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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昭通古
城保护”引发关注，这个
曾经美轮美奂的庙宇殿
堂和宜居的民居延续到
21 世纪的今天，对其进
行保护已刻不容缓。为
了保护这些古建筑，昭
通市、区两级启动昭通
古城保护工作。目前，保
护工作正有序展开，一座
承载厚重历史的古城即
将再现。

这座城市究竟有什
么样的历史？那么多的
古 建 筑 群 落 又 是 什 么
样？让我们走进昭通古
城，走入一段隐入烟云
的历史。

昭通，古称“朱提”，
素有“咽喉西蜀，锁钥南
滇”之称，亦是云南三大
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这座位于云南东北
部的城市，在漫长的历
史进程中，不断融入各
个时期的历史文化，多
民族聚居，多元文化融
合，造就了深厚的历史
人文底蕴，为城市形成
奠定了人文基础。

昭通城市的形成，
可以追溯至西汉建元六
年（公元前 135年），汉武
帝改变汉初“关蜀故徼”
的封闭政策，经略西南
夷，推广郡县制，在今滇
东北（主要属今昭通市
区）设朱提县和堂狼县，
是在云南境内设县最早
的地方。至此，昭通首
次被纳入中央政权的管
理之下。

自西汉建元六年至
唐 武 德 八 年（公 元 625
年），昭通以“朱提”冠
名，或为县、犍为南部、
犍为属国都尉、郡治治
所，前后达 760年。

明代置乌蒙府，并
建土城于天梯（今旧圃
镇土城村）。据史书记
载，1730 年，清廷完成滇
东北区域的改土归流。

雍正九年，经云南
总督鄂尔泰上书奏请，
雍正将乌蒙府更名为昭
通府。

雍正十年，由知府徐德裕主持，新建新城于二木
那，布局呈龟形，城中设有四城门，总督鄂尔泰亲撰

《昭通四门记》，将四座城门分别命名为济川、趣马、
抚镇、敉宁，按照“四境所达”之意进行取名，即西至
东川、西北至四川，故名“济川”；北至马湖，故名“趣
马”；东至镇雄，故名“抚镇”；南至威宁，故名“敉宁”。

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昭通城市舆图上，我们
可以看出昭通古城布局，即由济川、趣马、抚镇、敉宁
四门及城墙围合形成椭圆形“龟城”形态，以崇安街、
云兴街、中和街（今北正街的一段）、启文街四条主要
街道联通四座城门，构成不规则十字形街道样貌。城
中衙署、庙宇、牌坊、书院、亭台布置鳞次栉比，井然有
序。

昭通地处中原通往西南的独特地理位置，并且盛
产银铜，从清代开始，商业经济发展迅猛。清乾隆年
间，各地往来商人不断进入昭通，从事矿产开采和进
行商贸活动，昭通城内一度商贾云集。两粤会馆、陕
西会馆、福建会馆等十多个规模较为宏大的会馆昭示
着各省商人到昭通经商的历史。

据记载，昭通古城商业空间主要有两种，一为城
中街市，如陡街、云兴街、怀远街、铁匠街、毛货街等商
业街道，一为四门外市集，如米市在西城外，杂粮市分
布在东、南、北城外。

目前，昭通古城保护工作正按照先规划后实
施、先地下后地上、先保护后利用的原则稳步推
进，昭通古城厚重的历史文化也将在保护工作中
得以挖掘、保护、传承。

镇雄作家是“昭通作家群”的一支劲旅。
近几年，频频有重磅的作品在全国重要文学刊
物发表或获奖，在云南文坛乃至中国文坛引起
一定的反响。特别是年轻一辈的作家开始崭露
头角，让人看到了镇雄文学持续发展的希望。

