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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谢本书　　杨宝康教授新著《彭桂萼传》即将出版，托余为之序。
我要说的，实际只有一层意思，作为云南历史文化名人彭桂萼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近代云南，出现了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彭桂萼是其中之一，这与云南特定的历史条件、文化传承以
及独特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是个极边之地，文化非常落后，经济也不发达。
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云南作为多民族的地区，民族文化丰富多彩。
而自元代以来，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在云南这块土地上迅速发展，并与本土的民族文化相碰撞、
融汇，使云南的历史文化呈现多元、兴盛的特色，也培育了日益增多的历史文化名人。
　　例如，按照传统的说法，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实行期间，云南从未产生过一位状元。
其实，这是一种误读。
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云南历史上曾产生过三位状元，说明云南历史文化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落后
。
当然，这三位状元，都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加以说明。
　　云南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产生于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
他的名字叫李启东，云南楚雄人。
据记载，嘉靖十年（1531年），云南乡试有34人中举，次年中举者赴京会试，有6人考中进士。
在随后的殿试中，李启东考中“一甲一名”，这就是状元。
李启东的状元，距今已有476年，时间是比较早的。
可是，当殿试成绩名录呈御览时，明世宗嘉靖皇帝本应将李启东点为状元，然而他却以“云南边方”
为由，将李启东抑置“二甲一名”。
于是理所当然的状元，夭折了。
　　云南历史上的第二位状元，产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他的名字叫骆成骧，原籍云南会泽人。
骆成骧于1895年会试、殿试皆中，被光绪皇帝“钦定第一”，成为状元。
然而，骆成骧却算在四川籍的头上。
因为骆成骧原为会泽人，姓李，其父家境贫困。
骆成骧7岁时，碰上四川资州（今资中）人骆腾焕夫妇到会泽经商，李父便将其子过继给骆腾焕夫妇
，改名骆成骧，随后带回四川求学。
于是，骆成骧考中状元后，就算在四川籍的头上。
然而这位状元，原籍却是云南会泽，少年时期亦是在会泽度过的。
　　云南历史上的第三位状元，产生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他的名字叫袁嘉谷，云南石屏人。
其时，清政府迫于形势，停止了科举考试，设经济特科考试。
1903年在河南开封应经济特科考试的有127人，结果袁嘉谷名列榜首（一等第一名）。
袁嘉谷中经济特科第一名，人们称为“经济特元”，虽不称为状元，却相当于状元，或者说“不是状
元，胜似状元”。
　　云南历史上出现过的三位特殊的状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在历史上文化并
不落后。
这一点也可以从位居全国第二的孔庙——“建水文庙”得到印证。
　　历史进人近代以后，由于历史文化的积淀，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定的历史条件，又加上中西文化
的碰撞与融汇，为云南扮演有声有色、引人注目的角色创造了机遇和条件。
仅以20世纪上半叶为例，从政治上说，1915年从云南开始爆发的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
，1945年从云南开始发动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都影响了全国。
从经济上说，于1912年建成的中国第一座水力发电站（石龙坝水电站），于1938年建成的抗战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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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缅公路，随后又开辟了驼峰航线，都有重大意义。
从教育上说，有两所一文一武的学校，影响深远。
一文是西南联合大学，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一武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培养了一大批
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
从军事上说，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运动，滇军打出了名，有所谓“滇军精锐，冠于全国”之说；到抗日
战争时期，又有滇军在台儿庄、中条山等战役中的杰出表现。
从文化上说，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例如，聂耳的一曲《义勇军进行曲》，动员了千百
万人奔赴抗日的前线；艾思奇的一本《大众哲学》，影响了十万青年投奔延安，投奔革命，等等。
　　近代云南，在中国历史上的亮点增多了，闪烁着辉煌的光芒。
近代云南的历史文化名人，不是几个、几十个，而是上百人，甚至更多。
这其中就包括彭桂萼在内。
总而言之，彭桂萼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云南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生长、生活于“西南边方”云南又“极边”的临沧的彭桂萼，是临沧的历史文化名人，在一定意
义上也是云南乃至全国的历史文化名人。
　　他幼年时期，资质聪慧，勤奋努力，夯实了国学基础。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处于西南边疆地区的他，为民族的灾难深受震撼。
