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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与奋进

王亚方

嵩明历史悠久, 西汉置郡, 自古系通京要塞; 诸葛孔明, 七擒孟获, 结盟古台今犹

存; 长征足迹, 播种革命, 千载故土, 一开新宇。 嵩明山川秀丽, 民风纯朴, 是滇文化

重要发祥地之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民族的精神、 民族的灵魂、 民族的家园。 兰茂文化是嵩明的精神

支柱,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悠久文明史产生的成果, 是全县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动

力, 是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 在今后, 希望县内外从事兰茂文化研究和文艺创作的专

家、 学者、 诗人等, 创新思路、 崇尚实干、 追求不凡, 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作品, 传承

和弘扬好地方文化, 推动嵩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提高全县文化软实力, 发挥文

化引领风尚、 教育人民、 服务社会的作用, 为嵩明发展腾飞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在全国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全面深化改革的热潮中, 许福荣老

师的 《古镇春秋》 一书付梓出版, 在此谨表祝贺。
阅览 《古镇春秋》, 感到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情真意切。 该书由故乡新貌赞、 嵩明

坝子换新颜、 说嵩明唱嵩明等六个篇目组成, 一往情深地歌颂了嵩明在改革开放新时代

涌现出的新人新事新风尚。 二是内容丰富。 诗歌、 楹联、 纪实、 小说、 散文、 评论、 论

文等等, 各类作品林林总总、 洋洋洒洒, 可谓内容浩瀚、 琳琅满目。 三是文学性强。 该

书运用了纪实、 小说、 散文等多种文学手法, 加强了生动性、 趣味性和可读性。 书中环

境、 景物、 细节等描写达到了情、 景、 理交融, 杨林、 嵩明方言与现代普通话相结合,
“滇腔冶 和 “京腔冶 共用, 显得幽默诙谐, 妙趣横生, 通俗易懂又雅俗共赏, 哲理睿语

频出, 耐人咀嚼, 回味无穷。
《古镇春秋》 是许老师继 《滇南本草之食疗》 后又一部力作, 该书贯通古今, 具有

一定的资料性、 文学性和可读性。 其鲜活的人物形象、 动人的故事情节、 生动活泼的语

言, 为我们绘出了一幅杨林古镇清新淡雅的水墨画和沸腾的山水长卷, 是广大干部、 群

众认识兰茂故里, 了解嵩明的乡土教材。 是对广大干部、 群众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生动素材, 也是一部宣传嵩明的礼品书。 书中选

录了数篇作者呕心沥血、 废寝忘食撰写的兰茂文化研究学术论著, 具有创新精神和较高

的学术价值, 为当前我县宣传、 研究、 传承兰茂精神、 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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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眼光来看, 身处消费时代的兰茂故里, 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嵩

明大地, 一切正孕育着希望, 一切正大有可为。 如果我们抓住机遇, 扬长避短, 积极改

善、 促进宣传本地历史文化名人兰茂的优势的方法措施, 把兰茂文化的研究、 宣传工作

融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使其成为大潮中的一滴水珠, 产生宣传也是效益的作用。 为

此, 努力宣传兰茂兰著, 从而产生名人效应, 让全国人民、 世界人民认识兰茂, 了解兰

茂, 认识杨林, 了解嵩明, 一同来建设兰茂的故乡。 兰茂文化, 是我县必不可少的精神

支柱, 也是促使我县早日变得更加富强文明的一条重要的必由之路, 繁荣昌盛之路。 在

这兰茂文化研究、 构建兰茂文化产业的大好时机, 黄金时代, 我们要找出自己的不足和

差距, 用新的有价值的兰茂文化研究的新成果, 为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服务,
用实际行动报答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培养和各级领导、 朋友对我们的热心帮助。 我们要大

力扶持, 团结研究兰茂文化的本地人才和外地人才, 同心同德, 共同奋斗, 多出像

《古镇春秋》 这样的好作品, 力求精品, 迎来又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 硕果累累的

金秋!
发扬民主, 尊重人才, 爱惜人才, 依靠广大兰茂文化研究者的力量, 才能把宣传兰

茂, 建设兰茂文化的工作搞好, 也才能把这项艰巨而有意义的工作深入巩固下去。 人兴

文兴, 人衰文衰, 只有人才辈出, 才会有文化的长盛不衰, 只有兵强马壮, 才会有事业

的兴旺, 一切系于人, 一切依靠人, 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兰

茂文化的辉煌, 要促进兰茂故里的改革开放的大业, 全靠我们嵩明人自己。 因此, 我们

要以老带新, 培养新人, 源源不断, 持之以恒, 乃当务之急。
攀上一个高峰不难, 保持巅峰状态就很难; 光彩一时容易, 辉煌长久就极难。 当今

一个极大的课题摆在了每个嵩明人的面前, 那就是如何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我们要把

