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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拱北长篇小说《老青山的琴
声》最近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他的上一部小说《我是校长》前两
年刚刚出版，他在六年时间里
（2013年—2019年）竟然连出了三
部长篇小说，这令我感到惊叹。

《老青山的琴声》讲述的是一个
刚毕业的大学生到远离城市的偏
僻的山村小学支教的感人故事。

林泉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
的优秀大学生，因不满别人对自
己的命运的安排，自愿到山区的
老青山小学教书。在上山的日日
夜夜，他深切地感受到老青山的
人们，希望靠教育改变自身的生
存情况和改变孩子们命运的强
烈愿望，感受到以老支书为代表
的人们对他的信任和殷切期盼，
在理想与现实，爱情与事业，走
与留的激烈矛盾斗争中，他完成
了人生观，价值观的艰难转变，
将自己的命运和老青山融为一
体，让自己不绝的琴声永伴着孩
子们的成长。

小说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
形象，老支书的刚正执着，杨大妈
的善良宽厚，孩子们的纯真朴实，
江又可对爱情的忠贞和执着，郑
秋月的率真与泼辣，都给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

我读小说有三个基本要求，
一是好读，二是感动，三是让人说
不清楚为什么感动，所以说好读
是让人能读下去，并被感动，然而
在被感动之余有意味。《老青山的
琴声》就基于此，其亮点在于老师
和学生的“三次拉钩”。

第一次是学生杨家贵想学乐
器，而林泉则要求他考上县城重
点中学，在双方协议下，互相勾起
了小指头。第二次是放寒假林泉
回家，学生们相约给他送行，在下
山的路口，学生们向他道别，他们
不太会说话，没有太多的话语，有
的也只是说些完成布置的假期作
业，只有杨家贵不言不语，心里充
满了担心，杨家贵的担心是真实
的，他怕林泉像上一个老师一样
一去不再回来，就没有人教他拉
小提琴了，而林泉看出了他的心
思，所以抬起了手指，杨家贵看到
了林泉的手指，也高兴地举起手
勾起了手指。第三次是杨家贵和
张丽珍两位六年级的学生报考了
县城里的重点中学，杨家贵缠着
林泉要他陪伴着去考试时，林泉
同意了并勾住了他的小手指。

“拉钩”就是相互信任，拉了钩
就不能反悔，是对承诺的信守。林
泉和杨家贵的三次拉钩反映了老
师对学生的理解，鼓励和信任，也激
发了学生努力学习，积极向上的思
想和意识。一次又一次的“拉钩”，让
学生成功地完成学业，走上新的人
生征程，而一次又一次的“拉钩”，
体现着老师的担当和无私的奉献，
小小的动作，表达着山村小学师生
间无声的情愫。我们常说，创作应
关注人性和现实，反映现实生活中
自己最熟悉的事物，段拱北在他的
第一部长篇小说《知青往事》里是
这样说的，“不会写小说的人居然
写起小说来，何故？1964年500多
的昆明知识青年到安宁县下乡插
队，至今近半个世纪，对下乡插队
的那些人那些事的记忆并没有因
为时间的远久而尘封，反倒随着年
纪的增大而日渐清晰，且时时萦绕
于心，让人不得安宁，为了解脱，于
是想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这一
写，就有了20多万字的《知青往事》。

段拱北在原安宁县度过了六
年的知青生活，随后从教30余年，
先是当教师，后来在多所职业学
校和中学任校长，直到退休，正
因为有了这些经历和他所接触
的人和事，有些深深地埋在他的
心里，常常蠕动他的神经。萦绕
于心，挥之不去，有了个人的体验
和经验，有了对生活的真实体验，
以及阅历和经历，再加上写作能
力，写作技术，于是，段拱北就开始
说，说故事，先说了校长的故事《我
的校长》。校长的故事说完了就接
着说老青山的故事《老青山的琴
声》。现在，老青山的故事也说完
了，据说他还要说下去。

