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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TONG RIBAO

辕门口位于昭通古城的中心，以辕
门口为核心，其东南西北四面分别有四
道城门，东边是抚镇门，西边是济川门，
南边是敉（音：mǐ）宁门，北边是趣马门。

旧志记载了云贵总督鄂尔泰的《昭
通四门记》：“乌蒙之更为昭通也，尚其顾
名思义，嘉与咸兴哉。今郡城重建，按四
境所达。”也就是说，乌蒙改名为昭通后，
重新修建城池，按四境所达，分别修建了
东南西北四道城门。

东边到镇雄，故起名“抚镇门”，来
源于《左传》，“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
之，欲训众者能无镇抚之好乎？”意为君
王以诚信来安抚百姓，难道还不会得到
百姓的拥戴吗？

西边到东川，西北边则到四川，所
以西边的城门起名为“济川门”，其名来
源于《说命》，“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
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
雨。”这是商朝明君武丁与贤相傅说的
对话，也是武丁向傅说提出辅佐自己，
治理国家的要求：一是要傅说像砺，帮
助自己敬身修德；二是要傅说像渡船的
舟楫一样，扶助自己管理国家；三是要
傅说像大旱中的霖雨一样，解除全天下
老百姓的痛苦，使人民过上安定幸福的
生活。

南边到威宁，所以起名为“敉宁门”
（敉宁门原址大致位于陕西庙附近），来
源于《大诰》，“敉宁武图功，今武功既
定，敉定而安宁之，可也。”意思是安定和平
的功业已建成，现在战事平定，百姓能过上
安定和平的生活。

北边到马湖，所以起名为“趣马门”。来
源于《荀子》，“盖善御马者不尽其力也，知御
马之道，即知御民矣。”意思是善于管理马的
人不让马用完全部力气，知道养马的方法，

也知道治理人民的道理。
昭通古城四道城门不但告诉大家东南

西北往哪里去，而且蕴含着关爱百姓的治
国 思 想 ：战 事 平 定 ，安 定 和 平 的 功 业 已 建
成，明君贤臣要像大旱中的霖雨一样，解除
全国老百姓的痛苦，使人民过上安定幸福
的生活，治理者要以诚信来安抚百姓，以得
到百姓的爱戴。

从昭通古城的北正街顺着公园路直走，就可
以看到昭通人最为熟悉的公园——清官亭公园，
昭通人多以清官亭代称。对于已过中年的昭通人
来说，清官亭就是孩童时期最为期待的乐园，这里
不仅仅是一个公园，还是游乐园、动物园、小吃
街。在生活物质匮乏、网络还不算发达的时候，在
清官亭里看一些不算新奇的动物就是认识大自然
的最佳途径，哈哈镜则是颠覆传统认知感受光怪
陆离折射现象的直接路径，看够、玩累了吃上一片
酸酸甜甜的酸萝卜，喝上一碗木瓜凉粉，那么一天
算是完美结束了。

2010 年，清官亭公园重新修缮，修缮后的清
官亭公园没有了游乐设施和动物园。回归公园本
身的清官亭，成为昭通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有唱
歌的、跳舞的，还有看书的、打牌的，总有人在这里
找到自己的乐趣。

不同时期给予昭通人不同体验的清官亭公
园，其实它原本的名字并不叫“清官亭”，而是“三
多塘”，它的功能不仅是观光休闲，还是解决民众
用水需求的民生工程。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陕西三原人王禹甸
到昭通任恩安（今昭阳区）知县。为解决昭通城区
缺水问题，王禹甸提出合理调节使用大龙洞水源，
引龙洞水入城，于是便带头捐资并倡导绅商集资，
在昭通古城西北边修建一个容积百万立方米的大
水池和相应的引水、供水渠系，并在水池中砌石架
为歌台。主体工程竣工后，王禹甸将它起名为“三

多塘”。“三多”出自《玉海》：“看多、做多、商量多
也。”起名“三多”是王禹甸自励、自勉，也有劝谕世
人之意。可惜工程未完工王禹甸就离任了，后续
扫尾工程由续任知县欧阳道瀛继续完成，欧阳道
瀛在三多塘内增建亭阁，环绕四周增建了相应的
园林布局，成为当时供昭通城老百姓休闲游览的
胜地。3年后（1811年）昭通大旱，因有“三多塘”
的蓄水，百姓避免了无水可用之苦，民众为铭记离
任知县王禹甸建三多塘水池的功德，将“三多塘”
及其池中楼阁改称“清官亭”。

清官亭建成后，惠民的同时也成为昭通民众
心中最美的风景。1932年，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
的龙云主张“以风物寓教化”，委任驻昭旅长安恩
溥在组织官兵和士绅捐资保护修葺清官亭建筑的
同时，将其开辟为公园。进入 21世纪，“清官亭”
建筑被列为云南省省级文物进行保护，同时，昭通
市人民政府规划扩建公园的园林布局。

今天，清官亭已成为倡导廉洁、寓教于民的
重要场所，更是人们到昭通旅游首选的人文胜
地。站在清官亭公园的大门处，可以看到昭通
清代举人饶起孝题写的楹联：“者点水无多，一
官已留清白去；此间尘不染，何人更踏软红来。”
进入公园，一眼就能看见重檐外回廊水榭建筑
风格的清官亭静静伫立在公园的碧潭清水中，
诉说着在过去的岁月里它对昭通古城饮水溉田
作出的贡献，彰显着历任昭通地方官员为民谋
福祉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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