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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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将许多秘密藏掖在昭通古城的街巷深处，等待时间之箭
刺破城市织就的茧，取出城市的发展之诀，等待那些识文断字的
人来解读。

昭通古城里的文昌街在多年前曾担起这样的责任。穿梭于街巷的
先生，将时光的背影踩在脚下，盯着脚下的泥土，心里的梦想在读书写
字的墨香与民生烟火的交织中反复点燃。

在锦绣文章与一日三餐中，文昌街上，有人出走半生，无人扶其上
青天，有人怀揣简单的梦想启程，渐渐到达心中的远方，从此他乡变故
乡，回望故乡昭通，不断梦回故乡……

（一）
在昭通古城的布局上，文昌街有一段是笔直的，有一段需要拐一

个弯，分别通往箭道广场、辕门口，从相反的方向拐弯，通往的是大局
街、泰来街、建国街。这些横平竖直、弯钩撇捺的街道布局，具有书法作
品中的行草之风，不经意间散发出气势沉雄的书法气韵。街道上错落
分布的人家，就像用残墨枯笔书写的岁月写意。

多年以前，一个斯文的先生，喜欢慢悠悠地从文昌街走过，他有时
手捧书卷，拿着笔墨匆匆走过，有时踱步到八角亭买菜，半斤肉、半斤豆
腐、一把白菜，配上几许姜葱蒜，是他的最爱。年过鲐背之年，被文昌街
的街坊邻居尊称为“桂奶奶”的老人，对于这个经常从街上匆匆走过的
人记忆深刻。“桂奶奶”居住在文昌街中段的一条小巷中，如今身体大不
如前。“赵——家——璧！”老人断断续续地说出一个名字，然后用手指
了一下墙上的“寿”字。“写字的……”然后，“桂奶奶”倚靠在沙发上，享
受着冬日的阳光。

“桂奶奶”说的赵家璧，曾在昭通书画界名噪一时。他所题写的
“清官亭公园”五个苍劲有力且收放自如的大字，唤起了许多昭通人
的记忆。

1999年，居住在巩固街的崔氏兄弟代表全家把赵家璧书写的“药
到病除”匾额赠送给一家诊所，以感谢医师治好了其母亲的脑瘤，感谢
他从死亡线上把自己的母亲救了回来。

40多年前，背起行囊到北京求学的赵声良，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
后，不顾家人的反对，到敦煌研究院工作，一头扎进敦煌文化的研究
中。后来，出版了《敦煌壁画风景研究》《飞天艺术：从印度到中国》《敦
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敦煌石窟艺术简史》《敦煌谈艺录》《敦煌
山水画史》等学术著作 20余部。“在每一个时代的石窟艺术中，都从不
同的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赵声良说，敦煌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写满了不可磨灭的中国文化符号。

文昌街头的少年赵声良，从滇东北的小巷文昌街出发，一路前行，
将敦煌文化推向世界。他走过的昭通街巷，历经岁月洗礼，写满了岁月
的符号。

（二）
文昌街的字面含义更多的是一个时代的美好愿景，在与这条街比

邻的建国街上，有一个叫榴花馆的小院，是昭通师范教育奠基人萧瑞麟
的住所和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正对面是萧瑞麟家的马厩及马夫居住
的地方。

