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平的历史文化离不开博南镇，博南
镇的历史文化又以花桥村最为悠久、丰厚。

作为西南丝绸之路“博南古道”，已
有着二千多年的历史。远在西汉时期，
这条古道即为西南地区重要的军事通
道、民间商道，由此可达印度、阿富汗等
西亚诸国，除了军事目的外，还可运送布
匹、食盐、百货等前往缅甸、老挝、泰国等
国家。

东汉王朝为开发永昌郡，广征民工
大规模修筑博南道，云南永平县花桥村
成了博南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因当
时森林茂密山上到处都有凶猛野兽出没
来伤及路人，任何一个过路的马帮或客
商，只要过了晌午都必须在此吃饭歇息，
否则是没有能力、体力翻越艰险的博南
山和渡过天险兰津渡。所以，花桥逐渐
成了一个有县城级别的繁华驿站。

据当地老年人的讲述，当年花桥古
镇，整条街全长 600 多米，青一色的麻
花巨石铺就的路面，中间全是青石板把
街道分成两瓣鹅卵石铺就的路，由东向
西把古镇一分为二，正中间设有一道城
墙月牙门相隔开来。古镇有自己的“街
天”，街场就设在博南古道穿镇而过的
这一段青石巷道上，从那时候起就把每
逢鼠、马日子就定为“赶集日”一直延续
至今。那时候赶集的客源主要来自保
山、厂街、曲硐、杉阳的商人，前来赶集
的有 1000余人，街场主要以卖布匹、食
盐、土杂百货、洋火、洋伞等商品。当时

房屋多是土木院落杂沓交织。那时候
花桥村仅大马店就有６家，大小杂货店
有 20 多家，大马店每家能歇六七十匹
马，饭店也有 10余家，街场还开设有一
家吸烟馆并设赌博场。每天下午，都会
有成群结队的马帮、赶着黄牛者在这里
歇脚，其中一部分是客商贩卖的黄牛，一
部分是马匹不够用来驮货物的黄牛。太
阳落山时歇息。而黄昏，歇脚的马匹和
货物，再一次摆满了花桥街，抬人的滑竿
也摆了一长溜。踩踏声，嘶鸣声，赶马人
的吆喝声，店铺里的猜拳行令声，使得花
桥街热闹异常。

走进这座古老的驿站，从遥远的地
方蜿蜒而来的马帮，在花桥古驿住宿一
宿后，穿过花桥古驿的青石路又逶迤而
去，渐渐消失在茫茫的群山和云海之
间。花桥村委员会附近，现存少部分显
得十分陈旧而萧条的铺面和街心中的
青石路，依稀可见的马蹄印仿佛在印证
着那段已消失的历史。

多少年来，途经花桥古驿的商贾马
帮络绎不绝，过往客商熙熙攘攘，格外
热闹和繁忙，大大小小的马店曾经发展
到三十多家，无愧是西南丝绸之路博南
古道段漂泊的马帮的家园。

在当地老年人心目中，最难以忘却
的是“马帮文化”。傍晚，伴随着落日的余
辉，一队队马帮在叮当作响的马铃声中，
进驻这座古老的驿站。天还未黑，客房就
住满了南来北往的赶马人，他们虽然已经

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了一整天，仍饶有兴
致地聚集在一起，一面喝着香喷喷的烤
茶，一面吹嘘着各自在路上的见闻和奇
遇，奔走了一天的骡马大口大口地吞嚼着
草料，不时地打着响鼻。迎着次日的黎
明，在一片吆喝声中，一批批驮着各种物
资的马队又匆匆奔向远方。

如今，交通发达，马帮少见，但马蹄印
依存，古驿站、古铺面残存可寻，昔日的热
闹景象可以穿越时空的界限，自由想象。

据《永平县志》载，“永平”二字的含
义有两种说法：其一、元代为纪念东汉
明帝“永平”中始置博南县的功绩，故以
汉明帝年号“永平”二字为县名。其二、
元代为安定社会秩序，故取县名“永
平”，寓意社会“永远安定太平”。