我在等待，在期待，到那时，
我将炒一盘花生，斟一杯酒，静静
地倾听或是品读。

人生短暂，所有的遇见既是
缘，似乎也是一种必然。该遇见的
不会错过，不该遇见的谁也不认识
你。这就是缘，即便吃酒席，能跟你
坐在一张酒桌上的人，是你今生无
法错过的人物，即使你非常不乐意
接受他。至于共戴一天的同事，我
确切感觉他们与我上辈子就是朋
友，否则十几亿人中却仅仅认识他
们几位？这种理念会促使我去爱护
和保护他们，当然也依赖他们。生
命就是这样的：相互支撑，方得长
久。这就是杨慎“一壶浊酒喜相逢”
的生命况味吧？

可是杨慎还说“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不变的只会是青山
江河，匆匆离去的永远是生命，在
永恒的自然面前，人类无法克服

“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宿命。到来和
离去，在亘古时间面前何其短暂，
好如萤火一现，昙花瞬开。遇见的
人物即使是你的父母、儿女，相处
的岁月短促甚至来不及揣摩，就烟
消云散，不知所踪。生命的温暖是
有亲情相伴；生命的残酷是这种
亲情存留时间快如闪电，辉煌灿
烂片刻，便归寂灭。像看一出戏，
曲终人散。

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大书
法家怀素和尚的叔叔钱起到长安
应考，省试要求考生作五言律诗
一首，六韵十二句，并限定诗题和
用韵。这种刻板的命题考试使大
部分应考诗作形同僵尸，味同嚼
蜡，惟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被
千古传诵，因为这首诗是成语“曲
终人散”的源头。诗曰：“善鼓云和
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
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
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
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
见，江上数峰青。”诗人以惊人的
想象力，极力描绘湘灵鼓瑟的神
奇力量，特别是末句，《旧唐书·钱
徵传》称其为“鬼谣”。此乃神来之
笔，妙造自然，余音绕梁，令人回
味无穷：鼓瑟之人一曲演罢，听客
纷纷离去，江水依旧东流，峰峦叠
起青山依旧。万事万物都有消亡
的一刻，曲子停息了，人也就都散
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秋
天，四十五岁的白居易被贬为江州
司马。这一年，白乐天写下名诗《琵
琶行》。本来是与友人送别，在“醉
不成欢惨将别”的时候，“忽闻水上
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主客都
被优美动听的琵琶声吸引，请来奏
乐者重弹一曲，成就了中国诗歌名
篇诞生。这首诗以情动人，叙述事
件，描写人物全都充满抒情色彩。
送客一节即以“秋瑟瑟”“惨将别”

“茫茫江浸月”，给环境制造了伤感
的气氛。琵琶女第一次演奏，诗人
在描写琵琶女演奏的手法和曲调
时，让情思幽恨贯穿始终。自叙身

世一段，是“幽愁暗恨”的根源，更
是充满了人物因昔盛今衰而产生
的种种哀伤。诗人自叹经历，处处
以环境衬托自身的感慨，充分描
写了漂沦流落的悲切之情。末段，
凄凄的弦声与哭泣声相互照映，
更是写尽了诗人的悲痛之情。仍
然是曲终人散，却给诗史留下一
座高峰：“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
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
唯见江心秋月白。”《琵琶行》在
当时的知名程度很高，诗人逝世
不久，唐宣宗李忱写诗吊念他
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
唱《琵琶》篇”。

曲终人散的凄美，影响无数的
诗人。刘禹锡的《竞渡曲》以“曲终
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结
束吟唱。其实那是一次龙舟大赛，

“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
舟”。诗人追究了赛龙舟的起因：

“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
起”；描写了竞赛的壮观场面：“杨
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
蛟龙得雨鬐鬣动，螮蝀饮河形影
联。刺史临流褰翠帏，揭竿命爵分
雄雌。先鸣馀勇争鼓舞，未至衔枚
颜色沮。”可是热烈快乐的赛事，竟
然飞快地消逝，暮色中，诗人站在
屈原的招魂亭前，白日的喧闹不复
存在，只有滚滚江水流向东方，沉
寂是大自然赐予的最后画面。

在“西湖夜寂凉风生，山头一钩
新月明”的景致里，宋代诗人李远听
到“商声恓悲羽声壮”，离愁随即
袭来，“唯有愁端无古今，举刀不
断东流水”，他想到的是恋人此时
的境况：“深闺兰灯照空床，笛声
不如离恨长”，羌笛声音婉转激
越，勾出他满腔的别恨：“曲终人散
一惆怅，回首江山非故乡”。这是
人生的一种无奈，“万事浮云过寥
廓，且醉杯中琥珀薄”，一杯烈酒，
实际上从未浇熄人间离愁（《仆久
客钱塘有吹笛月下者同旅闻之凄
然皆有归》）。