研究兰茂文化, 构建兰茂文化产业, 宣传嵩明, 加强改革开放的力度, 那就要组建一支

精干的、 有组织、 有领导、 有条不紊的富有民主气氛、 出成果的兰茂文化研究的队伍,
群策群力开创一个有活力、 有创新的新局面, 并把它加强巩固, 使之避免昙花一现的短

暂, 这也是现在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进行的主题。 我们要把兰茂文化的研究宣传工作

融入为建设一个现代新嵩明, 一个空港新城为己任, 同心协力贡献力量!
瞩目未来, 希望与无限的可能性已向我们展示, 只要能练就一双过硬的翅膀, 飞翔

就是注定的命运。

(作者系中共嵩明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201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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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背箩土鸡蛋任君选用
一大土锅羊杂碎供你品尝

摇 摇 退休以后, 我把自己几乎一生创作的文学作品收集成集, 整理成册正式出版。 因书

中叙述描写的人和事大多发生在故乡古镇杨林, 故书名为 《古镇春秋》。
《古镇春秋》 共分六集:
第一集诗歌集 《故乡颂歌》, 计有诗歌 90 余首, 楹联 40 多幅。 诗歌内容主要是回

顾故乡历史, 歌颂故乡改革开放后的新面貌, 还有企业颂歌, 兰祠抒怀, 修养诗作和养

生保健的寿联。
第二集纪实文学集 《古镇纪事》, 收载作品 14 篇, 其中有 4 篇是长篇纪实作品。

内容有解读杨林, 诠释古镇, 咏赞故乡和历史文化名人兰茂的三字经, 杨林是教育圣

地, 人才摇篮, 碑林之乡, 肥酒之乡, 还有春风化雨, 古镇新生的介绍。 其中的重点之

作 《昨天》, 反映了古镇人民形形色色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还有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

的一心堂艰苦创业的经过和取得的辉煌业绩, 也有几位建筑老板商海沉浮的传奇人生的

记述。
第三集小说集 《古镇故事》, 描写了明代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兰茂献身医药学无私

奉献的精神, 以及他 “不为良相, 愿为良医冶 的绝意仕进, 鄙视功名利禄的高风亮节。
还有几篇小说反映了红军长征过杨林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解放初期我人民解放军、 公安

民警与广大人民群众在剿匪战斗中不怕流血牺牲、 英勇战斗的事迹。 更多的篇幅是反映

我人民警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与社会邪恶势力、 官场腐恶分子英勇搏斗、 斗智斗

勇, 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 他们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战果累累, 无愧于头上的国

徽, 肩上的盾牌……
第四集散文集 《古镇心声》 中, 有的记叙了当年 “除四害冶 中麻雀遭到的劫难;

有的是笔者游览庐山时触景生情, 有的是我游历嵩明八大寺之一的海潮寺今昔对比的感

慨, 情不自禁针砭时弊, 鞭挞假恶丑; 有的是我下海经商的经历, 以及年到花甲对人生

的追忆、 感悟和乐观豁达的生死观……
第五集文学评论集 《佳作欣赏》, 本集中有的篇章对兰茂诗词的思想和艺术作了评

价。 有的作品进一步阐述了 “文学应给人类带来光明和希望冶 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创作主张, 也是我学习、 创作的切身体会和收获。 另外, 还有两篇是为本地作家创作的

小说和散文集写的评论。
第六集 《兰茂文化研究作品选录》, 汇集了我多年研究、 宣传兰茂及其著作的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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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上发表过的部分新闻报道、 学术论文, 其中体现了我顽固不化的几个观点。
附录部分收录了 《昆明日报》 发表的 《他为兰茂鼓与呼———许福荣和他的兰茂研

究》 一文, 选载了一部分优秀的咏赞兰茂的诗联和供读者参考的书目。
另外, 每集之前都有一篇对该集作品内容和艺术的介绍, 即六篇创作谈, 这是笔者

的创作心得之总结, 供读者阅读作品时参考, 也是把我习作的实践体会拿出来与专家和

爱好写作的朋友们共同商榷探讨。
《古镇春秋》 中所载的作品, 大多已在 《云南日报》、 《春城晚报》、 《昆明日报》、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昆明社科》 和 《边疆文学》、 《云南警察》、 《石林》、 《珠江

