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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阳光

中 共 建水 县委书记卢文详l

建水县人民政府县长 赵云华 l

文化 ， 是精神的阳光υ 优秀的历史文化 ， 像灿烂阳光，健壮着人类的 l

躯体，滋养着人类的精神，引领着人类行进的方向 ω 采集优秀历史文化精l

神的阳光，滋补人们的精神力量，当是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υ 《建Ði历史 l

文化丛书》的编辑出版 ， 正是挖掘文化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采集精l

神阳光，照耀我们在文化思考与理性创新中建设美好新建水的重大的文化l

工程。

建水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 。 燕子洞出士的磨制石器 ， 证明 l

三千五百多年前 ， 有先民在这里生息:唐开步头路 ， 成为滇南的交通要 l

;中; 公元f:DBl年筑惠历城 ， 成为滇南经济贸易中心 ; 元代创立庙学 ， 成为 l

滇南文化教育中心;明初置w伍安府治及~I伍安卫，成为滇南政治军事中心.

明清时期因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才辈出 ， 被誉为 "金~备安" 、 "临半 l

榜"、 "文献名邦 " 、 "滇南邹鲁. 可谓是 "两边锁钥"之地-雄镇l

东南 " 之城。 [0世纪初 ， 这里打响了推翻帝制的 "辛亥枪声 留下了朱 l

德剿匪的 "游击战术. 发出了 "反清仇洋"的矿士怒吼 ; 建成了滇南革 l

命的 "小抗大. 发动了迎接解放的 " 乡会桥起义

琳琅j满芮目的文物古迹和j深采厚的文化底蕴 ' 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川 解放 l

以来，历届县委、县政府辛勤谋划 ，恪尽职守 ， 使建7.l<日新月异，生机无 l

限，使建水走出了 "三里长街"的束缚 ， 以昂扬的雄姿 ， 迈向一个更新的 l

高度"

历经漫长岁月， 这里沉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门 它不但是建水人民的财'

富 ，也是国家的财富。 我县文史工作者 ， 长期坚持不懈地从事发掘研究工 '

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近年来出版了大批历史文化著作υ 尤其是《建水 '

县志..þþ!1年版 ) 、 《中共建水地方史-第一卷) 等大量地情书籍的 '

出版发行 ， 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建水的经济 、 社会、 文化和历史，得到 '

各方好评。 但建水的历史文化是采掘不尽的富矿，何况每一种书的编著出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版，都有它的局限性或不足，因此，在"文化旅游大县建设"进程中 ，在建.

i立富裕、民主、文明 、 开放、和谐新建水的进程中 ， 挖掘更多的文化资源.

把这些照耀一代代建水人奋发图强的精神阳光聚集起来，使我们沐浴着优秀.

传统文化精神的阳光 ， 创造新的文化-飞峙，十分必要，尤为重要。.

县委 、 县政府始终把挖掘历史资源，弘扬历史文化，传承历史文明

保护历史名域 ， 提高建水知名度作为文化大事来抓。 2007年初，县文联提.

出编辑出版《建水历史文化丛书》的方案后，中共建水县第九届委员会第-

9次常委会议昕取了张绍碧同志的专题汇报，进行了认真研究，并以建复.

[ 2007 ] 10号文件批复，同意编辑出版《建水历史文化丛书..经过广大.

文史工作者近一年的辛苦努力-建水历史文化丛书~.Jml种已经编著完成。 .

在丛书付梓之际，浏览了 10本书后，我被建水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所折服.

被建水的文化精神所感动，觉得始终被一束束文化精神的阳光照耀着，并在 .

这种照耀中激发了创新的思考和创造的动力 。 这样便有了《精神的阳光》这 .

个标题丁 • 

勤奋拼搏、创新图强、友爱和谐 ， 是建水文化精神的集中概括。 我想，

只要真正进入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阅读和思考，都会感受到这种文化精神无时.

不在，无处不在-民间旋律》是艰辛劳作中对生活的歌唱-生活的舞 

E吕》是创造过程中对劳动的赞美-彝灯新唱》让滇南一枝花的馨香扑面而 .

来-街巷源说》说的是一个城市的历史-词语建水》汇聚的是建水文化 .

的丰富信息-永远的传说》讲述的是建水优美的故事-照耀故土的星 .