曲终，当然要有音乐，似乎惟
音乐方能承载离愁别恨。欧阳修
（宋）说：“雁柱十三弦，一一春莺
语。娇云容易飞，梦断知何处。”
（《生查子·含羞整翠鬟》）赵嘏（唐）
说：“曲罢不知人在否，余音嘹亮尚
飘空。”（《闻笛》）

苏轼的《江城子·江景》，将曲
终人散的意境推向空灵与遥远，是
这一题材的代表作，其词曰：“忽闻
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
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
取，人不见，数峰青。”忽然听到江
上哀伤的调子，含着悲苦，又有谁
忍心去听。烟霭为之敛容，云彩为
之收色，这曲子好像是湘水女神奏
瑟倾诉自己的哀伤，一曲终了，她
已经飘然远逝，只见青翠的山峰，
仍然静静地立在湖边，仿佛那哀怨
的乐曲仍然荡漾在山间水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到来之际，我读到罗云智的长篇
报告文学《世纪春秋》，随作品走进
西双版纳宣慰使司末代议事庭长
召存信的人生历程，更感受到这部
作品不菲的思想价值和时代意义。

《世纪春秋》以西双版纳的末
代宣慰使司议事庭长召存信成为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长、全国政
协常委的传奇人生为主线，以宽广
的视野和恢宏的架构，在近一个世
纪的历史长河中，展现了召存信从
封建领主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
人民公仆的人生转变，塑造了他作
为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无私奉献，为实现共产党人的远大
理想，奋斗终身的光辉形象；描写
了他作为人民公仆为建设和谐、繁
荣、绿色的祖国边疆，呕心沥血，公
而忘私，作出的巨大贡献；热情讴
歌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英明
和正确，反映了新中国各族人民团
结一家亲，为社会主义祖国边疆的
繁荣发展，共同奋斗的新气象。《世
纪春秋》，不仅是一个人的春秋史，
也是通过西双版纳 70年的时代变
迁，呈现出一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祖国边疆不断进步，繁荣发展
的绚丽画卷。

作家围绕召存信的特殊人生
经历，从他的出身作为王子和末代
议事庭长时与众不同的思想、品格
和抱负，加以铺垫，写出了他人生
转变的主观因素。从他在党的民族
政策的感召、指引下成长为无产阶
级革命战士和作为人民公仆后，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迹。全书结
构完整，层层递进，水乳交融地写
出了一名具有特殊经历人物的世
纪传奇。

作品写他从小受到良好的传
统文化教育，读了许多汉书经典，
形成了美好善良的品性。还是儿童
时代的他骑马随父亲出巡领地，风
雨中路遇放牛爷孙，见他俩跪在路
边泥水里，就跳下马连忙扶起老
人，一个小细节，把小王子的善良
性格表现了出来。他甚至发出许多
人不理解的疑问，“我们家没人下
田，谷子怎么是我们家的？”传统文
化中的爱国主义思想，自然也潜移
默化地浸润着他幼小的心灵。当日
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燃烧到
西双版纳的国门口时，他放弃了到
昆明上学的机会，毅然投笔从戎，在
西双版纳组建了第一个抗日的武装
自卫队伍。被傣族人民誉为“佛祖派
来的保护神。”在他不得不就任土司
和当了议事庭长后，看到被各种捐
税地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底层百
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减租减税，拒
不执行国民党政府征粮、征赋、征夫
的暴行，就这样，作品写出了一个与
其他土司头人不同，具有民生情怀
的头人形象，这也是他能不断接受
新生事物，顺应时代潮流，最终走上
革命道路，转变成为一名无产阶级
革命战土和人民公仆的思想基础。
因此，他一旦从鲁明聪等进步人士
中，知道了有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
共产党后，就决心要找党、跟党走，
为党的事业去奋斗。

