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顺图书馆：“文化之津”有新诗
本报首席记者 郑蔚

“在边地 ， 我把每一个字挂在太阳下烘烤/希望写出
一首温暖明亮的诗/让它们在下雨天给我温暖/使我的内心
不至于被雨水淋湿/让它们在夜色中给我光亮……”

4 月 23 日下午， 云南腾冲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将和
顺镇旁的来凤山洗得青翠欲滴。 和顺镇文昌宫里， 三位小
伙子正深情地朗诵他们自己原创的诗作 《边地有诗》。 这是
和顺图书馆纪念 “世界读书日” 活动中的一项。

“边地 ”， 这里指的就是腾冲 。 腾冲 ， 古称 “腾越 ”，

素有 “极边第一城 ” 的美称 。 所谓 “极边 ”， 就是 “边境
之极 ” 的意思 ， 腾冲与缅甸接壤的边界长达 148.075 公
里 ， 从腾冲到缅甸克钦邦的首府密支那只有 200 公里 ， 而
到本省的省会昆明却有 645 公里之远 ， 据说腾冲距首都北
京更有 3400 多公里之遥 。 说腾冲为 “极边之地 ” ， 绝不
为过 。

让记者感动的， 正是在这 “极边之地”， 不仅有着 “中
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 ———和顺图书馆， 还有着许许多多人

认真地做着 “和吃饭、 挣钱完全没有关系” 的事， 他们有的
是二三十岁的文艺青年， 组成了 “腾冲文艺风向” 书友会和
诗友会； 他们有的是四五十岁的壮年， 一心想着在数字时代
如何守护好、 发展好和顺图书馆； 他们还有的是七八十岁的
白发翁妪， 或常常走过火山石铺就的小巷， 来到和顺图书馆
读报， 或打开绮罗图书馆的大门， 为孩子们借书还书。

著名爱国人士李根源曾为和顺图书馆题词： “文化麴糵
（音:ｑūniè）”。 在腾冲， 所有的图书馆都是 “文化麴糵”。

■“世界读书日”系列报道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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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船马背驮来“和顺文化”
彩云之南，除汉族以外，还生活着彝