先秦属西南夷。东汉明帝永平十二
年（公元 69年）就设博南县，属永昌郡。

“是为永平立县之始。”“博南”一词，系境
内一座大山之名，因为博南山山势雄峻，
绵延百里，是博南古道必经的重要山脉，
故以山名，取名博南县。三国蜀汉属益
州永昌郡，西晋至南朝梁属宁州永昌郡，
北朝周属南宁州，隋属南宁州总管府。
唐武德七年（公元 624年），永平隶属匡
州管辖，但时间不长，治所置于何处，亦
无从考据。

虽然目前还没有文字记载，但不难
推断永平最初的县衙，设在“普照寺”演
变来的现保存良好的原花桥村完小内，
时间上从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开始。

此推断有诸多依据：其一、“博南”一词，
系境内一座大山之名，因为博南山山势
雄峻，绵延百里，是博南古道必经的重
要山脉，故以山名，取名博南县。而花
桥村在博南县博南山范围内。这是地
点范围。其二、原花桥村完小地理位
置、建筑样式与古代的衙门建筑风格一
样，依山而建、拾级而上、开“八字”门、
居高临下，且在一度时期内是非此莫
属、唯一一处很宏伟的建筑；正前方为
街道，右下方有古税司；云南名士李根
源、赵藩合题“元梅明茶之刹”匾额于

“普照寺”中；右后侧为传说中的诸葛亮
驻军“营盘地”；博南古道从旁而过等，
这些足以证明原花桥村完小所在地就
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交通枢纽。其三、花桥的老百姓都记得
这么一句话：花桥是条槽，雁过掉皮
毛。说的是花桥的地形是一个天然的
狭长地带，似一个细长的葫芦，不管是天
上飞的还是地上走的，要由此出杉阳至
保山，花桥是必经之地。因为在地理位
置上的优越，花桥被理所当然地作为了
博南县县址。其四、在中国历史上没有

“有县无衙”的惯例，所以，东汉明帝永平
十二年设博南县时，县衙随之就有。这
样被时间、空间、特征“锁定”的地方，若
县衙不在此地，还能在哪里呢？！

永平古驿县衙，显现着永平悠久的历
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对于研究永平、大理
乃至云南的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永 平 古 驿 县 衙 初 考
□ 张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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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三、四十年
代艰苦卓绝的全民抗战
救国中，在国民党阵营
里，涌现出两个祥云籍
抗战将领，一位是今云
南驿镇的杨炳麟将军，
另一位是今刘厂镇的肖
本元将军。

杨炳麟，1900年出生
在云南驿镇云南驿村，18
岁从军。1937 年全国抗
战爆发后，云南组织陆军
第六十军开赴抗日前线，
他任六十军一二八师一
个团的团长，率部参加了
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和武
汉保卫战等重大战役，尔
后又率部转战赣北、奉
新、安义等地，在江西大
地上痛杀日寇。因战功
卓著，1941年被升任步兵
第五旅旅长，1944年升任
步兵第二十二师少将师
长。日本无条件投降后，
奉命率部开往越南境内
受降，随后升六十军中将
军长。

肖本元，长杨炳麟五
岁，1895年出生于今刘厂
镇一个叫张厂的自然村，
青年时从云南省立中学
考入云南省讲武堂，开始
了他的从军生涯。1937
年六十军从云南开赴抗
日前线时，已经是团长的
他，被擢升为六十军一二
八师五四一旅副旅长，参
加了台儿庄战役，随后改
任 一 八 三 师 参 谋 长 。
1938年任旅长，率部在湖
北阳新、排市一带与日寇
作战。1942 年升任五十
八军新编第十师少将师长，在江西境内
展开对日作战。日本投降后，随58军进
南昌受降。

