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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昭通·人文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即使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公路像
蛛网一样遍布云南大地的时候，去小草坝
旅行仍然需要足够的勇气。作为中国药
典上记载的天麻的原生地，小草坝躲藏在
一个地老天荒的地方，并没有被太多的人
知道。离开滇东北重镇昭通往东北方向
行驶先到彝良县城，再从县城去小草坝，
道路就变得狭窄且多弯，常年在这条道路
上行走的司机，不但要是英雄，还要是艺
术家，他们不仅要敢于走，而且还要善于
走。仅仅只是英雄，或者仅仅只是艺术
家，在这条道路上，都是难以走通的。

气势磅礴的滇东北高原，有多少耸立
的高山，就有多少深陷的峡谷。这是一块
只有勇士才会心甘情愿前来觐见的土地，
隆起的山峦提供给人们的，不是小资所热
衷的风花雪月，而是与之相反的粗犷、雄
奇、大气以及苍凉。在这里，群山雄峙而
孕育着的那种大的跌落与粉碎，仿佛交响
乐高音与低音密集而又急促的交替，与大
漠孤烟、长河落日一样，充满着无尽的空
间与时间，带给你的绝对是一种在刀锋上
行走的快意恩仇。一个人在城市中生活
的时间长了，也许要到这山的故乡、河的
摇篮，才能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天的高远、
地的博大、时间的永恒。当然，对于许多
养尊处优的身体来说，去小草坝只会是一
次充满绝望的旅行。只习惯于沙滩的柔
软、宾馆的舒适，就会把生命中本该体验
的那种跌宕与起伏，当作一种无尽的折
磨。因此当汽车像一只小小的甲虫在乌
蒙山的皱褶中缓慢移动的时候，同一辆车
上，你会发现一些人将脸贴在车窗的玻
璃上，贪婪地注视着窗外，感受着凝固的
海啸般澎湃的风景，而另一些人则害怕
得将眼睛闭上，他们表情无辜，总是希望
一睁开眼睛，汽车已经行驶在一块平缓
的土地上。

当然，不经过一路的艰辛，是难得见
到人生的大美的。与许多地方的风景不
一样，小草坝给你的，是那种突兀的石峰
和斧削般的岩壁，它们就像是乌蒙山的骨
头，坚硬、沉默、毫不妥协。因此小草坝的
许多地方，往往会让行人心中凛然。在这
里穿行的时候，许多人心里紧张，但表情
上却要努力让自己显得坦然，一副胸有成
竹、见惯不惊的样子，谁会大张旗鼓地表
达自己的畏惧与害怕呢？只是每当爬高
或下低的时候，才会不断地提醒自己，要
小心、谨慎，而且每一步踏出去，都要踩
稳，手要抓紧，还要估计失足时，手里所抓
的东西能不能承受住自己身体的重量。
等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段，才发现早已紧张
得出了一身冷汗。

地处僻远与道路的艰难，让小草坝仍
然保持着素面朝天。即使是因为这里出
产着世界上品质最为优良的天麻，每年都

会吸引无数的人来淘金，小草坝依旧保持
着原初的形状，没有太多的人为雕琢的痕
迹。天高地远，还让它为滇东北保留了最
大的一块原始密林。当然，到了小草坝
后，你会发现生长在这里的树不是寻常的
树，由于生存的需要，它们必须将根须尽
可能地在岩石里延伸，努力扎进大地，哪
怕是在最险要的地方，也绝不放弃。那是
柔软与坚硬永不停息的较量，从树与岩石
的坚持中，你会发现，只有生长在这种环
境里的树，才配用“扎根”这个词汇。甚至
于流淌在这里的水，除了我们通常感受到
的那种“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柔美
之外，它还能让我们感受到性格中的另一
面，那就是坚硬和勇敢，尤其是当它从危
崖上跌落下来的时候，义无反顾的水，比
刀还锋利的水，在飞跃的过程中不断地粉
碎、新生，再粉碎、再新生，从而构成了密
林中千姿百态的瀑布。对于那些有勇气
亲临小草坝的人来说，这些时而莽撞、时
而婉转羞涩的水流，将会提供给你形态最
为丰富的视觉盛宴。

