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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8 年" 门 . 6" 耿马、

沧师、大地晨，在沧师、倪族自

治县团结乡陆沧丛医院救

护队医生、护士正在转送一

位地震中受重伤的低族妇女

(杨明远 才是)

一 一 一一一-一

1988 年" 门 . 6 " 耳火 斗、

沧源大地震中，部队、武警官

兵英勇救灾 O 罔头j 在沧抑、低

族内 i台丛团结乡，武警'Ù兵

与群众在抢救被掩埋的物资

(杨明远 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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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樊国域

人是政协的文史资科工作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倡

导的一项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人员

政协工作的-1'-重要组成部分白根握全国政协、省政协文

史委关于加强对建E 后文史资料征集和出版的要求，政协

I憧注地lK工委文史委经过努力，编辑了中监沧文史资料选

辑〉第 E辑即将印刷出族;本辑共刊登 54 篇文章，绝大

部分文章革建国后文史资料，其作者大都是植沧各级政协

委员和各界人士，他 1i'1撰写的"亲 !Ji 、亲丑、亲闻"的

"三亲"史料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资料性 c

征集建国后史料是人民政格文史资料发展的必然趋

势，也是开拓文史资料工作的又一令新领域。自 1949 年 9

月 21 B 毛泽东主窍在中型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宣告"中华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以来，

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自由一个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武主主义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串

"一穷二白"发展成为全世界喝目的综合 E 力不断增强荒

景灿烂的大国 c 这是主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 00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理苦奋斗的结果。这

一段历史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光辉、最快弘的茄史。积

极征集建E 后史料，正确反映建国后 50 多年来所取得的



伟大成茬，正确地总结失误在教剖，对于认识客规规律，

括导当前工作，启迪后代，捞止"和平演变"具有重要

意义;也是对人琵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历史知识教

育、国情教育、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今重要方

亘。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王衣冠;议古为镜，可以

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政协文史工作者要明

确自己肩上的重任，对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征集，一定要有

紧迫感和使命惑。希望我区各级政协积极推动委员和各界

人士将告己"三亲"当中最有 f升值、最有教育意义、最有

借鉴作用的资料提供出来，从一个如1ïflï 为研究国史、党

史，为教育群众，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瑕

务。让我幻以邓小平理论、"三丰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认真学习贯彻党前第十六次全E代表大会精神，努力实践

"三个代表"为全歪建设临沧的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2∞3 年 2 月 2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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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过筒文学道路

对往F

、 11自沧是我生长的摇篮

家乡"凤水"起读混

云南省的西部边沿有一个最缅地方，那里捂住着傣、假、彝等

少数民族c 勤缅"一岗，也是傣i语吾 O 后来改称"缅宁

地方从此安宁了 O 可见在那以前，一定是常有争战的。在政制级别

上，先叫插宁"厅"后又升格为缅宁"县"。新中国成立后，认为

"缅宁"两字颇有点大汉族缸服者的气味，又因它靠近漏治江，因

此又改称"的沧"。

在临沧县城北 10 里之外有一个噩黯〈青华)材， 1912 年 7 月

12 日，我就出生在这个村子里。

这个噩居村分为上下雨寨。主寨在山坡上，聚居着傣族同胞;

下寨在山坡T. $fè之1f1全是汉族。两个寨子之间联系着一条约 2∞

米的缓坡小道。有一条从旗由F淌下来的洁模经过上寨，流向下

寨，又从下寨穿漳而过。还有一条从十余里外的西河上流向南寻i来

的渠水，当它灌激了沿途的农田之后也流到国黯村来，来到这下寨

的东南角上，也正在我家的F门口，与北来的洁溪汇合起来，又向

着南汀河匆匆流去，沿途又有许多良田等待它前去哺育。

I!高沧县的气候近亚热带，村村寨寨乃至县城里边都有大榕树，

可是Ib主立在国黯村cT两寨之祠的那一操与众不同，其大元比:更

特别的是竟有成千上万的小白雪长年悟息在这棵大榜上。白天，它

妇薛飞到四五重内的自间觅食昆虫租泥嫌。'1'旁晚归来，密集树上，



远远望去简直锥满树白花。噩腊村人都把这二景观视为本村的风水。

既然如此，当然就受到全村人民的保护，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风水"之说，告属荒诞。 {8它与我祖父时住的家道一度衰落

