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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十
年树木，百年树人。一座城市

的发展，人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扎实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就
是这个道理。

昭通古城的建设者，在建城之
初，就对教育进行了通盘的考虑。
据《昭 通 志 稿》记 述 ，雍 正 八 年
（1730年），昭通总兵徐成贞在城南
八仙营建设昭阳书院。乾隆四十
九年（1784年），昭通知府孙思庭将
昭阳书院搬迁至文渊街黉宫左面，
起名凤池书院。后多次重修，建藏
书楼，至民国年间并入省立第二中
学，后为昭通地区第三中学（又更
名为昭通市实验中学）。另设义
学、劝学所。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设学
堂，改凤池书院为“体用学堂”。光
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为高等小
学堂。民国初年，改为师范学堂。
之后，在原来的考棚设立师范传习
所，兼设两所小学，由留学日本的
师范生萧瑞麟、胡祥樾创办，姜思
孝、张本钧续办，杨履乾补充国文
教习。宣统二年（1910 年）改为中
文学校，宣统三年（1911 年）停办。
以上学校办学经费皆由公家列支。

昭通古城的南部，可以说是昭
通古城的文化中心。这里的街道，
原来叫文明街，现在叫启文街。崇
文重道，斯文在兹。文庙选址在金
汤街，也就是现在的文渊街。在文
庙旁，修建了凤池书院。乾隆二十
四年（1759年），在城南修建了多座
庙宇和会馆，如江西庙、黑神庙、财
神庙、江南会馆、禹王宫等。民国二
十六年（1937年），商人陈吉贞把江
南会馆、财神庙一并拆除，建为学
校，也就是后来的昭通地区师范附
属小学（即昭阳区第六小学）。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学校的设
立、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科举考
试所需的考棚，都对昭通的文化教
育作出了重要贡献。据不完全统
计，乾隆十七年（1752 年），夏文广
成为昭通第一个举人；乾隆五十七
年（1792 年），魏定一夺得金魁；后
来，仅恩安县就出了辛联玮、李钟
泰、赵开元、李嘉瑞、谢文翘、谢崇
基等进士。至于举
人、贡生以下，
更 是 不 胜 枚
举。再往后，姜
亮夫、张希鲁、
谢饮涧、萧瑞麟
等 学 者 从 这 里
走出去，一代接
着一代，人文蔚
起，使昭通成为

“儒学南渐，士

人良多”的文化沃土。
在学校的建设历史上，除了政

府公办，商人在学校建设中也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除了陈吉贞出资
建小学外，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昭通
女子中学的建设。在箭道的中营
和草市，社会动荡之时，为军队使
用，直至民国年间，为了教育，才临
时借李氏家祠作为昭通女子中学
的教室。后来，因满足不了办学需
求，昭通籍商人李燮阳、迟兴周出
资，购买中营署作为省立昭通女子
初级学校的校址，龙志桢女士筹资
旧滇币20万元作为学校建设经费。

民国年间，昭通古城内兴办的
学校有近10所，公立的还有位于武
庙街的第一高初级小学校、学院街
（今启文街）的第二高初级小学校、
后围墙（今德育街）的女子高初级
小学校、杨公祠的高初级小学校、
鲁班庙的初级小学校。私立学校
有位于江西会馆的初级小学校、东
门外的宣道中学校。至于城外兴
办的初级小学校则有 50 余所。因
重视教育，昭通的社会文明程度得
到了极大提升。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城市建设
的需要，原来的学校逐渐迁出了古
城。比如，原凤池书院、原昭通地
区师范学校、昭通市实验中学、昭
通地区师范附属小学、昭通地区第
二中学、昭阳区第一小学、昭阳区
第五小学陆续搬出古城，新的学校
建设得更加漂亮、宽敞，培育出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等一大批
杰出的学子。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尊师重
教，代代传承。昭通古城作为一座
有文化的古城，给昭通的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从
文渊街走过，从箭道广场走过，昭
通曾经影响着千家万户的学校并
没有淡出人们的记忆，我们仍然感
受得到教育阳光的普照，古城的温
度一如既往，让人感到温暖。

在《昭通城里的老学校》中，
已经提到了文庙，这里还专门挑
出来说一说，是因为文庙对古城
的影响巨大。与其说是昭通书
院影响了这座城，不如说是文庙
影响了这座城。

在《恩安县志》“祀典”这一
章节，关于文庙大成殿，用了 6
页来介绍，足以见文庙的地位和
志书修纂者对文庙大成殿的重
视。摆在大成殿里的人物，除了
至圣先师孔子，还有与孔子一起
游历四方的弟子。与孔子在一
起的“四配”，东边是复圣颜子、
述圣子思子，西边是宗圣曾子、
亚圣孟子。接下来是“十二哲”，
东边 6 位、西边 6 位。东庑有 39
位先贤、23 位先儒，西庑有 37 位
先贤、23 位先儒，各依位次排
列。在陈设上，均制帛，白色。

文庙的具体位置，在府治南
门内，坐北向南。雍正九年（1731
年），昭通知府徐德裕建。设大
成殿一所，五间，乾隆元年（1736
年）御书“与天地参”匾。东庑三
间，祀先贤、先儒。戟门三间。
西庑三间，祀先贤、先儒。棂星
门三间。大成门三间。德配天
地门，道贯古今门。便门二道。
照壁一堵。泮池一座。名宦祠
三间，在泮池左。乡贤祠三间，
在泮池右。文昌宫三间。崇圣
祠三间，在大殿后。厢房五间。
文 明 坊 一 座 。 尊 王 重 道 坊 一
座 。 新 桂 香 楼 三 间 。 魁 阁 一
座。明伦堂三间。学署正房三
间。大门三道。

