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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把３０年来的 《大理报》 《大理日报》合订本一本本、一

页页翻过来，初选、再选，录入、编排、校对，经过紧张，经

过忙碌，《大理日报丛书１９８２—２０１２》 （《获奖新闻作品选》

《理论与评论作品选》《散文选》《诗歌选》）四卷本终于编辑

完成。编辑过程中，我们对 “报纸是历史的记录者”颇有感

受，眼前的四部书稿，以新闻的角度，理论的角度，文学的角

度，点滴式、碎片化地记录下了１９８２年以来大理发展的一个个

足迹。这种记录虽不全貌，但却承载了几代人的情感和梦想。

３０年来，我们奔走在白州大地的东西南北、街巷村落，

传达党委政府的声音，采写百姓故事，推出了无数优秀的新闻

报道。

３０年来，我们围绕州委、州人民政府的中心工作，从推

动发展着力，加强舆论引导，推出了无数优秀的理论和评论

作品。

３０年来，我们立足文化大州建设，丰富报纸副刊，吸引、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文学艺术人才。

３０年筚路蓝缕，栉风沐雨创辉煌。 《大理日报》走到今

天，主要推动力来自我们不断走向进步的伟大时代，也离不开

一代代编辑记者的努力，离不开一批批通讯员的努力，离不开

一个又一个具体读者的支持和厚爱。３０年来，我们一起将自

己的青春岁月、黄金年华和才智情怀，毫不犹豫地融进了每

天、每月、每年的报纸之中。我们共同记录了伟大的时代，伟

大的时代也记录了我们。

《大理日报》始创于１９５０年２月１日，１９６６年７月停刊，

１９８２年１月１日复刊。《大理日报》复刊以来的３０年，是几



　　　　　

乎与改革开放重叠的３０年。３０年间，《大理日报》不仅记录

下了大理飞速发展的点点滴滴，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着：从四

开四版黑白小报到对开四版套红大报再到对开八版彩报，从周

二刊到周三刊到日报，综合办报水平不断提高。

选稿过程中，我们从 《大理日报》３０年来的版面和一篇

篇具体的文章中，感受到了历史发展的脚步，感受到了大理成

长的脚步，感受到了全州各民族团结奋进的脚步。特别是近几

年来，作为大理州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唯一报纸， 《大理日

报》紧紧围绕中共大理州委、大理州人民政府的中心工作，

始终坚持 “三贴近”，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精心策划，

多点着力，改革创新，切实担负和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时政

新闻做强、经济新闻做透、科技新闻做新、文娱新闻做广、社

会新闻做活、专题新闻做厚、文艺作品做精……卓有成效地为

大理州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扩大了大理在国内外的

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回望昨日的足印，是为了今天更好地前行。党的十八大绘

就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州委七届四次全会提出了

全面建设美丽幸福新大理的奋斗目标。当前，全州各族干部群

众对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大理

可以跨越、大理必须跨越”的理念已成共识，全面建设美丽

幸福新大理的愿景深入人心，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愿望更

加迫切。在新的发展征程上，我们将紧紧围绕 “三农”工作、

滇西中心城市建设、海东开发、园区开发、旅游业转型升级、

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繁荣稳定幸福示范区建设等各项

重点工作，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抒写好白州更加

光彩夺目的新篇章。

是为序。

大理日报丛书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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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母亲聊天 李树华 （３９７）
$$$$$

往事悠悠忆坐船 赵继光 （３９９）
$$$

乡下母亲进城来 蒋德海 （４０１）
$$$

父亲的三双鞋 纳张元 （４０３）
$$$$

让我拥抱这个年轻的夏天

王　也 （４０６）
$$$$$$$$

“颠倒河”畔的 “望夫云”

熊子军 （４１０）
$$$$$$$$

一篱藤萝静静开 姚　静 （４１１）
$$$

无量寿福 吴家良 （４１３）
$$$$$$

老家的绿竹 李光乾 （４１４）
$$$$$

拔杂草的老人 彭怀仁 （４１６）
$$$$

喜洲古镇掠影 张丽琼 （４１７）
$$$$

洱海渔村 张乃光 （４１９）
$$$$$$

在大理 朱　非 （４２３）
$$$$$$$

从东京到大阪 赵　泾 （４２７）
$$$$

公母崖下的笑声 阮　镇 （４３０）
$$$

鸡足山的路 刘　明 （４３２）
$$$$$

苍山，是一句诺言 左中美 （４３４）
$$

坐在古城的秋天里 陆向荣 （４３７）
$$

刺桐树下 陈亮旭 （４４０）
$$$$$$

一路稻香 姚　静 （４４２）
$$$$$$

当小学教师的父亲 洪永忠 （４４４）
$$

毗村夜话 赵中泽 （４４６）
$$$$$$

滇西的山与谷 张乃光 （４５０）
$$$$

追忆母亲 赵继光 （４５２）
$$$$$$

观摩梭原生态歌舞 张建平 （４５４）
$$

水磨房的故事 周　云 （４５７）
$$$$

洱海渔家 陈克丽 （４６０）
$$$$$$

梦回鹤庆 赵锐明 （４６２）
$$$$$$

女儿长大了 王峥嵘 （４６４）
$$$$$

酒　父 李　根 （４６８）
$$$$$$$

祝圣寺前的凭吊 张　旗 （４７１）
$$$

后　记 （４７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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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头集市

