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杨明 唐龙泉飞 美编：张 晓 组版：方 茜 校对：沈艳琼 E-mail：ztrbsn@126.com 本期质量监察：周 燕

4 2024年12月29日 星期日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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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镌刻在时间轴线上的痕迹，经
过岁月的洗礼，有的渐次消弭在滚滚的时代
洪流中，有的历久弥新，在时光的浣洗下露出
闪亮的底色。昭通古城的中心——辕门口，
由众多街巷托举而成。熟悉昭通的人，会发
现昭通古城的面积与昭通的国土面积 2.3万
平方公里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数学联系。纵横
交错的街巷里，市井人生与时代辉光交映，民
生要义与社会冀望不断交汇、分离，然后又分
离、交汇，变化万千。时光的齿轮仍在不停转
动，将昭通中心城市的岁月愿望，汇聚成一座
城市的精神走向。

昭通古城的中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皆
以辕门口为原点，不断向2.3万平方公里的昭
通区域辐射。

（一）

经济天下，社会民生。辕门口，这个昭通
独有的城市词条，连接着昭通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

时间奏响的交响曲，于昭通古城而言，是
具体而宏大的，需从不同时期的经济维度、社
会经度、文化向度等元素逐一印证。昭通古
城在往事中起身，在一次次返回起点的过程
中，不断续写、完善精神指向。对此，虽然有
各种表述，但其宗旨仍然离不开具体出现的
人和事，绕不开时间和空间的更迭。

晨光唤醒昭通古城，阳光照耀城市景
象，落霞映射街巷荣光。但是不管怎样，这
些都不得不让位于时间——待时间敲响镇
署右侧的历史之钟，昭通古城的辉光才渐次
清晰起来。

在辕门口的时间走向中，昭通镇署衙门
是这里最醒目的标志，悬山顶，木结构，一楼
一底。衙门坐东向西，门口有一对石狮子，一
左一右，沿三级石阶而上，便可走入衙门。镇
署前面，塑有“历史的记忆”群雕，为滇军 60
军“共赴国难”纪念碑，碑座上刻写着在台儿
庄战役中阵亡的 3453 名昭通籍将士的名
字。他们的名字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铭记！

1937年，这些热血男儿从辕门口经陡街
率先出发，开赴抗日的主战场。如今，他们魂
兮归来，依旧保持着前进的姿态，讲述着英雄
与大义的故事。

辕门口是时间的舞台。多年前，人们用
几副对联对昭通进行局部描述。镇署正前方
与陡街交会处，有一座 2008 年修建的石牌
坊。前书：“人杰地灵”，主联：“人文荟萃水木
清华启神韵，群星璀璨钟灵毓秀耀昭阳”，副
联：“文渊集贤承先启后，怀远崇义源远流

长”；后书：“得天独厚”，主联：“山环水绕紫气
东蕴养浩天，龙翔凤舞金钟西屹涵元地”，副
联：“平畴膏腴堆金积玉，人寿物丰琴弦升
平”。这些对联风格多变，气势深沉，虽将昭
通众多街巷之名镶嵌其中，却无法写尽时间
轴线上昭通的悠悠岁月。

辕门口西侧的陡街上，曾经的“清华饭
店”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几间售卖服
饰和奶茶的店铺，土八碗、酥红豆等传统昭通
菜早已走出街巷，走进寻常人家。

云兴街上的“赵凉粉”还在，老去的是人，
不老的是昭通味道；怀远街上的那家酸辣面
馆早已消失不见，但那独特的味道，仍然在昭
通四处流传；蚕豆街的“解老八”蚕豆饭、豌豆
饭味道并没有消失，只是在不同的街巷飘散；
馋嘴街的臭豆腐、烤豆腐出现在其他老街老
巷，甚至更远的地方；杀猪巷那些杀猪的人，
早已分散到昭通各地，更多杀猪人从这里搬
出，但杀猪菜的时代意义却因百姓的需要而
被不断深化……

