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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踏上昭通这片神奇的土地
是 20世纪 90年代初。因工作需要，我从
我的第二故乡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
县出发，乘坐开往昆明的大巴抵达昆明汽
车客运东站，然后转车沿 213 国道前行，
途经会泽县管辖的驾车、待补、石嘴、迤车
等地，历时 3 天到达昭通。值得一提的
是，从昆明到昭通就需 2天：第一天从昆
明东站菊花村出发，途经寻甸羊街、功山，
翻越崇山峻岭到达待补。第二天，从待补
出发再到昭通。记得那是寒冷的冬夜，天
空中飘着鹅毛大雪，碎石铺就的公路上积
了厚厚的一层雪。车轮碾压后的雪路，犹
如一条银色的飘带缠绕山间。汽车爬坡
时速度极慢，堪比人们慢跑；唯有下坡和
行驶在平路上时稍快些。这样一来，平均
时速仅为25公里，且每日最多行驶260公
里，行程往往从日出持续到深夜。

当我乘坐的大巴到达昭通客运站时，
同样是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客运站离我
要去的地方还有2公里左右，街道已被六
七厘米厚的积雪覆盖，每走一步都会留下
一个深深的雪窝，积雪不断灌入鞋内，冰
冷刺骨。大街上空无一人，我背着沉重的
行李，四处也打不到车，只好在距离车站
30 余米处的一家招待所将就住了一宿。
如今，从昆明到昭通全程只需 4个小时，
简直是天壤之别。

那时的 213 国道从凤凰山西面的山
脚出发，经过凤凰桥，穿过昭通卷烟厂厂
区，一直延伸到昭通城的南大街汽车客运
站。道路两旁，茂密的梧桐树“遮天蔽
日”。梧桐树之外是良田万顷，望海楼就
坐落于距离 213国道不远处的田地中央，
一条小路与国道互通。小路两旁长满了
高矮不一的梧桐树和一些不知名的杂树，
望海楼则矗立在小路的尽头。这条小路，
实际上是为游客前来观赏望海楼而修建
的，通过这条小路不仅可以观赏望海楼，
还能领略独特的田园风光，同时也可以到
达附近的村庄，走村串户，感受昭阳一角
的风土人情。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进步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条小路
已不复存在，整个区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2016年，昭通城以望海楼为标志，打
造了一座有名的人文水体公园，园内以望
海楼为中心建立了广场。走进广场，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古朴简约的望海楼，亦称

“恩波楼”。楼高三层，宝塔形状，四维坐
向，屋瓦四面飞檐翘角，呈橙色，宛如一支
斗笔直指苍穹，与凤凰山相呼应。修复后
的望海楼保持了原址原貌。第一层墙体
保持了清代的清水砖墙，清水砖上从右至
左印刻着“光绪癸酉廿八年”，横刻“恩波
楼”，竖刻落款“季夏造”字样。望海楼的
西南方向设有圆形卷道门，门上方以清水
砖墙为背景，镶刻“恩波楼”三字，门两侧
的弧形石柱上，精雕楷书楹联，上联：万千
气象增坰野，下联：杨柳楼台接凤凰。在
两副对联的两侧，黑色油漆刷制的木板上

雕刻着两副行书楹联，悬挂于清水砖墙之
上，上联：恩波水映望海楼楼焕异彩，下
联：千顷池流葡萄井井涌珠泉。两扇木门
为红底彩面，油印有古代官员清正为民的
形象；门的两旁各有一棵参天柏树，犹如
卫兵守护，柏树下横直竖立着关于望海楼
历经风雨巨变的文字简介。曾经的清水
砖墙的四面镶嵌着不同年代的石碑，记载
了望海楼各个时期的史实；第二层及第三
层为四角攒尖顶式楼阁，木材间架结构，
杂色琉璃瓦顶。望海楼始建于清乾隆二
十四年（1759），由知县（今昭通）沈生遴创
建，楼前曾增设回廊和石栏，清咸丰年间
毁于火灾；光绪末年由邑绅杨履恒募捐资
财重新修建；其后，当时的云南总督爱星
阿至此观赏，改名为“恩波楼”。2000年，
昭通行署（今昭通市政府）拨款维修，于
2012 年 1月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望海楼曾经是“中共昭
通支部活动地址”，碑文记载：“1928年至
1930年，中共昭通支部在此活动，1929年
2月25日，中共云南省委临委派中共党员
浦光宗到昭通传达省临委指示，中共昭通
支部负责人费炳带领党员和‘农翻’会员
在望海楼内听取指示，安排下一步工作，
这里是党组织活动的主要地点。”当时的
保护范围以墙体四围延伸 10 米，建设控
制地带以墙体向四围延伸50米。

