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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集子收录的，主要是有关会泽历史文化方面的文章，故名之曰 《会泽文

化管窥》。

以 “会泽文化”作为书名，原本没有这个意识。只想把历年所发表的文章，

除诗词、楹联外，无论论文、散文，通通 “一锅煮”。在此思想指导下，编出了暂

名 《堂琅文存》的 “送审稿”，但觉内容庞杂，连书名都不好取，不甚满意，迟迟

不愿定稿。思之再三，乃接受友人建议，抽去教学论文及与 “会泽文化”关联不

大的一些文章，加强与 “会泽文化”有关的内容，于是增选了历史文化人物黄士

杰、崔乃镛、义宁、刘尧民、施莉侠等篇目，补写了 《莲峰山水东林竹》、《一个

成功男人的感恩与怀念———唐继尧 〈元室袁夫人事略〉》、《会泽景点楹联选释》三

篇，围绕 “会泽文化”这个中心，分为：“文化人物”、“文化遗迹”、“文化典籍”、

“文化新篇”、“文化之旅”、“文化之思”等六个部分，庶几可与书名相符矣。

我接触会泽文化的时间不长。最早是历史学者刘光顺到会泽挂职任副县长时，

某晚亲临寒舍，邀我参加唐继尧研究，旋值唐继尧逝世七十周年，会泽县政协拟召

开座谈会以示纪念，安排我写篇文章，作个发言。我口头上答应了，却因事未写。

临开会的前两天，政协文史委的同志向我落实文章题目，我说还没有时间写，我就

不发言了。那位同志说，发言名单都报县委批了，不能变了。好在我写读后感并不

困难，便拿唐继尧的 《会泽笔记》来读了一遍，从中找出唐继尧对教育的论述，

赶写了一篇 《从 〈会泽笔记〉看唐继尧的教育观———读 〈会泽笔记〉》作为交差。

万万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在纪念会上一宣读，竟获得一致的高度好评：当时政协的

一位副主席在总结中说：“可喜的是，今天的座谈会，李世沛老师宣读的 《从 〈会

泽笔记〉看唐继尧的教育观》……有了重大的突破，使人耳目一新”，“把唐继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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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其实，并不是我那篇文章写得如何好，而是当时会泽的唐

继尧研究完全纠缠在护国运动是以唐继尧为主还是以蔡锷为主的问题上，我这篇读

后感绕开了大家共同的话题，讲没有任何人注意的方面，当然就显得 “使人耳目一

新”了。从此，我对唐继尧研究的兴趣大增，在省、市、县级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

研究文章，有的被收入 《云南日报》文史哲丛书 《云南文史博览》、纪念辛亥革命

一百周年 《唐继尧研究文集》等书籍公开出版发行。

这可以说是促使我学习研究会泽文化的第一个机遇。

促使我学习研究会泽文化的第二个机遇是发掘会泽文化典籍。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为提高会泽知名度，促进会泽旅游业的发展，政协会泽县委

员会准备重印东川知府冯誉骢主编的会泽历史上第一部文人诗集 《翠屏诗社

稿》。但这本书只有省图书馆收藏，且是孤本，不允许外借，更不允许拍照、复

印。县政协只好派文史委的同志和我去省图书馆抄录，然后用抄录回来的书稿重

印，又要我写一篇导读似的赏析文章放在书前。这个任务使我认真通读了全书，

写出了８０００余字的 《雅吟欲尽琅川景———读 〈翠屏诗社稿〉》。

促使我学习研究会泽文化的第三个机遇是编写乡土教材。

２００４年，曲靖市教育局组织各县编写乡土教材，县教育局把会泽的编写任

务交给了我。我在搜集和积累资料的过程中阅读了 《会泽县志》、《会泽年鉴》、

《会泽文史资料》、《东川古代简史》等书籍，比较全面地学习、研究了会泽的历

史文化，写出了４００００余字的乡土教材———《铜商古都———会泽》。

促使我学习研究会泽文化的第四个机遇是参与编写 《文化曲靖·会泽》。

２０１１年３月，曲靖市委、政府组织编写 《文化曲靖》系列丛书，县委宣传

部安排我为会泽卷的撰稿者之一，我担任的是历史人物、历史文献、乾隆御匾

“灵裕九圜”、文庙、青龙寺等文稿的撰写。这一次，我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通读了梁晓强校注的 《东川府志·东川府续志》，使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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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圆满地完成了写作任务。