□杨占文

初冬的早晨，红彤彤的太阳刚刚从东方冉冉升起，那河边寨头淡淡的雾顿时

被驱散得无影无踪。不一会儿，一条条山间小路上，随着骡马的铃铛声和人们欢

快的谈笑声，只见一个个背箩筐的、挑担子的，一伙伙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青年男

女，打着花伞，拎着提箩，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桥头。一会儿工夫，桥头草坪便成

了个热闹非凡的贸易市场了。

已经整整八个年头了，当我这个久居异乡的 “游子”第一天踏上故土的时

候，家乡———偏僻的边远山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竟奇迹般地出现在眼前。

是的，就是这个桥头，它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那时候，每逢街天，我就吵着闹着要和阿妈一起来赶街。每次来，我那小小

的挂包儿总是满载而归。可是，随着时间的奔驰，岁月的流逝，我长大后离开了

家乡。后来，这个热闹的集市被 “封闭”了。乡亲们要想吃点新鲜蔬菜，得五

更起床，赶几十里路到县城去买，兴许还是扫兴而归呢！那年月，每当我探家来

到这个普普通通的桥头，总会站在那至今还保存完好的石台阶上，心绪如乱麻一

团……

“呵！这是梦幻还是现实？”此时我又站在那高高的石台阶上自己问自己。

牲口市场设在一片柳林里，林内拴着数以百计的牲口，牛、马、驴、骡……

庄稼汉三三两两蹲着站着，评头品足，讨价还价。随着川流不息的人群，我来到

蔬菜禽蛋市场，这里更有一番别开生面的景象，那活蹦乱跳的鸡鸭鹅鱼，热气腾

腾的豆腐、豆花，名目繁多的青白小菜，还有大大小小的百货摊子，特别是家乡

的土特产———核桃香油更是摆了个满街都是。

瞧，那禽蛋市场上，一个教师模样的小伙子，又买鸡又买蛋，忙得不亦乐

乎，看样子是妻子刚生小孩，忙着购买补养品吧！看，一个老大娘正准备买油

呢，“同志，你这油咋卖？” “一块二一斤！”那卖油的姑娘清脆地回答。接着，

一股清丝丝黄生生的核桃油从这个桶倒进那个桶，恰似一股股甘泉流进心窝，双

方都开心地笑了。

桥头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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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好奇心问一位大爹：“这桥头街是啥时候开始赶起来的？”“噢！”他顺

手摸了摸花白的胡须说：“去前年落实责任制以后，为加强城乡集市贸易，互通

有无，繁荣市场，县里专门发文，决定这里星期天赶街。这街就这样越赶越热

闹，越赶越红火了。”

太阳挂上了西山的树梢，沸腾了一天的桥头才渐渐安静下来。桥头通往四乡

的山路上，响起了赶街人的歌声。这歌声像绿林里的溪水，闪着夕阳的波光，潺

潺地流淌在山谷里……

（刊载于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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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拾贝