族 、哈尼族 、白族 、傣族等 25 个少数民

族。腾冲市外宣办孙桂育告诉记者，在腾

冲 ，世居民族是汉族 、傣族 、佤族 、傈僳

族、回族、阿昌族和白族。 其他一些少数

民族， 是在后来的商业和文化活动中陆

续进入腾冲的。
和顺镇的文昌宫坐落在这个明朝古

镇的中轴线上， 可见和顺人对文化看重

的历史十分久远。“文昌宫”，这名称分明

源自内地的汉文化，在陕西、山西、河南、
湖北、江苏、浙江……几乎各地都有文昌

宫、 文昌阁。 和顺图书馆长寸宇告诉记

者：“我们腾冲是汉文化的一块 ‘飞地’。
虽是边陲之地的乡村社会， 但儒家文化

‘耕读传家’的底蕴十分深厚。 ”
记者走过双虹桥， 仰面看见和顺图

书馆就坐落在入镇之路的斜坡上，牌楼、
拱门、馆舍层层向上，层次颇为分明。 沿

着火山石铺成的台阶， 来到牌楼式的大

门下 ， 拱门头上是当地清末举 人 张 砺

1928 年题写的蓝底白字的匾额“和顺图

书馆”。步入大门，虔敬地拾级而上，是一

座西式的 3 孔平顶拱形大门， 门额上悬

挂着白底黑字的“和顺图书馆”匾额，为

胡适先生亲笔所题， 其上还有中华大学

校长李石增的题书“文化之津”。 拱门后

是一座小花园， 图书馆的主楼是一栋两

层五开间的砖木结构小楼， 两层东西各

有一间带飞檐的六角亭。 中门及主楼的

匾额上，有廖承志、周谷城、钱伟长、顾龙

廷、郭绍虞等名人的题词。
一座“极边之地”的乡村图书馆，怎

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名人关注？ 明洪武年

间，为戍守边关，十万将士从四川、江浙、
湖广等地进军腾冲。 随军的还有众多军

属家眷， 一起翻山越岭来到腾冲屯垦戍

边。家园故土的田地他们带不走，能带到

这遥远边陲的唯有耕作技艺和 诗 书 礼

仪。愈是远离中原，耕读文化的传统反而

被他们愈加看重，视为祖宗之法、修身齐

家之宝。
和顺镇在 2005 年被评为 “魅力中

国·十大名镇”之首时，推荐词是这么说

的 ：“和顺镇放牛的老人经常清晨上了

山，把牛放在山上吃草，自己却到图书馆

看书。 ”
这也许略有夸张， 但绝不是无中生

有。记者在阅览室里看到，几位老者正在

专心致志地看报。 他们中既有当地退休

老师，也有祖祖辈辈的农民。 年已 76 岁

的张生龙老先生一笔一划地摘录报纸，

他告诉记者，自己虽是农民，高中只读了

一年，但从小喜欢看书，现在每周要到图

书馆来两三次，《牛虻》、《战争风云》等书

都是在这里借阅的。
这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在明末清初

的两百年间，仅在和顺一地，就出了 8 个

举人、3 个拨贡、403 个秀才；从清末到民

初， 又有 12 人留学日本；20 世纪以来，
留学海外的有四五十人之多， 还出了哲

学家艾思奇、教育家寸树声。
图书馆副馆长尹以耀介绍和顺时，

最打动记者的一句话是：“我们和顺镇上

很多七八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 都 识 字

的。 ”由此可见，即使清代，腾冲也绝非

“蛮荒之地”。 腾冲人走出国门去缅甸闯

荡有数百年的历史，当地人称之为“走夷

方”。 在缅甸艰辛创业的腾冲侨民，又为

故乡带回了外面的新世界， 令腾冲成为

当时有文化影响力的侨乡。 1898 年“戊

戌变法”后，乡人寸馥清留学日本并参加

了同盟会，将新思想带到和顺镇，乡里的

读书人成立了第一个民间读书团体 “咸
新社”， 顾名思义就是为了启智化愚，大
家都来崇尚新思想、新科学。乡中教育泰

斗李景山书写的“咸新社”匾额，至今仍

保存在图书馆中。
新思想的激荡， 让腾冲站到了时代

的潮头。 1911 年 10 月 27 日的“腾越起

义”，就是在腾冲爆发，打响了云南辛亥

革命的第一枪。 3 天后，蔡锷、唐继尧等

在昆明举行“重九起义”。
在和顺图书馆主楼的一楼正屋， 记

者见到了一副对联 ： “书自云 边 通 契

阔， 报来海外起群黎。” 图书馆员寸云

广告诉记者， 这是一副 “藏头联”。 原

来 ， 1924 年 ， 和顺的年轻人创办了一

个 “阅书报社”。 当时， 书报的主要出

版发行地是上海和北京。 仅仅从昆明到

腾冲， 如果走陆路由马帮驮运， 要走二

十多天； 而从缅甸仰光到密支那只需 2
天， 再从密支那到腾冲， 马帮翻山越岭

也只需六至七天。 因此， 当时从北京、