作为国民党阵营抗战将领，杨炳麟
将军和肖本元将军还有一个共同之处，
即在日寇投降后的第三次国内战争也就
是解放战争时期，二位将军并不像其它
很多国民党将军一样，始终顽固站在人
民的对立面，直到被历史的潮流彻底抛
弃，而是审时度势，顺应历史的潮流，积极
和蒋介石集团划清界限，站到了人民的一
面。1946年，蒋介石命令杨炳麟将军带领
六十军，开往东北准备内战，杨将军看清
了蒋顽固进行内战的本质，不愿意当蒋进
行内战的马前卒，于是借故请假回到了云
南，在家闲赋一段时间后，到云南滇军中
任职，1949年底随卢汉一起起义，积极推
动促成了云南的和平解放。新中国时期，
相继任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军官管理
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预备学校
军事教官、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
常委，民革云南省委员会委员，直到1987
年三月逝世，享年88岁。

肖本元于1947年在蒋介石集团发动
的全面内战中，已升任中将副军长的他，
奉命率部开往南阳，准备与人民解放军
作战，不料在中途就被解放军包围，成了
解放军的俘虏。被俘后，经刘伯承、陈毅
热情诚挚的教诲，他开始认识到蒋介石
集团的反动性，决心不再与人民为敌，释
放回部队后积极策动起义，未果，随即离
开部队回到云南家中，不久又在云南绥
靖公署任参谋，1949年底随卢汉一道举
行和平起义。云南和平解放后，在西南
军区第二速成中学任军事教员，后转业
到云南省文史馆任馆员，勤勉工作直到
1990年逝世，享年95岁。

两位将军在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中
毅然弃暗投明，为云南的和平解放作出
了积极的贡献，成为新中国光荣的建设
者，是非常令祥云父老乡亲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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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川县是以白族为主的一个滇西
边远小县，海拔高，气候冷，生产生活相
对落后。可是剑川县历来有重视教育
的传统，文气迭起，名家辈出，就在近代
云南省城昆明，剑川的优秀人士还是留
下了一些有影响和值得骄傲的事情。

一、以大观楼长联书法为代表
的墨宝和楹联

赵藩（1851 年至 1927 年），云南省
剑川县人，白族。赵藩最为后人称道、
影响也极大极远之事，就是重书了昆明
大观楼长联。一八八八年夏历八月二
十五日，是云贵总督岑毓英六十大寿生
日。之前岑毓英的幕僚赵藩就建议“重
议重刻重立大观楼长联”。岑毓英同意
并命赵藩代笔书写，故长联上只写了

“昆明孙髯翁旧句”（作者），“西林岑毓
英重立”（修复制作），没有署名是赵藩
书写的。赵藩的“长联”书法师承颜真
卿、钱南园，长联结构稳健、笔画严谨、
圆润有力、端庄丰厚，为其平生书法佳
作，书写时年仅 38岁。一百多年来，以
岑毓英名义重立，而赵藩亲笔书写的大
观楼长联，由于长联本身的价值与书法
价值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而名满天下、
泽及后世。除大观楼长联的书法以外，
赵藩在昆明西山、筇竹寺等名胜景观还
留下了许多的书法墨宝和楹联作品，供
后人欣赏、品味和思考。

周钟岳（1876 年至 1955 年），云南
省剑川县人，白族。云南重九起义后，
曾任云南都督府秘书长、云南省省长等

职。1911 年辛亥革命胜利后，云南光
复。云南都督府由原来的云贵总督府
（今胜利堂）迁到了五华山办公，五华山
便成为了滇省政治中心。为了纪念云
南光复，云南都督蔡锷在此扩建了办公
大楼，并改称为“光复楼”，以彰显革命
之功绩。应蔡锷邀请，周钟岳书写了

“光复楼”三个擘窠大字，悬挂楼头，以
壮声威。周钟岳在昆明有影响的书法
作品还有代龙云书写的云南石林的“石
林”两个大字和云南大学的“仰止楼”匾
额等。

赵式铭（1873 年至 1942 年）字星
海，白族，云南省剑川县人，曾任云南通
志馆馆长等职。1935年，昆明在圆通山
修建“聂耳亭”，赵式铭书写了三副对
联：（一）“古乐惜无传，我亦雅琴龙德
裔；修门嗟不入，君真湛石屈原流。”
（二）“乐府近凋零，学就成连人已逝；吹
台遥怅望，化为精卫客应归。”（三）“酒
罢客将归，一阁峥嵘斜照紫；曲终人不
见，数峰杳蔼暮烟青。”第一联将聂耳与
屈原相比，把聂耳之死看作祖国巨大损
失。第二联悼念聂耳正在音乐上大有
成就之时不幸去世，人民临海遥望，祈
盼音乐家的英灵化为精卫鸟飞回祖国，
为抗日救亡而歌唱。第三联将暮霭中
永峙山峰，喻作聂耳光辉生命，频添无
限追思景仰之情。

