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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该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宾川县鸡足山镇沙址村的概况、文化特点、佛教文化与自然生态的关

系等作了系统阐述，并提出具体保护的内涵及发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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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址村位于享誉东南亚地区的佛教圣地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鸡足山东南山脚下，隶属

于鸡足山镇。这里风光旖旎，气候宜人，资源丰富，而具有独特的白族村落文化和佛教文化。 

一、沙址千年古村概况 

沙址村位于宾川县西北隅鸡足山脚下，北纬 25°56′和东经 100°20′之间，距县城

33 公里，柏油公路直达村中，南来北注，交通十分便利。 

1、古村名的由来。沙址村背靠鸡足山岭，层峦叠嶂，宛若名山千里；前迎盆山蝶蛔，

曲折婉蜒，波出纹浪万倾；左有像巨龙一样盘绕固守本村清吉的奶尖山；右边有虎视耽耽的

老泰山护卫着沙址村民的平安。这里有九峡六箐三十七泉，每逢秋季，阴雨连绵，雨量集中，

水流汇集，急流而下泥沙甚多，而与河子孔水汇合后，泥沙沉积而缓缓东流汇入金沙江，故

村名便取为沙址。 

相传沙址从唐代以前就存在，据玄奘《大唐西域记》载：“迦叶承佛旨主持正法，结集

至尽二十年，将入定减，乃往鸡足山”。从此，山上僧尼云集，鼎盛时，共有 36O 多座庙宇，

常住僧 5000 人。成为与九华山、峨嵋山、五台山、普陀山齐名的佛教圣地，不少高僧曾在

此主持。有唐代的明智，宋代的慈济，元代的源空、普通，明代的法天、担当、大错，清代

以后的虚云、自性等均在鸡足山修寺传经。而鸡足山上有高僧，山脚下逐渐就有百姓聚居，

因为修寺建庙需要挑夫、工匠等劳力，久而久之，随着鸡足山寺庙建筑的扩大，山脚下的村

落也逐渐形成。在尚未修通县城至山门到祝圣寺的公路之前，沙址村是上鸡足山的必经之道。

明僧大错在《鸡足山指掌图记》中曾指出：“游山者，苍波山麓拈花寺过辞佛台三里，循山

径西北转，至白石崖，顺冈南下二里为金母山，山下即雪阴桥，桥之西为河子孔。过桥西北

行一里，至接待寺，寺后上坡为九连寺。”而河子孔旁正是沙址村。所以，沙址是鸡足山下

一个古老的白族佛教信仰村落。 

2、古村地理气候与人口。沙址地处鸡足山横断山脉块断带东南边缘，属康滇台背斜交

界的大理、丽江褶皱束地区。鸡足山金顶寺最高海拔 3248 米，山麓沙址河最低海拔为 1780

米，相对高差 1468 米，属剥蚀中山地貌，季风高原气候，具有干湿明显的特点，干季(11

至 4 月)水气少、云量少，晴天多，光照充足，气温昼高夜低，日温差大，气候温暖湿润。

沙址村的海拔为 1900 米。由于山顶和山脚高差较大，这里气候呈立体状况。分别为干热河

谷气候带(海拔 1780—1900 米)，属南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山地气候带(海拔 1900—2800



米)，四季如春，干湿季分明，年均气温 13℃，属中亚热带和亚热带气候；而温凉潮湿的亚

高山气候带(海拔 1800—3248 米)，全年没有夏天，冬季寒冷，终年云雾缭绕，气候潮湿。

正是这立体气候的特征，造就了鸡足山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也为沙址人民的农耕生产创

造了条件。 

随着社会发展，历史的变迁，沙址村也由小变大，由几户到十几户、几十户，直到今天

拥有 159 户，688 人。主要以农耕稻作生产为主，兼营其它副业。村民仰仗鸡足山佛教圣地，

男子赶马来回驮送朝山香客和游人，或外出做泥水匠木工活。妇女除耕织外兼做饮食、贸易

来维持生计。故历史以来沙址村民就依托鸡足山的寺庙建筑和风景名胜，为朝山、观光者提

供服务。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鸡足山作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保护区的开