光》闪耀的是创造文化的激情-触摸的声音》是行走在建水这片热土上的 .

感动-建水方言》以泥土般朴实的方言但语给我们强大的情感凝聚-穿 .

越时空的歌唱》引领我们进行从古至今的品读和鉴赏ω 《建~历史文化丛 .

书》从不同的视角 ，解读和诠释建水历史文化 ， 字里行间的文化力量和精神 .

阳光，显示着建水文化的巨大张力和生命力 。

建水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非一套丛书所能穷尽。 在祝贺《建水历史文化 .

丛书》付梓 ， 对丛书编著者所付出的艰辛表示敬意和慰问的同时，希望有更 .

多有识有志之士投身于建;1历史文化的发掘、研究、总结、编撰工作，按照 .

挖掘历史、彰显文化 、 关照现实 、 关注未来的原则，提炼出历史文化中的精 .

神力量 ， 让建~文化精神的阳光照耀建水大地，成为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开放 .

和谐建水的强大动力

2007年iB月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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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建水的文人献给故土的集子。 故土于我们，永远毫不吝啬

地广施着她琼浆玉被般的深情和恩浑。 这种深情和恩泽充满了母性的光

辉和力量。 对故土，我们充满了感恩。 多少年来，她的孩子把这种感恩

之情融入了心灵深处，不停地歌唱着对故土的热爱与依恋。 是的，我们

能留给故乡的东西实在太少太少，而这些来自故土的歌唱是她的孩子们

对她最好最亲切的交代，也是她的孩子们对她最朴实也最有价值的回

馈，从而便有了这本集子一一 《穿越时空的歌唱》 。

对于写作者来说，他的心里必须有一方一脉相承且永不可抛弃的故

土，它使我们一生都充满感恩，心甘情愿地守护着童年和灵魂的炊烟，

保持着对故土和生活的热爱。 故乡就像骨髓般温暖地支撑着我们，于是

你会发现这本集子里的诗文总荡漾着一种深情，仿佛清澈的旋律从心中

流出，像歌一样流进读者，心里。 因此，爱和故土便是这本集子的主题，

它从明朝便散发出的芬芳丰盈了我们的心灵和记忆，它从金色的麦穗和

乡野的风中传来的歌声让我们在温暖中感动。

这本集子时间跨度长，远至明朝，近至当代。 其所包罗的体裁仅为

诗歌和散文，而内容却是非常丰富的。 建水的人文、风物、村庄、田

畴、民居等等都进入读者的视野。 因此，这本集子是有纵深度和宽广

度的。

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游记，都是自然性和思想性的统一体，写作

者的思想与自然结合在一起，便引发出心灵中最和谐的运动。 这本集子

中的诗文，便非常突出地显示了这一特点。 文章大多以建水的景物为载

体，或状物咏志，或借景抒怀，或情景交融，巧妙地把作家的思想感情

和审美取向隐含在事物的每一条血脉中 。

如果你用心读完这本集子，你会发现建水是一个多么可爱而生动的

地方。 她的比北京天安门早建 28 年的朝阳楼，她的仅次山东曲阜孔庙

的全国第二大文庙，她的可以和《红楼梦》里的大观园相媲美的朱家

花园，她的亚洲|第一榕洞燕子洞，她的有"长虹卧披"之称的十七孔



桥等等，都会随着你的阅读进入你的视野，让你感受到建水别样的风情

和魅力 。 而且，在这些载体之中，作者注入了他们真挚的情感和灵魂 ，

你可以看不到人物的活动，却能感受到一颗颗鲜活的心在跳动，让你感

慨万千，激动不已 。

应该说 ， 诗歌和散文是歌唱的另一种形式。 而来自故乡的歌声，是

丰满而富于质感的，这歌声里有故乡 的声音、有故乡 的气味，还有恬静

的农家小院及渐行渐远的土掌房。 所有关于故乡的这一切美妙的歌声如

同天籁一般，会让我们的心里长出翅膀，然后带着我们故乡的时空隧道

里飞翔。

编者

200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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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 南明洞天记 (明)黄哀

。83 游颜洞记 (明)徐弘祖

085 临安岩洞志 (明)解一经

086 游云津洞记 (清)傅为记

087 修燕子洞百(清)傅为社

088 联珠桥记 (清)傅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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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 麦;中小桃源记 (清)傅为让