作品写召存信找党，在原始森
林跋涉八天八夜，终于在思茅找到
了党领导的边纵 9支队。在党的培
养下，召存信开始新的人生道路，
并于195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
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召存信日
夜工作，深入群众做思想工作，西
双版纳于 1953年建立了云南的第
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政府，他被选为
州长并一直连任到1992年退休。和
新中国同行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州，为边疆的稳定繁荣发展，为各
民族的团结，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
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召存信也奉
献了他的全部心皿和智慧。西双版
纳一望无边的橡胶林，为他树立起
绿色的丰碑，那不断扩大的自然保
护区和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正在
把他绿色的梦想，变成现实；基诺山
上脱贫致富的基诺人家的火塘，映着
他和蔼的笑容；澜沧江—湄公河一
江连六国的国际大通道上，仍有他
开放的胸襟吸迎八方来风……今
天，召存信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
精神永存，西双版纳的各族人民，有
口皆碑，他那些平凡的故事，那怕是
公家的小车，也不允许自己的亲人
乘座，儿子要出来经商，做点小生
意，也不允许……还有他那发自内
心的话语，“要听共产党的话，要跟
共产党走……”就这样，作家为我
们写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形
象，写出了人物的转变历程，写出
了人物从量受到质变的真实性与
可信性。

召存信之所以能实现从封建

领主到人民公仆的质的转变，除了
他本人性格上的优点外，更在于党
的民族政策的英明正确，新中国对
他的培养和关爱。正是在这点上，
作家进行了深度的开掘，自他找到
党后，就有一条这样的红线贯穿始
终。召存信找到党后，党把他送进
军政干校学习，系统地学习了党的
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使他有了
方向，自我感觉“成了新人”，下定
了跟党走的决心。在他作为少数民
族代表，被邀请到北京参加新中国
成立一周年观礼，受到毛主席的接
见，毛主席亲切地称他召存信同
志，还说他知道召存信在解放西双
版纳的斗争中起的作用，鼓励他

“跟着共产党走，为巩固边疆，建设
边疆再立新功。”还有毛主席亲自
签名任命他为西南军事委员会委
员，使他真正感受到民族平等，当
家作主人的自豪与光荣，这些无疑
是召存信人生发生转变的巨大动
力。在建立西双版纳民族区域自治
政权中，是周总理过问，把原来的

“僰族”正式改族名为“傣族”，才有
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名称。
更进一步增强了召存信的民族自
信心与自豪感。周总理陪同缅甸总
理在西双版纳过泼水节时，主动提
出要穿傣家人的民族服装，和他们
一起泼水祝贺节日，也让他感受到
新中国大家庭各民族一家亲的主
人翁感。还有总理对毁林开垦的忧
虑和保护热带雨林的指示，王震将
军深入黎明农场和军垦战士同吃
同住同劳动的情景……都在感动

和感化着召存信的灵魂。作品就这
样从更广阔的背景与视野中，写出
了召存信从封建领主转变成无产
阶级革命战士与人民公仆的真实
性与可信性，从而提升了作品的思
想高度与时代价值。

《世纪春秋》在艺术表现上的
一个特点，就是把这个题材的新
闻性、传奇性、真实性与文学性较
好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思想与
艺术表现上的有机统一。作家为
了把这个传奇人物，表现得更生
动，更感人，又合理，在写作时，较
注重发掘和书写人物经历中本身
就有的那些生动故事，如当王子
出巡时的故事，当土司与议事庭
长时的减租税与抗“三征”的故
事，当州长时深入农家排忧解难
的故事，与夫人刀美英结为夫妻
的爱情故事，刀美英连夜为周总
理做傣族服装的故事，周总理和傣
家人过泼水节的故事等等。这些富
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故事，作
家把它们有机地结构在作品中，娓
娓道来，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与文学性，也在讲述一个传奇人物
的世纪春秋中，讲出了新中国边疆
的一个感人、给人启示的中国故
事。作家还把西双版纳丰富多彩的
民族历史文化、各民族的民风民
俗、时代变迁中的重大事件与各种
人物，结构在报告文学中，增强了
作品的思想内蕴和民族特色。作品
的语言也有特点，朴实而不乏生
动，简洁而显出内蕴丰厚。这是一
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有的史学家把“昆明”定为民
族的称谓，所以“昆明”这个词就
似乎与南诏王室的族源有关系
了。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昆明
到底是地名还是族名称谓？