对很多人来说，小草坝是一个遥远的
所在，但真正到了小草坝之后，没准会在
今后的睡梦中，梦见自己变成了英雄。

牛牛 街街

牛街，彝良县的一个镇，离县城 81 公
里。在云南的历史上，这个小镇已经被完
全忽略，很少有人知道，在1600年前，当它

建镇的时候，云南大地还是一片苍茫。如
果当时要评选云南第一镇的话，牛街是有
机会入选的，因为后来成为云南第一城的
昆明，是在牛街建镇以后的四百年，才由
南诏国在滇池北岸着手修筑。从这个角
度来看，牛街仿佛是一个迟暮的美人、一
个过气的明星、一个躲在历史的角落里顾
影自怜的创纪录者。

古代，由于关山险阻道路难筑，因此
遍布在大地上的河流，往往成为输送文明
的走廊。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著名的城
市，大多位于大江大河之畔的原因。牛街
当时不仅有一条白水江与外界相连，而且
它还是四川通往云南和贵州古道的要冲，
这一重要交通的角色，自然得益于牛街特
殊的地理位置。在中国地图上，牛街处于
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过渡带上，也就是说
当中原文明向云南高原渗透的时候，牛街
是一个不易绕过去的地方。事实上作为
云南1600多年前的北大门，牛街从建镇的
那天起，就张开怀抱迎接来自中原的文
明，同时也向中原展示自己身后的高原所
蕴藏的万千物产。

有这样一句古谚：“搬不完的昭通，填
不满的叙府（今宜宾）。”牛街背靠的乌蒙
山，曾是中国历史上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在清末以前长达两千多年的久远岁月中，
离牛街直线距离不过百余公里的乐马厂，
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白银产地，其冶炼出
的朱提银，一度是货币的代称，甚至韩愈
也写下“我有双饮盏，其银得朱提”的诗

句。而离乐马厂不远的古堂琅（也就是今天
的东川一带）所产之铜，在明清时期，支撑起
了两个王朝的经济。历史上乌蒙山所产之银
铜，不少就是从牛街这里起运的，这种特殊的
要冲地位，造就了牛街上千年的繁荣。

一座小镇或者一座城市的兴起，往往
是因为道路的开通，而它们的没落，同样
也是从道路的背叛开始的。这样的例子
在云南实在是太多了，由于群山连绵沟壑
纵横，人们总是在不停地找寻着从甲地通
往乙地最便捷的路线，一座小镇受到道
路的恩宠和冷落，都仅只是一念之间。
随着一条条新道路的开辟，牛街丧失了
其交通要冲的位置，这座有着千年历史
的古镇，仿佛一夜之间被时间尘封起来，
停止了生长。

然而也正是这种被道路的遗忘，才让
牛街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保持着十八世
纪的容颜和十九世纪的生活方式。现在
的牛街，还有数以百计的明清时代的建
筑，静静地伫立在白水江边，它们离钢筋
水泥的街道，只有短短的一段距离，就像
是一段神奇的时空隧道一样，只需两分
钟，你就可以回到两百年甚至五百年前的
环境中去。在那里的数以百计的老房子
中，有两幢明显带有西化的特征，它顽强
地存在，似乎是想提醒这里曾有过的繁华
与兴旺。事实上当年的牛街，就有人将女
儿送至英国留学，在这重男轻女的中国古
代，实在是一件开风气之先的事，因此在
牛街偶尔见到一幢老建筑夹杂了西方的

建筑风格，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云南的一些古镇不一样，牛街的老

是自然形成的，没有人为的摆谱的痕迹，
是那种原汁原味的老，是那种实实在在的
旧，而不是像许多小镇为了旅游，有意识
地把新的修成旧的，或者用什么“修旧如
旧”的手段，苦心孤诣地想挽留住一段过
去的时光。牛街的古，还体现在那些老屋
里的居民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上，狭窄的小
街上，有许多商铺，那里出售的东西，大多
是农耕文明时期就发明的产品，甚至还有
一家铁匠铺，两个打铁的人，采用的是一
千年以前的技术，打的是建筑用的抓钉、
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菜刀，以及马帮时代
才会需要的钉马掌的钉子。

时间的纵深，让牛街这座小镇变得扑
朔迷离，难以捉摸。曲折而狭窄的老街
上，很难见到那些所谓风华正茂的年轻
人，年轻人都到外面闯荡世界去了，只留
下了老人和孩子。然而在这种冷寂之中，
却能看见一幢又一幢的四层的木屋，那样
的建筑，因为有外挑的阳台，会让外地人
大吃一惊。很显然，它不是简单的民居，
而是有着特定功效的商业建筑，这样的建
筑，放在明清时期昆明的任何一条街，都
可以说是醒目的，尽管它看上去非常苍
老，但却忍不住要让人想，在牛街繁荣的
年代，会是什么人站在外挑的阳台上，眺
望着满镇的繁华。