上海等地订阅书报， 先走水路运到缅甸

仰光， 再从密支那由马帮走古老的西南

丝道运到腾冲。 虽筚路蓝缕， 但时间却

大大缩短， 从上海到腾冲的报纸能比到

昆明早一星期左右。 因此， 人称 “马背

上驮来和顺文化”。
1928 年 ， 在旅缅和顺华侨组成的

“旅缅和顺崇新会”资助推动下，“阅书报

社”扩建为和顺图书馆。第一任馆长是教

育家李启慈先生。

几代人生死相守
“当时，和顺图书馆订了上海的《文

汇报》《大公报》和《申报》，还有缅甸的报

纸 《仰光日报 》《觉民日报 》等 ，”尹以耀

说，“和顺图书馆还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

购了《万有文库》和《小学生文库》，都是

先海运到仰光， 再从缅甸的密支那等地

由马帮驮运到腾冲的。 ”
上海出版业与和顺图书馆， 还有着

不同寻常的联系。
和顺图书馆成立虽有侨民捐助，但更

多的还是靠乡民“众筹”，当时乡民都以捐

书为荣。 “能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下自己

的名字，再捐给图书馆，是很有成就感的

事。 当时有 5 个在缅甸打工的和顺年轻

人， 看到一个富商家里有很多精装书，但
富商从来不读书，这 5 个小伙子深为这些

精装书可惜，于是偷偷取出一部分运回家

乡，在书籍的扉页上署名‘伍道殊’（谐音：
吾盗书）送到图书馆。 ”尹以耀笑着说，“我
在整理图书时， 还曾看到过这几本签名

‘伍道殊’的书。 ”
和顺图书馆还曾是当地最早的 “新

闻传播机构”。当时尹大典捐献了一台收

音机，图书馆的李秋农等人，就和尹大典

一起每天晚上将收听到的新闻 记 录 下

来，每三天油印一期《和顺图书馆无线电

三日刊》，印好后分赠县城的机关和近邻

的学校和商店，不收分文。 1937 年“七七

事变”后，民众系念国家存亡，对国家大

事更为关注，三日刊改为日刊，还在街上

张贴，日发行量最高达 400 份。
1942 年 5 月 ，腾冲沦陷前夕 ，人心

惶惶，情况危急。 “寸树声校长带领馆员

将珍贵的书籍装箱， 由益群中学的学生

抬到石头山的魁阁藏了起来， 保住了和

顺图书馆的精华。 ”尹以耀告诉记者。
1944 年 7 月，中国远征军滇西大反攻

时，盟军轰炸机曾将盘踞在腾冲老县城中

负隅顽抗的日寇炸得鬼哭狼嚎。 为何与腾

冲仅一山之隔的和顺图书馆，幸免于战火？
“当时，占领和顺的日军有二百多人，

在中国远征军对日军形成合围之势的时

候，日军曾想将整个和顺镇付之一炬。 他

们将几十个汽油桶推到古镇的最高处，因
为和顺镇是依山而建，如果点燃的汽油桶

从镇子的最高处滚下来， 全镇必陷火海。
有和顺人连忙翻山越岭，向驻扎在芭蕉关

的中国远征军报信。驻军营长骆鹏急令向

和顺镇的日军发炮。 三声炮响，日军以为

远征军杀到，顾不上焚镇，立马逃进腾冲

古城。终让有 600 年历史的和顺镇逃过一

劫，和顺图书馆也幸免于难。 ”尹以耀说。
1944 年 7 月 26 日， 远征军攻克来

凤山。两天后，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

令部进驻和顺图书馆， 总司令霍揆彰坐

镇图书馆，指挥攻克腾冲城。 9 月 14 日，
腾冲终于光复， 成为中国军队从日寇盘

踞下夺回的第一座县城。
“‘文革’中，和顺图书馆又经历了什

么？ ”记者问。
“从上个世纪 40 年代起，为和顺图

书馆忠诚服务了五十多年的老馆员刘玉

璞，为守护图书馆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从
1966 年初‘破四旧’开始，他就做好了应

对的准备， 请来工匠用石灰掩盖了名人

李石曾的题额‘文化之津’，再把大门上

张砺、二门上胡适的匾额统统取下，连同

重要的典籍一起藏好。还在墙上刷上‘兴
无灭资’等标语，对外宣称已经把所有的

匾额‘破四旧’破掉了。 ”
尹以耀的讲述，让记者松了一口气。
“和顺图书馆是基本保住了，这些珍

贵的匾额才流传到今天，但刘玉璞本人还

是遭罪了。你还记得过去老华侨捐赠的那

台老式收音机吗？ 1969 年，‘文革’造反派

在图书馆里搜出了那台收音机和蒋介石

的石膏像，那还了得，硬说刘玉璞有‘特务

嫌疑’，要变天，就把他家抄了，墙壁地板

都撬烂， 还把他妻子绑起来吊在梁上，要
她交代罪行。 刘玉璞被关押了 22 个月，
‘文革’结束才平反昭雪。 ”