□杨水清

在秀美如画的洱海边，白族社员们包养的鱼塘、藕塘遍及沿岸滩涂。听说，

海尾村赵四海承包的那个鱼塘，更是与众不同，给人印象深刻。于是，我打算去

实地看看。

天蒙蒙亮，我就迎着徐徐的海风，走出海尾村，径直穿过层层垂柳，踩着细

白柔软的沙滩，朝着人们给我指点的方向走去。

赵四海的鱼塘果然名不虚传。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鱼塘四周栽满了密麻打堆

的柳树和桃树，像一堵堵浓绿的围墙。树高叶稠，既挡住了风浪，又拦堵了泥

沙。在 “墙”脚，我抬头一看，哟！柳条上，新叶片片；那桃树上挂满了花蕾，

有的桃枝上还绽开着朵朵桃花，粉红粉红的花朵色彩艳丽，一股股暗香飘来，使

人顿觉舒爽。再仔细朝塘面一看，在这平静的塘面上，也 “落”了朵朵桃花。

蓦地，一抹瑰丽的朝霞飞向塘面，于是，眼前的新桃绿柳，又被上了殷红的颜

色，呵，我犹如进了画中一般。突然，“哗哧”一声，只见一条腰弯如弓的大鲤

鱼跃出水面两尺多高，它把尾巴一甩，波光粼粼的塘面上立刻响起了唏唏唰唰的

声音。声音细细密密，像落着蒙蒙细雨，又像撒下了一把把细沙。不想，大鱼回

塘以后，塘乱了。数不清的鱼儿游来窜去，像万花筒似的，真叫人眼花缭乱！

“你来得真早！”不知是谁在我身后轻轻地说。我忙转过头来一看，哈哈！

原来是鱼塘的主人赵四海。他身上背着满满一篮青饲料，一脸喜色地望着花花绿

绿的塘面，边说边把我拉向一棵花蕾初放的桃树下边。放下篮子以后，他就把衣

袖一卷，往鱼塘里撒起青饲料来。此刻，我想起了他们村的社员赵兴邦在城里开

的那个小食店。这个小食店的特点是鲜字第一，讲究烹调技术，既实惠又便宜，

生意特别好。尤其是那几道别具风格的压阵菜———酸辣鱼、清蒸鱼、砂锅鱼，更

让人回味无穷，深受顾客的称赞。而这鱼听说就是赵四海供应的。于是，我

问他：

“老赵，你承包的这个鱼塘，一年的收入不少吧？”

“现在的收入，有过去的两倍！”赵四海两眼一亮，望着我，欢欢喜喜地说，

洱海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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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赵兴邦坐在一条板凳上搞联营，他耍龙头，我耍龙尾，产、供、销有了保

证。有锅又有鱼，不愁买来不愁卖，你说说，收入能少吗？！”

我俩正说着，一个打扮得朴实大方的白族姑娘来到了塘边。赵四海忙了过

去，弯下腰，很吃力地从塘边提上一箩活蹦乱跳的鲜鱼来。我过去低头一瞧，那

一条条水灵灵的鲜鱼闪动着亮亮的鳞光，可逗人喜爱呢！那姑娘抬起红红的脸

庞，望着赵四海甜脆脆地喊了声 “爹”后，又含笑着对我点了点头。然后，就

解下腰间的背带，往箩边一围，满意地背起鱼走了。赵四海望着姑娘远去的背

影，乐呵呵地告诉我，她是专门负责给赵兴邦送鱼的。上午卖完，下午还得再来

呢！说罢，他哈哈地笑了起来。

不觉间，火红的太阳出来了，鱼塘显得更加清新，分外鲜亮。面对着这堤堤

桃柳满塘花的景象，我心里乐融融的，仿佛在这洱海边拾到了一枚可贵的彩

贝……

（刊载于１９８３年４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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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花

□张建明

星期天早晨，我上菜场买菜。朝霞四溢的菜场里，水灵灵的菠菜、白生生的

萝卜、胖鼓鼓的蚕豆、洋葱、洋花菜、莴笋……铺满了菜场。

我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觅寻，蓦地，一片洁白的包头在我眼前飘了一下。我

回过头来，原来是一个十二三岁的白族小姑娘。大眼睛，长睫毛，弯弯的蚕眉，

白衬衣红坎肩，浅蓝裤子，腰束得紧紧的，身子显得纤纤细细的，脸上挂着甜甜

的笑，就像一朵初绽的报春花，朴实而可爱。她的脚边放着一只竹篮，里边装了

大半篮蕨菜。那蕨菜，已用热水烫过，黑中透着褐色，修修长长的，肥腴得很，

还闪着一丝光泽。

“买蕨菜吗？”小姑娘见我打量着蕨菜，便轻轻问道，声音甜甜的。

“多少钱一斤？”

“一角钱。”

我掏出尼龙网兜，挑拣着蕨菜。

网兜满得不能再满了。小姑娘回头跟一位老大妈不知说了两句什么，老大妈

便拿着小秤过来了。

“四斤。”老大妈眯缝着眼睛，望着翘得高高的秤杆。

我递给小姑娘一张一元的钞票。她从裤兜里抓出一把硬币，一五一十地

数着。

一直不见她补钱，我便问道：“怎么了？”

她微微一怔，又在裤兜里摸了摸，轻轻说道：“不够五分，只有五角五。”

“不够算了，就补我五角五吧。”

小姑娘脸红了，她眨眨眼睛： “下星期我还来卖蕨菜，那时再补您五分。”

我接过温热的、有些湿润的硬币，向她笑了笑，挤进了人流。

星期天又到了，我照例去买菜。“那位戴眼镜的同志，等一等。”一个声音

传了过来。我回头一望，一位老大妈正朝我走来，定睛一看，原来是那位帮小姑

娘称蕨菜的老大妈。

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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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春花捎给您的。”她递给我一个小纸包。“春花？谁是春花？”我疑惑

地打开纸包，一枚五分硬币滚落到地上，旋了两个圈，在脚下停了。仔细一看，

纸上有两行稚气的字：“叔叔，明天我们要考试了，今天我不能再来卖蕨菜了。

这五分钱是补您的。少先队员———春花。”

看完纸条，我只觉得一股热流传遍了全身，我捡起地上闪闪发光的硬币，紧

紧攥在手里。

（刊载于１９８３年６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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