不仅为社区居
民送上了美好的祝福和浓浓的关爱，也充
分体现了社区对居民的深切关怀，进一步
拉近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距离，让大家这
个春节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彭 艳 吕保兰）

七、歌舞拾趣
彝家儿女能歌善舞，他们将生活、劳动融入

歌舞之中，只要情之所动，兴之所至，就会引吭高
歌，翩翩起舞。渔塘村2015年在村里举办了一次
盛大的彝族年活动，青年们放鞭炮贺新禧，祝吉
祥庆丰收，小伙子身着镶着花边的黑色窄袖斜襟
上衣、多褶宽裤脚长裤，头包数丈长的青、蓝布
帕，左前方扎一“英雄结”，左耳戴缀红丝线的红、
黄大耳珠，修面无须，威武英俊。姑娘们穿镶边
绣花大襟上衣和镶有多层色布的白褶长裙，端庄
秀丽。大家相聚，随乐起舞，转“磨秋”“蹲斗”，尽
情尽兴。彝族村民陈俊杰回忆说，当时参加人数
三千人左右，光长桌宴就办了七八十桌，喝去咂
酒七八百斤。如今渔塘村的彝族同胞们遇到高
兴的事，或有活动时仍会在十一组的渔塘边欢聚
歌舞，时常吸引其他族的村民来一起热闹。

随着年轻人们渐渐走出村落，走向城市，现
在的年轻人用彝语大多只会唱敬酒歌，而那些情
歌（彝语“曲谷”）、出嫁歌（彝语“阿卖恳”）、娶亲
歌（彝语“陆外”）、撒麻舞（彝语“木苏署”，也作

“蒙书书”）等也只有十一组的四位女老人还能用
彝语演唱了，分别是79岁的陈明珍、顾金秀，70
岁的罗方英、69岁的陈华英。年近八旬，顾金秀
却精神矍铄，时常到处参加活动，不久前才在市
里的五四青年节文艺活动中获得三等奖。思想
清晰、能言善谈的罗方英还记得早前参加族内晚
辈婚礼的场景：拿出早在一月前就开始制作的咂
酒用于迎宾，在新娘家的堂屋举行辞煮仪式，堂
屋中置放一张四方桌，桌上摆放饭菜和酒。新
娘、送亲婆、伴娘、酒令婆同坐一桌，新娘将桌上
酒、饭、菜敬供，然后返回闺房哭，作为酒令婆她
们唱《辞煮》酒令，左右用彝语对唱。

左唱：敬供天地神， 右唱：敬供天地神，
父有了女儿， 父有了女儿，
居在父身边， 居在父身边，
在父身边时， 在父身边时，
下雨记备柴， 下雨记备柴，
天晴砍柴晒， 天晴砍柴晒，
九十背坝柴…… 九十背坝柴……
父做的晚饭， 父做的晚饭，
是分离的饭， 是想女儿饭，
不是想女儿， 不是分离饭，
女儿不想吃， 女儿快快吃，
女儿不想喝…… 女儿快快喝……
梨子叶圆圆， 梨子叶圆圆，
麻子叶三瓣， 麻子叶三瓣，
居在母身边， 居在母身边，
在母身边时， 在母身边时，
下雨记备柴…… 下雨记备柴……
唱完父母唱兄长，姐妹朋友皆入歌，唱的是

新嫁娘对亲朋的不舍，对未来生活的不安，就这
样一直唱到了天亮。

八、百年传承家族
如今在渔塘村的彝族同胞主要有四大姓：陈

姓、萧姓、吴姓和杨姓。其中陈姓是最大一族，主
要分布在十一组、十二组和四组。据陈俊杰介
绍，他们是濮德阿叩的后裔，300多年前从赫章搬
迁而来，现在的发箐、平坝的均为这一脉。他们
是阿博阿底家族的后人，阿博阿底家族自始祖僰
（音bo，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名）阿颖开创卢夷
国之后，继僰侯国，伊娄阿摩建朱提国（彝语阿着
仇）至入盐仓府为统兵大元帅，时延3000多年，雄
冠十二大勾则，辗转迁徙于成都平原、宜宾、昭
通、宣威、曲靖、沾益、昆明、大理等地，于北宋初
年定居威宁。其先或王或臣，世袭交替。乌君时
的臣相咪雅则，得姓始祖阿博阿底，汝热濮足、濮
足濮德，入黔始祖濮德阿叩，有俄索君长重臣阿
底苴奇，乌撒府大员帅朵多阿大赫处等为代表的
历史人物。