以上为完成任务写下的文章，便构成了 《会泽文化管窥》的基本骨架。再

选录一些与此相关的东西附着上去，就算是一本书了。

说实话，没有这几次机会、没有这几次任务，许多文章我是不会去写的，今

天，也许就没有这本 《会泽文化管窥》摆在读者面前了。

其实，这些东西印出来并没有多少人看。在当今这个网络时代，可供阅读的

东西应有尽有，不应有的也有。即使传统的平面媒体，也空前繁荣，各种书籍层

出不穷，汗牛充栋，鱼龙混杂，目不暇接，谁来翻我这个无名之辈的东西？

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把它放在国家正规的而且是相当一级的出版社出版呢？

一是尚觉有用。曾不止一次听人说，读了我的某文如何得益云云，当然，当

面的恭维话大多是牙签———认不得 （针）真。但在高等学校的学报上有人引用

我的文章，倒是可以多少说明是有点参考价值的；再就是我的一些文章被有关部

门传到网上后还有一定的点击量，如在 《探秘会泽》网上，有的是 “热门文

章”，有的是 “推荐文章”，说明对宣传会泽可起一定作用。二是所谓 “敝帚自

珍”。写 《唐·吉诃德》的西班牙大作家赛万提斯曾说：“文章是思想的女儿”，

既是 “女儿”，不管她有多丑，自己也视为掌上明珠。三是自己虽终身从教，但

并非 “述而不作”。在无愧于我的职业之外，也曾思考过、表达过。四是视为财

富。我们李氏老祖先的太上老君曾说过这样的意思：有钱人相送，送人财物；有

德者相送，送人箴言。我除几架书籍，身无长物，权将此书作为财产，遗留后

人。五是友人的督促和期望。

有此五条，本书也就有了印出来的理由。

当然，印出来也有若干惭愧与惶恐：几十年了，就选得这么几小篇。说明太

懒！再就是担心太肤浅、太平淡。但人总是要有一点阿Ｑ精神的，否则便会贪得

无厌，于是我便以某位诗人的这句诗作为安慰：

“只要在秋霜里结下你的果子，又何必在春花的面前害羞。”

尽管我的果子是小了点，味道也差欠……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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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归去已千秋，重溯西林万卷楼。

灵壁松涛干日月，金沙银浪赴沧州。

潮人知学推山斗，江左崇文有应刘。

已愧苏湖多教泽，惟知陈榻待南州。

———东川知府崔乃镛 《十律述怀》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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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会泽海坝的黄士杰