和顺图书馆走过了 89 年，催生它的

是大时代的风云激荡； 护佑它的是读书

人、爱书人的善良、痴情和风骨！

“文化麴糵”萌新枝
和顺图书馆长寸宇告诉记者，解

放前， 和顺图书馆的经费全由华侨捐

赠及乡人自筹；1980 年， 和顺图书馆

纳入国家公共图书馆建制， 现为三级

图书馆。
和顺图书馆现有藏书 10 万册，其

中古籍近万册，有《九通全书》木刻版

（2323 卷、996 册）、《武英殿聚珍丛书》
（2776 卷、774 册）、《四部丛刊》影印版

（11769 卷、2896 册）、《二十四史》木刻

版（3687 卷、720 册）、《续藏经》影印版

（751 册）、《道光云南通志》木刻版（80
册）等。 还有民国文献 1.5 万余册，有

王云五主编的 《万有文库》（1000 种、
2000 册）、《丛书集成》（2000 余册）等。
近年来，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又
收藏了 《中华再造善本》、《中国文库》
等中华文化巨著。

2002 年 7 月， 云南省社科联、省

科技厅为和 顺 图 书 馆 购 买 了 6 台 电

脑，设立了电子阅览室，作为“乡村科

普基地”的尝试。“当时，乡村网络尚不

发达，智能手机也没有普及，所以电子

阅览室深受乡民尤其是中小学生的欢

迎。只要学校一放学，这里就挤满了中

小学生。 ”馆员寸云广说。
但这些年情况有了新变化， 他们

发现，也许是升学压力大，到图书馆来

看书报杂志的中学生少了， 前来阅读

借书的主要是小学生和乡村老人这两

大群体。 还有的就是前来腾冲旅游的

游客，来和顺图书馆感受一下“中国最

大的乡村图书馆”的文化氛围。只有到

腾冲来做调研和写论文的研究生、博

士生，才会使用电子阅览室。
“作为公共图书馆， 我们也必须

转型升级，” 寸宇说， “既然现在大

家都有手机， 我们就安装了 ‘电子借

阅机’， 无论是学生还是游客， 任何

人都可以在 这 里 用 手 机 扫 描 下 载 图

书， 下载的流量算我们图书馆的， 可

以把感兴趣的书带回家读， 电子书一

样可以提供免费的 ‘深阅读’。”
记者一试，果然，从图书馆的“电子

借阅机”上扫描下载电子书十分便捷。
“过去，图书馆主要功能就是借书和

阅览，几乎不参加公共文化活动。 现在，
我们觉得参加和推进公共文化活动，也

是我们公共图书馆的使命。近年来，我们

主动与腾冲滇西抗战纪念馆、 云南师范

大学图书馆、昆明少儿图书馆等合作，共
同举办 ‘碧血千秋’‘天地正气、 血肉丰

碑’等专题讲座及图片展，社会反响非常

好。 ”寸宇说。
学生没有时间来图书馆， 他们就把

图书送到中小学去。 在益群中学、 和顺

中心小学等设立和顺图书馆分部， 把适

合中小学生阅读的书籍送到各个班级的

图书角去， 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阅读环

境。 和顺中心小学三 （2） 班的王梓皓

告诉记者， 他周一到周五不看电视， 每

天做完作业， 晚上 6 点半到 8 点半是阅

读 时 间 ， 已 经 看 完 了 《上 下 五 千 年 》
《三国演义》 《封神榜》 《鲁滨逊漂流

记》 等书。 他说： “将来的愿望是做一

个历史学家， 想知道玛雅文明究竟是怎

么消失的。”
和顺图书馆还到周边的学校开展科

普培训， 到腾冲全市 18 个乡的中心小

学举办以 “爱鸟护鸟” 为主题的环保科

普展览和科普讲座， 受到学生的欢迎。
腾冲四周都是大山， 山林里有着布

谷鸟 、 高黎冠 、 黑冬至 、 红冬至 、 杜

鹃、 啄木鸟、 老洋雀等很多鸟类。 “大
山里的孩子， 打鸟、 甚至吃鸟， 在过去

都太平常了 ， 能接受这环保理念吗 ？”
记者想。

在腾冲清水乡完全小学， 记者采访

了六 （1） 班的李旺堂， 这个长得敦敦

实实的孩子， 从小喜欢玩弹弓， 过去一

天里曾用弹弓打下 6 只鸟。 现在看了和

顺图书馆来展出的 “爱护鸟类， 人人有

责” 科普展板， 他认真地说： “鸟类对

大自然太重要了， 我再也不打鸟了。”