辕门口的喧嚣被民生之需举得很高，那
些随时间消失的人和事，将城市的经济天下
深深藏在街巷深处。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昭通，藏着时间给心灵抑
或身体的所有答案。山水相遇，风情相契，心
境相合，看山寻水后，你才能从自然之境领悟
昭通的磅礴之境。

（二）

辕门口维系着昭通的精神走向。站在辕
门口，细细品味古城的历史，风翻到哪页就读
哪页，因为它们都是昭通精神维度上熠熠生
辉的时代镜像。

在昭通这块土地上，十万年前，炊烟升起
之后就再也没有断过；十万年前，梦想诞生之
后就再也没有停过。民国《昭通县志稿》记
载：“昭之为地，本属荒服，地广人稀。”昭通这
座南高原之城，就像一部厚重的史书，每一页
都记载着岁月的沧桑和文化的沉淀。

唐代诗人李商隐在诗作《锦瑟》中写道：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杜鹃
鸟的一个别名叫“杜宇”。杜宇，是勤劳、智
慧和奉献的象征。杜宇的故事，就像昭通的
土地一样，历经风雨的洗礼，愈发显得珍贵
而鲜活。

昭通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熠熠
生辉，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笔下的“我有双饮
盏，其银得朱提”就是最好的例证。朱提，这
个曾经代表着昭通的名字，不仅是一个地理
位置的标识，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这
句出自伟人《七律·长征》的名句，气势恢宏、
豪情万丈，正是对昭通近现代历史的生动写
照。昭通，这片英雄的土地，始终与祖国和民
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辕门口的东北方向，箭道广场的时间之
箭保持引而待发的状态，只要执掌昭通古城
发展密令的辕门口发来信号，那支穿越古城
街巷的“穿云箭”便会精准地射出。

时间迟迟没有发令，辕门口自顾自地往
前走。

如今，作为昭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中
心的辕门口，早已装不下2.3平方公里的古城
的发展愿望，它发展的脚步已然跟不上群众
的期盼。历经多次修缮的辕门口，扩建了广
场，栽上了枝繁叶茂的大树，增添了供市民休
憩的座椅、石台。天气晴好之时，老百姓便惬
意地坐在广场上谈天说地。

那些收藏爱好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
这里转转，淘几本旧书，买几件文玩，花钱不
多，却不亦乐乎。在古玩市场西北角的一个
摊位上，摊主吴燕洪抱着一个花瓶侃侃而谈：

“这个花瓶造型优美、线条流畅，是典型的汝
窑风格。”吴燕洪一边说，一边轻抚着花瓶，仿
佛在抚摸一件珍贵的古董。他用自己的方式

和世界周旋，与这个混乱的古玩界握手言
和。历史映照现实，辕门口作为昭通古城的
中心区域，左右了街巷的历史定位。民国时
期，唐继尧、龙云、卢汉三位昭通人，被称为

“云南王”，书写了云南的半部民国史。

（三）

从东西南北的城市布局来看，辕门口将
古城街巷的时代意义，悄悄收在眼底，只待对
上岁月的暗号，便谱写发展的篇章。青石板
上刻写着时光印迹的挑水巷、风起云兴的云
兴街、延续文化之脉的文渊街、怀揣民
生期盼的怀远街、寻柴抱薪侧身
过闹市的大局街、时间轴
线上的建国街、续
写 市 井 烟 火
的毡匠街、抬
升时代冀望的东
升街……每条街
巷都有自己的故事。

坐在轮椅上的马
武林终于与时间和解，
他把“车”开到箭道广场，
尽情地和一群老人谈天说
地，尽情地感受岁月的温柔、
生命的美好。60岁那年，他的
日常生活主要依靠拐杖和老伴，
活动范围仅限家附近。4年前，孙
子心疼老爷子，为他买了一台电动
轮椅。那天，马武林心里乐开了花。

“那天的太阳和今天一样，很温暖。”他
至今依然记得当天的场景。此后，马武林有
了自己的坐骑，只要天气晴朗，只要家中无
事，他都会开心地去辕门口转转，去箭道广
场坐坐，去清官亭瞅瞅，去省耕国学文化公
园玩耍。