昆明一词最早见于《史记·西
南夷列传》：“于是天子乃令王然
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
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
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
明，莫能通身毒国。”这里所说的是
在汉武帝元狩二年，汉武帝派王然
于等人从四川沿路寻找一条到印
度（身毒国）的道路。在王然于等人
到了滇国的首府昆明时，却被滇王
尝羌留下了。滇王就派人为他们去
打探西去印度（身毒国）的道路，
先后派出十多批。所以一年多时
间，王然于他们仍然滞留在昆明，
没有去身毒国。这是历史记载里
第一次提到“昆明”。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这时的
“昆明”是滇王的所在地的昆明
城。这里的“岁余，皆闭昆明”，就
是说王然于他们滞留在昆明一年
多的时间，这个昆明是地名，当时
的滇王的都城是在昆明。

南北朝（公元 420年—公元
589年）时期的地理书籍《三辅黄
图》四卷说：“汉昆明池，武帝元狩
四年穿，……昆明国有滇池，方三
百里，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习水
战，因名曰昆明池。”这里清楚地
告诉我们汉朝时期的昆明在滇池
边上。因为昆明国有滇池，面积三
百里，所以就效仿滇池在长安开
挖了昆明池，用来练习水军作战，
因为滇池在昆明国，所以把这个
湖叫做昆明池。

史料一：滇王印。汉武帝听了
王然于等的禀报以后，于公元前
的 109年（元封二年）发巴蜀兵数
万人击败了劳浸、靡莫；劳浸、靡
莫就是今天的昆明市以北寻甸、
东川、昭通、镇雄市县等地。当大
兵临近滇王的地界，滇王畏惧，便
向汉王朝投降。汉王朝便赐与他

“滇王印”。为什么说昆明国就在
滇池边上呢？证据是 1956年在云
南晋宁石寨山古墓(六号墓)中挖
出的“滇王印”；这个印纯为黄金
铸成，方形，蟠蛇纽，大不逾寸，印
面为凿成的白文，字体是“摹印
篆”。既然这颗“滇王印”是在滇池
边的晋宁出土，这就证明了滇国
的首府昆明就在滇池边上。

据《史记》《汉书》《资治通鉴》
等书所载，汉武帝时，西南昆明国
（今云南昆明一带）不朝于汉，且
阻止周围越西（今属四川省越西
县境内）国等其它小国不向汉朝
进贡。汉武帝为了此事，派郭昌、
卫广前来镇压昆明国。在经过公
元前 107年（元封四年）和公元前
105年（元封六年）的征战后才征
服了昆明国。“数年后，复并昆明

地。”这句话说的是，郭昌、卫广经
过几年的征讨以后才把昆明地区
收复。汉武帝便在滇王统治地区
设置了益州郡。

那么益州郡的首府在哪里？
其实益州郡的郡府就是在原来滇
王所在地的昆明，这里就证明了
王然于等到了滇国，被滇王尝羌
留下的地方是在滇池边上的是昆
明国所在地，就是今天的晋宁。因
为有滇池的出现把昆明这个地方
固定在了滇池边上。

昆明国。《史记·西南夷列
传》正义说：“昆明在今嶲州南，
昆县是也。”昆明在越巂郡（四
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南方，昆
明就在那里。

唐朝初年（公元 618年）颜师
古为《汉书》作注引用西晋学者
臣瓒在《汉书集解音义》里，这样
说：“《史记·西南夷列传》有越嶲、
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这
里是说越嶲国、昆明国有滇池。
证明昆明国在滇池边上。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
西自同（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
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
常处，毋君长，地方数千里。”这里
是说；西边从今天的保山（桐师）
以东到北边洱海边上的喜洲（叶
榆）；“嶲”是嶲唐县的简称，嶲唐
县就是今天的云龙县的旧州；“昆
明”就是“昆明国”。证据是《史
记·集解》徐广说：“永昌有嶲唐
县。”索引崔浩云：“二国名”；嶲唐
县与昆明是两个国家个名字。