阿博阿底家族人口众多，分布广泛，历史辉
煌悠久，源远流长，有阿底半天下之说，在彝族历
史发展进程中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彝文文献《彝
族源流》《乌撒二十四苏保》《巴底果里粗》《阿博
阿底谱》《姑诸纪托》《乌撒安氏本末》等书中均有
相关记载。其后裔，子孙兴旺，胄衍祀绵，故有

“阿底米塔爬”的称谓。现分支为直海阿底、阿目
阿底、仇摩阿底、匹哼着阿度底、着多阿底五个大
家支，有罗、李、陈、杨、张、禄、王、苏、余、安、姜等
十余个汉姓，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四川、
云南等省。

自迁徙到渔塘村后，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
生息。解放前，因为争地盘或土匪经常出没，打打
杀杀，周边很不安全，他们时常上陈家大营或陈家
小营躲避。直至解放后，由于共产党的调和，实现
了和平，他们才过上了如今幸福美满的日子。

九、民间传说
渔塘村四周高山环抱，中部地势较为平坦，

但大部地区海拔都在2000米以上，高寒气候，雨
量较为充沛，境内海拔2000米以上的大小山头较
多，主要山峰有何包木梁子，海拔2171.4米；豺狗
山，海拔2112.3米；王家大山，海拔2092.6米；管
家岩，海拔2056米；马家梁子，海拔2063.0米，人
们立于马家梁子之上，能远望威宁和水城的很多
地方。虽说山多且高，但留下来的传说却只有以
下三个：

（一）许居倮的由来
相传很久以前渔塘村现八组的位置，居住着

一位姓许的秀才，因他自幼喜爱读书，家里全力
供其读私塾，本尚为殷实的家日渐贫寒，而他寒
窗苦读终于考取秀才得以进京赶考。临出发前，
母亲病重，因考期临近，不得已他洒泪进京。考

取功名后报地名为许居倮许家，因担心生病的母
亲急急返了家，才知母亲在他走后不久已去世，
房子也因一场意外被大火烧得精光。当朝廷封
官许印时来到此处没有找到姓许的人家，但是在
这里的大营上找到了姓许才人的官帽，人们就把
这个大营定为许居倮大营。

（二）猫猫山的传说
在渔塘村关于猫猫山的传说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文韵大河》一书中所载的由陈刚撰写的
《猫猫山的传说》。

位于钟山区大河镇渔塘村的猫猫山，对于喧
嚣而忙碌的城市人来说，自然是不晓得的。然而
对于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那是一片神
圣的土地，据说，在距它数十公里外的梅花山顶，
真切地可以看到猫猫山如一只雄踞的灵猫，守护
着自己的领地。

对于猫猫山灵地，有一个神奇的传说。传说
为韩信葬母之地，是一高一矮两师兄弟所点。点
地时师兄认为那关地为圣地，下辈必出将帅之
才。师弟认为那关地为绝地，所出将才不得善
终，且必绝后。师兄弟意见不合分道扬镳，老死
不相往来，各人自立门户，开门授徒，且传下门
规，世世代代所寻真龙大地，必胜另外一门。传
到明朝末年，师兄门下传一弟子，名刘可尚，世称
阴阳先生，本是大明重庆府布政司律员，投入师
兄门下后，专心学道，全身心投入堪舆学的研究，
累后半生，寻得一关好地，以作自己百年之用，并
搬到所寻得的山前居住，并告知三子：“待为父百
年之后，当等只需持为父寻地之罗盘，在山后巨
石连撞三下，呼：石门前，石门开，阴阳先生要进
来，三声，石门自开，你等将我尸身送入，石门自
闭。”一日，刘可尚病重，不能饮食，其三子议父后
事，决定由大哥带罗盘到后山测试，二弟、三弟陪
伴老父。大哥到后山，依父亲所言，用罗盘撞岩
石，并呼：“石门前、石门开，阴阳先生要进来”，三
遍，便闻嘎吱声声，原本完好无缝的巨石果然石
门洞开，内陈设如宫殿，灯火通明，金碧辉煌，凡
所需之物，一应俱全。急返还家，告知老位弟
弟，其父弥留之际亦闻之，大呼“非福也，非福
也。”气绝而亡。兄弟为父亲穿戴整齐送至岩
前，石门已闭，再以前法三呼，石门不开。无奈
之下，兄弟三人请来巧匠，凿开巨石，将其父葬
入，但已失灵性。

而师弟一门，此时也嫡传一徒，名叫陈真美，
乃江西义门陈氏之后。宋朝，义门陈氏三千余口
同居，百犬同槽，传锣吃饭。宋太宗赠联：同居五
百年天下第一，聚族三千口世上无双。宋朝书法
家裴愈为义门陈氏题“天下第一家”匾额。后由
于人口众多，请包拯代为分家，传至陈真美一代，
喜阴阳易学，立志寻求龙脉。投入师弟门下后，
从江西、四川顺龙脉来到贵州水城，经猫猫山，于

