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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午后，记者漫步在昭通中心城市的街头
巷尾，环东路上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水缸
盆景，让人驻足观赏。如今，昭通城市化建设飞
速发展，一栋栋高楼林立，城市感十足，在街头
出现这些带有历史气息的物件，不禁让人产
生时空交织的感觉。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口普普通通的水
缸也可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对于 20
世纪 9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来说，水缸是陌
生的，因为 20世纪 9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用
水只需轻轻地拧开水龙头。而对环东路水
缸盆景的主人张勇来说，这是几代人的
情怀，也是昭通发展的重要物证。

一口小小水缸从消失不见，到重新
以另一种方式出现，不仅代表着昭通
用水条件的改善，也见证了昭通市民
生活品质和城市环境的发展。

水缸消失 水利发展

水缸收藏者张勇出生于1975年，与
水缸结缘的故事，要从他10岁开始挑水说
起。他说那时候昭通用水困难，唯一的取水
方式就是到井里挑，家住老城区寿福巷的他挑水
要跑到一个叫“小河边”的地方，来回一趟要 30分
钟左右，年仅 10岁的他就要担起解决家庭用水的
任务。他说这是一段宝贵的经历，让他明白“吃
水不忘挖井人”这句老话蕴含的道理。“1980 年
初，昭通用水还是挑井水，用水紧张，特别是枯水
期，半夜就开始出门挑水，去晚了就喝不上水了，
而且水越舀越少，井底的水打不上来……所以，
我非常感谢水缸可以蓄水，让我可以在用水困难
期少‘苦’几次。”提起水缸，张勇的话匣子就打开
了。他回忆起水缸的消失时介绍说，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昭通开始施行集中供水，这是一段新
的用水历史。集中供水后，每个片区专门设立枢
纽站，带着水桶到供水站投一枚硬币进投币箱，站
口里的人听到硬币落进的声音，便会扭开水龙
头。有了这样的集中供水再也不用担心吃不上
水，但水缸仍然发挥着储水的作用。直到 20世纪
90年代中期，昭通开始集中安装自来水管道，逐渐
实现家家通水、随用随取的用水生活。张勇家就
是在1997年联合寿福巷的其他住户申请到安装自
来水管道的，此后水缸短暂地存在了一段时期，老
人们还是有一种“晴带雨伞，饱带干粮”的思维，坚
持储水，以备不时之需。

昭通人的用水问题并不是在一朝一夕解决
的。从永善县迁到昭阳区生活了几十年的王文富
追溯起昭通城用水改善的过程时，提起了大龙洞里
的文齐雕像，那是为了纪念文齐兴修水利的功绩而
修建的。大龙洞一直滋养着昭通人，长达 2000多
年，后来城区扩张，大龙洞的水通过二十五孔桥引
进昭通老城，在如今的清官亭汇聚，称为“水塘子”，
大家到水塘子挑水，而挑水巷正是因为当时城区路
途不便，专门有人从这条街挑水进城售卖而得名。
后来，地质勘探队发现了守望温泉，并把其作为第
二水源。直到2000年，渔洞水库建成后，才进一步
解决了昭通老城的用水难题。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兴水强昭战略，
坚持大中小微工程并举，加大骨干水源工程、民生
水利工程和水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全市水利事业发
展取得巨大突破。全市建成各类农村供水工程3.2
万余件，覆盖人口503万人。其中集中式供水工程
1.1万件，覆盖人口 462万人；分散式工程 2.1万余
件，覆盖人口 41万人。全市农村集中供水率提高
到 97.39%，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高到 83.14%。这
些民生工程在向百万群众送去清洁、卫生饮用水
的同时，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动力。

随着自来水供给系统的日趋完善，用水一天
天方便起来，偶尔停水也会有通知，

大家不再习惯使用水缸了，
水缸就这样成为一种

历 史 的 印 记 ，
就像大龙

洞 、二 十
五 孔 桥 、挑
水 巷 、水 塘 子 这 些
曾 经 跟 昭 通 老 城 用 水 相
关的地点一样成为了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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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说，水缸盆景从创意变为现实也是一
段别样的经历。