萧瑞麟是清光绪年间的举人，曾任凤池书院山长，后又去日本留
学，回到昭通后于1906年创办了昭通第一所师范学校——昭通师范传
习所，兼设小学堂。

不承想，坐在角落里朗声诵读的两个孩子龙云、卢汉，成年后书写
了半部云南民国史。在榴花馆接受启蒙教育的许多孩子，后来都成了
名噪一方的精英。

文昌街藏掖的文化符号，从来没有中断过。
文昌街32号，是昭通著名书法家、考古学家谢饮涧的故居。现在，

院落中那两棵 150年前栽下的圆柏，早已长得枝繁叶茂，听闻民生热
烈，它们悄悄探出身子，打量着昭通古城的变化。

谢饮涧是云南现代考古学界的翘楚，师法高古，文有境，字得意。
说起谢饮涧，就不得不提到云南迄今为止出土的唯一一块汉碑，被誉为

“滇中第一石”的汉孟孝琚碑。碑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昭通
城外白泥井出土，出土时就已经断失了碑首一截，因碑首断缺、碑文部
分缺失而难以确认立碑年代，但从碑式、碑文书法及镌刻风格来看，可
确认为汉碑无疑。

当年，谢饮涧根据碑文记载，借鉴其他专家学者考证思路，多方考
证，最终得出结论：孝琚之卒在丙申（东汉永寿二年）二月，必至明年丁
酉十一月乙卯安葬无疑。这一结论，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同。由于
碑首断失，谢饮涧又花费 10余载，从历代金石、碑刻、经籍之中精考细
证，最终拟补孟碑缺文88字。

多年前，记者得以一睹汉孟孝琚碑真容，只见碑侧有龙纹和虎纹，
下有龟蛇纹。碑文记述了汉代武阳令之子孟孝琚的生平事迹，字体系
方笔隶书，取势横扁，左右舒展，笔画瘦劲古朴。

（三）
历史上的文昌街相较于其他街巷来说，是隐身的，文化伴随经济

社会发展成为时代的象征，但在民生凋敝的背景下，文化只是少数人
的追求。

文昌街，只待岁月转身奔赴山河热烈
记者 杨 明 唐龙泉飞 莫 娟 毛利涛 谭光吉

文昌街1号，王昭荣曾在这里居住了很多年。土坯墙体、半壁结构
的房屋简朴而温馨，木门上他和小伙伴刻下的图案，被岁月深深浅浅的
痕迹覆盖。此去经年，王昭荣早已搬离此处。现在，房屋被涂上一层岁
月的颜色，铁将军把门，回风炉还在，伏案写作的木桌还在，墙壁上贴满
了当年他创办的《方寸天地》文学小报。

30年前，王昭荣在昭阳区靖安镇工作，创办了《方寸天地》小报。那
个冬天，在大海子漫天风雪中独行的他，看着从天空飞过的黑颈鹤，想
起来远在大山包的恋人，他一路追赶黑颈鹤来到大山包，带回了系着红
围巾的她。

从此，开始围炉煮茶、写诗。他飘逸的钢笔字下缓缓流出许多情
意绵绵的散文诗。后来，他倡议成立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并成为
首届协会主席。

多年以后，他每次回到故乡昭通，都要拿出岁月的密码，缓缓打开
文昌街1号那把岁月之锁，在小屋里找寻时间留给他的暗号，解开文昌
街带给他的喜乐和惆怅。然后，再到大山包看一看黑颈鹤，黑颈鹤越来
越多，它们早已把大山包当成了自己的故乡。时光的齿轮开始新一轮
的转动，漂泊在外的他，故乡总在他的心里翻滚……

文昌街的文脉，曾在文穷武富的观念下，差点就中断。后来，随着
抗日战争的爆发，与文昌街交会的大局街上的一个人，改变了文昌街的
时代意义。

这个人就是彭勤。当年，大局街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抗战，昭
通人以身许国，用热血捍卫祖国的山河，用生命续写昭通人的家国情
怀，赓续着昭通人的精神。时光飞逝，文昌街的那些老房子，终于老去，
那些去往他乡的人，没有回到昭通，他们寄存在故乡的心事，随着一天
天向好的生活，逐渐被时光唤醒。

（四）
百年前的文昌街上更多的是路过的客商，那些从各地途经昭通的

客商，在大马坊住下后，沿着大局街走，来到李耀廷家祠前不得入其内
后，又漫步到文昌街。文昌街沿街的茶水铺木门虚掩，古玩地摊摆满真
假难辨的文玩、字画，眼拙的买了个吃亏，精于此道的则默不作声，静待
精品出现。