源》、 《新苗》、 《盘江文艺》、 《盘江源》 等报刊杂志上表发表过, 在云南人民广播电台

广播过, 有的已载入我出版的十余部书籍之中, 有的还载入 《阿丽泽和他的朋友》、
《兰茂传说》、 《老昆明的传说》、 《嵩明民间故事集成》、 《嵩明风物志》, 以及省、 市编

撰的民间故事集成等书中, 还有不少私人著述中也在采用, 电脑网上也有人在销售……
总之, 《古镇春秋》 不是传世之作, 更谈不上是经典, 它只是我敝帚自珍的拙作集, 是

我把长达半个多世纪写作生涯中产生的鸡蛋集中在一个大背箩里而已, 是好蛋是坏蛋是

臭蛋, 或是土鸡蛋、 单黄蛋、 双黄蛋, 只有打开食用才知道了。 它又好似一土锅羊杂

碎, 是否可口好吃, 是否有营养利于健康, 只有食之才能知其味其质其营养价值了。 望

明眼人读之、 识之、 辩之、 用之、 弃之了。
我自信颇感安慰的是——— 《古镇春秋》 这部书是杨林古镇儿女悲欢际遇的感人故

事的汇集, 也是我坎坷的人生之路, 曲折的生活历程的实录。
希望我这大背箩鸡蛋和这大土锅羊杂碎读者吃了能有益身心健康, 并祝愿延年益

寿, 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其他别无所求……
我的自序和书中的内容, 是否是纸上谈兵, 理论脱离了实际, 甚至是言行不一, 名

不符实, 那就请你耐心地读完 《古镇春秋》 吧! 从中可以看到我的秉性、 创作态度和

文学观。 我的观点, 若对读者能有点启迪; 我的作品, 若能对读者有所影响, 就是我莫

大的安慰和幸福, 督促与鞭策, 也不枉我耗费一生心血熬制的这一部文学大杂烩的良苦

用心吧!
当然, 由于自己的思想修养不够, 加之创作能力有限, 《古镇春秋》 在思想和艺术

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 故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不胜感激, 实是希冀!

许福荣

2013 年 7 月 1 日于杨林故乡桃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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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颂歌》 感悟

(创作谈之一)

第一集诗歌集 《故乡颂歌》 的内容共有十部分, 诗歌九十余首, 对联四十多副,
这些作品是对家乡嵩明、 杨林古镇的山水风光、 风土人情、 悠久历史、 兰茂文化、 杨林

肥酒、 鸿翔药业一心堂等方面的一往情深的歌颂。 例如 《嵩明坝子换新颜》 一诗中

写道:
今年花胜去年芳, 嵩明坝子好风光。
又是一番新景象, 江岸涌出新楼房。

碧野百里走新城, 楼阁过半园林间。
美哉新厦好锦绣, 悠然登临映栏江。

高楼矗立入蓝天, 忽闻笑语到半天。
池中鱼儿常飞跃, 亭旁桂花应时香。

芳草簇拥绿珍珠, 极耀滇都连神州。
浩荡牛栏不知老, 擎天药山彩龙飞。

也有的诗歌抒发了自己自甘寂寞, 与世无争, 孜孜不倦, 终生研究、 宣传兰茂及其

著作的锲而不舍、 不离不弃的精神。 例如 《兰祠抒怀》 第四首写道:
今朝喜逢太平春, 祠墓重新更庄严。
人生几回伤往事, 夜半孤灯吊先贤。

为颂兰公真善美, 忘却十五月儿圆。
世事艰难无暇顾, 何惧棘草当路横!

还有些诗歌表达了 “弄儿床前戏, 看妇机中织。 自古圣贤多寂寞, 何况我辈孤且

直冶 和 “芙蓉生在秋江上, 不向东风怨未开冶 的境界和胸怀。 诗的格调积极乐观向上,
毫不怨天尤人, 表达了自己远离龌龊地, 鄙视青云客, 写作、 养狗自适, 寄情山水, 恬

淡处世的旷达的人生态度。 并以独特的方式为家乡的兰茂文化, 为祖国的精神文明建设

默默作出奉献:
人情怀故乡, 客鸟思故林。
闲居非吾志, 甘心报国忧。

不怨东风恶, 秋江独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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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摇摇摇

万朵闹海市, 出泥济苍生。

热流全身暖, 不觉岁末寒。
展笺写春秋, 晚霞晨曦返。

(呈贡落龙公园吟)