时光已经将曾经的繁华收敛在牛街
平静的外表下，来到这里的人，没有谁能
看清楚这座小镇，究竟隐藏着一些怎样的
秘密。在老街的某一段，墙壁或木桩上，
不时会出现“大水”的字样，认真一打听，
才得知这个词汇的背后，竟是一桩泥石流
把一家四口全部吞噬的惨剧。而在一户
人家的房间里，有一口神奇的水缸，无论
怎样舀，水缸里的水都不会枯竭，原来那
不是一口简单的水缸，而是一个像水缸的
水井，它的底部，与牛街的土地及河流是
相通的，水因此清冽而甘甜。

行走在牛街，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眼
睛忙不过来，在那些保存下来的老建筑
上，有无数精巧的石雕和木刻，它让牛街
无论从整体还是局部上来看，都是细腻
的，当然也只有如此细腻的一座小镇，才
可能培养出陈守仁那样的微雕大师。很
显然，这里保存下来的老建筑，不是用现
代冰冷的机械修筑而成，而是由一些极富
天赋的建筑艺人，用双手呵护起来的，住
在这样的房屋中，你永远也不会感到寒
冷，每一块木头、每一块瓦片，都还保留着
艺人的体温。许多老房子，尽管结构复
杂，但全是由斗榫相连，通体找不到一颗
钉子，这会让你想到如果发生十级地震，
即使地球上所有的房子都倒掉了，也许这
样的建筑还会屹立。

气势磅礴的滇东北高原，有多少耸立的高山，就有多少深陷的峡谷。在这里，群山雄峙而孕育着的那种大的跌落与粉碎，仿佛交响乐高音与低音密集而又急
促的交替，与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一样，充满着无尽的空间与时间，带给你的绝对是一种在刀锋上行走的快意恩仇。这里保存下来的老建筑，不是用现代冰冷的
机械修筑而成，而是由一些极富天赋的建筑艺人，用双手呵护起来的，住在这样的房屋中，你永远也不会感到寒冷，每一块木头，每一块瓦片，都还保留着艺人的
体温。这里是彝良，这里是彝良的小草坝和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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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历史是一扇门，那么博物馆就
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位于昭通中心城
市北部新区昭通大道中段的昭通市博物
馆，是昭通重要文化地标和国家 3A 级景
区，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建成并对外免费
开放，馆区占地面积 3722 平方米，建筑面
积13400平方米，展区面积6500平方米，其
外观由一艘气势恢宏、乘风破浪的大船和
一方古朴雅致的汉印组合而成，此乃承载
历史、开拓进取之意。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在省文旅厅的关心支持下，该馆以保
护、传承优秀历史文化为己任，在文物收
藏、科学研究、陈列展览、社会教育与文化
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成为传承昭
通历史、弘扬昭通文化、展示昭通形象的

重要阵地，成为昭通对外宣传
的“文化名片”。建馆以来，该
馆先后荣获云南省科普教育基
地、云南省社会科学普及示范
基地、云南省文明单位、云南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云南省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云南省
可移动文物普查优秀集体等荣
誉称号。

丰富陈列展览 打造文化名片

透过展柜，注视斑驳、古朴
的文物；迎着灯光，凝望影影绰
绰的壁画。走进昭通市博物馆
展厅，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在
历史的长卷中行走，亦可在历

史的岁月中停留，五乳五鸟青铜镜、蜀郡
铁锸、葡萄盖铜香炉、青铜羽人驮宝瓶朱
雀等藏品异彩纷呈，特别是新修复的昭通
水塘坝剑齿象骨架，更是折射出昭通悠久
的历史和文明的曙光。

近年来，昭通市博物馆深入贯彻落实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
理”的文物保护方针，积极争取500余万元
征集昭通水塘坝历年出土的各类化石标
本151件，书画作品18幅，配合完成两具昭
通水塘坝剑齿象骨架修复，新增地震预防
性保护展柜6个，为281件馆藏珍贵文物定
制无酸囊匣，启动馆藏金属文物修复工
作，有效改善馆内藏品保管、展示环境；经
云南省文物鉴定站鉴定，馆藏珍贵文物由
原来的199件增至279件。

同时，昭通市博物馆在原有的《远古
足音·悠久历史》《革命老区·红色记忆》

《民国昭通·喋血抗战》《团结家园·民族
风姿》《文光艺彩·人才辈出》5 个固定展
厅的基础上，新增《碧血千秋——滇军
60 军出滇抗战纪念特展》《走向世界的
国际摄影大师——吴家林影像馆》展厅
2 个，联合省内外众多博物馆共同策划