二、设计重修忠爱坊和金马、
碧鸡坊

“丽江粑粑鹤庆酒，剑川木匠到处

有。”这是流传在滇西北地区的一句民
谣，真实地反映了剑川木匠遍布省内外
的客观实际。就从剑川人设计重修昆
明忠爱坊和金马、碧鸡坊来看，足以充
分印证了剑川木雕影响的久远、广泛。

据张笑《剑川木雕》一书中说：光绪
九年（公元1883年），昆明重修三市街忠
爱坊，专请剑川人张锡鹏设计制作牌
坊，并要求将斗拱梁枋雕刻成云南一流
水平。张锡鹏根据牌楼环境位置和牌
坊“忠于君而爱于民”的含义，认真设计
了相并图案，受到了三迤民众的称赞。
1914年，忠爱坊附近油蜡铺失火，使忠
爱坊又毁于火。1999年，以忠于国家、
民族团结、造福于民为象征的忠爱坊重
建完工，坊上“忠爱”两字，原为沐英手
迹，后来失传，今无可寻，后拓赵藩字
迹，予以弥补。

金马、碧鸡二坊曾经是昆明的象征
和标志之一，与忠爱坊鼎足而立形成

“品”字三坊。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
昆明邀请张锡鹏来昆明重修金马碧鸡
坊。其时张锡鹏因病不能再上昆明，他
推荐了剑川同行木匠杨文樾，又使一位
剑川木匠在昆明显示了剑川木匠的独
特手法和精美工艺水平。当时原来的
金马碧鸡坊已经毁坏日久，昆明人只对
两座牌坊有一个粗略的记忆。杨文樾
多次踏勘，并立木记标，反复验证，最后
确定了金马、碧鸡二坊牌楼的尺度，设
计成功了一高二低飞檐翘角的金马碧
鸡坊，使数学、光学、天文学、建筑学紧
密结合起来，既具有历史文物性，又具

有艺术代表性。建筑成功的金马碧鸡
坊在当时昆明最为繁荣的金碧路上，充
分显示了剑川木雕精美大方、厚重庄实
的艺术风格，为昆明增添了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也进一步扩大了剑川木雕的影
响。文革期间，金马碧鸡坊被人为拆
除，“金马碧鸡荡销尽，千载胜迹无处
寻”。1998年，昆明市人民政府重建金
马碧坊时，剑川人又承包了牌坊上仿古
建筑木雕部分，还承包了广场南侧的众
多仿古建筑院落。新一代的剑川木雕
师傅按质按量地完成了仿古构件的全
部制作和彩饰工程，又一次受到了春城
人民的称赞。

三、云南高等林业教育的创始
人也是剑川人士

张海秋（1891 年至 1972 年），云南
省剑川县人，白族，著名林学家、林业教
育家。1913 年春，考取云南留日预备
班，赴日本留学。1915年，进入东京帝
国大学农学部林科学习，1918年毕业。
回国后加入中华农学会和中华林学会，
先后受聘于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专
门学校、江西农业专门学校、国立中央
大学农学院森林学系。1939年秋，应国
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历任云南
大学森林学系主任、农学院院长等职。
1950年以后，任云南大学校务执行委员
会委员、农学院院长、昆明林学院教授
等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国内缺
乏林业方面的资料和林学方面的教材，
他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中，亲自编写教