发，鸡足山庙宇得以恢复重建，沙址古村白族传统石匠和木工技艺也得到了拓展。随着鸡足

山旅游业的发展，朝山、旅游人数的增加，沙址村进一步规范了对马帮的管理，成立了驮马

公司。如今在鸡足山上各景点从事旅馆、餐饮、贸易及山脚下大门“灵山一会牌坊”前两侧

的饮食和旅游工艺品的贸易及通讯管理服务业的人员，绝大部分为沙址村民。所以，依托佛

教圣地鸡足山，使得沙址古村的白族传统宗教文化得以展示和传承。 

二、沙址千年古村的文化特色 

沙址村不仅依托佛教圣地鸡足山风景名胜保护区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而且还保持了

白族传统古村落文化及佛、儒、道和本主信仰，形成了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刻佛教内涵的传统

文化。 

1、千年古村中的文物古迹。沙址古村从历史以来纯属白族聚居之地，村民一直习用白

语，长期保持着民族服装，民居沿用土木结构的古建筑，喜欢坐北朝南的风格，以此保持屋

内光线充足、通风透气和清秀凉爽。村落中心有大榕树广场，广场上有用石条铺砌的石凳，

供人们茶余饭后在此聚集，评说村里的事务和村民的行为规范。广场东侧有一块用水泥做成

的黑板，黑板上用彩笔书写着千年古村村规民约。原古村中还有小街，现集市已迁往村东鸡

足山镇旁，交易品种丰富，宾川境内四乡八寨之物无物不致，还有从大理、挖色等地来的客

商，贸易十分繁荣。村西南方老泰山脚下建有上老太庙、下老太庙，在下老太庙的下面有两

股一温一凉的清泉涌出，西边有大庙和二庙，而大庙神祗司鸡足大王护法神，护持鸡足山佛

教；二庙神祗为沙址本主，管理沙址本境，保沙址村民清吉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与

白族地区本主庙的建筑风格基本上相同。二庙内大门过道上建有飞檐翘角、玲珑剔透的白族

传统古戏台，历朝历代来鸡足山朝山者，必须先到此行沐浴斋戒上山敬香，后下山到大庙二

庙用三牲福物虔诚了愿，祈求清吉平安，家道和谐。村东边有古老的文昌宫，大殿内原塑有

孔夫子和孟子塑像，是儒者、洞经坛、绅士到此聚集祭拜之所。后来一度被小学占用，现小

学已搬迁，塑像已毁，急待维修。 

村东南有座魁星阁，从早年绘制的《鸡足山全境图》中可以看出，以前人们要上鸡足

山，都要穿阁而过，进村小憩片刻后才继续登山。清同治三年(1864 年)，鸡足山山洪暴发，

洪水夹泥石流汹涌而下，沙址村的田园庄稼被冲毁、淹没。洪水过后，人们出于对自然灾害

的恐惧，认为洪灾是“鳌鱼”作怪造成的。为消灾避邪，只有建魁星阁才能镇住“鳌鱼”。

于是，沙址村民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 1899 年)按白族传统古建筑风格建造，顶层为飞檐

斗供、翘角，镶升嵌斗，雕龙画凤。底层东、西、北三面开门，来往鸡足山的香客均由阁内

北门通过。楼上下四壁内外，有沙址村民画的壁画，情境交融，惟妙惟肖。楼上座南朝北有

一大神龛，内塑有魁星神像，高两米许。神像威严，而面部则呈现出悲天悯人的表情。它左

手置胸前，捧着“灵官印”。相传“灵官”是威镇本境、降妖捉怪的大神。它右手高举，握

着一支巨笔，这是点拨人才的点斗大笔。左足后抬，脚掌朝天，掌上放着一支斗，寓意为五

谷丰登，财宝丰盈，车载斗量，右脚则踏“鳌鱼”上，“鳌鱼”旁还有监视它的两只金鸡。



人们祈盼魁星除灾降恶，社会安定，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故魁星阁神龛两边有一副木