让乡村图书馆成为乐民育民富民的平台
———对话云南省图书馆馆长王水乔

文汇报：这次在腾冲采访和顺图书

馆后，还采访了绮罗图书馆。 我在那里

见到了在别的图书馆从来没有见到过

的一幕：阅览室的墙上挂着历任馆长和

已故图书馆员的照片，感觉这个乡村图

书馆是一代代乡民用生命守护和传承

下来的，让我非常震撼。
王水乔：绮罗图书馆在 2015 年被评

为“全国最美基层图书馆”，所有的馆员

年龄从五十多岁到七八十岁， 不拿一分

钱的报酬，精神可嘉。 从和顺图书馆到绮

罗图书馆，让我们看到了蕴藏在云南乡间

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是一种让人感

奋的力量，我相信这种文化自觉一定会让

我们的乡村变得更美。

文汇报 ：目前 ，我们云南乡 村 图

书馆建设的进展如何？
王水乔： 我们云南从 2009 年以

来实施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通过为基层配备电脑、摄录像机和投

影机等设备，提高基层图书馆的文化

服务能力。 这是一项中国公共文化发

展中心推进的重点文化工程，主要覆

盖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县级图书馆、乡

镇文化站，我们为每个县图书馆配备

25 台电脑、 每个乡镇配备 6 台电脑，
并通过互联网，开发适合当地农民养

殖种植需求的特色资源。 我们云南还

推出了 “农民数字教育网络培训学

校”建设，要求每个基层图书馆必须

建设电子阅览室、数字化培训教室和图书

在 2000 册以上的阅览室， 目的就是为了

“文化乐民”“文化育民”和“文化富民”。
文汇报：这么说，云南乡村文化建设

的意义已不仅仅是“文化建设”，而是以此

推动文化的“精准扶贫”？
王水乔：确实如此。 近年来，我们还实

施了“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建设”。 云南

全省有 8 个边境州、25 个边境县，通过实

施“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建设”，在所有

的边境口岸、哨所、学校、行政村、自然村

都配置了“公共数字化一体机”，并开发了

适应老百姓需求的公共政策、 法律法规、
养殖种植知识等内容，农民只要去文化站

下载一个客户端就可以实现手机阅读。 中

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还在我们云南

建设了“中国文化网络电视”，即在原

来“共享工程”基础上，再为乡镇文化

站配发一个机顶盒，乡民既可以点播

影视戏曲节目，也可以上一堂种植养

殖的培训课。 据我所知，德宏州陇川

县拉影乡和红河州泸西县都进行了

很有特色的探索。
文汇报：您理想中的云南未来的

乡村图书馆是怎么样的？
王水乔：云南省的财力和沿海发

达地区相比 ，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云

南省已经出台了构建各级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的要求，相信各级政府会逐

步加以落实。 我的理想中的乡村图书

馆，应当既有传统的纸质阅读 ，又有

先进的数字阅读。 通过互联网技术和

数字阅读，逐步缩短乡村图书馆和城

市图书馆的距离，把所有的乡村图书

馆打造成文化乐民、文化育民和文化

富民的综合性的文化服务平台。

读者正用手机扫描和顺图书馆内的 “电子借阅机”。

和顺镇 76 岁的张生龙先生在图书馆内认真摘报。走过 89 年风雨历程的和顺图书馆。 （除署名外， 均本报记者 郑蔚摄）

和顺图书馆到界头镇中心小学开展科普宣传。 尹以耀摄

专家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