不慕青云客, 拙文就黎明。
莫嫌枯叶淡, 终究不凋零。

茶不贪生怕死, 敢于赴汤蹈火。
显出青红香醇, 好像英雄献身。

年逾花甲不悲观, 退休正是好时光。
老龙日暮还行雨, 枯树逢春重著光。

桃源春花二五松, 儿孙捧出三二杯。
体健何愁近黄昏, 携犬蹓跶山水间。

这些诗全是我的肺腑之言, 心迹的表露, 毫无矫揉造作之辞。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

我, 像无数苍生百姓一样, 受尽了艰难困苦———吃饭要粮票、 穿衣要布票, 吃盐、 抽烟

靠供应。 不仅物质上贫乏, 精神上还要时时受到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 身心受到严重的

侮辱摧残, 被逼得走投无路, 浪迹天涯, 四海为家, 在生活的悬崖上挣扎生存, 苟延残

喘, 不知何日能见天日? 如果没有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生活的实际体验, 我是吟不出

《颜色》、 《咏麻黄》、 《咏荷》、 《咏茶》、 《父亲的书籍》 这些诗歌的。 可以说, 这些诗

是我曾经经历过的非同一般的生活的真实反映, 是我心声的吐露。 这正如著名诗人艾青

在 《诗论》 中精辟地说: “诗, 永远是生活的牧歌。冶 “诗的旋律, 就是生活的旋律冶,
“诗的音节就是生活的拍节冶, “越丰富体味了人生的, 越能产生真实的诗篇冶, “只有忠

实于生活的, 才说得上忠实于艺术。冶 他强调说: “必须了解生活的美, 必须了解凡我

们此刻所蒙受的一切耻辱与不幸, 迫害与困厄, 即是我们写诗的最真实的源泉冶。
是的, 从我学习写诗的实际体验中感到: 诗歌要有感而发, 而且要言之有物。 要写

出感人肺腑, 打动人心的诗篇, 就要摒弃隔靴抓痒, 无病呻吟、 苍白无力的弊病。 要做

到这样, 只有老老实实地深入生活, 忠于生活、 反映生活。 生活, 永远是一切文学艺术

创作的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源泉。 生活, 是艺术所由生长的最肥沃的土壤, 诗人、 作

家的思想与情感必须在他的底层蔓延自己的根须。 我们不要在脆薄现象的冰层上溜冰,
必须随时提醒着自己在泥泞的生活道路上, 踏着沉重的脚步前进而不摔跤。

总之, 生活实践是诗人以及其他艺术家在经验世界里的扩展。 因此, 我们必须在生

活实践里汲取创作的源泉, 把每个日子都活动在人世间的悲、 喜、 苦、 乐、 憎、 爱、 忧

愁与愤怒、 成功与欢乐里, 将全部的情感都在生活里发酵、 酝酿, 才能从心灵的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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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流出无比芬芳与浓烈的美酒……

一、 故乡新貌赞

威威牛栏长流远, 茫茫药山露云海。
牛栏江水碧如玉, 药岭松竹胜似花。

黛色雍山黄龙翠, 摩天古柏显奇光。
万绿丛中望海楼, 尖塔顶碎半边天。

山上山下三春柳, 城里城内四季花。
三山四海古盟台, 五门六寺著新妆。

古镇兰祠矗南边, 都在药仙一掌间。
老树梅花春早占, 文化之邦美名扬。

地貌天姿梁王山, 势压五湖三尖山。
野地生长家乡菜, 养鱼塘里鱼儿欢。

一城山川映滇池, 四野芙蓉迎春花。
滇中明珠堆锦绣, 开发新区纳天下。

近水楼台先得月, 航空新城早知春。
一泓丽泽无双地, 星耀水乡濯俗爽。

秀山碧水展明镜, 鸟类相聚更驻春。
群山怀抱三杯酒, 万家灯火映星空。

二、 嵩明坝子换新颜

盘江风流舞细浪, 药山高耸逐日新。
千年春色关不住, 无边景致落人间。

今年花胜去年芳, 嵩明坝子好风光。
又是一番新景象, 江岸涌出新楼房。

碧野百里走新城, 楼阁过半园林间。
美哉新厦好锦绣, 悠然登临映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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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楼矗立入蓝天, 忽闻笑语到半天。
池中鱼儿常飞跃, 亭旁桂花应时香。