刻对联：飞阁流丹下临无地，层峦叠翠上出重霄。此联将沙址村和鸡足山融为一体，很有诗

情画意。然而，凝聚着沙址村民传统文化载体的魁星阁却毁于 70 年代初，现沙址村民正准

备修复。 

在沙址村东面河子孔桥右有洗心桥。相传有八个凶恶大盗杀人劫货，无恶不作，后来

受鸡足山金华长老点化，改邪归正到鸡足山出家，最后成为护寺、护山的和尚，故在河子孔

桥右边修有“洗心桥、革面池”，其中有金华长老点化八大盗所作的偈语： 

大慈大悲渡众生，洗心革面洗邪心； 

是非恩怨从此了，净水一滴渡众生。 

相传，以前上鸡足山之前，要先到“洗心桥·革面池”沐浴，洗刷内心一切杂念后，

才能虔诚上山朝拜。可见，沙址古村，不仅山清水秀，自然风光优美，还有标志沙址传统文

化的诸多文物古迹。然而，沙址最具特点的还是佛都鸡足山。 

2、古村背靠佛教圣地鸡足山。沙址村背靠鸡足山，鸡足山又称九曲山，又名九曲岩，

青巅山。山顶耸西北，尾掉东南，前舒三趾，后伸一趾，宛如鸡足而得名。它左靠金沙江，

右临大理洱海，与苍山遥遥相望，山势雄伟，气势磅礴。山上景色优美，全山有小山 40 余

座，有险峰 13 座，有崖壁 34 座，有奇石 30 块，有幽洞 45 处，有平台近 10 座，有小冈 4

座，岭 3 座，有峡 10 道、瀑布 5 道、有涧壑 10 处，龙潭 5个，池塘 17 个。[1]使其呈现出

山峰竟秀、奇峰四起、百涧争流、古村参天的雄姿。而这些山水又使名山以雅、奇、幽、秀

著称于世。 

别具一格的鸡足山寺院庙宇建造，从唐代就开始，到 20 世纪 50、60 年代云南省政府

还两次拨款维修。据《徐霞客游记》载：明崇祯十二年，全山寺院 22，殿 2、庵 4、阁 9，

静室 12。清顺治十六年(1659 年)，大错和尚编《鸡足山志·鸡足山指掌图记》载；“大寺八，

小寺三十有四、庵院六十有五，静室一百七十余处，另有轩、亭、角、堂、坊、塔、殿等

110 余座，桥梁 18 座”。[1]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云贵总督范承勋编《鸡足山志》载：有

寺 32 座、庵院 44 座。直到 1949 年，鸡足山还有大小寺院 31 座。比较有特点的如： 

金顶寺，建在天柱山四观峰极顶上，寺院中有光明宝塔。明嘉靖年间翰林李元阳依塔建

普光殿，崇祯十四年黔国公沐天波废普光殿，将昆明太和宫铜铸金殿迁置峰顶。民国二十三

(公元 1943 年)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应僧人请求修建了楞严塔，登塔远眺，鸡足山全境尽收

