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昭通·深度 32025年2月9日 星期日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责编：唐龙泉飞 美编：黄山敏 组版：方 茜 校对：王文富 E-mail：ztrbtkb@126.com

大红的灯笼高高挂起，热闹的城市人
声鼎沸，优美的歌声响彻街头巷尾，诱人的
美食香气四溢，欢笑声此起彼伏……昭通
古城洋溢着浓浓的年味，每一个角落都充
满了热闹与喜庆。春节期间，古城以它独
有的魅力和热情，张开双臂迎接来自四面
八方的游客，让他们在这个传统节日里体
验到不一样的古城文化氛围和历史韵味。

擦亮古建筑时光印记
在昭通古城的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

热闹非凡。
陡街融合了中西方建筑的风格，形成

了独特的建筑风貌，作为商贸
的中心地带，呈现出一派繁荣
景象。北正街古色古香、韵味
悠扬，油纸伞和红灯笼把街道
装饰得别具一格，仿佛让人穿
越回了古代的集市。经过精心
修缮完工的迟家大院、广东会
馆、文庙以及陕西会馆，不仅保
留了历史的记忆，还增添了现
代的美感。这些建筑吸引了无
数游客的目光，清末民初风情
的布景让游客们纷纷拿出手
机，拍下这些美丽的瞬间，留下
珍贵的纪念。

昭通古城曾一度遍布清代
各地会馆，是远近闻名的“会馆
之都”。清雍乾年间，全国各地

来昭通从事
矿 产 开 采 和
进行商贸的外
地人一浪胜于一
浪。为此，旅居昭
通的各乡人士纷纷
利用乡土情谊建立
同乡会馆，保护自身利
益。于是，昭通古城先
后建成了川地庙（成都会
馆）、陕西庙（西安会馆）、雷神
庙（江西会馆）、妈祖庙（福建会
馆），以及两广会馆、两湖会馆、云南
会馆、贵州会馆等 15 个会馆，在昭通
古城形成了丰富的清代中国古建筑群落。

走进广东会馆，仿佛穿越时空，回到那
段商贸繁荣的岁月。雕梁画栋间，依稀可
见往日商贾云集的盛况，一砖一瓦都述说
着古城的辉煌与变迁。

“这里的故事太多了，以前，昭通俗称
‘小昆明’，孕育了众多的历史名人，我最熟
知的就是龙云和卢汉，逛了一圈古城后对
昭通的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一大
早从成都出发的刘意带着一家 3口来到昭
通后便迫不及待地前往古城，想要一探究
竟。刘意告诉记者，吸引他来昭通的是这
里的历史文化，古城的每一个角落，仿佛在
述说着当年的故事。

来自北京的游客吴松对昭通古城赞不
绝口：“一个地方的发展，离不开交通的支
撑。昭通这几年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听
说很快就要通高铁了，这将为昭通带来更
多的发展机遇，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我希
望昭通发展得越来越好。”

广东会馆见证了昭通古城商贸繁荣，承
载着历史记忆，如今修缮一新，成为游客探
寻文化脉络的必游之地。游客在这里不仅
可以感受到古老建筑的魅力，还能欣赏到
精彩纷呈的民俗表演。会馆内外张灯结
彩、喜气洋洋，仿佛一幅流动的年画，让人
流连忘返。

文化盛宴乐享不停
春节期间，古城的热闹离不开传统文

化的加持，在古城的钟楼、箭道广场、陕西
会馆、广东会馆、李氏支祠等地，新春祈福、
月老说媒相亲、民国实景秀、庭院剧等演出
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演职人员
将昭通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传统的艺术
魅力原汁原味地呈现给游客。游客们沉浸
在浓郁的历史氛围中，感受古城的魅力。

大年初三，坐落于大局街的李氏支祠
内，红灯高挂，孙文题写的牌匾“高瞻远瞩”
在灯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仿佛述说着李
氏家族的辉煌历史。李氏支祠建成于清光
绪三十四年（1908年），坐北向南，是一座二
进四合院。春节期间，昭通文化剧院特别
为游客和市民在此地献上一场场独具匠心
的庭院剧《壹根扁担》。

身着古装的演员们穿梭在祠堂内，他
们通过生动的表演，讲述昭通籍滇商李耀庭
的故事。这位从昭通大山走出的贫穷子
弟，靠一根扁担把云南的茶叶、花椒、烟叶
等物资挑去叙州府（今四川宜宾），再把四
川的食盐、杂货等挑回云南。经过几十年
的苦心经营，他成为了西南首富。观众围
坐在祠堂四周，聚精会神地欣赏着这场视
听盛宴，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在中年李耀庭的扮演者孔德虎的演绎
下，李耀庭的智慧与担当被展现得淋漓尽
致。观众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到昭通商人

