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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远文库》总序(之一)

中共开远市委书记陈米杰

产业建设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经济支撑，市容市貌是一个城市

外在的形象，而文化则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底蕴。

文化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你的一举手、一投足、一

句话，甚至一个表情。都体现着文化品位的高低，决定着整体环

境的美丑，与文化紧密相连。今天，每当我们讲到一个产业、一

个品牌、一件事、一个人，都以文化为其定位。例如：茶文化、

饮食文化、酒文化、企业文化、文化涵养、文化品位等等。可见

文化无处不在，无所不有。因此，文化是基础国民教育，它奠定

着国民的品位教养；文化是生活，它决定我们所见、所听、所思

的整体环境的美丑；文化是经济，它的产业涉及媒体、设计、建

筑、音乐、电子、广告、文学、体育、观光旅游、衣食住行；文

化是外交，是以柔克刚的武器，是温柔的军队。同时。文化还是

品位、道德、智能积累的总和，是代代相传积累沉淀的习惯和信

念，渗透在生活的点滴之中。总之，文化的内涵是丰富的，文化

的空间是博大的，文化的影响力是深远而长久的。

开远。是一座充满希望和富有魅力的城市，有独特的发展优

势．有独特的地理风貌，有近现代工业文明的熏陶和注人。历史

和现实告诉我们，开远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着力构建开远和谐社会，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安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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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社会环境、催人奋进的舆论环境、诚信友爱的人际交往环

境、身心愉悦的工作生活环境，建美丽开远市，做幸福开远人，

在推动开远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大力繁荣文化事业，

发展文化产业，始终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

此次《开远文库》的出版发行，是我们建设美好开远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是发展先进文化的有力举措之一。此套丛书，规模

较大，涉及文化、教育、文学创作、科技、文史、农业、工业、

城市发展等，内容丰富，数量庞大。这在开远历史上从未有过，

算得上是开远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壮举。推动开远文化发展，要

多出作品。只有多出作品，才能有精品，要有数量的增加，才能

有质量的提高。当然，我们必须切记，一部作品的社会价值、艺

术价值以及生命力，都必须由历史、由社会和人民群众去检验和

决定。

有人说，开远是文化沙漠，开远没有文化。其实这是一种偏

见、一种误解。开远是有文化的，开远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环境和

文化氛围，开远正处于不断发展和进步之中，此次《开远文库》的

出版发行，就是开远文化发展的明证。我相信。《开远文库》第一

套出版发行之后，将会有第二套、第i套和更多的书籍出版发

行，为繁荣开远文化事业增光添彩。

最后，感谢丛书的众多作者们辛勤耕耘，著书立说。希望你

们继续努力，再出新作，为繁荣开远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建

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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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远文库》总序(之二)

人文精神孵盛世

开远市人民政府市长李存贵

推出《开远文库》系列丛书，结集出版开远人创作的文艺、社

科等方面的著作和外地作者反映开远情况的作品，这是我重新回

到开远工作后不久萌生出的心愿。无论是以前在开远生活的日

子，还是后来在外地1二作期间，我都听到过“开远是文化的沙

漠”的说法。我现在既是这里的市民，又是市长，这个说法特别

刺激我的神经。我心里十分清楚，我在2007年初的《开远市政府

工作报告》中郑重发出“建美丽开远市，做幸福开远人”的号召，

不仅要建盖起辉煌的物质大厦，还要构筑起人文精神的高楼。缺

了其中的任何一项，美丽开远市就建不成，勉强呈现在人们面前

的开远市就不会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幸福感就会大打折扣。

开远文明的发展总体上经历了“两次嬗变”、“三大段落”、

“四次高峰”。“两次嬗变”：一是明初的边地文明向传统文明的

嬗变，二是上世纪初叶边地文明和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嬗变。

“三大段落”：一是明朝之前的开远——开远的开远，二是明初至

清末——中国的开远。三是上世纪初至今——世界的开远。即开
远文明的这三大段落依次体现出边地性、全国性、世界性三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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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四次高峰”：一是明朝，二是上世纪初叶，三是上世纪中

叶，四是当今。发展至今，开远文明形成了今天的“现代文明主

导下的以现代文明、传统文明、边地文明为主体构成的多元文明

融合共生的文明形态”。因而，开远文明既是现代的，又是多元

的。特别是西方现代文明进入开远百年的时间里，开远遇到过三

次大的发展机遇。不管是法国人成全还是计划经济成全，发展机

遇这只“兔子”前两次都已撞在了开远这棵“树桩”上，都给开

远带来了繁荣。目前，开远正进人第i次大发展的机遇期，在从

今往后的一段时间里，机遇将始终与挑战并存。一方面，开远有

得天独厚的能源优势和较好的工业基础，天时、地利、人和的各

种条件较好，能竞争、发展许多项目；另一方面，开远往日赖以

“待兔”的某些客观条件已经改变，发展指标也不再只是单纯的

经济指标，而是增加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这一重要内容。今天

能否逮到“兔”，能否抓住第三次机遇促进开远经济社会大发展，

很大程度上要看人文精神方面的软实力。有人说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文化是第二生产力，这话很有道理。我国历史上出现的