《中国民间配饰展》《中国的声音——聂
耳与国歌》《红星照我去战斗》《碧血丹心
——抗战与华侨》《一代督师袁崇焕生平
事迹展》等各种临时展览 23个，给观众以
丰富多彩的文化呈现。

创新宣教手段 满足大众需求

昭通市博物馆目前馆藏文物500余件
（套），其中一级文物 11件（套），二级文物
10件（套），三级文物259件（套），一般文物
300 余件（套），另有藏品 2000 余件（套）。
如何让这些丰富的历史遗存在博物馆里
生动还原并完美呈现？近年来，昭通市博
物馆以推进智慧景区建设为契机，借鉴国
内博物馆先进的陈列布展经验，在传统的
文物陈列及图片展示上辅以科技手段制
作了场景复原、视频投影、动漫等现代展
陈手段，不断丰富其存在形态，拓展其展
示形式，让文物的存在形态更加立体、鲜
活、动人，给观众呈现展示昭通独特的历
史文化魅力。

此外，依托新媒体传播速度快、覆盖
面广的优势，打造 360°全景 VR 线上公众
号、“云上展厅”，通过开展线上直播“昭通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缘聚中秋·共颂华
夏”等活动，不仅增添了实用性、互动性和
趣味性，扩大了其影响力，满足市民足不
出户也能逛博物馆的需求，还可以利用多
平台，吸引更多网友的注意力，使宣传工
作更有张力，宣传内容更易入脑入心，引
发共鸣。

“云上展厅”不仅保证各个展馆还原
度和体验感，还提供翔实的讲解，让文物

“活”起来，让博物馆“动”起来，让历史文
化更鲜活，更加真实有趣，走到公众面前，
走进公众视野和心中，在打破空间界限的
同时，方便观众实现自由浏览和访问，满
足社会大众多层次文化需求。

定期开放服务 收获社会赞誉

主题展览让人眼前一亮，文化活动令
人目不暇接……昭通市博物馆之行，日益
成为让人充满惊喜和收获的心灵之行，成
为昭通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近年来，昭通市博物馆投资 100 余万
元对博物馆外围环境进行绿化美化，配备
游客服务中心和学雷锋志愿者服务站，改
造母婴室、智慧停车场、智慧厕所，新建游
客退换货中心等一批基础设施，不断改善
服务环境。同时，引导文博工作者积极开
展学术研究，先后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
科研论文、研究性文章 60余篇，编辑出版

《昭通文物考古论文集》《昭通馆藏文物精
品图录》《昭通市文化遗产项目研究课题
研究成果论文集》等图书。结合岗位职责
和工作需要，通过服务技能大练兵、大比

拼等方式，打造了一支业务精湛、素质过
硬的服务队伍。在此基础上，结合馆藏历
史文化资源，广泛开展各类社会教育活
动，反响良好，圈粉众多。

“昭通市博物馆组织的社教活动很有
意义，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学习，不仅增长
了见识，还让孩子感受到了快乐。”“孩子
们非常喜欢博物馆，几乎每场活动都会参
加，希望博物馆可以多举办类似活动！”

“与孩子一起学习博物馆所收藏的人类
历史和文明宝藏，是每一次博物馆之行
的真正意义，这种活动形式非常棒！”昭
通市博物馆的社教活动体验满足了家
长、孩子们的需求，家长们在留言中，表达
了他们对博物馆工作人员精心策划每场
活动的感激。

博物馆“活”起来，要变成“红色课
堂”。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场所，昭通市博
物馆借助众多的馆藏珍贵革命文物，引导
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走进博物馆开展

“四史”宣传教育活动，厚植广大党员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汇聚起砥砺
奋进的磅礴力量。

博物馆“活”起来，要与百姓生活亲密
接触。近年来，昭通市博物馆利用国际博
物馆日、中国旅游日、中国文化遗产日等
重要节日，广泛开展“文博六进”（进机关、
进社区、进部队、进学校、进企业、进 乡
村）系列社教惠民活动，覆盖全市 11个县
（市、区）。建馆以来，年接待预约团队
300 个以上，接待观众量逾 10 万人次，其
中青少年观众超过 4万人次，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

匠 心 守 护 倾 力 传 承
——昭通市博物馆创新发展综述

通讯员 黄 桦 文/图

古朴雅致的昭通市博物馆

人间仙境小草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