在他的老师，云南历史文化名人楚图南、李生庄等的教育、启蒙下，在求学的同时，开始了关注国家
前途和命运的创作生涯，既发表杂感性的时评，也发表战斗的诗篇。
　　大学预科毕业后，回到故乡，从事教育。
彭桂萼教育之余，又努力创作，在省内报刊上发表诗歌、文学论文、散文、小说等，并与国内文学艺
术界名流广泛联系，其中有郭沫若、臧克家、老舍、闻一多等。
同时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著述以及边地问题的著述等。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著名学者和文学家、诗人荟萃于昆明，彭桂萼有更多的机会与他们亲密交往
，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潮中高歌猛进。
这一时期，他以抗日救亡为主旋律的主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发表了众多的文章，影响深远，被誉
为“澜沧江畔的歌者”，得到了省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这一时期，是彭桂萼创作的鼎盛时期，奠定了他作为云南历史文化名人的基础。
　　彭桂萼毕生从事教育、学术研究和诗歌等文学创作，知识渊博，多才多艺，而且富有爱国心，使
他成为边疆教育实践家、学者、诗人三位一体的爱国民主主义者，从而在云南历史文化名人中占有一
席之地。
　　彭桂萼冤案，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即使在他蒙冤、深陷囹圄之际，他仍然相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会调查清楚的”！
是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彭桂萼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
彭桂萼的一生清白，得到了历史的肯定；历史文化名人的地位，也得到了确认。
　　四　　我非常钦佩年轻学者杨宝康教授的勤奋和勇气。
他在大学毕业后的十多年内，除了担任繁重的教学和领导工作以外，还花了很大的力气，从事科学研
究和创作活动，先后出版和发表三部著作和五十多篇论文。
而且他的若干作品和论文，是在前人尚未问津的领域，披荆斩棘地前进的。
　　在边疆地区从事历史研究，在资料异常缺乏的情况下，他下了很大工夫，“突出特色，就地取材
”，广泛搜集资料，认真刻苦研究，终于取得今天的成就，是令人高兴的。
　　我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杨宝康教授将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临沧的又一个彭桂萼——杨宝康，将脱颖而出，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是为序。
　　2008年初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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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彭桂萼传》记叙的就是作为边疆教育实践家、学者、爱国诗人彭桂萼不平凡的一生。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著名学者和文学家、诗人荟萃于昆明，彭桂萼有更多的机会与他们亲密交往，在
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潮中高歌猛进。
这一时期，他以抗日救亡为主旋律的主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发表了众多的文章，影响深远，被誉
为“澜沧江畔的歌者”，得到了省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这一时期，是彭桂萼创作的鼎盛时期，奠定了他作为云南历史文化名人的基础。
　　彭桂萼毕生从事教育、学术研究和诗歌等文学创作，知识渊博，多才多艺，而且富有爱国心，使
他成为边疆教育实践家、学者、诗人三位一体的爱国民主主义者，从而在云南历史文化名人中占有一
席之地。
　　彭桂萼冤案，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即使在他蒙冤、深陷囹圄之际，他仍然相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会调查清楚的”！
是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彭桂萼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
彭桂萼的一生清白，得到了历史的肯定；历史文化名人的地位，也得到了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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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宝康，1966年10月生，云南云县人，九三学社社员。
1989年7月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
现任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教授：主要社会与学术兼职有：九三学社临沧支社委员会副主委
，政协临沧市第一届委员会常委，临沧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委，云南省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常务理
事，《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为云南地方历史与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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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家乡在澜沧江畔　　临沧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因濒临澜沧江而得名。
彭桂萼就出生在濒临澜沧江的临沧。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连3岁小孩都能记诵的诗句，牵引着所有人的故土之恋。