时间将街巷的背影拉长，当年出没在街巷的人群，长衫与短袄摩肩
接踵，锦衣与布衣擦肩而过，他们踩着时代的鼓点，在梦想与现实之间，
或喝着盖碗茶说天阔，纵论天下大势，畅谈听来的趣闻轶事，或蹲在巷
子的角落，咬牙切齿地对着自己发火，等待来年好运降临，而更多的人，
无暇理会这些，他们匆匆忙忙地从街道走过，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奔
跑在昭通古城的各个角落。

文昌街的百姓还是按部就班地生活着，他们打开门，还得面对生
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街上那两棵树龄超过 150年的圆柏，被这些昭
通味道吸引，探出头东张西望。家常菜的香味在文昌街飘荡，从街头
到巷尾，弥漫着昭通菜的独特香味，三五好友拎着一瓶酒，点上几个
昭通菜——昭通酱爆炒的回锅肉、热气腾腾的香肠蒸血豆腐、大蒜炒
腊肉、酸菜红豆汤，他们就着岁月的陈酿，将这些家常菜一扫而空，这
才是生活该有的味道。

在文昌街靠近箭道广场的地方，一家古玩店摆满了时间遗留下来
的物证。人过中年的店主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昭通人，他对于昭通的老
物件特别迷恋，店里摆满了昭通独有的青石水缸。一个四面雕刻着朱
雀、玄武、白虎、青龙的水缸对着店门摆放，水缸里有几只金鱼在游动。
它们的天地虽然就是那水缸，却活得自由自在。柜台里零星摆放着几
十年前计划经济年代的粮票、油票、布票，昭通元素突出的镂空窗格等
老物件摆满店面。姜亮夫的书札、张希鲁的字画、龙云胞妹龙志桢当年
使用过的物件被珍藏在玻璃柜台后面。“玩物尽兴，藏品随性”是他经营
这间文玩店的宗旨，他说，他不太喜欢收购昭通画家的画作，因为“那些
与时代的境况不符合”，他更喜欢充满昭通人生活要素的物件，那些老
物件，有昭通人的体温，也见证了昭通人生产生活的改变，是一个时代
发展的象征。

在文昌街，靠近箭道广场的店铺，多少都和文玩有关。到了箭道广
场南面，当年昭通城著名的打铁铺就在那条街上。“陈铁匠”的名号不是
轻易得来的，据说，当年气大如牛的陈铁匠可以左右手同时挥动两柄八
磅大锤。他打的锄头、镰刀等农具，因为用材讲究，火候掌握得好，加之
刃开得好，农民用起来顺手，曾经遍布昭通各地农村。

农耕之前，庄稼人进城一趟，都要在他家添置一些趁手的农耕用
具。后来，当年盛极一时的“陈家铁匠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慢慢退
出了历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经营学习用品的商铺。

摆在楼上的风箱、錾子、撬杆、火钳，已经锈迹斑斑。路过的围观群
众很是喜欢这些铁器，陈家后人却笑着收起，说是老一辈人的记忆。他
们一家人兴致来了，就会聚在一起，搬出这些老物件，家族的往事就围
绕着一件件冰冷的铁器开始展开。

时光将昭通古城的背影一次次拉长，放进老街小巷的民生烟火、百
姓生活中。文昌街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它和昭通古城的人和事也许转
身就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岁月擦亮的痕迹，却一次次挽留，让古城兜
兜转转，在往事中温暖起身，奔赴下一场时光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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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驳的街道斑驳的街道。。

古玩店古玩店。。

被时代冲刷的理发店被时代冲刷的理发店。。

古街一隅古街一隅，，静静地诉说往昔风华静静地诉说往昔风华。。

理发店里藏着时光的秘密理发店里藏着时光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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