本地留下“头顶猫猫山，脚踏渔船形，谁人识得
破，十官九翰林。”之后，当地人问之，即以“石门
开”一事告，并谒：“福人等福地，福地等花开。”即
飘然离去。但猫猫山下有灵地之事不胫而走，百
里之内的阴阳先生们，无不到猫猫山下寻觅一
番，但至今无人知道龙穴何处。

近年来，阴阳先生内部暗传一种说法，这关
灵地已被一户人家所葬多年，后代已发迹，出了
好几个人物。但绝大多数人是不相信的，师兄一
门所得灵地，神奇到可让石门自开，师弟一门传
人所点之地，怎会无声无息，下葬前总会有些前
兆吧！凡有老人去世，又必去细查一番，阴阳先
生们自是乐此不疲，何乐而不为呢？

其二是当地人传说。猫猫山从九组方向（殷
家麻窝）看去，就像一只匍匐的大猫，大猫后面排
列着三个小山包，是大猫的三个小猫崽。老砂厂
渔塘在猫的右边，共有三个渔塘分布在猫的周
边。在这里，爱吃鱼的猫们不用发愁了。

（三）消水洞的传说
传说在渔塘十一组，有一个天然的岛，四面

环水，岛中有一蓬树，当地人称牛财树，这树很是
神奇，早上在东方，下午在西方，每天跟着太阳移
动。有一年夏天的傍晚，天空晴朗，夕阳坠在山
头，将山染成一片金色，劳作了一天的人们三三
两两地朝家中走去。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天
上乌云密布，眨眼间豆大的雨点下了下来，暴雨
下得突然，人们都赶紧跑回家中避雨，眨眼间路
上已无人影。这时，牛财树下飞出一灰青色的
龙，准备飞升上天，刚刚飞到半空，却听到一声尖
叫：“啊，龙啊！”原来是居住在渔塘边李瓦匠的媳
妇，因肚子不舒服只好冒雨出来，恰好看见青龙
飞升。被打断的龙无法飞升了，只好掉头回到牛
财树旁钻入水中。后来人们在龙返回的地方发
现了一个洞，就是现在的消水洞。

十、保家卫国铸军魂
新中国成立以来，渔塘村参军报国的儿郎共

有51名之多，均在部队表现优异，多人获表彰。
据统计，渔塘村现役军人9名，其中渔塘村三组
33岁的左木江服役年限15年，受奖次数6次，荣
获三等功。退役军人42名，3人获三等功（李崇
斌、张昔文连级干部退休、肖明），15人获优秀士
兵称号，其中参战军人7名，抗美援朝军人有3名
（常银武、杨明华、陈朝亮），对越自卫反击战军人
3名（董万益、王明怀、陈朝华）。

“愿得此生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这两
句诗是对英雄常开学的写照。常开学的父亲常
银武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军人，从小听着父亲
军旅故事长大的他，也立下了参军报国的志向，
一到 18 岁就报名参军入伍，后牺牲在战场上。
中共六盘水市钟山区委史志办公室与六盘水市
钟山区民政局在《钟山区革命烈士英名录》中记

录着他的英名与短暂的一生：
烈士常开学（1955-1984），又名小王顺，男，

汉族，中共党员，初中文化，贵州省原水城特区大
河区煤厂乡渔塘村（今属钟山区）人，1955年3月
20日生，1973年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二〇
一部队六七分队二营副连长。常开学在部队十
二个春秋，一贯遵守部队纪律，坚守工作岗位，立
场坚定，爱憎分明，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荣立二
等功一次。1984年6月14日在云南省老山自卫
反击战中英勇牺牲。

十一、渔塘村教育
渔塘村不大，但历来都比较重视教育。
早在清末民初，在渔塘社区范围内就有私

塾。民国年间在许居倮办有保国民小学，县政府
派有中师毕业生尹运彰在此任教，保国民学校停
办后有私塾在此办学，一直延至1963年，仍有保
华戴玉堂在此设堂从教，以《三字经》《百家姓》及
四书、五经为教材，有学生 20 余人。1965 年至
1974年，陈俊达在家设堂教学，办有一至五年级
复式教学，采用新教材，有学生60余人。1974年
转为公办学校，教师有陈俊达、杜文宇、祝学文3
人，学生80余人。后来，陈俊达的学生李永坤也
成了一名教师。李永坤家三代木匠，16岁开始学
习做木工，后来成为一名教师，为渔塘培养了不
少人才。