由此可知，望海楼曾经为中国革命和
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今天的人们不能忘
记。每当我们来到这里享受公园远山近
水的美景时，都少不了围绕望海楼墙上镶
嵌的石碑进行浏览联想。浏览眼前宽敞
的广场、九孔桥、人工湖、湖中岛、铁索桥、
飞翔水鸟、绿树花草等；联想当年登楼眺
望良畴万顷、映日疏风、水光潋滟、叠浪摇
天、凤岭飞霞、山野楼阁、倒影参差，寓海
市蜃楼之景，素有望海之势。其后，云南
总督爱星阿至此观赏楼前蓄水，汪若巨
浸，碧波荡漾，海天一色，遂改恩波楼，但
是人们仍然惯称望海楼。光绪二十九年，
郡部绅士杨履恒募捐资金重建，增建花
园，护以围墙、石栏，景致较前耀眼，为人
们休闲小憩提供了僻静的去处。

1929 年初，中共云南省委曾派浦光
宗到此传达临委关于《加强农村工作的指
示》。之后一段时间里，这里成了当时中
共地下党人进行革命活动的处所，同时也
是昭通早期革命活动的摇篮。因年久失
修，望海楼即将颓废，历届市政府相继重
视，多次视察，几经修缮，委实为昭通先进
史迹之胜地，同时也是昭通先进文化之代
表。为抢救昭通红色文物、缅怀先烈革命
历程，当时的昭通行署决定拨款重修望海
楼，交由之后的昭通市政府具体承办，于
2000年 9月拆除，保持原址原貌重建，历
经半年时间顺利竣工。2016年4月26日，
昭阳区文化体育局以鲁甸6.5级地震灾后
恢复重建为契机，投资 40 万元对恩波楼
再次进行修缮，增加了石栏、石台、碑文
等，并以此为中心拓建了公园广场。如

今，恩波楼已成为昭通百年历史的重要文
物标志，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游览观光。

新修建的望海楼与市容、凤岭融为一
体，东联凤凰山麓，采用现代建造技术打
造了宽敞明亮的望海楼广场。广场以东，
人工塑造的山川瀑布依凤凰山迎望海楼
飞流直泻，形成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势，相
比之前的恩波蜃影更加漂亮；西接跨越百
米人工湖的九孔虹桥直通市区海楼路，联
通整体公园四周，为人们休闲漫步提供了
方便；南靠环湖路通往鲁甸、巧家和昆明；
北面实验中学贯穿昭通市区，与市区繁华
遥相呼应，为广大市民游览公园、逛超市
购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自然名气不小。

相传很久以前，有个昭通人出游四
川，在与四川人交流时，大家互相赞誉各
自家乡的景物，其中不乏名山大川。四川

的朋友当众夸赞说：“四川有座峨眉山，离
天只有三尺三。”滔滔不绝地赞美自己的
家乡，引得众人喝彩。为此，昭通的友人
站出来说，我们那里还有比峨眉山更高的
建筑，四川人不信，迫不及待地要求昭通
人说出来让人见识见识，于是，昭通人漫
不经心地说：“昭通有座望海楼，半截插在
田（天）里头。”众人大哗，相继传诵，昭通
不仅有“昭阳八景”，而且“昭阳八景”之一
的望海楼比“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还高
出许多倍，可谓是世间奇观。人们由此一
传十、十传百，以至凡是来到昭通的友人，
不论多么忙碌，都要抽空前来观赏这座神
秘的望海楼。观赏之后，他们才明白望海
楼的真正含义：望海楼的价值不在于其建
筑的高度，而在于其立意深远。它矗立于
田间地头，象征着古代的昭通坝子曾是一