确有过→点关系。听老人说，曾经有那么一天的傍晚，有两个猎人

两手空空地从后出败兴归来，走到这大榕树下的时候，就向上放了

一栓，有元只"风水"鸟敢打落F来。于是就有人连忙跑到植父跟

前去报告，祖父听了大发雷霆"什么人理敢破坏我们的风水，你

幻赶快给我打，打死人我佳人命，"有→个猎人果然就被打死了，

祖父就因此坐了班窍，年少的父亲也因此辍学，进城住在外婆家，

每天饶了饭住班房里送，最后是变卖了型产才把祖父赎困家，从此

家道就骤然衰落F来c 于是己经成年的信父就带着年少的父亲担负

起重整家园的担于。他们也种点田，农闲时肩挑马驮，短途贩运，

小本营生。后来叉开过染坊，到我能够记事的时候，情况已大有好

转，家里已经有十几匹馨、马，还襄扉着三四个赶马工人，父亲当了

马锅头。又与本村的→户人家合开了一个曝窍，而染房的全套设备

却暂时闲置起来。土地有多少亩我不了解，只晓得自己只种着一块

菜匪，其余的全部出租，所得的程谷自己吃不完，每到街子天常可

以卖→点米，然后买回些豆腐、粉丝、火柴、灯油之类的东西来。

在我最旱的记纪里，我们是一个 1 1 口之家:上有祖父祖母，

父辈的除父母外还有伯父拍母，同辈中有 3 个堂兄和 1 1-与我同岁

的堂弟。数年后捏母去世，我又有了个小妹妹，全家饲是Il口。

不过这时， 11自父己当了县离会会长，父亲仍是马锅头，但家中的骤

马已增长到二十来匹，停歇了→阵的染坊也请来了两个工人重开起

来。还有一个女何人专管挑水和喂猪，土地也可能有所增多，家道

叉上升了一步。这个时候，的母主管全家的内务兼菜园，母亲的活

儿主要是厨房里、菜地里的零活，堂兄们放学之后都来争着傲，深

重事菜地等重活临时请工，二家人过得摄和乐。

程父是我的第一个老舅

我大藏是 5 岁上开始念书的，我念的第二部书是民国元年离务

2 . 



fJ1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y，第一册的第一课是个"人"

字。提父就是我的第一位老郎。

自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祖父Rn己度人晚年，但他还能写一于好

字。据说，在科举时代他曾到省城去赶过考，可是什么功名也没考

上， fB用全部盘缠买吕一堂名家的草字挂在家中。他曾办过铁矿和

银矿，在他的床底下，我确也看到凡大块长年堆放着的"般银子"

那就是他从银矿里冶;陈出来的东西。 因为其中含有其他成分，不是

纯粹的银子，所以就叫"报银子"。既然有"假"元人敢用，银矿

也就办不下去了。

祖父的脑后一直拖着一提缩小的发辫。他既拮旱烟，又嗜鸦

片。早晨他起得最迟，夜间他睡得最晓。在他上床之前，总要拎着

他那盏雀笼式的中烟灯到处巡视一番，要看看大门 i习好了没有，火

塘里的余烬捂好了没有。这是他主动承担的锥一家务，其他一坊，

他早撒手不管了。不过他常有外务，经常帮人家义务看病，义务勘

定屋基与坟莹的位置和方向，还常常与村中的几位老人一道被邀到

大缅寺里去讲理一一去排解发生在→些兄弟、邻里之间的矛盾租

纠纷。

在村子里，祖父有 3 个老崩友:一个是姓黄的汉族老人，一个

是姓派的傣族老人，第三个就是锺寺里的大佛爷。这 3 个老人，也

许就是他在儿童少年时我的小朋友吧。祖父常到这些人家串门子，

有时候也带着我去。 也们之间的言谈我都不懂，只记得{也ffJ常提到

"白旗子时"四个字，说那时候如何如何，大模他们都很坏念过去

的日子。他ffJ都是清朝遗老呀!

祖父教我读书写字提是醋，心。我曾多次挨过父母的打骂，但祖

父从未打过我或骂过我，还常给予鼓励和表扬，常把别人送给他的

好东茜分给我吃，又常给我讲故事。在祖父的直接教导下，顶多用

了两年的时间，我就:tE 8 册《新国文》全部读完，字也会写许多

了二于是就把我送进本村的民办小学堂。推算起来，那边该是

1919 年的春天c

. 3 . 



昕故事和养蜂

本村的民办小学堂坐落在上下两寨之间的山坡上，它是→殷商

厢→院落的土木建筑。大殿里f供共奉着"大成至圣先部孔于之宁持申位

我吉妇]的小学堂就办办、在西黯的楼土 O 全堂小学生不到 20 人，傣汉两

族的学生各约→半，傣族生都会说汉语。同学们大小悬殊，有初入

学的，有上了几年的。所读的书各不相窍， ~三字经上《百字姓》、

《千字文汇《大学上《中!奉上。它语上《孟子上《千家诗》……五

花八门，各i卖各的，即使同读一本书，各人的进度也不相同。虽然

如此，老师的教学倒也不难。因为她并不讲解，又实行个别教学，

只教你认认生字，同时用红笔帮你新断句，再带上你读它两三遍，

就让你各自去反复诵读，读熟了就把书捧到教师跟前，恭恭敬敬撞

放在师桌上，然后向老部作→个撞，反身背语。背会了又再给你教

→段，有的学生一天能背两三段，有的只能背→段。如果连一段也

背不下来就得留堂，甚至遭受访|斥或体罚。

从 1919 - 1923 年这 5 年前，我先后接触了 3 位老师。第一位是

邱老师，他大概是从城里请来的，除按学生家长的安排，教i卖《三

字经》、《百家姓》等等之外，还添教了"勺、支、 E 、口. . 

可是，不知怎的能连一套国音字母都没有教完就卷上行李回去了。

继之黯来的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董老师。这老师穿的是大摆裆褥，徨

可能来自由区c 他在课堂上道貌岸然，课堂外和毒可亲。因此我和

堂弟有时就在晚饭后去请他讲故事，她还教我们唱出歌。还有一件

锺得吕亿的事情，在这位董老师的门下还有一个女学生。虽然只有

一个女学生， {旦毕竟是男女同学呀，这在当时的指沧县实属创举，

需此一创举又是傣族同胞所创造的，这对自夸文明的汉族老大哥颇

有讽刺意味。那一个傣族女生叫探宗奉。

在东梧那座楼房里，后来也办了一堂学，前来就读的有十来个

大学生一-包括本村的和外村的， f他也官衍]的学习任务是是A要对读过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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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作古文。请来的李老师是清朝末年的秀才。也许是为了使于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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