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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视界

在昭通古城，充满浓郁文化气息并流传至
今的街名很多，有反映百姓生计的，如铁匠街、
毛货街、杀猪巷、打猎巷等；有注重启发民智
的，如怀远街、文渊街、启文街、崇义街等；有表
达良好祝愿的，如云兴街、泰来街、寿福巷、东
升街等。但，像永胜街这样的街名却不常见。

永胜街顾名思义，意味着永久胜利，因为
有这么好的寓意，所以这个名字被沿用至今。

（一）
永胜街，是一条老街，与建设北街平行，南

北向，总长约 300多米，宽 4米。街道的南段始
于建设北街和东正街交叉口，北与集贤街、大
局街交会。相比建设北街的繁华，永胜街则显
得有些恬淡与宁静。街道两旁，是清一色的砖
房，独门独院。有的门脸经过装修，外观增添
了一些现代元素。有的则维持着老房子的旧
格调，青砖黛瓦，诉说着老城不凡的春秋。

就房屋本身而言，这条老街上最显眼的建
筑，非属如今的昭阳区第三幼儿园不可。

昭阳区第三幼儿园位于永胜街中段，门牌
号为 7号，坐西向东。20世纪 50年代，这里曾
是昭通市幼儿园建园之地。“规模不大，生活很
好。”在永胜街居住了 70余载的彭世刚对这所
幼儿园的印象便是这8个字。20世纪60年代，
幼儿园搬迁后，这里成了昭通城区最早的一所
小学——昭阳区第一小学的所在地，随着城市
的发展，面积不大的校园早已容纳不下那么多

的孩童。2017年，昭阳区第一小学搬到新校区
后，这里安静了一些，只有高大的槐树静静地
等着，等着属于它的新使命。2022年，昭阳区
第三幼儿园开园，“槐爱润童·槐梦启智”的园
训让那些曾在这里上过小学的父母又把自己
的孩子送进了这所幼儿园。

值得一提的是，校园内的那棵国槐。
那是一棵百年老树，枝繁叶茂，昂然挺

立。四人合抱粗，树龄 350年。当校园里传出
新的欢声笑语时，老槐树又被赋予了新的使
命，陪伴好校园内的每一位孩童。同时，老师
也希望学生们要像昂然挺立的国槐一样，无论
寒冬酷暑、风雨晨昏，都始终充满生机，昂扬向
上。如今，人们一踏进这所幼儿园，便能望到
这棵国槐雄伟的身姿，大树成了永胜街 7号最
抢眼的标志。

之前，永胜街是古城内一条南北向的街
道。后来，为满足现代交通工具发展的需要，
建设北街应运而生，永胜街的交通功能彻底

“散失”。眼下，居住在这里的年轻人，大多骑
电瓶车出行，而长期生活在此的老人，因为迷
恋老城的慢生活，舍不得离开熟悉的环境，成
为老城最坚定的守望者。这里，闹中取静，街
巷密布，四通八达，出行便利，去老城内的任何
地方，都不必借助代步工具，走几步便可到达。

（二）
不管你从南至北，还是从北到南，几分钟

便能走出永胜街。300米的小巷，一间间在悠
远时光中沉淀的老房子，在冬日暖阳下，形成
深深浅浅的光影。

老住户在阳光下悠闲地择菜，温顺的狗儿
也变得慵懒，在巷子里遇见老邻居，总要热情
地交谈几句。不少门前的花盆里，种植着花
卉、绿植和蔬菜，待冬去春来，将重新焕发生
机。寂静的巷子虽无言，却在随处可见的厚厚
的青苔里，述说着旧日的过往。

资料记载，旧时永胜街上的大户人家，莫
过于曹氏家族。在古城指挥部工作人员的带
领下，我们走进了曹氏后人居住的宅院，今年
76岁的彭世刚正坐在庭院中沐浴着冬日的暖
阳，他向我们讲起了他的七外公——曹观海。

今天的昭通人，或许不清楚曹观海，但一
定听说过他修建的二十五孔引水桥。

1910 年，曹观海考入云南高等工矿学堂，
1913 年毕业后分配到个旧锡务有限公司工
作。1918年，为改变矿石运输靠人背马驮的落
后方式，曹观海亲自勘测，利用山势的高低落
差，主持迁建马拉格到老阴山的空中索道。工
程历时 2年竣工，每天可运送矿石 300多吨，不
仅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还保证了生产的顺
利进行。

曹观海工作认真负责，而且待人和善，乐
于助人。东陆大学矿冶系学生到公司实习，他
毫不保留地将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耐心地教
给他们；他自己拿出滇币8200元在郊区购置了
墓地，解决矿工死后墓地难寻的困难……因青
少年时期，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曹观海
立志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1942年，曹观海辞职回到昭通，经他呼吁，
于次年成立昭通水利委员会，他在水利委员会
内义务服务。他多次实地勘测，制定一系列兴
修水利的计划，后来，他带人整治大龙洞水闸，
让出水量比原来增加 2倍多，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农田灌溉用水困难。1944年，修建从大龙洞
直达县城的水沟，以供城镇居民饮水。经他设
计、指导施工，在城北修建了全长250米的二十
五孔引水桥工程，并在城北修建沉沙池、滤水
池、蓄水池等配套工程，历时 4 年完成。1948
年，曹观海筹集资金，组织人员，并聘请罗竹雅
协助，对利济河弯曲的河道进行“改弯就直”工
程，历时1年，改修河道15公里，并沿河增设了
滚水石坝，以利灌溉。同年，他与鲁甸协商，成
立昭鲁水利联合协会，对昭鲁大河进行综合治
理。他出任工务课课长，亲自勘测，绘制图表，
修复桃源水库、扩修昭鲁大桥。