的家国情怀。“这场庭院剧不仅重现了历
史，更让昭通古城的文化底蕴焕发光彩。
看到观众如此投入，我深感荣幸。希望通
过我们的表演，让更多人了解昭通的历史
和文化。”孔德虎微笑着说。

“第一次在昭通体验这种沉浸式的庭
院剧，没想到我们竟然拥有如此出色的剧
目，真是令人振奋。演员们栩栩如生的表
演深深地打动了我，剧组人员还为观众准
备了毛毯，非常贴心。”市民王苹说。

“《金蛇筑梦·迎福来》《幸福歌》《幸福
中国一起走》，这些节目太好看了，我在这
里生活了 60多年，这么热闹的场面又重现
了当年花灯剧团时期的辉煌，那时候也是
人山人海！”住在文昌街的居民王开贵兴奋
地说，轮番上演的民俗表演，他一场都没有
落下。

箭道广场曾
是昭通古城最重要的
地方。然而，随着时
代的变迁，这里一度
沉寂，失去了昔日
的风光。如今，经
过修缮的箭道广
场焕发新生，古
建筑的原貌得以
保留。王开贵感
叹，这样的变化
不仅重现了昭通
古城的风采，也
为古城的文化传
承和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

昭通古城的
各个角落洋溢着
浓厚的传统文化
氛围。从正月初一
到十五持续开展书
法、美术、摄影展 ，
还有各种趣味传统游
戏及非遗手工制作体
验活动。

昭通古城以其独特的
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
春节期间游客们争相前往的旅
游胜地。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欣赏
到美丽的古建筑和风景，更能深入了解
到昭通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民俗。也让昭通
古城在春节期间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

品味古城“集市”行乐
逛昭通古城，最吸引游客的当数云兴

街上的美食集市。
正月初四傍晚，记者来到位于云兴街的

美食集市，只见长长的老街上摊位一字摆开，
各种特色小吃香气四溢，麻辣鲜香的昭通小
肉串、酸辣可口的凉粉、烤得金黄的包浆豆
腐、五彩缤纷的糖葫芦、香软可口的糯米粑粑
……各式美食令人垂涎欲滴，摊位被食客们
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着，游客们驻足品尝，欢
声笑语交织成一幅繁华的市井画卷。

“人气旺了，生意也就自然来了！”站在
熙熙攘攘的集市中，美食集市的负责人马
俊林不禁感慨道。

昭通小肉串摊位前，甘马亚烧烤的烤
制师傅马楠手法娴熟地翻转着肉串，炭火
噼啪作响，火焰升腾间，每一串小肉串都烤
得外焦里嫩，再撒上秘制调料，香气扑鼻。
游客们纷纷排队等候，只为品尝这一口地
道的昭通美味。“实在是太累了，游客太多
了。”马楠笑着说，尽管疲惫，但看到大家满
足的笑容，他觉得一切辛苦都值得。

古城巷陌商业与古朴共存，游客漫步
其中，感受着古城独有的韵味与魅力。

在昭通做生意 20 多年的福州商人李
家柽今年没有回老家过年，而是选择留在
昭通，感受这里独特的年味。他说：“今年
昭通的春节活动特别多，果然不失所望。
古城的热闹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多年
文化沉淀与精心打造的成果。我期望昭通
能持续保持这样的盛况。”

钟楼旁的青创集市上，甜品美食、手工
艺品、DIY手串等商品琳琅满目，各式摊位
令人目不暇接。集市设置了统一摊位，所
有摊位的桌布、水电等基础设施均为免费
提供，极大地降低了创业成本，青年创业者
可实现“拎包创业”。

年轻创业者展示着各类创意手工艺
品，谭敏和陈芮这对姐妹花是同一个公司
的同事，春节前看到集市的宣传广告后，两
人便合计利用春节假期小赚一笔，只是抱
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承想生意异常火爆，每
天收入都有四五百元，不少游客对她们的
创意赞不绝口。谭敏兴奋地说：“在这里，
我们的创意得到了认可，也收获了成就
感。”陈芮点头附和：“古城的活力激发了我
们的创业动力，让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