黄士杰，这是谈论会泽历史不可跳过的人物！

会泽历史悠久，远在汉武帝建元六年 （公元前１３５年）即置堂琅县，属犍为

郡。以后又几经改换县名和隶属。但自唐南诏国设置东川郡，到清雍正四年 （公

元１７２６年），其间无论是称东川郡、东川路抑或是称东川府，其下均无辖县。

雍正四年，黄士杰任东川知府，上书请求于府下设一县治，并建议这一新设

立的县以 “会泽”命名。雍正五年，黄士杰这一建议获得批准，县治设于巧家

营。不久就因为巧家偏僻，距府城遥远，而且人口稀少，粮赋有限，征收不便，

不具备设置县城的条件，又请求将县治迁到今会泽县城，与东川府治同处一城

（即所谓 “附郭”）。在巧家连县城的县署衙门都还没有修建，会泽县治就于雍正

六年 “设附郭”了。

会泽县名就是黄士杰取的，会泽百姓岂能忘记这取名的人呢？

黄士杰对会泽的贡献，还不仅仅是为会泽县取了这么一个好听而且内涵丰富

的县名，更重要的是，他是会泽历史上第一个开发会泽海坝的人。

会泽海坝位于府治前，通称 “蔓海”，一名 “濯缨湖”，取屈原 “沧浪之水

清兮，可以濯吾缨”之意，很雅。又名 “东川泽”，东西长２０余里，南北宽１０

余里，一望芦苇浸波，荇藻交错。积水处盛产鱼虾、菱角、荇藻等水生植物，人

们从中捞鱼捕虾、摘荇采菱，拿到市场上去卖，可以多少获得点利益。由于若干

年来枯朽的芦苇和其他水草沉淀堆积，在水中盘结为地， “人行其上，动摇不

定”。有人用竹竿探测，深入一丈五尺余，仍未至底。五六月间雨水来临，则湖

水泛滥，淹没四周土地田块。雍正六年 （公元１７２９年），黄士杰在对蔓海进行深

入勘查后，认为只要把积水排泄出去，这片蔓海是可以变成良田耕种的。这样，不
３



仅杜绝了四周田地的水患，还可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于是他报请朝廷

批准，从官库中领取银两，组织百姓，开挖了三条沟道，将海坝中的积水排入以

礼河，控干蔓海，垦为稻田。这三条沟道当时名为中河、左河、右河，起点都在

海坝东面。左河从马五寨引水至鱼洞河，流归以礼河，全长１０余里；中河从华

宜寨引水至水城归鱼洞河流入以礼河，全长２０余里；右河从拖乐村经马厂、水

城归鱼洞河，流入以礼河，全长２０余里。这三条河统称 “新河”。“新河”把蔓

海的水基本挖干后，又采取用火烧烤 （此似不可信，但乾隆版 《东川府志》确

实是这样记载的：“赺以火”。“赺”就是 “烧”的意思）、风吹、培土、施肥等

措施，终于将会泽海坝开垦为良田。乾隆版 《东川府志·田赋》说：“雍正五六

两年，知府黄士杰开垦蔓海、者海田三千二十六亩。”但又说 “雍正九年，知府

崔乃镛清查并未开垦。”其实，这么大的工程，当年开河泄水，当年便成良田，

是不现实的。而同样是乾隆版的 《东川府志·疆域：附形势、山川、边要》记

为 “数年之间，屡获丰收”倒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不管怎么说，黄士杰作为

开发蔓海第一人的首功却是任何人都不可否认的。蔓海桑田之变，使原本 “东川

十景”之一荒凉萧瑟的 “蔓海秋风”变成了丰收在望的 “蔓海秋成”，黄士杰开

通新河的确功垂千秋。乾隆二十五年任东川知府的方桂有 《新河》七律一首

赞曰：

　　银流直贯三十里，金锁斜分千万家。

漾绿绕堤插杨柳，嵌红蹊岸植桃花。

郑渠凿后山河富，苏闸开成伏浍奢。

浚导一时千古泽，湛恩岁岁颂盈车。

雍正四年 （公元１７２６年），为摸清田地面积，做到心中有数，实事求是地制

定田赋指标，黄士杰委派官员对东川田亩全部进行勘测丈量，把田、地分为上

则、中则、下则三等，按田土的等级征收赋税，并且 “永为定额”，不可随意更

改，随意征收。合理的税赋有利调动农民的种田积极性。次年，勘丈结束，计有

成熟上等田１４８顷１９亩，每亩征收税粮４升；中等田４７５顷３０亩，每亩征收税

粮３升；下等田７０顷７７亩，每亩征收粮税２升；成熟荞地７９９顷７８亩，每亩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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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荞粮折银９６厘；成熟麦地２２顷８３亩，每亩征收大麦１５升。这些赋税，在

未设县之前由东川府直接征收，设县后由会泽县征收。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国，农业是立国之本。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是上自皇帝下到百姓的共同愿望。因此，祭祀先农和龙王就成了一项重要活