材。张海秋毕生从事农林教育工作，不
仅是云南高等林业教育的创始人，也是
中国现代林业教育的先驱者之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张海秋
应聘云南大学后，为开创我省的农林
教育事业呕心沥血、辛勤操劳。1939
年，他创办了农学院森林学系，任系主
任。1943年春，张海秋任农学院院长，
创办农林学系，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
农林专业人才和教育、科学工作者。
张海秋办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注意
教育与建设结合。在经费十分困难的
情况下，先后建立了约 260亩的呈贡农
林场、约 50亩的云大经济林场（后改为
实验农场）、昆明北门外作物实验场、
弥勒木棉场、昆明厂口林场和实习蚕
桑场等实验基地。这些教学实验基地
除供引种栽培、实习实验之用外，还生
产部分农副产品投放市场，收入作为
扩大再生产和添置教学仪器设备等开
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
物资困难和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云南
大学森林学系的创办和农学院的扩
充，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高等农林教
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主要参考书目：1、《剑川县文史资
料》，剑川县政协编；2、《剑川县志》，剑川
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云南民族出版
社；3、《剑川木雕》，张笑著，云南大学出
版社；4、《昆明风物志》，李孝友编著；云
南民族出版社；5、《新编昆明风物志》，
朱净宇撰稿，云南人民出版社。

剑川人士在昆明留下的一些痕迹
□ 杨庆春

云龙县检槽乡师井关帝圣君桥。被称为“桥梁博物馆”，有“古桥冠全滇”之誉的云龙县，近年来，该县县委、政府
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加大对古桥的保护力度，现存有42座。此桥现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桥全长15.78米，
宽3.58米，高5.58米，净跨径4.18米。

（通讯员 杨利军 摄）

在祥云水目山的大德高僧中，担当
以卓越的诗书画成就名噪海内外，不仅
是中国僧界的一绝，也是古今公认的中
国诗书画界的艺术大师。他众多的诗
书画作品，堪称中国历史文化的瑰宝，
倍受古今赞赏喜爱。水目山作为担当
和尚出家修行的第一站，在水目山修行
时期，他不仅静心修佛成了大德高僧，也
将自己的诗书画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
程度，因之有了更为深厚的历史文化意
蕴。作为一个集诗书画艺术于一身的他
在云南横空出现，使一直寂寞于中国诗
书画界的云南陡然间有了引世人瞩目的
文化艺术亮色。而作为水目山上的一
代高僧，水目山成就了担当，担当也精
彩了水目山这座滇西佛教名山。

担当，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 1593
年）生于云南滇池地区的晋宁一个有着
诗书传统的文人家庭，取名唐泰。祖父
是嘉靖年间的解元，著有《五龙山人诗文
集》三十余卷。父亲也有诗著《十海诗
集》，自小便接受父祖在诗书艺术上的熏
陶，加上他聪慧灵颖，十岁就能行诗做
文。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12岁
的唐泰随父亲北上到金陵（今南京），在
接触当地诗家书人的过程中，以其之诗
书画灵气，在金陵初露头角，“诗名浮
动”，成为小有名气的少年诗歌书画家。
从大约是1610年起，潜居晋宁家中，直到
成年时期的33岁上，才又重新出滇，入京
应礼部试。但未能金榜题名。正是仕途
不运，进一步激发了他的诗书画兴趣，并
在其地拜师习诗书画，打下了扎实的基
础。1631年，年近四十的他回到了云南，
又一次潜居晋宁老家，烹汤递水，奉养老
母。这期间，大旅游家徐霞客广游天下
来到了云南，入晋宁地览赏山水。唐泰
与之相识，两人心有灵犀一见如故，月光
清茶吟诗作赋，成为莫逆好友。后母辞
世，从此了无牵挂的唐泰，东西纵贯大半
个云南，来到了慕名已久的祥云水目山，
剃度出家，拜于水目高僧无住座下，从此
开始了长达 32年的青灯黄卷的修行生
涯，他先取僧名普荷，后又更僧名为通
荷，另有担当之号。普荷担当于水目佛
地成为一代高僧。其间虽也历游省内各

幽山名寺，广交高僧名士，但水目山始终
是他出家修行前期的最主要侍佛之地，
并在这里从一个普通的僧人修成大德
高僧。在水目山成就僧名后，又才辗转
宾川鸡足山，大理感通寺，于清康熙十
二年（公元 1673年）在点苍山佛顶峰麓
的感通寺坐化，享年 81高龄，徒弟广厦
为其筑建灵塔于感通寺，灵骨长伴银苍
玉洱。