熊颜钩织的拖鞋、绒花、发箍、毛绒制
品等手工艺品，细腻精致，吸引了来自四
川、重庆、浙江等地的游客驻足购买。熊
颜说：“手工制作虽耗时，但每一件作品都
承载着心意。”游客们对这些独具匠心的
手工艺品爱不释手，纷纷选购作为纪念，
熊颜的摊位前人气爆棚，收入也颇为可
观。她感慨道：“这不仅是对手艺的认可，
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一口口美食，一张张笑脸，一次次记
忆，就是昭通这座古城的人间烟火。熙熙
攘攘的人群中，孩子们手拿糖葫芦，欢声笑
语回荡在巷弄间，人们沉醉在这份人声鼎
沸的热闹美好之中。

如今，昭通古城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也
唤醒了它沉睡已久的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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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巳年这个春节，昭通古
城火了。

只要去过昭通古城的人，
就一定对那里人头攒动的“热
辣滚烫”场景印象深刻。坐落
于昭通中心城市的昭通古城，
属于清朝雍正年间的历史遗
迹，文脉源远流长，历史上人
文荟萃，是目前唯一最具规
模、成片集中反映昭通历史文
化和地方特色传统风貌的区
域，也是昭通传统市井文化、
传统街巷风貌保护得较好的
区域，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

家底厚、保护得好，昭通
古城出圈是早晚的事。近年
来，对于这座有着宝贵历史文
化资源的古城，昭通在保护与
利用上持续发力，本着“修旧
如旧”、保持原汁原味的修缮
思路，历经多年努力，曾经淹
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古城重获
新生。昭通古城的开发建设
既加强了对历史文化的保护，
也抓住了这一得天独厚的文
化资源优势，那么如何放大优
势，真正把文化资源变为旅游
经济？这就需要文旅深度融
合发展，创新运营模式，方能
收获理想效果。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
是文化的载体，只有不断推动
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才能提高
核心竞争力。昭通古城在春节
假期出圈，是因为下足了功
夫。新春祈福、月老说媒相亲、
民国实景秀、庭院剧、书画摄影
展览、非遗体验等精心谋划的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让游客在看百年古建筑、品民
俗风情、赏璀璨夜景中感受古
城的文化魅力。

讲好文化故事是文旅深度
融合可持续发展的法宝。春节
期间，昭通市文化艺术剧院重
磅推出以昭通籍大义滇商李耀
庭为创作背景的庭院话剧《壹
根扁担》，沉浸式的实景演出，
一下子就成为古城引流“大
招”，也因此红遍网络。让戏剧
遇到古城，城因戏火、戏因城
热，这是一次推动文旅融合发
展的有益实践。丰富多彩的活

动不仅让“流量”得以汇聚，更
通过深度的文化体验和互动，
让这些“流量”变成了游客愿意
长时间停留、深入了解和体验
的“留量”，不仅传承和弘扬了
传统文化，也为昭通地方经济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春节期间，昭通古城通过
精心策划一系列活动，巧妙地
利用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展示了其丰富多彩的节庆面
貌。这些活动仅仅是昭通古城
依托传统文化资源，精心打造
众多活动中的一个缩影。然
而，仅仅依赖于节日期间的短
期人流高峰是远远不够的，更
为关键的是如何将这些短暂的
游客“流量”转变为长期的游客

“留量”。昭通古城要让游客不
仅仅是一次性的参观者，而是
成为古城的忠实粉丝，愿意一
次又一次地回到这里，享受古
城的独特魅力。

昭通古城要在“文旅商”融
合发展的道路上投入更多的精
力和资源，这不仅意味着要注
重活动本身的文化深度和娱乐
性，确保它们能够激发游客的
兴趣，还要在活动设计上充分
考虑到游客的参与感和整体体
验。此外，昭通古城还应持续
不断地推出更多具有创意和特
色的文化活动，例如，传统节日
的盛大庆典、手工艺人的精湛
技艺展示，以及各种地方特色
美食的品鉴活动，让游客在每
次游览昭通古城时，都能有新
的发现和惊喜，从而不断加深
对古城文化的理解和喜爱。

昭通古城要实现从今年春
节假期的火爆出圈，转变为每个
季节、每年都成为人们争相前往
的热门旅游目的地，仍需在完善
旅游基础设施、延伸文化旅游产
业链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这一波流量
不仅仅是一时的热潮，而是能够
转化为持久的旅游“留量”。我
们期待昭通古城在
热门景点的榜单上
持续占据一席
之地，实现长期
的繁荣，不断提
高知名度。

昭通古城“流量”何以变“留量”
莫 娟

热闹非凡的古城。

游客共享春节文艺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