芳草簇拥绿珍珠, 极耀滇都连神州。
浩荡牛栏不知老, 擎天药山彩龙飞。

新城老城皆春城, 今人古人创业人。
盘江并流冠天下, 万里汹涌入大江。

三、 对摇 联

黄龙锦绣天生三山四海,
古镇灿烂铸就七阁八庙。

凌云药山独锦绣,
摩天古柏世无双。

四、 说嵩明、 唱嵩明

(新三字经)

鱼米乡

摇 摇 嵩明县, 历史久, 五千年, 同步走。
位滇东, 接昆明, 古驿路, 达京都。
拥三山, 带五湖, 抱六水, 通四海。
鱼米乡, 像公园, 称粮仓, 誉明珠。
稻浪滚, 起波浪, 大鲤鱼, 跳得欢。
鹅鸭叫, 猪满栏, 鸡儿肥, 牛羊壮。
肥酒香, 烤烟黄, 水果甜, 满山岗。
开发区, 电灯亮, 像明珠, 挂天上。
栽梧桐, 棲凤凰, 机声隆, 厂林立。
嵩明坝, 珍珠砌, 春盎然, 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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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灯乡

嵩明灯, 有渊源, 《通玄记》, 赋新篇。
《一千八》, 省报载, 电视放, 传三迤。
《破四门》, 唱京城, 周总理, 来接见。
《大团场》, 红灯照, 映神州, 走世界。
《一点差》, 要民主, 批特权, 获金奖。
《穿错鞋》, 讲信任, 赞和谐, 得好评。
《老树》 剧, 开先河, 评如潮, 誉三迤。

龙灯乡

天上鹤, 搭彩桥, 海中龙, 游九重。
老奶奶, 裹小脚, 年八十, 舞大龙。
老青松, 不弯腰, 龙头拐, 当柴烧。
灯似海, 龙腾天, 狮如潮, 处处春。

古柏雄姿

黄龙山, 有古柏, 枝似铜, 根如石。
霜皮粗, 四十围, 黛入天, 二千尺。
崔嵬枝, 云气接, 振寒声, 望岭齐。
望海楼, 闻细韵, 嵩明坝, 常清蔭。

群花娇, 香不久, 众木高, 节不坚。
老寿星, 凌风立, 身负冰, 见贞心。
铁骨铮, 傲霜雪, 声呼啸, 怒潮回。
苦寒心, 容蝼蚁, 香叶浓, 宿鸾凤。
不露彩, 世已惊, 大厦倾, 要栋梁。
有志人, 莫怨嗟, 有大才, 世会用。

宝塔倩影

纪念塔, 映彩霞, 赞丰功, 救中华。
红军来, 过嵩明, 降甘霖, 济百姓。
觐圣地, 继传统, 观者众, 受洗礼。
新长征, 抒壮志, 学英雄, 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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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满滇源

翩翩鹭, 山前飞, 依依柳, 绕清溪。
青龙潭, 闻鹤鸣, 泉淙淙, 流不绝。
黑龙宫, 听龙吟, 水潺潺, 敛翠微。
母亲河, 流乳汁, 贯昆明, 注滇池。

一青山, 一树叶, 一龙潭, 一滴泉。
一爱心, 一分情, 一分力, 一甘霖。
九龙匾, 誉宝泉, 陈荣昌, 题匾联。
徐霞客, 留华章, 钱南园, 颂滇源。

溶洞仙境

大鼎山, 听涛声, 浪拍岸, 响连天。
海潮寺, 建山前, 船载波, 直到门。
水晶宫, 胜瑶台, 光灿烂, 景辉煌。
钟乳石, 白如雪, 红如霞, 橙如桔。
迎客松, 洞口垂, 雕屏风, 神工巧。
众罗汉, 神态异。 弥勒佛, 笑嘻嘻。
观世音, 坐莲花, 点神水, 传贵子。
玉帝巡, 天神护, 老君陪, 土地迎。
水帘洞, 泉叮咚, 美猴王, 乐其中。
八仙会, 闹哄哄, 要过海, 显神通。
水龙宫, 碧波清, 有乌龟, 蚌壳精。
七仙女, 赞人间, 散鲜花, 舞翩跹。
喜鹊叫, 虹桥架, 牛郎喜, 会织女。
南天柱, 拔地起, 顶苍天, 立厚地。
观玛瑙, 赏翡翠, 抚嫩笋, 瞻玉柱。

兰茂故乡

明中期, 出兰茂, 号止庵, 字廷秀。
擅医药, 精音韵, 研哲理, 通文艺。
因母病, 为民瘼, 学医药, 立志医。
视药石, 为珍宝, 藐荣华, 如粪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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