1980年以后在渔塘社区范围内有鱼塘小学、
冯家湾小学、爱心小学。爱心小学是村民自己集
资修建，2000年冯家湾小学和爱心小学停办。

1999年，上级政府将鱼塘小学由原址鱼塘寨
迁至现址，并投资 30 余万元修建现代教学楼。
2007年，又投资40余万元修建综合楼……

截至2024年5月。在校生总人数197人，共
有6个教学班，男生100人，女生 97人。最多班
级学生人数为40人，最少为26人。平均班额33
人，区外学生人数为1人，本区外乡65人，学校现
有专任教师 12 人，其中大专及本科学历专任人
数为12人。

生均占地面积23.35平方米；生均校舍建筑
面积8.17平方米；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4.54
平方米；生均体育场地面积12.43平方米；生均图
书24.23册；教学实验仪器设备值36.8万元；百名
学生计算机12台；音体美器材配备达标；班班通
配置 6 套；师生比为 1:16.42；教师学历合格率≥
98，小学高一级及以上学历比例≥60；平均班额
33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9项指标全部达标。

本报讯 品尝糯米鸡、渣面粑、油炸粑、豆花饭……连日来，
在盘州市双凤镇城门洞下，乌蒙村秀·古城新年活动在这里举
行，盘州特色美食、非遗手工艺品、农特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了不
少人来感受这份浓浓的年味。

早上十点多，16个特色摊位已经开始营业，加上城门洞下的
商户，这条街上共有40多个商家。虽然天气较冷，还飘着蒙蒙细
雨，但是老百姓的热情不减，买卖双方纷纷询价、议价、下单，十
分热闹。

盘州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熟悉的刺梨饮料、刺梨干、盘县
火腿、腊肉、香肠、血豆腐、红米，还有盘州酒类以及彝族的文创
产品等，品种丰富。

“第一次在城门洞这里看到这种特色集市，觉得还是比较好
的，让孩子们感受到不一样的年味。”市民许涛说。

“我已经买了两个糯米鸡，先看一下，有好吃的就再买点，今
年这里举办的这个活动特别有新年的气氛，太喜庆了。”盘州市
双凤镇居民张小粉说。

在双凤镇街上开餐馆的何非和爱人今年做了糯米鸡、藤椒
鸭、腌菜肉、粉蒸肉、红烧肘子等特色美食，为了方便顾客携带，
都做成了真空包装，光糯米鸡这段时间就卖了300多个。

“很感谢这个平台给我们机会去推出我们的产品，也方便大
家找到盘州美食，不用到处跑。销量目前还可以，卖得最好的就
是糯米鸡，腌菜肉预订的也比较多，今年春节前我们准备的量很
充足。”摊主何非说。

活动现场还邀请了来自浙江的电商达人，为盘州的年货产
品进行直播带货，穿着彝族服饰的群众在镜头前唱山歌、跳舞，
展示彝族文化魅力，助力盘货出山。

“此次乌蒙村秀·古城新年活动，对我们双凤的特色小吃，比如烙糍粑、油炸
粑等进行了一次充分的展示，同时通过互联网、抖音等平台对双凤的美食、传统
文化进行了一次直播，对宣传双凤传统文化和美食文化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也
让老百姓感受到浓浓的年味。”盘州市双凤镇副镇长牛宝胜说。

（翟利巧 万文贤 朱玉容 何照娟）

本报讯 1月17日，六枝特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
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新年”系列主题活动，用
一场传统文化与地域特色兼具的“文化盛宴”丰富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一个文化
年、特色年、欢乐年。

红窗花、彩色气球、文化展板……丰富多彩的蛇年元
素将六枝特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装扮得氛围满满，市
民、志愿者们齐聚一堂，喜迎新春，欢度佳节。

现场，“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齐心协力，默契配合，各
种游戏的新鲜玩法和传统习俗碰撞出了不一样的年味。
现场气氛活泼热烈，欢笑声此起彼伏，充满了活力和欢乐。

迎新春系列活动包括好运乒乓球、蛇年钓心愿、猜灯
谜等，内容丰富，“年味”十足。活动还设置了集印章兑奖，
市民们通过参与活动收集印章可以换取礼品，在享受节日
喜悦的同时收获满满。

六枝特区人民检察院、特区妇联、特区城市综合执法
局等还结合自身职能特点，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治知识宣
传、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困境儿童关爱活动，增强了群众法
治意识，将特区党委政府的关心送到困难群众身边。

（甘 稳）

钟山区大河镇渔塘村村史村事（二）

文 化 底 蕴 守 住 乡 村“ 灵 魂 ”
□刘 静 胡明琳

六枝特区

剪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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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歌载舞推销山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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