几个盛世，与其说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思想文化的繁荣，不

如说是思想文化的活跃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当然是一个复

杂的学术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我只想举一个现代

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前联邦德国和日本二战后工业基础被摧

毁．可以说他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建设，但他们很快

就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了。究其原因，不是因为这两个国

家有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而是他们有很好的人文精

神基础。很强的“软实力”。正是这个“软实力”发挥出的巨大

威力，使他们在与诸强的竞争中抓住了一个又一个发展机遇。

现在我们要建设美丽开远市，要抓住第三次发展机遇构筑辉

煌的物质大厦和魅力无穷的人文精神大楼，重视“软实力”是不

容置疑的事。用“沙漠”比喻开远文化这块“地”固然是对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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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误解，或者是对文化本身的无知。但这个说法却使我们警醒：

开远文化工作和文化基础的薄弱与不足。开远确实没有某些地方

那样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但也不是没有文化。恰恰相反。开远

的文化丰富而灿烂，现代而多元，只是开发利用工作必须迅速抓

紧做实做好。产生于开远这个“旱码头”的《赶马调》是一支曲调

优美的开远民歌，但这支民歌却长期“养在深闺人未识”。看看

其它地方走红的某些文化产品，除了“原汁原味”这一因素外，

很多方面在《赶马调》面前都黯然失色。如果对开远的文化遗产和

现有的文化产品及文化创造不重视，那么，说轻点是资源的一种

浪费，说重点就是对建设美丽开远市不负责任、对开远人民与历

史不负责任。

目前，开远的文化工作要做的事情很多，既要做好对现有文

化成果和原有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T作，又要进

行各种各样的文化创造，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化“积淀”，把“待

兔”转变为“猎兔”，把不自觉转变为自觉，强化开远发展的

“软实力”基础。这是一种“功利”，也是“幸福感”的本身需

要。财政m资出版《开远文库》系列丛书，就是这项：I：作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今天，《开远文库》与读者见面了，这是开远文化史

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深远影响不可估毽。谨以此祝福开远文化

越来越繁荣。开远的人文精神根基越来越深厚，开远的“软实

力”越来越强大!

让我们为建美丽开远市而努力，为做幸福开远人而骄傲1

2007年lOCI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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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远市人民政府市长 李存责

值开远建市26周年之际，《开远文物志》瓜熟蒂落了。为

了这个收获的日子，四拨文物T作者付出了近二十年的拼搏努

力，曹定安先生呕心沥血，用了20年的时间搜集、调研、整理、

发掘、思考，最终编写了开远文明史上的第一部文物志。

早在1985年，《开远文物志》的编写就被提上议程。只是

那时开远的文物T作刚刚起步，除1983年文物普查掌握的13处

文物保护单位外，几乎没有什么现成的资料，简单地编写了个草

稿本后就搁浅了。开远是开发较早的工商业城市，对古代文物的

保存影响很大。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幸存下来的文物就

更少。为此，文物工作者知难而进，化压力为动力。上山下乡，

走街串巷寻找线索，默默无闻，艰苦奋斗，用自行车拉出了开远

的文物T作。真心、真情的投入赢得了领导和社会各阶层的理

解、支持，使开远市的文物工作有了很大发展。随着馆藏文物日

趋丰富，文物发现日渐增多，《开远文物。勘的编写条件俨然成
熟。

《开远文物劫(以下简称纹物勘)，分八章i十节175目
69子目。计210000余字。除收录物质的文物外，还根据《云南

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条锄和为适应文物T作要加强民族民
间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形势，也将开远市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部分

非物质形态的民间习俗收编入志。 仪物糟中相关不同历史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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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城市发展记述，佐证了开远城市化发展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历

史过程，因此对探讨城市化发展规律有“以史为镜”之作用。

《文物志》是开远历史上的第一本文物志，其所录的很多内容，

可能对很多开远市民来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对开远的文明发

展有着资政存史作用。 (仗物劫通过形象直观的文物，再现曾
经光耀的历史文明，凸现沉没沧海的历史脉络，对厚实现代化气

息浓烈的开远历史积淀，又有史海钩沉作用。

纹物志》的编写，注重通过或深入浅出，或以小见大的记
述，尽可能地展现文物承载的最大历史信息量，试图对文物志常

规体例有所创新突破。这对普及文物知识和提高群众文物保护意

识、纠正一些人对开远文物所持的疑惑态度必定能够产生积极作

用。

开远文明发展至今经历了“两次嬗变”、 “三大段落”、 “四

次高峰”。文物是沉淀了的文明，是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保存

文物就是保存文明，珍爱文物就是尊莺文明，创造“文物”就是

在创造文明，历史、现在与未来由此传承如薪。曹定安先生是土

生土长的开远人，其身上散发出爱乡之情，散发出文化人的特有

的文明光彩，他本身就是开远“活着的文物”。希望开远涌现出

更多的像曹先生这样的人，则开远文物幸甚，开远文化幸甚，开

远文明幸甚。感念曹定安先生弥坚之志，爱文爱乡之情，为之

序。

开远市人民政府市长：李存贵

2007年11月18日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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