文庙的修建和修缮，还有
后来知府的参与。在徐德裕建
设 的 基 础 上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1781 年），侯荣春修浚泮池，嘉
庆五年（1800 年），知府俞廷抡
重修。道光四年（1824年），重建
棂星门。文明坊在乾隆二十二
年（1757 年）因火灾又重建。尊
王 重 道 坊 则 是 乾 隆 二 十 八 年
（1763 年）由知县胡泉建。新桂
坊就是文昌宫。

以上是志书对昭通文庙相
关情况的一个摘录。我所见到
的文庙与书本上的描述相差甚
远。与建水文庙、昆明文庙相
比，无论从规模、建设时间，昭
通文庙都小得多、晚得多，在保
存方面，昭通文庙也差很多。
目前，能见到的属于文庙的建
筑，只有棂星门、泮池、大成殿，
魁星阁、东庑、西抚、大成门、名
宦祠、乡贤祠、崇圣祠等，已经
见不到了，是何时被毁，也没有
明确的记载。留下的棂星门，
以前是昭通地区第三中学的大
门，门的两面是围墙，单檐悬山
顶的格局还在，昭通市实验中
学（原昭通地区第三中学）搬走
后，做过一次维修，让人看得出
这 里 曾 经 是 文 庙 。 泮 池 也 还
在，规模不小，从青石板镶砌的

状元桥可以走向大成殿。在昭
通市实验中学办学的时候，泮
池后面是一幢教学楼，现已拆
除。最后面的大成殿，从外观
上看，还是保留原貌。但檐下
已经不是原来的结构，曾经被
改造成储存粮食的仓库，因此，
外面又用砖砌成了墙壁，内部
的至圣先师孔子等塑像自然是
早就破坏了的。至于棂星门后
面的汉碑、晋墓，本来就不属于
文庙的一部分，我会在后面的
内容里再作介绍。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曾
到昭通地区第三中学的校园里
走过，根据办学的需要，抑或原
来凤池书院用了红砖建设，对校
舍进行修缮，总体上还是很有气
势和韵味的。学校迁走后，因为
城市建设的需要，其他建筑也相
继被拆除，文庙的整体环境被破
坏了。

有一段时间，曾引进凤池文
汇项目，希望将文庙恢复起来，
但收效甚微，除了在文庙右侧修
建了两幢新建筑，计划中的文庙
修复并没有完成。

2023年以来，在古城恢复的
大背景下，昭通文庙的修复正式
提上议事日程。对大成殿的抢
救 性 修 缮 目 前 正 在 紧 张 进 行
中。在文庙的左侧，重点选择恢
复魁星阁。在旧照片上，魁星阁
比较高，翘角飞檐，呈六边形，如
果能够恢复，自然会为文庙增色
不少。

文 庙 能 够 恢 复 成 什 么 样
子？毕竟政府的财力有限，社会
参与古城保护的力量有限，不好
估量。只要能把现有的大成殿、
泮池、棂星门加以修缮，再还给
市民一个崭新的魁星阁，重新唤
起大众对古城保护的认识，提高
昭通古城的厚重度，也是一件值
得称赞的事情。

说了文庙，再来说一下武
庙。武庙其实就是民间说的关
帝庙，庙里主要供奉关羽的塑
像。从昭通旧志地图里，可以看
到武庙的位置，武庙位于趣马门
右侧。从武庙往南，由于武庙的
存在，从武庙至南辕这条街便起
名为武庙街。武庙的保存状况
更差，它的旧址在今昭阳区第一
小学内，很多人知道武庙在这
里，但除了文物管理部门外，很
少有人到这里来。今年 73 岁的
余国祥说，他读小学的时候还看
得见关云长的塑像，关公的两侧
是关平和扛着大刀的周仓。什
么时候武庙被拆除，他已记不清
楚了。从北面的校门走进昭阳
区第一小学，现场已经看不到200
多年前的武庙，只有一株400年前
的古槐树、两株350年前的古柏、
两株 200年前的侧柏树见证过武
庙的生存与消亡。

昭通旧志对武庙的介绍也

很简略，称在府城北门内，雍正
十三年（1735年）总兵徐成贞建，
光绪六年（1880 年）总兵麟志筹
款重修。自光绪三十年（1904
年）武营裁撤，庙内房产归同善
局经管。旧志绘有一张关帝庙
图，前门为武圣宫，双檐歇山
顶，进去为大厅，再往后是关帝
殿，应为供奉关帝塑像的主殿，
最后面是三祠。

昭通一地，是有习武传统
的，如耿二金刚、马汤元、龙云、
彭勤、康戈武等，还有被传承下
来的彭家拳（昭通清拳）。当然，
也出过武进士和武举人。这些，
或是受武庙的影响。

虽说是南文北武，但在武庙
旁边，却建有文昌宫，文昌宫内，
有一处古迹八角亭，为道光初年
举人饶绶建，上祀奎星，顶为八
角，屋脊以八龙为饰，高 43.3米，
气象雄伟，1952 年被拆毁，1988
年由昭通地区老年体育协会在
原址重建，现保存基本完好，
是 古 城 内 最 为 雄 伟 的 一 处 古
迹，站在八角亭顶，可尽览古
城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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