最初是一个人收藏老物件。2007年，为了
提升昭通城市形象，改善人居环境，寿福巷要进
行改装重建，从前的土木结构建筑存在一定的
安全隐患，卫生情况也不好。在这次重建家园
的过程中，张勇发现很多亲朋邻里都把自家的
水缸砸碎了，他们觉得水缸变成了一种累赘，不
实用又占地方，还难以移动，以后和新房的装
修也会格格不入，于是便打碎清除。可是张勇
舍不得打碎自家水缸，他热爱着这些带有历
史人文的东西，他说：“一口水缸，至少养活
过三代人。”于是他便开始默默收集起这
些滋养过几代人的水缸，日子一长，他在
收藏水缸领域也有了很多见解。水缸
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材质，昭通城的水
缸采用的都是青石，比起沙石水缸，青
石更加坚硬、耐磨、防漏，而一口水缸
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它承载着劳动的
成果、传承着勤劳的智慧。张勇对挑
选水缸很有自己的见解，他说水缸的
年份要看内部的“蜂窝”和“挖槽”，而
不是外表的破旧感。它们是一口水缸
的灵魂，年代久远的水缸会因为长时间
使用而在底部形成滴水穿石一般的小
孔，这是挑水倒进水缸里水压冲击而成的
如同蜜蜂巢穴一样的孔，所以称为蜂窝；挖
槽也是长时间用瓢舀取水缸底部的水而形成
的一个聚合状的凹陷部位。

后来变成了大家一起保护老物件。妻子孙
艺丹并不反对他收藏水缸，但是多了便没有地
方存放，乡下老家、朋友家到处都放满了，两人
因水缸的存放经常吵架。水缸变身后才解决了
两人的矛盾，还让他们更加珍惜身边人。孙艺
丹说：“正好遇到这两年昭通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整个昭阳区环境都有了很大提升，把水缸制
作成盆景，既有收藏价值，又有观赏价值，还美
化了环境，一举三得。”水缸盆景是在自然山石
雕凿的水缸内布设雅致景物的一种盆景。模仿
自然景观，或缀以微型的亭桥、屋舍、舟车，配置
草木、苔藓等，峰峦耸秀，咫尺千里，意境深远，

犹如立体的山水画。
水缸变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张勇向相关

部门申报，并没有马上得到允许。相关部门查阅
相关资料后，最终决定：水缸储水作盆景必须有

鱼，内放绿植，水一天一换；可以只配置
绿植，但必须在土面上覆盖草皮；水

缸需要放在自己土地区域内，不占
据交通人行通道等。一系列的

规范，终于解了张勇的燃眉
之急，张勇根据要求开

始制作盆景。
在环东路上为水

缸盆景驻足停留的人
越来越多，大家表示

“这也太神奇了，水
缸 还 有 这 个 作 用 ”

“ 有 新 意 ，太 美 观
了”……观赏群体年
龄跨度很大，从小孩到
老人，但最多的还是40
岁到 50 多岁这个阶段
的人。他们经历了水

缸消失的这一段历
史，如今见水缸

变成观赏盆
景，纷纷

称赞张勇有情怀、有创意。
听到这些称赞，张勇才觉得自己这么多年一

个人的默默收藏是有意义的，他开始把收藏的水缸
摆放到自家的门店外作为装饰品，越来越多的人来
请教他怎么利用这些老物件。

十年悉心谋划，城市格局更优化。昭通中心
城市围绕构建“一主两副、多点支撑”城市架构，
全域发力推进城市建设与开发。全市城市建成
区面积由2012年的99.02平方公里增至2021年
的 133.5 平方公里。中心城市规模稳步扩大，

“一城三区”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昭阳中心城区
建成区达 62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增至 77.8万
人，“秋韵昭通·苹果之城”展现迷人魅力。靖
安、卯家湾等69个集中安置区（点）、35.47万易
地搬迁群众实现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全市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由 2012 年的 25.04%提高到
2021年的40.5%。

城市发展，昭通人真正转变了思想，关注
起了精神需求。水缸的收藏不再像以前那
么简单，昭阳区苏家院镇的孔奶奶是张勇第
一次收购水缸时碰壁的卖主。孔奶奶说：

“我们家的水缸整整经历了三代人，哺育了
三代人，我们可不卖它，这个东西得留着、放
着，摆在那儿提醒子孙后代要记得曾经的
艰苦时光……”

未来 5年，昭通市将坚持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紧扣“双百”大城市目标，
建设高质量的中心城市，促进昭阳城区、
鲁甸片区、靖安新区“三位一体”同城化发
展。统筹县城、集镇、乡村互融共进、协调
发展，建设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的高品
质城市，实现破茧蝶变、华美转身。水缸从
消失到华丽变身正是昭通城市发展的一
个缩影。

渔洞水源。

水清缸净。

清水入缸。

石磨与缸。

石缸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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