10月21日，由镇雄县作家协会承办的“书
香镇雄 诗意古邦”文学创作分享暨新书签售
活动在镇雄雄腾图书馆4楼演播大厅举行，本
县作家及文学爱好者 100 余人参加了活动。
会上，部分本土作家分享了他们的读书心得、
创作经验；阿传（陈传雄）的小说集《我们终归
下落不明》、朱江的诗集《落花引》、刘德稳的诗
集《大地上》在现场签售，受到现场观众的广泛
关注和热烈欢迎。

此次参加签售的 3位作家，有一些共性：
他们都是教育系统的骨干教师，都有着丰富的
教学经验，虽然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工作，但在
教书育人之余，仍笔耕不辍，他们的作品既见
证了他们的才情，又见证了他们执着坚守的力
量。共性之外，他们又各有特质，成就各自的
亮点。阿传（陈传雄）主写小说，虽业余而为却
是专业水准。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小
说家胡性能偶然读到其中篇小说《我们终归下
落不明》时，曾撰文称该小说出色地还原了生
活，并云：“作为一篇成长小说，作者将成长中
的莽撞、叛逆写得有血有肉，引人入胜……他
的写作，也让我们有了某种期待。”

同为镇雄本土作家的蔡挺在对阿雄（陈传
雄）中篇小说《爱情贝贝》的推荐语中，也曾毫
不隐讳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和态度：“《爱情贝
贝》是我市青年作家阿传颇具影响力的一部中
篇小说，在2011年度‘第五届榕树下网络原创
文学大展’中脱颖而出，名列榜首，足见其质
量、其功力俱属上乘，并拥有令万千读者陶醉
的力量。《爱情贝贝》之‘爱情’，虽不谓不诚，但
其充满变异和痛苦，而又具有与现实的契合
度，让人不禁怀疑当田园牧歌式的时代飘远，
爱情也有‘现代’和‘后现代’的意味。”

镇雄诗人常桃柱说：“老实坦白，我一般不
在网络上看中长篇的小说。理由非常简单
——我不想在去见阎王之前就变成瞎子，我害
怕瞎了眼找不到去天堂的路，但那天我一口气
读完了《爱情贝贝》。更主要的原因是，《爱情
贝贝》好看——那生动、活泼、流畅、自如的文
字紧紧地吸引了我的眼球，使它们忘记了休息
……”“阿传的文笔让我欢喜，他给我带来了两
次阅读的快感，一次是在他的博客里，一次是
在今夜。阿传的写贝贝让我伤心，让我有些无
所适从，爱恨难舍，更甚的是：绝望。”

看好阿传小说的，还有云南省作家协会
会员、昭通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宗义。
他在撰文中说：“阿传在《我们终归下落不明》
里的叙事方式自然天成，节奏把握恰到好
处，让普通的成长故事在叙述之中朵朵盛
开。同时，在叙事节奏上，张弛有度，运用自
如，不局限于文本之中，有一种叙事能力强劲
的潇洒。”

有感于阿传的勤奋，以及对小说技艺的
孜孜探索，尹宗义在文中说：“他（阿传）已经在
文坛崭露头角，假以时日，我们会看到更成熟
的阿传。”阿传正渐次成熟，他需要机遇，更需
要发现。

在镇雄，出生在 20世纪 70年代的朱江是
“老诗人”了。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朱江对
镇雄的熟悉程度可想而知。因为对故土的热
爱，他的诗歌中出现大量的镇雄事物。在《槐
树》一诗中，诗人通过回忆一棵生长在槐树街

（槐树街以槐树命名）的老槐树被砍掉的过程，
从而隐隐写出了槐树的命运之悲，其实诗人是
在述说人本身的命运之悲。诗人不仅写大量
镇雄事物，诗集中还有不少镇雄词汇，《花壳》
一诗写的是玉米从出生到成熟再到衰老的完
整过程，而“花壳”一词本身就是镇雄方言，
只有镇雄人才能理解它的精髓。像这样的
诗还有《马耳朵草》《古芒部》《火石坳》《倒钩
刺》等。他的“镇雄叙事”能准确把握那些独
属于镇雄的精神和感觉。