眼底，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往返。 

祝圣寺则是鸡足山最庞大的建筑群。原名迎祥寺，又名钵盂庵。是清代禅宗大师虚云和

尚在国内外募化功德修建的，清光绪赐名“护国祝圣禅寺”。寺在古木丛中，倚山就寺，大

门前有照壁，进门为池塘、石桥、八角亭、云移石、天王殿、大雄宝殿，厢房为禅堂、僧舍、

藏经楼等，四周为红墙绿树，交相辉映。 

传灯寺即铜瓦殿，又称铜佛殿，原名迦叶寺，在猢狲梯下，寺左有大石突起，青石白纹，

条片分明，形似袈裟；而迦叶殿则居铜佛殿下，插屏山麓；九连寺在灵山一会坊西边，寺前

村后；石钟寺则是鸡足山古寺，居祝圣寺后面仙鹤山下，背靠狮子林望台；寂光寺在锦霞山

歌坪；华严寺则背靠熊罢岗，面向九重崖。传依寺在凤凰山下，背靠万松岗；大觉寺在紫云

山前，万寿庵上；龙华寺在白花山山前，右邻大觉寺；悉檀寺在满月山下，大龙潭上，背靠

石鼓蜂；此外还有三摩寺、雷音寺、碧云寺等，还有慧灯庵、大智庵、八角庵、水月庵、圆

净庵、五华庵、牟尼庵、万寿庵和弥勒院、尊胜塔院、法云院；还有三阁，即太子阁、观音

阁、大悲阁等建筑。这些建筑都保持了白族传统古建筑风格，多数殿堂为单檐歇山式，大门



为飞檐翘角，凌空欲飞，檐下斗拱相承，雕梁画栋，形式古朴、典雅又大方，充分体现了白

族精湛的建筑工艺。并且各寺庙内，灯烛辉煌、香烟缭绕，庄严肃穆。在各寺院中花木繁盛，

环境幽静。寺外松柏苍翠，树石掩映、清泉交流，使山、水、林、寺、构成了幽深秀美的景

观。然而，多数寺庙在文革期间被当成“封建堡垒”成了革命对象，于是，捣毁佛像器皿，

炸毁佛塔、折毁寺院，烧毁字画，僧尼被赶下山，昔日辉煌的寺庙变成一片废墟。直到 1979

年以后开始，才按“修旧如旧”的方针，对金顶寺、祝圣寺、铜瓦殿、迦叶殿、太子阁、慧

灯庵进行修葺。继之九莲寺、牟尼庵、石钟寺、大觉虚云寺、大庙、灵山一会坊、楞严塔等

重点寺院也进行修补、粉刷。从而使得佛教圣地鸡足山重展新颜。 

3、沙址古村中的宗教信仰。白族信仰佛教，早在唐南诏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倡导和支

持，佛教在白族地区尤为盛行，而且对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过很大影响。南诏王室及其

官员都皈依佛法，虔诚信仰。老百姓也如此，每户供奉佛像一堂，早晚颂经。而这一古俗又

一直在沙址村民中得以保持和传承。因为，鸡山寺院僧人每天要上殿两次，念五堂功课；每

逢农历初一、十五加香赞拜愿；每月农历十五、三十两天，寺中僧侣齐集一处，共诵《本》，

自我检查有无违犯戒律，有则依戒忏悔；每年四月十五至七月十五的三个月内，要定居一寺，

学习佛经；寺院中最隆重的节日则是四月初八佛诞日、二月初八佛出家日、腊月初八佛出道

日、二月十五佛涅磐日，都要举行佛事活动；还有七月十五佛欢喜日，也称“僧自恣日”，

这天除僧众互相检举忏悔外还举行“盂兰盆会”，超度历代祖先的佛事。此外，有一些菩萨

的诞生日也要做佛事。如正月初一弥勒佛诞、三月二十一日普贤菩萨诞、九月三十日药师佛

诞、十一月十七日阿弥陀佛诞。尤其是二月十九日的观音菩萨诞等，普遍在白族地区流行。 

沙址村民一直沿袭白族信仰佛教的古俗，另外，由于地理环境因素决定，深受鸡足山寺

院僧人佛事活动的影响，沙址村民家家户户每年要举行朝山活动，而且几乎家家堂屋中均设

有佛堂，每月初一、十五人们要到大庙中敬香，做佛事。正月初一要举行弥勒诞、初六太阳

诞、初九玉皇诞，村民们均要举行佛教活动。二月初八则是沙址村民的迎佛盛会，村民要举

行盛况空前的接太子迎佛活动，除做佛事外，还要接回出嫁的姑娘，邀请亲朋好友来欢度迎

佛节，届时，还要耍龙、耍狮子、耍百鹤，在娱佛的同时娱人，人佛共乐。二月初三要祭文

昌，村内读书人，洞经坛到文昌宫去聚集祭拜。二月初十祭魁神日。二月十九观音会，莲池

会的老太太和洞经会的老爷子们均要到观音庙祭祀；三月初一盒孔圣母诞、十五财神诞、二

十日子孙娘娘诞，村民也要举行祭祀活动，并在三月份村民各家各户要祭祖上坟扫基。四月

初八太子会，沙址村民同样举行空前盛会祭太子，二十三日沙址村村民在上老太庙祭风伯雨

司，祈求本境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五月初五端午节，村民家家户户服雄黄酒，蒸包子吃过

