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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昭通·人文

我们经常走过的步梯，
往往会忽略了它有多少级
台阶；

我们经常擦肩的树梢，
往往会忽略了它已经悄然
发芽。

在昭通的日月星辰山
川河流中奔走，我们竟然也
会忘记昭通的模样。

5 月，我们特推荐一些
书籍，以“书籍里的昭通”为
出发点，让您从另外一个角
度——在书籍里了解昭通。

这是昭通人写的有关
昭通的书，它们包括学术研
究、史料记载，也包括新闻
作品和非虚构的文学作品，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
您看见昭通的过去和未来。

仰望昭通历史文化的
浩瀚星空，不妨从这些书
开始，从不同的“路径”走
进昭通，从不同的“窗口”
观察昭通。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饮。沧海拾遗的背后，是文
化脉络的梳理。带着一本
书，读懂昭通！

《昭通文物考古
论文集》内容涉及昭通历

史发展序列、文物考古、文
化解读等方面，不仅是文博
工作者研究、检索、查考的
工具，也是公众了解昭通地
方历史文化的学习资料。

“ 如 果 没 有《西 楼 文
选》，张希鲁基本消失在学
术史观察的视野之外；如果
没有张希鲁，滇东考古学的
早期历史仍然无法打捞；如
果没有滇东考古学及与之
平行的‘安阳之外’的范例，
我们将永远意识不到中国
考古学的多元景象和复杂
遗产——这一切维系于一
本非正式出版物。”2012年第
三期《读书》刊发徐坚《未被
认可的出版物和考古学》，对
昭通学者张希鲁的考古价值
和意义进行了论述。

包括《未被认可的出版物和考古学》的37篇论文，还可以领略
曹吟葵、张希鲁、邹长铭、陈孝宁等昭通文化大家的学养和文风。

《昭通简史》以时间为经，以历史事实为纬，以平实

精练的语言，记载了昭通的地方历史。
全书共七章，依次将远古至先秦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

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两宋时期、元明时期、清朝时期、民国时
期的昭通依次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通过阅读此书，了解
耳熟能详的“望帝春心托杜鹃”中“望帝”与昭通的关系，了解
两汉时期“朱提银”与“堂狼洗”在中国冶金史上留下的精彩
篇章，了解“扎西会议”怎样“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
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等。通读《昭通简史》，
可以一窥地处西南一隅的昭通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正是
无数个“昭通”组成了整个华夏波澜壮阔的历史，彰显着泱泱
大国厚重的文化底蕴和顽强的生命力。

《昭通地名文化》不仅仅介绍昭通地名，跳出地名框

架，涉及昭通地方史、民族史、地理特征、方言、传说等各方面。
昭通今日所使用的地名，是无数先民与这块土地血脉相

连，融合创造的文化结晶。绥江“野土地”，传说有人用假的
土地菩萨像，换了原来庙里的真金土地菩萨，老百姓不认可，
遂称之为“野土地”。由于马在过去很长时间都是昭通主要
的交通工具，因此诞生了很多带“马”的地名，有“乐马厂”“走
马田”“跑马坪”“骡马口”……昭通地名的探源，不仅可以增
进我们对地理、历史、民情、风俗、礼仪、宗教等的了解，也可
以从地名追溯先人开疆拓土的历史轨迹，缅怀先贤筚路蓝
缕，还可为昭通乡土研究提供珍贵史料。

《西风古道：外国人眼中的近代昭通》属于

昭通地方史研究的范畴，其选择近代昭通史作为研究对象，
同时借助外国人经过昭通的游记为主要文献，展开一个对昭
通近代史研究有异于前人成果的视角。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外国的传教士、商人、科考队、探
险家蜂拥进入中国，其中也包括昭通。基于种种不同目的，
他们用与中国人不同的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记录了在华的
所见所闻，还充分利用了当时已有的科技手段，包括出现不
久的摄影技术等，留下了早期昭通大量的珍贵图片，展现了
清末和民国初年昭通文化、民俗、社会各界人物和地理风景
的独特历史画面，极大地弥补了地方史料记载中的不足。

《昭通龙氏家祠》一书集中描述了龙氏家祠的历

史原貌、建筑艺术及文化内涵。
龙氏家祠是民国时期云南省主席龙云修建的祭祖家祠，

是云南唯一的清末官式建筑群，集祠堂和家宅建筑于一体，
为民国时期西南地区民俗建筑的典型代表。2002年 7月，龙
氏家祠维修保护工作提上日程，至2008年11月竣工，《昭通龙
氏家祠》记录了历时6年的修缮过程。