或者说，朱江写的镇雄是一个独特的
镇雄。

而《外省》一诗则是镇雄之内和镇雄之外的
一个综合，诗人睿智地发现，故乡和他乡已没有
区别，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世界变得一体
化，细节消失，生活在云南和生活在北京已没有
本质上的区别。诗人想说的还不止于此，诗人
还说那些远离家乡的人在外省谋生，而人们根
本无法区分什么是故乡，什么是外省。在此诗
的最后，诗人想到他自己，他再次强调他作为镇
雄人的身份，诗人对自己的属性是非常明确的，
但他仍然有搬家的渴望。

诗集中还有一些咏物诗和怀人诗，这类诗
歌大多都属于“哲理”类诗歌，有很强的思想
性，《文字》《卡尔·马克思》《玄奘》《梨花》等就
属于此类诗歌。他没有纯粹说理，而是通过讲
述的方式、意象呈现的方式让我们去体悟到这
种“理”。

一个老诗人，用“回忆写作”的方式写诗，
写他的镇雄，他笔下的镇雄，又成为别人的“远
方”。 这就是朱江的诗。

刘德稳写的诗，可谓之后现代口语诗。这
种诗存在的价值之一就是为那些阳光照不到
的地方的微小生命显影歌唱。读刘德稳的诗
还会发现他坚守的价值。在《神秘的交接》中，
他写一个收建筑工地上铜丝线的人见到“我”
扔垃圾时候的迫切；在《一九八六年，巴田乡卫
生院大火》中，他写那些辽阔国土上转瞬即逝
的悲剧；在《平民英雄》中，他写经营小餐馆的中
年妇女的艰辛和不易；在《火灾现场》中，他写从
大厦里抬出的烧焦的人；在《天坑记》中，他在
写那些隐没在云南群山中小如蝼蚁的人；在

《一个精神病患者坐在槐树下自言自语》中，他
写那些因生病而活如蛐蛐的人；在《称谓》中，
他写云南农村人的群像。他把自己的诗歌美
学投向这些转瞬即逝而显得卑微的生命中。

不妨读一读本土重量级诗人尹马和王单
单对刘德稳诗集的推荐语，就知道刘德稳诗歌
的价值了——

尹马：刘德稳的诗歌有刀刃向内的勇气，
在看似云淡风轻的表达中，透露出一种充满爆
破力的切入感。意象隐忍的背后，是诗意的集
中渲染和突围。无疑，这样的写作在无视抒情
主导的自我释放中，成全了他的稀缺性地位。

王单单：认识刘德稳，并关注他的写作，
已有十五个年头。这十五年里，可谓造化弄
人，异乡人刘德稳一直坚守在我的故乡写作，
而我却总是“生活在别处”，在他人的故乡写
作。或许，我和德稳都需要在诗歌中指认他
乡为故乡，以便能更好地安放我们的身体和
灵魂。近些年，刘德稳的诗歌早已褪去早期
的稚嫩与青春气息，显然已是一位技法娴熟
的诗人了。他的诗歌语言质朴生动，惯于在
平常事物中寻找细节，且能准确地通过它创
造出动人心魄的诗意风暴与漩涡。正如刘德
稳在《为诗之道》中所说的，“血液里取下的样
本/骨骼中榨出的钙质”。

昭
通
古
城
的
历
史
，
你
知
道
多
少
？

李
玮
刚

丁
长
芬

刘
瑶

阅读改变生活 文学观照人生
蔡 挺/文 王 国/图

（从左到右）朱江《落花引》（诗歌）、阿传《我们终归下落不明》（小说）、刘德稳《大地上》（诗歌）新书。

（签售现场）镇雄小说家阿传在签名。

镇雄本土作家赵高虎（左）、朱英（右）。

文学爱好者与三位作家签名留念。

著名作家、诗人尹马在开幕仪式上发言。

民国二十五年昭通城市舆图《昭通县志稿（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