节。六月初六保苗会，村民祭祀祈求佛祖保佑，禾苗消除虫灾保丰产。六月十九日观音会，

村民朝九斗。六月二十五日火把节，树大火把于村中，用小火把到稻田中驱虫，祈求消灾免

难求平安。七月十五日中元节，祭祖烧钱纸、烧包。八月初三灶神诞，祭献灶王菩萨。十五

本主节和中秋节，也要进行祭祀活动。八月二十七日孔子圣诞，要到文昌宫去祭孔夫子，祈

求孔夫子保佑本村多出文人、贤士。九月三十日药王节，全村村民祭祀药王，祈求药王保佑

合境之民无疾病，清吉平安。十月十八日是地母生日，十一月有冬至节，直到腊月二十三日

送灶君日。可以说除初一、十五斋戒外，沙址村几乎月月均有佛事节日。正是由于佛教思想

的影响，沙址村民虔诚信仰佛教，同时也信仰本民族宗教本主，还尊崇儒学，倡导文化教育，

在重耕的同时又重读，故沙址村是本境内最早兴办小学教育的村落(小学最旱建在文昌宫

内)。开课有国语、算术、音乐，其中又以“三字经”和“道德经”为启蒙教材。在沙址传

统文化中，具有深厚佛教思想底蕴的宗教文化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化教育。 

三、沙址古村的宗教文化与自然生态 

沙址享有鸡足山旖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白族风情，神秘的佛教文化，吸引着国内外

千百万文人香客，也使得沙址人民世世代代在这里生存发展。 



1、神山古木，神圣不可侵犯。沙址人从小就受到严格的教育，鸡足山是佛教圣地神山，

神山上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否则就会遭到神灵的惩罚。所以，鸡足山上至今仍保存有高等

植物 80 多科，500 余种，特有药用植物 100 余种。其中有山地常绿针叶林，以云南松为主，

形成鸡山八景之一的“万壑松涛”。还有落叶阔叶混交林，有拷、栎、楠、楸、杨等种类，

多数拔地而起，直冲霄汉，翠盖如云，雄浑苍劲。寺院周围的竹林，是著名特产“香笋竹”

的产区，鸡山的花子街还保留有一小片原始森林，树龄最长的有 600 多年，平均树龄均在

300 年以上；还有苍山冷杉、红棕杜鹃、露珠杜鹃、绒毛叶黄花木、山桂花等，这里的森林

覆盖率达 85％[1]。 

2、村规民约与生态环境。沙址村民长期保持着白族古老的传统，并且用乡规民约、族

谱、家训的方式来协调村民与村民间行为、村民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相传村里以前有护

山、护林、兴修水利的告白，还有革弊碑等等。而村规民约一直在本村沿袭，只是随着社会

的发展变化，以前刻石立碑转变为墙报、壁报、黑板报、大字报的方式，内容也随着社会文

明进程的变化而改变，如 2000 年初，在村中心大槐树下中心广场边上的水泥黑板上，用红

白油漆写成的“千岁老村文明公约”，原文如下： 

1、热爱党、热爱祖国，支援国家建设。 

2、爱村社、爱集体，支持公益事业。 

3、讲正气、树新风，远离黄毒赌源。 

4、讲道德、重孝义，人人尊老爱幼。 

5、倡勤俭、移风易俗，鼓励勤奋致富。 

6、讲团结、和睦邻里，大家互相帮助。 

7、讲信誉、文明经营，损坏公物受罚。 

8、讲卫生、杜绝火患，创建优美环境。 

扁额为“兴山富民奔小康”。也正是这种村规民约协调着沙址村民社会生产、生活中与生态

环境各方面的关系，从而有力地促进沙址人与自然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沙址村民家家户户房

前屋后种有果树、桑树、林木，院坝里有各种花木，堂屋门前的横梁上筑有燕窝；寺庙、文

昌宫内外松柏常青；河旁沟边裁有各种柳树护堤，防止水患。水利直接关系沙址村人生活与

稻作生产的命脉，故兴修水利、保护水源成为沙址人的生活准则。此外，尽管鸡足山优越的

自然条件为众多的野生动物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种类达 100 多种，但虔诚信仰佛教的沙

址人，由于受佛教戒律不杀生信念的影响，从来不捕杀动物。人们纯朴正直、热忱、忠厚、

善良又好客，使得这里不仅山美、水美、人更美，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四、沙址古村的文化保护内涵 