一生与土地打交道的马武林，4 个儿子
早已成家立业，孙辈们都很孝顺。每逢过年，
一大家人总会聚在一起，那是马武林最幸福
的时刻。

一天天变好的是生活，不变的是辕门口
的热闹。

在辕门口经营着两个门店的李忠华，已
过花甲之年，他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经营木
甑子、砂锅等物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李忠华的祖父就在这里购置了房产，一家人
经营的种类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增多。
20多年前，他家在陡街东段修建了一幢高大
的房屋，一家人在此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
现在，李忠华的大儿子成了一名法官，小儿子
在旁边租赁了一间店铺，延续着父辈的营
生。李忠华说，辕门口在不断变化，生于斯长
于斯的人，有的离开这里，有的守住家业，但
不管怎样，他们都在走自己的路。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他们一家的生意相较多年前，已
经不复盛况。

对于今年 86岁的马武林来说，他早已看
淡生老病死。他口中的老虎、老崔早已不在，
坐在阳光下的老马只想珍惜当下，开心过好
每一天。“现在日子好了，小孩有玩具车，老人
有老年代步车，行动不便的有轮椅车！”慈祥、
幽默的马武林摸摸腰间、摸摸轮椅，一缕阳光

恰巧洒在他的身上，温暖如初，幸福绵长。

（四）

辕门，是古时军营的门或官署的外门。
处于昭通城正中的辕门口是昭通古城的坐
标，面积不小。昭通古城里的 4座城门拱卫
着辕门口，从济川门入城，沿陡街前行约 200
米，就是辕门口。东门抚镇门、北门趣马门、
南门敉（音同“米”）宁门，从这几座城门穿街
走巷，都可到达辕门口。辕门口的东侧，云兴
街、怀远街从这里辐射出去；西侧，陡街、挑水
巷从这里出发；南边，布局的是杀猪巷、陡街
东南段；北面，是北正街、建国街、文昌街。

时间在古城的街巷中兜兜转转，每一条
街巷都在找寻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辕
门口平静地擘画着古城的发展蓝图，然后交
给那支时间之箭射出。

金江千条水，乌蒙万重山。从数千年的
历史中翻山越河而来的昭通，有云上之路、临
渊之山、通江之水，开启边疆鸿蒙、承接山河
要道、连接川黔通途的同时，昭通古城街巷的
发展变化与时代合上了节拍。

从辕门口出发，很多昭通重大历史事件
都能在这里找到痕迹。昭通古城的变迁符合
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天梯古城到二木那，
从乌蒙到昭通，一个个称谓的变化，与大山大
水的昭通相契合。

有很多人在辕门口思索人生，然后起身
奔赴不同的领域——当年，身着长衫从陡街
出发的国学大师姜亮夫，一路向北，走出昭
通、走出云南、走向全国；困守昭通的张希鲁，
眼睛盯着世界，学术对标世界；治滇 18年的
龙云与表弟卢汉书写了云南的半部民国史，
他们回乡所建的云兴街、怀远街等街巷，在民
生多艰时，为昭通解决了很多难题；在民族危
难之际，寻柴抱薪的彭勤带领大局街乃至昭
通的热血男儿出昭抗战，那些为大局计的人，
丰富着城市的精神图谱；出身于书香门第的
赵声良从辕门口走过，远赴千里求学，之后执
掌敦煌研究院；少年张亚平，从昭通老街老巷
出发，38 岁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中
国分子进化生物学和保护遗传学家……

李耀庭、迟兴周、吴镜漪、吴希龄、吴家
林、夏天敏……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无法一一
提及，他们在昭通古城留下传说，有的还在不
倦地行走，这些名动昭通、云南，甚至名动全
国、世界的昭通人，从古城的某条街巷出发，
一路前行，赓续着古城的文化之脉、思想之
根、精神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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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辕门口西侧——陡街上的店铺；
图②：辕门口——钟楼；
图③：辕门口——石牌坊。

辕门口维系着昭通的精神走向。站在辕门
口，细细品味古城的历史，风翻到哪页就读哪页，
因为它们都是昭通精神维度上熠熠生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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