此书不仅是一个修缮过程的叙述，也是对一个时代风
云人物的追溯。祖籍四川金阳，出生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
区炎山乡松乐村的龙云，主政云南 18年。其间，龙云组织滇
军 42 万人奔赴抗日第一线，筹集军民所需物资巩固战略后
方，建立联结东南亚和川、黔、桂陆空运输网络，并大力发展
农业和工业，云南近现代史上经济、教育、文化事业的高光
时刻因此出现。

《张观玉》是一本用光影记录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

的昭通的摄影集。
昭通地处川、滇、黔三省接合部，自古以来地理位置

优越，属于南丝绸之路的要冲。传教士通过五尺道进入
昭通，开始有照片记录昭通。张观玉是昭通解放后从事
专业摄影第一人，也是《昭通日报》1950 年创刊后的首任
摄影记者。怀揣着“国家发了相机给我，我应该把昭通各
方面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拍摄下来”的责任感，张观玉
通过一组组照片记录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昭通历史，反
映了昭通老百姓的澎湃激情和喜怒哀乐，还有一些重大
事件，折射着中国重大政治的变迁。翻阅这本摄影集，既
是翻阅昭通历史，也是翻阅老一辈摄影人敏锐的眼光、执
着的精神以及精湛的技艺。

《昭通端公戏文化》对昭通端公戏的调查和研究

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并在前辈们的基础上稍微进行了一些深
入、拓展，是一本基础调查和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地方书籍。

昭通端公戏是昭通地区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之一，属傩
戏的一种。昭通端公戏是民间祭祀仪式和信仰、傩舞、傩乐、
傩技、民间文学、民俗等杂糅的文化多元体，展现了民众的思
想、情感、意志和审美情趣，也反映了昭通的历史文化、社会
生产、自然生态、民族关系等。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戏剧从
宗教祭祀仪式向傩戏、再由傩戏向戏剧发生演变链条的“活
化石”，能为学术研究提供弥足珍贵的鲜活材料。通过《昭通
端公戏文化》一书，我们可以了解古老的傩戏，感受昭通厚重
的地域历史文化和端公戏独特的艺术文化魅力。

《重器之基——巧家
县白鹤滩水电站移民纪
实》是一部关于金沙江上最大

的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
移民工作的纪实作品，是一
部集中体现金沙江流域绚
丽多姿文化的生动画卷。

作品以倒叙的方式，
讲述白鹤滩水电站库区
移民工作的艰辛历程，
涉及水电站建设的历
史沿革、移民实物登
记、搬迁协议和生产
安置协议签订，以及
搬迁后移民后续发
展等方方面面，体
现了移民干部和移
民群众服务大国重
器的移民精神 。

作品详细描写
白鹤滩水电站建设
过程中，昭通市、巧
家县各级领导的顶
层设计，基层干群
的艰 苦 付 出 ，老 百
姓的无私情怀，由此
表 达“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执政理念 ，描
绘了大江之侧移民县
城的未来美好图景。

《盐津豆沙关》
是“发现云南”系列丛书之
一，获 2023 年度“云南十大
好书奖”。

五尺道、僰人悬棺、观音阁
等景点，都是盐津独特的历史符
号和文化意蕴所在。这些历史符
号和文化意蕴，经历了无数风云纷
乱之后，本就厚重无比，又被作者置
于自己热爱乡土山川的激情中熔炼
之后，再以理智和辩证的思绪淬炼，于
是盐津的人杰地灵、豆沙关的精神喻
示，就深深地铭刻在了读者心中。

书中的人文和景致，是这世间的真
实存在，而且，我们也和作者一样，是热爱
乡土并乐往山水，乐于在自然美景、人文古
迹中陶冶性情，那么，不妨择个时机，去盐津
亲历作者的发现，去豆沙关发现自己的发现，
或许，这才是人生的快意所在！

《跋涉者的足迹》是一部新闻作品

集，它不仅是记者从事新闻工作以来的一次阶段
性小结，也是昭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的工
作呈现。

该书由“纪事篇”“人物篇”“时评篇”和“随笔篇”
四个部分90余篇文章组成，约33万字，内容涉及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文化旅游等，记者围绕全面实施“六
大战略”、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采写了一大批有深
度、有温度的稿件，这些文字见证了昭通巨变，不少作
品还获得了国家、省级新闻奖。

记者是记录时事的历史学家，而历史学家则是记录
往事的记者。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多年以后，当你
翻阅《跋涉者的足迹》，你依然会看见昭通一个时期蓬勃
向前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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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昭阳。 通讯员 柴峻峰 摄

白鹤滩水电站。 通讯员 闫科任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刘瑶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