片汪洋，而凤凰山则是大海中的一座小
岛，这里的人们时刻不忘这片良田的来
历。古人曾居住在昭通北闸的过山洞，这
一历史在昭通诗人殷美元于 1995年 3月
撰写的昭通北闸“过山洞古猿人遗址长
联”中就已提及，该长联134字如次：

上联：宇宙几沧桑，慨亿万年前，神功
造化，辟此玲珑宝洞，远古人民，磨石为
锄，沿湖拾贝，听布谷催耕，桃溪莺啭，试
问天边明月，岭上金鸡，那时候，春光秋
色，谁能领略兹烟霞世界。

下联：山川随俯仰，看百十里内，巧匠
安排，顺其缥缈仙踪，琳琅殿阕，飞虹漾
彩，缀玉连珠，将奇观荟萃，渔父棹临，引
来海外贵宾，城中俦侣，趁今朝，妙景良
辰，君莫辜负这锦绣蓬瀛。

赏读此联，仿佛置身于一幅生动的历
史画卷中，感受到了人类石器时代的生活
场景。过山洞位于距离昭通城13公里的
鸡公山右前侧方，该洞南高北低，南边是
千顷池，北面四山环绕，平野良畴，宛如世
外桃源；东面为闸心场，西边是海坝乡，又
分水、旱二洞。水洞内流水淙淙、石乳凌
空，声若环佩，神奇幽幻。在远古时代，人
们尚未发明日历，无法掌握春耕播种的时
机，只能依赖布谷鸟的鸣叫声，过着“时有
花落去，远随流水乡”的世外桃源生活。
经过亿万年的造山运动，地球形成了许多
溶洞。这些溶洞长期受到水流的侵蚀，洞
内钟乳石倒挂，洞壁玉光水滑、玲珑剔
透。据考古学家考证，大约10万年前，昭
通的先民（古猿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20世纪 80年代，考古学家在洞内发现了
一颗古人类牙齿化石，经鉴定属于早期智
人。当时，昭通坝子还是一片汪洋，被称
为“千顷池”或“灵池”。

后经大禹治水，他挥动方天画戟和开
山大斧，凿开老鹰岩的巨石，开辟出一条
河道，形成了洒渔河。从此，昭通坝子的
海水沿着洒渔河，流经大关、盐津、水富等
地，最终汇入金沙江。随着海水的疏通，
曾经的湖海逐渐变成了良田万顷，养育着
世代的昭通人民。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
功绩，人们便在此修建了望海楼，以此铭
记这片福地的由来。

如今的望海楼与昔日的望海楼有着
天壤之别。新修建的望海楼保留了原址
原貌，矗立于凤凰山下，其平台采用现代
工艺制造的石砖铺设，四周通过不同形式
的步梯与广场相连。来此观光的人们可
从广场平地沿着石阶拾级而上，登上平台
后，便能近距离观赏望海楼清水砖墙体上
镶嵌着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碑文，从中感受
望海楼的沧桑，同时领略凤岭飞霞、海市
蜃楼的宜人风光。

风雨望海楼
杨志国

重修后的望海楼重修后的望海楼。。 田朝艳田朝艳 摄摄

昭通诗人麦芒的最新诗集《最后的
歌》，融入了他对社会的思考。譬如这首

《福娃》：“出生那天/你爸爸平了反/出生
那天/你大哥考上了医学院/出生那天/满
天的雾霾开始飘散/太阳在笑，你在笑/笑
得像春天。”短短几句诗，却隐含着诗人对
社会的变迁、人的命运改变的压缩饼干似
的书写，看似欢乐，内里却饱含着人生的
辛酸。只有经历过历史风云动荡、遭受过
各种苦难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到诗人那种
酸甜苦辣的心境。

麦芒的诗歌充满了强烈的现实主义
批判色彩，他敢于直面社会问题，勇于揭
露社会的阴暗面，展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譬如这首《祸水》：“祸水/一旦散发开
来/流向哪里/哪里就闹灾/流向哪里/哪
里就遭难/祸水下面/总有一口/看不见的
泉眼/天网恢恢/患然/未然。”祸水所指者
谁，读者尽可以自己去想象，个中道理，启
人深思。麦芒的诗歌蕴含着深邃的哲理，
他善于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揭示
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道理。他的诗歌
不仅关注个体的生命体验，还涉及到宇
宙、历史等宏大主题，展现出一种宏大的