090 游燕子洞记 (清)熊宝泰

091 燕子洞纪游 (清)恕月号氏

092 游云龙山记 (清) 薛天培

094 纪北山夏游 (清)邹应扬

094 建水文庙甲全滇杨丰

096 滇南岩洞奇景一一燕子洞 杨丰

097 垂莲不碍高飞燕杨丰

099 双龙桥何故"二龙连体" 杨丰

100 纳楼土司重地一一官厅 杨丰

105 你的离情别绪 张昆华

111 曲江新曲 张昆华

115 从官厅到回新寨 张昆华

133 宫厅团脑土掌房张永权

137 官厅二题艾吉

141 勒白艾吉

145 曲江速写艾吉

152 卖水人家路人

153 烧豆腐的意味 路人

154 曲江古驿道八大景路人

158 在古城的小巷中穿行 路人

162 挂在陡坡上的小街 杨明派|

164 又见团山村杨明渊

166 泳浴曲江温泉杨明 淋|

167 团山三题杨明渊

174 漫步香岩寺 张绍碧

175 苍台张绍碧

177 曲江烤鸭张绍碧

179 花房子张绍碧



181 绵羊;中七记 张绍碧

191 欣喜的森林 张绍碧

194 乡村风情 张绍碧

197 建水古桥寻韵 李德

202 建水牌坊 李德

206 指林寺的灵气 沈振宇

211 建水的古井 张佐

215 建水古桥 张佐

219 造型独特的文笔塔 张佐 李刚

221 蔬菜之城 刘文兴

222 水洞泛舟 万永富

223 朝阳楼观塔 姚开富

224 著名作家走建水 李朝德

227 回望苍台 武隽

228 东门昕茶 武隽

229 花之君子 武隽

230 儒雅团山 武隽

232 朱家花园 武隽

233 惠历之水 武德忠

235 故乡的葱 武德忠

238 燕子洞往事 武德忠

246 西门大板井 5长勇

247 建水美食 张勇

248 古道沧桑 :青庐L

254 早春旷野 清风

256 朝阳楼拾趣 田圣鸿

257 旷野红桃 万永富

258 白云山 李春光

259 建水的井和泉 莫洪鑫



260 云龙山黄泽民

261 神秘奇特的水围山 孙向阳

263 古榕奇观许儒慧

264 奇妙的温泉杨云

265 巍然鼎峙三造的古城临安E 巳江

267 建水五章李逢秀(香港)

272 古城战洪图 汪继武

276 探访普氏宗祠 汪致敏

277 朱家花园与孔庙林林(泰国)

279 曲江行(三章) 凉泉

284 临天柱塔废墟喻利平

285 曲作;中随想喻利平

288 魅力岔科吴劲华

291 曲江三昧吴劲华

295 走过大新桥吴劲华

297 哈尼"阿玛熬" 陈红丽

301 人在温泉陈红丽

303 官厅:那一路的云山寨海 陈红丽

309 超越时空的魅力 陈红丽

314 温泉一瞥 熊兴样

315 古城风景线 熊兴样

318 山均里的院落 熊兴祥

321 古城神韵李云华

325 桃花盛开的地方 李云华

328 山花烂漫李云华

330 心醉温泉李云华

332 阳光下的小镇李云华

333 土掌房的村庄 李云华

335 永远的毕摩 李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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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烟雨苍台 李云华

338 -块矿产的土地李云华

339 漫说建水古井 李子木

341 文魂古韵 陈志鹏

348 云雾山中哈尼寨张玉洁

352 想念旷野桃 普存祯

353 登马鞍山有感 魏学民

357 关于文笔塔 魏学民

360 火龙盘绕曲江村阿芒

361 莲藕飘香的地方阿芒

362 话说板井水阿芒

364 建水民居群里的又一个惊奇 刘萍

367 赏桂昕音在文庙 宗秉成

369 大成殿幽思王 建

373 漫步在历史的村庄里 童石磊

375 火红的蜜桶 李登禧

378 飘忽的思绪 李登禧

382 东风水库写意 李喋峰

384 远去的土掌房李喋峰

388 官厅印象王若君

390 甸尾，正美丽着走来 李兆权

396 后记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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