故乡不是一个普通的名词，蕴涵着大地、江河、历史和父老乡亲。
走进历史，我固执地相信，你会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
走近彭桂萼，我也始终相信，你会找到人生努力的方向。
　　一、临沧简略　　在云南省西南部，有一条著名的江河——澜沧江。
澜沧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由北向南纵贯云南省西南部。
在临沧境内，澜沧江由北向南流经凤庆县的永新、鲁史、大寺、小湾、新华、腰街，云县的漫湾、茂
兰、忙怀、后箐、栗树、大朝山，临翔区的邦东、马台、平村、那招、圈内，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
傣族自治县的忙糯和大文等4县（区）19个乡镇，境内流程232千米。
澜沧江流出国境后称湄公河，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最后注人太平洋。
澜沧江一湄公河全长4500多千米，被誉为“东方多瑙河”。
澜沧江流域植被丰厚，翠竹婆娑，怪石林立，古树蔽日遮天，风光秀丽无比，居住着彝族、佤族、傣
族、拉祜族、布朗族、苗族、德昂族等众多的民族，也是一条著名的“民族风情长廊”。
　　临沧在西汉时属益州郡哀牢地。
东汉属永昌郡之下的哀牢县。
蜀汉、两晋、南朝均属永昌郡治。
唐朝南诏国时期为永昌（今保山市）节度和银生（今景东）节度管辖。
宋朝大理国时期为蒲蛮及金齿地，为永昌府和银生府管辖。
元朝云南行省建立后，设置了顺宁府、镇康路、孟定路、谋粘路。
明永乐元年（1403年）置大侯长官司（今云县），宣德三年（1428年）升为大侯州，万历二十六年
（1598年），大侯州改土归流，改为云州，民国二年（1913年）改为云县。
　　明宣德五年（1430年）置勐缅长官司，在这之前，这里的土著民族是拉祜族，开辟这块土地的拉
祜族首领名叫步倒募。
勐缅长官司设置后，傣族由勐卯（今瑞丽）迁徙而来，逐渐做了政治上的土官。
傣族称坝子为“勐”，叫拉祜族为“缅”，勐缅即“拉祜族生活的坝子”之意。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后改属顺宁府；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勐缅改土归流，改名缅宁抚彝厅
，属顺宁府，隶迤西道，后改隶迤南道。
之所以叫做缅宁，有三层含义：一是照《说文解字》注解：“缅，微丝也，绵邈之称也；宁，安也。
”即边远安宁的意思；二是通过改土归流，消除土官纷乱，取勐缅从此安宁之意；三是与勐缅临近的
缅甸由明代以来时为国家边患，命名缅宁，是祝临近缅甸的勐缅永久安宁的意思。
民国二年（1913年）改厅设缅宁县，属普洱道。
　　民国时期，临沧先后属第一、第五、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属大理专区，1952年改设缅宁专区，为专区所在地，辖缅宁、双江、
耿马、沧源4个县。
1953年，保山专区所辖的镇康县划归缅宁专区。
1954年，缅宁专区改为临沧专区，缅宁县改称临沧县，顺宁县更名为凤庆县。
1956年，大理专区所属的凤庆县和云县划归临沧专区。
1963年，镇康县划分为镇康县和永德县。
1970年，临沧专区改为临沧地区。
2003年12月，临沧地区改设临沧市，辖1区7县，即临翔区（临沧县2003年更名）、凤庆县、云县、永
德县、镇康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和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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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沧因濒临澜沧江而得名，也因有澜沧江而骄傲。
临沧地跨东经98°40’～100°34’、北纬23°05’～25。
02’之间，总面积24469平方千米。
东部、东南部与普洱市隔澜沧江相望，北部、西北部与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保山市接壤，南部、西南部
与缅甸交界，国境线长290．791千米。
临沧自然资源丰富，民族风情浓郁，具有五大特点：　　临沧是世界著名的“滇红”之乡。
临沧是云南乃至中国茶叶的原产地，有着三千多年的茶业历史，是世界范围内茶历史最悠久、茶文化
最深厚、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临沧市茶叶总面积达130万亩，其中高优茶园’23万亩，茶叶总产量3．5万吨；境内已发现20万亩的野
生古茶树群落和4万亩的栽培古茶园群落；“滇红”是享有盛誉的出口名茶。
目前，临沧已成为茶叶种植面积和产量居全省第一、年出口量和出口创汇占全省茶叶的30％以上的最
大的茶叶生产基地。
　　临沧是亚洲独具特色的水电基地。
澜沧江在临沧的境内流程达232千米，已建成和在建的大型水电站有三座，其中，装机容量150万千瓦
的漫湾电站和装机容量135万千瓦的大朝山电站已建成投产，装机容量420万千瓦的小湾电站正在建设
之中。
目前，临沧是云南省“西电东送”、“云电外送”的主要水电基地。
　　临沧是中国佤族文化的荟萃之地。
临沧有佤族人口22万人，占全国佤族人口的60％以上。
佤族地区名胜古迹丰富，人文景观独特，民俗文化多姿多彩。
这里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沧源崖画、广允佛寺、耿马石佛洞遗址，有著名的班洪抗英纪念碑，有
保留较为完整的佤族原始村落翁丁寨，有国家级南滚河自然保护区。
佤族是一个具有优良文化传统的民族，《司岗里》的文化内涵丰富神秘，《木鼓舞》、《甩发舞》等
舞蹈享誉中外。
　　临沧是云南重要的蔗糖和酒业生产基地。
临沧有280多年的种蔗制糖历史。
目前，临沧市的甘蔗种植面积达104万亩。
其中高优蔗园67万亩，年产甘蔗340万吨，有机制糖厂14座，日处理能力3万吨，年产食糖35万吨，白
糖生产量占云南全省的1／3。
酒业是临沧的新兴优势产业，以澜沧江啤酒集团和茅粮酒业集团为标志的酒业享誉省内外。
　　临沧是昆明通往缅甸的陆上捷径。
临沧市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镇康县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290．791千米。
有孟定、南伞和沧源三个国家级口岸，有17个通商要道和5条通缅甸的公路。
目前，经孟定口岸出境是昆明至缅甸的陆上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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