世界观和人生观。再譬如《手杖》：“多了
一条腿/多了一个支点/多了一双眼睛/多
了一份自信/胸中有团火/头上有盏灯。”
一根小小的手杖，竟让麦芒说出了许多道
道。还有这首《受伤的果》：“霜雪冰冻过/
虫鸟啄食过/无情的风/将它吹落/种子/
在/泥土里/醒着。”诗中写出了“受伤的
果”在面对现实的残酷时，生命所展现出
的坚韧与希望。再看这首《挖煤工》：“一
丝不挂/全身漆黑/分不清/哪是头部/哪
是五官/哪是眼睛/哪是嘴/洞外白天/洞
内黑夜。”麦芒不写动作，只绘形貌，便将
挖煤工的辛苦劳作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的歌》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赢
得了读者的喜爱。读这首《擦边球》：

“——刚好/从网上弹落下来/——刚好/
触碰到桌面的边沿/胜与败，有时候/就在
一瞬间。”麦芒的诗就是这样，通常以短小
精悍的形式呈现，但却能够以小见大。这
种创作形式不仅彰显了他对诗歌的深刻
理解和高超的写作技巧，也体现了他对诗
歌民族化、口语化、精短化的追求。麦芒
的诗歌作品不仅在形式上有所突破，更在
主题意蕴上具有深刻的内涵。他的诗歌

往往通过对日常生活中普通物象的诗意
捕捉和哲学升华，表达了对生命、社会、历
史等主题的深刻思考。

麦芒的诗歌在形式上讲究节奏和韵
律，具有明显的音乐美感。同时，他的诗
歌排版整齐、结构严谨，呈现出一种建筑
美感，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麦芒的诗
歌深受生活美学的影响，他善于从日常生
活中汲取创作灵感，用真挚的情感和细腻
的笔触描绘生活中的美好瞬间。他的诗
歌语言清新明朗，读来令人倍感亲切和温
暖。麦芒的诗歌题材广泛，涵盖了自然景
观、社会现象、历史事件等多个方面。他
的诗歌风格多样，既有简洁明快的微型
诗，也有深入探讨人生哲理的长诗。这种
多样化的创作手法使他的诗歌作品丰富
多彩，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麦芒在诗歌创作中展现出的文化自信
是其思想价值的体现。他矢志不渝地追求

“求精不求大”的文化理念，这种文化自信
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作品中，也影响了他
的创作态度和精神面貌。他的诗歌作品不
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更是对中华文化的
传承和发展。麦芒的诗歌作品因其深刻的

思想性、精湛的艺术性、精致的可读性而赢
得认可。他的诗集《最后的歌》出版后，受
到了广泛关注，并得到了评论家们的学理
性分析。这部诗集延续了他一以贯之的美
学风格——短小精悍。麦芒长期专攻短诗
和小诗，被评论家们誉为“短章圣手”“麦四
行”。他的诗歌往往能以简短的篇幅表达
深刻的内涵，例如他的微型诗《钢铁是怎样
练成的》“矿石+柴火=钢铁”，虽然简短，却
意蕴深厚，令人联想到许多。

麦芒最新诗集《最后的歌》具有较高
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它不仅彰显了诗
人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也
表达了他对生命、文化以及故乡的深刻思
考和热爱。作为麦芒个人创作的结晶，

《最后的歌》可以说是昭通乃至中国当代
诗歌的瑰宝。麦芒的诗歌语言简洁明快，
易于理解，有留白的空间，能启发读者深
思。《最后的歌》之所以能够写得如此精悍
而丰富、简明而深刻，与诗人的文学修养
有关，更与他的丰富、坎坷的人生阅历有
关。麦芒当过流浪者、工人、摄影师、撰稿
人等，这些经历都成为了他诗歌创作的丰
富源泉与不竭动力。

《最后的歌》：集广大而致精微
周思明

《最后的歌》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