……
彭世刚的讲述一半来自他的母亲，一半来

自县志。
在广袤的昭通大地上，曹观海日夜兼程、

无畏风霜，只为灌溉之水顺畅流淌，只为民众
的笑容在心中绽放，只为百姓的梦想在希望
的田野上飞翔。如今，曹氏后人依旧生活在
这里。

（三）

永胜街50号是个特别的地方，这里曾是
朱君和、朱君毅的故居。

朱君和，原名朱瑞礼。生于 1919年农历
9月14日，逝于1997年4月25日。他的一生，
是革命的一生，是孜孜不倦、殚精竭虑致力于

文化事业的一生。少年时代，朱君和跟随马
帮，步行到昆明求学，就读于昆明师范学校；
1937年10月参加中国抗日民族先锋队，从此走
上革命道路；抗战期间，他就读于华中大学文
学院（华中大学为今华中师范大学前身，抗战
期间南迁至云南大理喜洲办学）。1939年1月，
朱君和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昆明、宣威、昭
通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任昭通中心县委委
员、滇东特支委员、昭通县工委书记等职，公开
职业为中学教师。1950年 4月，朱君和任大关
县县长。后历任《昭通报》总编辑，鲁甸、绥江
县委书记，昭通地区文教局副局长。他于20世
纪50年代创作了山歌剧《大寨农民翻身记》，一
直在昭通传唱……

朱君和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共产主义事
业，无论风吹浪打、饱受磨难也矢志不渝。在
子女困惑之际，朱君和深情地说：“为了共产
主义事业，我奋斗了一生。我们的党是好的，
你们要坚信。无论爸爸怎么样，你们都不能
变心。”

朱君毅，生于 1916 年，昭阳区人，1938 年
春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投身于抗日救亡
运动。193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公司职
员、学校教员等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
作，为发展壮大党组织作出了积极贡献。1942
年，朱君毅离开昭通，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外语
系，在校期间按照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指示，积
极从事宣传教育、联络进步学生的工作，主持
过冬青社等进步社团工作，参加了“一二·一”
学生运动等。1949 年，他受中共云南地下党
组织的委派到滇东北军政干校任校委会委
员，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 32
团政治处主任。

1950 年后，他先后任绥江县县长、永胜县
县长、云南省委组织部科长、中共西南局组织
部科长等职。在担任县长期间，他深入农村，
发动群众，组织土改，巩固刚建立的人民政
权。1954年，因工作需要，朱君毅调到外交部
工作。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大使馆
二等秘书、驻中非大使馆一等秘书、外交学校
国际法教研室及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主任、外交
部亚非司处长等职。在中非发生政变时，他作
为临时代办，立场坚定，与新政权谈判，维护了
祖国的尊严和外交人员的合法权益。在外交
学校从事教学工作期间，他刻苦钻研，组织编
写出版了《战后国际关系史》一书。1989年 12
月，朱君毅在北京病逝。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
前行。在抗日救国的路上牺牲的革命先烈和
前辈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四）

永胜街东西两侧与多条巷道相通，比如集
贤街、大局街、东正街、朝阳街等，若是时间充
裕，可以随便拐进一条巷子，感受昭通古城的
蜿蜒曲折。漫步巷子，遇见的人，看到的花，听
到的家长里短，都是这条巷子的魅力所在。

推开永胜街31号的大门，一个传统的四合
院显露在眼前。整栋房子是木结构的瓦房，木
板壁，木窗楞。整栋房子的木板刷了朱红的木
漆，虽然已经褪色，但依然不失庄重大气。瓦
檐上翘，檐上雕刻着花纹，支撑瓦檐的大红柱
子下面有石墩（柱础）。房屋坐北朝南，正中是
堂屋，两边有两个耳房，一个耳房连接着厨
房。四合院的中心区域是天井，天井是一家人
活动最多的场所。天井分上下两部分，上面的
一部分是向南敞开的一个半开放空间，通常称
这个区域叫“廊檐”。廊檐的顶与正房的顶连
为一体，为瓦房顶，天气好的时候一家人坐在
廊檐上，夏天纳凉冬天晒太阳，一家老小在院
子里走来走去，很是热闹……在漫漫历史长河
中，这座四合院不知接待了多少亲朋故交以及
乡绅名流。

如今的永胜街，虽然少了旧日的市井喧
嚣，倒也多了份难得的静谧。置身巷子里，电
动车的声音不时传来，还有骑着三轮车走街串
巷的手艺人，朴实的笑容，远去的背影，凝结成
永不老去的情怀。

之十七

永胜街街景。

永胜街街口。

曹家老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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