《后汉书·史记·西南夷列
传》记载：“建初二年，哀牢王类牢
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叛攻
嶲唐城。”建初二年的年号，是公
元 77年，哀牢王与嶲唐郡的郡守
（郡守、县令都是地方官的通称）
忿争，是因为积怨而产生争夺。于
是类牢杀了嶲唐县的郡守而反叛
汉朝，攻下了嶲唐郡。这个嶲唐
郡就是在今天云龙县的旧州。到
了第二年的春天，邪龙县的“昆
明夷”卤承等地方部落首领接受
汉王朝的召集，带领着军队，在
博南发起向类牢进攻，大败了类
牢，并且把类牢的人头送往东汉
王朝的首都——洛阳。这里的

“昆明夷卤承”，究竟是怎么一回
事呢？汉代的昆明；不管是滇王
时期，或者是后来的益州，首府
都在昆明。

《通典》一百七十八卷载：“昆
弥国者，一曰昆明，西南夷也，在
西爨之西，洱河为界……”可以得
到证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
史学家往往把“昆弥”与“昆明”混
为一谈了。在“爨之西”就是今天
的永仁、大姚、姚安以西的地方是
昆弥国，而不是“昆明”。所以在巍
山的“昆明夷卤承”，就是“昆弥
夷”卤承，昆弥是今天大理洱海地

区，那么卤承就是“大理夷”；大理
夷即是“大理人”。

到了公元 220年至 280年的
三国时期，诸葛亮安定南中，李
恢的军队到达滇池边上的中心
城市时这里还是叫做昆明。请看
尤中先生是在后面是怎样说的：

“……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
昆明（今昆明市）。”这里的“今昆
明市”的括弧是尤中先生所括
的。他也认为“昆明”是地名。任
昉《述异记》：“三国时，昆明国贡
魏嗽金鸟。”这种鸟，羽毛黄色，
经常在海上飞翔，吐出的口水像
金色的籽粒，所以叫做“嗽金
鸟”。这种鸟惧怕寒冷，到了冬天
魏帝修建温室为此鸟避寒。叫做

“避寒台。”这里的昆明国也是以
地名出现。

《纪古滇说原集》记载：“……
南宁夷名爨翫者来降，拜昆明刺
史，这里“拜昆明刺史”以及“占据
昆明……”毫无疑问是地名。如果
是民族的称谓，那么爨翫是当“昆
明族”的刺史；占据昆明，也只是

“昆明族”了。
《旧唐书·南蛮·牂牁蛮》说：

“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至昆明
九百里。”牂牁是今天贵州省的北
盘江一带；从牂牁往南走到交州
之地有一千五百里，“西至昆明九
百里”，是指从牂牁之地到昆明之
地有九百里，而不能说成，牂牁到

“昆明族”有九百里。
“又武德三年……自今以

后，委黔南观察使差本道将军
充押领牂牁、昆明等使”，是说
皇帝委托黔南观察使派遣管治
黔南这一带的将军，代管牂牁、
昆明两处行政区。这里的“昆明”
是地名决不能用作族名的。如果
用作族名，那么黔南观察使差来
的本道将军管理的是“牂牁”“
昆明”两个民族，并不是两个行
政区域了。

《旧唐书·史记·西南夷列传》
正义对“昆明”的解释说：“昆明、
嶲州县，盖南接昆明之地，因名
也。”明确地告诉我们“昆明之地”
是地名。

《新唐书·南蛮传下》载：“昆
明东九百里即牂牁也。”是说从昆
明（地名）到牂牁（地名）的距离，
而不能说，从“昆明族”到牂牁有
九百里。

《南诏野史·圆通洞》载：“云
南府省城昆明县治之西北螺峰
山，蒙氏时建寺内有圆通洞，后至
元代有蛟为患，僧莲峯行法镇
之。”云南省的省城在昆明县；县
城的西北螺峰山上，南诏蒙氏时
候建有寺庙，寺庙里有个圆通洞，
后来到了元代有大蛇（蛟）危害百
姓，被和尚莲峰用法术镇压了。

这些昆明都是以地名出现
的，没有一个是民族的称谓。

昆明是地名不是民族称谓

一位人民公仆的世纪传奇
——读长篇报告文学《世纪春秋》

张永权

＞ 读书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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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声中的
支教故事
——《老青山的琴声》读后

赖有甲

＞ 民族文化探薮

宋炳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