设立自然保护区，为有效地保护珍稀生物种源、自然景观、历史遗迹，观察研究自然发

展规律、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让自然资源更有效地造福于人民。早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鸡足山佛教圣地被云南省政府定为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佛教古迹、

森林树木、动物。1982 年，鸡足山又被国务院定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84 年，

鸡足山的祝圣寺、铜瓦殿被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之一，为佛

教活动开放场所。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理白族自治州作为民族文化大州和旅游文

化大州来建设，仍然要突出保护和开发鸡足山自然风景、佛教文化、佛教寺庙建筑群落、和

珍稀动植物资源。沙址民居和村落文化的特点，强调自然风光、佛教文化、淳朴民风的特色，

真正体现“保护性开发”的宗旨，力求使保护沙址白族的传统文化与保护生态环境相统一。



故杜绝在鸡足山自然保护区内再建盖与景区特色不协调的建筑物，破坏佛教名山的风景。鸡

足山佛教寺庙的修复要“修旧如旧”。严禁在沙址村附近公路边建盖与白族民居相悖的建筑

物。沙址村的民居建筑也要保持白族传统建筑特点，鸡足山脚坡地要退耕还林，保护村落四

周的植被与生态。因此，加强鸡足山佛教圣地和沙址村村落文化保护迫在眉睫。 

1、鸡足山自然风景区的生态文化保护。以鸡足山风景名胜区的山、石、林、水和珍稀

动植物为主体的自然生态文化的保护。 

2、鸡足山佛教圣地的佛教寺庙、名胜古迹及佛教文化的保护。 

3、沙址村白族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和旅游业的发展，沙址村在进

行保护和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持自己的民族语言、服饰、民居、饮食的特色，着手对文昌宫

进行维修，并恢复重建魁星阁等文物古迹。对传统村规民约要进一步规范传承，使本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持续发展，并造福于子孙后代。 

五、沙址村文化发展事项和建设项目 

利用鸡足山风景名胜区和佛教圣地的丰富资源，发挥沙址村居名山下的地理环境区位优

势，弘扬沙址白族人民勤劳、好客、爱干净的传统美德，依托鸡足山，开展沙址佛教文化旅

游家庭接待，开发佛教文化旅游工艺商品，增加村民收入，改善村民经济状况，实现旅游接

待致富。同时，提高人们利用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能力。 

1、加强沙址村村落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村内巷道、充口道路维修，改善其卫生条件。

在各家院内或花园中建盖卫生厕所，创造旅游家庭接待条件。 

2、加强对“神骑公司”的管理。1996 年 8 月在各级组织大力支持下成立了沙址村驮马

管理营运站。
［2］

经不断发展、改善后，现发展为神骑公司。但还必须不断加强管理，搞好服

务。 

3、制定新的村规民约，保障妇女、儿童的升学率。杜绝失学、辍学、弃学经商或过早

进入旅游服务业，为切实提高村民文化素质奠定基础。 

4、开办旅游家庭接待人员培训班。对于佛教名山脚下典型的白族村落，要将其开发成

为一个风景名胜和佛教文化旅游家庭接待村，首先还得要转变村民们的传统观念，树立风景

名胜生态旅游和佛教文化旅游的观念，率先选择几家农户作示范，运用 PRA(参与性农村调

查评估)方法，对他(她)们进行旅游家庭接待的吃、住、玩等服务、经营管理、导游等方面

的培训和参观学习。然后使其带动全村，把沙址建成一个具有典型白族特色的旅游家庭接待

村。 

5、建立沙址民俗博物馆。充分展示鸡足山佛教文化经典、法器，鸡足山寺院、高僧、

名尼字画，白族本主木雕像、本主故事，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出土文物，民族传统科技、

水碓、水磨、纺织机等。 

6、建立民族文化广场。按白族传统，建造古戏台，使其真正成为白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场，如白族对歌、舞蹈、洞经古乐、唢呐、耍龙、耍狮子、耍百鹤、民俗宗教活动迎佛、

接本主、骑马迎新娘、抬轿子接新娘等，使游客亲身参加到民俗活动中，真正领略民俗文化

的内涵，吸引更多的游客，从而使村民在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增加了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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