作为一代大诗人，担当在出家前，
就有诗集《脩园集》。出家后，成《橛庵
草》。邱宣充先生主编的《水目山志》，
收录其诗联 428首（幅）。虽未必完整，
却是其代表之作。通过这些诗联可以
看出，其所创作的诗中，多为二行诗，既
是诗，又为联，诗性融于联体，联韵渗于
诗行，独显风格，自成一体。诗歌语意
多显禅景禅意，朴素直白但饱蕴哲理，
似随意之言却又暗含锋机。往往短短
的两行诗中，峰转路回，不尽千秋，让人
读之如咀秋霜染过的橄榄，回味不尽，
达到了非常高的诗联艺术水平。与他
的诗联相媲美的，是他的书法和墨画。
担当的画以山水画为主，兼有少量的人
物画。他对于自己的画，有过这样的表
白：“老衲笔尖无墨水，要从白云想鸿
蒙。”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他的画无丝毫
刻意的痕迹，信手画来，以神似而超形
似，狂达豪放，恣意汪洋却又没有任何
肆情滥充的痕迹，把一个僧界艺术家复
杂微妙的审美心理和高古湍扬的思想
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欣赏他的画，
欣赏者往往见景不见纸，见物不见墨，
最后是见灵动的情感思绪和逸飞的精
神内涵而不见线条。这一点，在他的同
时作为一个书法大家那“当其下手风雨
疾，笔所未到气已吞”的狂草中可以看
得出来。

担当在水目山从一个普通的僧人而
修行成了一个大德高僧。也是在水目山，
把自己所喜爱的诗书画一举推上了个人
的艺术峰巅，使当时在文学艺术上相对沉
寂的边地云南，出人意料地向中国的艺术
天空斜飘出苍劲茂盛的一枝。在这个意
义上，祥云的水目山成就了他，他也在很
大程度上成就了祥云的水目山。

担当与祥云水目山
□ 胡子龙

近年来，鹤庆县政协高度重视文史
工作，充分发挥文史在存史、资政、团结、
育人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开创性地开展
工作显成效。

鹤庆县政协立足鹤庆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是大理州的文献名邦的实
际，抓重点、重特色、出精品，注重抢救与
存真，将征编史料与参政议政结合起来，
整理出版了一系列的文史读物，用生动
的史实教育人、团结人、鼓舞人。近年
来，先后出版了《鹤庆县政协志》，《龙华
山志》，《鹤庆文史资料》第八、九、十辑，

《鹤庆委员风采》，《鹤庆传统民歌集》，
《优化社会细胞·促进社会和谐——鹤
庆》，《幸福度过更年期》，《鹤庆政协》第
1至7期，《鹤庆》杂志政协专刊，《鹤庆新
闻通讯》（德馨桑梓·助飞鹤阳）专刊，《鹤
庆风光》碟片等。

鹤庆县政协十分重视文物古迹的保
护工作，使一些县内文物古迹得到很好
的保护。多年来，县政协紧紧围绕“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

方针，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认真
督办政协委员关于文物保护方面的提
案，使全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成
效。如章天柱、杜宽活、段天禄等政协委
员提交的关于对松桂茶马古道遗址、老
县城古民居等 12件文物古迹保护的提
案，县政协及时交给相关部门办理，同时
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朝霞寺、菩提寺、龙华
山、象眠山古墓场、云鹤楼等地对文物古
迹进行视察，形成调研报告，交由相关部
门处理，经过多方努力，最终将这些有历
史文化价值的文物古迹修缮一新，得到
很好的保护。

鹤庆县政协还高度重视文化建
设，推动了鹤庆文学艺术的大发展大
繁荣。近年来，县政协倾力支持、资助
县内广大文学爱好者出版个人专辑 20
多本（集），这些文集的出版，对鹤庆存
史、资政、育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
时，也推动了鹤庆文学艺术的大发展
大繁荣。

（特约记者 张银奎）

鹤庆县政协重视文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