动。雍正五年，黄士杰在府城东部建先农坛，有正祠三间，左右斋房各两间；又

在丰昌门 （西门）外三里的灵壁山麓建龙王庙，以供祭祀。

我把这一点当做黄士杰的政绩写出来，是说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

看问题，不能拿今天的标准苛求古人。同样的道理，他在同年改建文庙、崇圣

祠，增建文昌阁、魁星阁、名宦乡贤阁，树立先贤榜样，表彰正气清官，也是应

当给予肯定的。

在我们今天看来仍是德政的是他尊师重教，积极落实教育工作者的政治待遇

和经济待遇。在读 《东川府志》时，我看到这样一条有趣的记载：府学教授原

来是从九品，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副股级，年薪３１５２两银；正是在黄士杰当东川

知府时，府学教授的行政级别提为正七品，即今天的正县 （处）级，年薪４５两

白银，与知县同等。这虽然是中央的政策，但黄士杰不贪污、不克扣、不拖欠，

认真落实兑现，是该表扬的。同时，他认为，东川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改土归

流不久，当地彝族百姓缺乏教育，愚昧无知，不懂礼仪，因此第一要务是倡建义

学，启迪愚蒙，进而培育人才。于是，雍正五年，他在忠孝祠两厢捐资修建义学

校舍１０间，设立了东川府第一所义学 （雍正十二年，崔乃镛扩建为西林书院），

聘请素有声望的博学之士担任教师，使想读书的彝汉各族子弟都能得到读书的机

会。但是，如果没有固定的办学经费，义学是不能长期坚持下去的。雍正六年，

黄士杰捐银１５０两，买入宁靖里车乌村 （今田坝乡车乌村）上、中二等田３７７亩

６分，除田赋外，每年余米５１石１斗５升，作为义学教师的报酬和学生的生活津

贴；同年，又将土目禄世雄妻送入归公的坐落于尹武的９２亩１分上等田除田赋

外，每年余米２５石，划归清宁里 （今东川区阿旺乡）由民间捐资开办的施家义

学，使这所民办学校有了稳定的办学经费。

我在为写作这篇文章做准备查阅资料时，还看到雍正 《东川府志》有这样
５



一条记载：“待补义学：讲堂五间，书房八间，厅子一座。雍正十年，巡检郭建

奇建。雍正六年，知府黄士杰将土目禄世雄妻安氏送入坐落地里卡上田９０亩３

分８厘。年收租米３１石３斗１升２合，除纳条粮耗米６石１斗３升２合，余米２５

石一斗以为束。”只要稍微留心，我们就会发现这则史料有问题：待补义学是

雍正十年才建的，黄士杰是雍正四年至六年任东川知府的。雍正十年，黄士杰早

就离开东川升任云南粮储道了，根本不可能给四年后才出现的待补义学拨付教师

工资。再看乾隆版 《东川府志》也是说待补义学是 “雍正十年巡检郭建奇修

置”。再查创建者郭建奇是雍正八年才到东川任巡检的，足见这所待补义学确是

雍正十年所建无疑。所以我在本文中没有采用这则资料。即使不用这则资料，也

毫不影响我们今天给黄士杰颁发一项 “尊师重教特别贡献奖”，想来读者是会同

意我这个观点的。

黄士杰在东川任职时间不长，进出不满三年，但能替百姓做这么多实事，确

实难能可贵。

每当我登上金钟山顶，远眺会泽海坝，看到春天里的昔日蔓海满目尽是 “东

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的秧田；秋天，映入眼帘的满川稻谷铺金、丰

收在望的景象时，一种对黄太守的怀念、崇敬和感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心想，

如果文庙中的名宦祠还在的话，我会跑下山去，到他的牌位前鞠一个躬，感谢他

对会泽人民的恩泽！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７日

（本文缩写为 《为会泽取县名的东川知府》，收入 《文化曲靖·会泽》，由云

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３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并曾载于 《曲靖日报·珠江源晚

刊》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３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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