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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仲平”手执书卷，面如沉钟，昂
然伫立，隔着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与尘
烟，投来一束犀利的目光，刹那，让我
如遭电击——噢，这就是“狂飙诗人”？
是的，这就是毛泽东盛赞体现了“中国

气派和中国作风”的“狂飙诗人”，这就
是与艾思奇、聂耳齐名，并称列为“云
南三杰”、却不为许多人所知的“狂飙诗
人”。

2018中国·广南世界稻作文化旅游
节期间，我在广南县城寻访柯仲平。我
在那尊巨大的铜像前垂手肃立，在纪念
馆内屏住呼吸……

广南精神

位于文山州广南县城莲湖西畔的柯仲
平纪念馆庄重而沉静。秋日的暖阳，洒在
柯仲平镀铜雕塑那刚毅而又沧桑的脸上；
大门两侧，是柯夫人王琳所撰概括柯老一
生的对联，“冲出莲城奔四海，刮起狂飙
震九州”；步入展厅，迎面闯入眼帘的，
则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熠熠生辉的七个狂
草大字——“狂飙诗人柯仲平”。

这里，陈列着关于柯仲平的许多文
物，有毛泽东周恩来为他签署的多份任
命文件，有他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的代表证和委员证，有贺龙赠送的
大衣，有他许多著作的手稿和各种不同
版本，还有大量关于他文学和革命生涯
的老照片。

“纪念馆是1994年落成的，柯老在
我们家乡几乎家喻户晓，但直到这时，
才总算有了一个可以集中展示他事迹和
精神的地方。”馆长张泽涛说，作为著名
诗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柯老无疑
是许多广南人的骄傲。

狂飙诗人

1902 年 1 月 25 日，柯仲平出生于
广南县城。早懂事，知刻苦，14 岁时
考 取 省 立 第 一 中 学 ， 赴 昆 明 就 读 。
1919年5月，五四运动消息传来，广大
青年学生立即响应。次年，对他而言
才是文学才华的绽放——发表处女诗
《白马与宝剑》。

1921 年冬，因向往“民主运动摇
篮”而前往北平；3年后，考入北平政
法大学法律系；又3年，出版第一部吹
响革命号角的抒情诗集《海夜歌声》。跨
越式的进步，得益于独具慧眼的几位文
坛领袖——鲁迅、郭沫若、郁达夫。他
们给予这个锋芒毕露的年轻人许多关爱
与指导。在鲁迅家里，他多次旁若无人
地高声朗诵，甚至曾吓坏了周老夫人，
把他看作一个“奇怪的人”。由于诗风犀

利豪放，有人戏称其为“狂飙诗人”。

卓越贡献

在广南县文联主席兰天明看来，柯
仲平人生最大的转折，来自于 1937 年
11 月终于辗转抵达了红色圣地延安。
柯仲平，在边区文化协会成立时，与
成仿吾、周扬一起，被公推为负责人。
边区紧接着还成立了‘战歌社’，柯老
任社长。自此，他的创作激情犹如延河
涌流奔腾。”作为研究柯仲平的当地学
者，兰天明对柯仲平的人生传奇如数
家珍。

1964年10月，在当选第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后的一次演讲中，柯仲平突然倒
地，就此溘然长逝。之前数月，他正创作长
诗《刘志丹》，无法继续完成这部作品，对
他而言非常遗憾不过，根据兰天明研究，
最让柯仲平不安的，还是对于母亲的愧
疚。“离家30多年难归故土，柯老又何尝
不想回来侍奉母亲？”广南县博物馆原馆
长陈祯祥说，“柯老曾表示：做了母亲的
儿子，就难做人民的儿子；做得人民的儿
子，就难做母亲的儿子。”

温星摄影报道

狂飙诗人柯仲平
＞ 云南人物

老米（Mimane Musa）是个非常的忙
碌 的 人 。 他 是 旦 斯 特 舞 蹈 工 作 室
（Dangsters Dance Crew）的总监，这个工
作室在过去几年培养了成千上万的职业
和业余舞者。2010年他们获得了中国
Hip-hop舞蹈的冠军。

他同时还是爱尔兰酒吧（O'Reilly's）
的合伙人，这是中国西南第一家连锁酒
馆。他们的第四家分店在曲靖开业。除
了这些，老米还和昆明的法语联盟，成
都法国领事馆一起组织许多中法文化交
流 项 目 。 他 在 百 忙 中 抽 出 时 间 和
GoKunming分享他在春城的经商经历，
以及他自身和公司的未来。

GoKunming：为什么在云南留了下来？
老米：我在法国读大学，11年前因

为学校的交换项目我来到上海。一年后
我们必须选一个昆明的二线城市完成后
最后一年的学习。当时他们给我们看了
成都、西安和昆明的照片。我被从云南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拍的蓝天深深吸引。
于是我来到昆明。我到这不久后遇到了
一群叫Dangsters的疯狂的舞者。他们让
我发现了中国的另一面，我决定留下来
再看看。两年后我的发小Tim来看我，
我们决定投资旦斯特舞蹈工作室并且开
始经营爱尔兰酒吧连锁。

GK：你同时经营着两家完全不同的
公司，有什么独门的管理心得吗？

老米：我认为对自己做的事情时刻保
有热情是关键。如果你失去了把一件事做
好的渴望、不再争取、投入，那就非常的
无聊了。我个人很讨厌无聊。目前我对自
己做的事情依旧保持有100%的热情，有
机会和非常优秀的人一起工作，这些人也

是获得成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
GK：在云南开公司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老米：有好的商业想法非常重要，

但在中国，特别是云南，当你开始落地
实施时候，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
难。比如：云南是中国最偏远的省份之
一，运输是个大问题。这里有的人习惯
临时通知事情，这点有时候让人措手不
及。一些针对小型外资企业的政策不太
清楚，变化比较快，而我们寻找官方消
息不太容易，也是一道难题。如何来面
对这些挑战，我觉得就两种方式，你必
须灵活并快速适应。

GK：和我们说说你在云南经商遇
到过最好玩的事情吧。

老米：因为在网站宣传时候用了夸
张的用词被罚了5万元人民币。这应该
算是我最难忘的一次经历了。

GK：你认为接下来几年昆明会有什
么变化？

老米：昆明正变得越来越包容、国际
化、便捷。这种发展还会继续。我认为保
持高生活质量，尤其是环境保护对昆明人
和政府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GK：云南外国人商业俱乐部从成立
开始你就是成员之一。你对这个俱乐部
有什么看法？

老米：在昆明许多年后，我非常高
兴在这里经商的外国人终于能聚到一
起，互帮互助。我认为加入这个俱乐部是
互相分享和学习在云南经商经验的好方
式。俱乐部里的成员有时会遇到同样的
问题，有了这个俱乐部大家就能一起想
办法。我会一直的支持它的发展，并做出
自己的努力。 GoKunming玩转云南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走村入户，把
对工作的热情倾注于挂钩的村组上，用
对家人无私的爱温暖着贫困群众，为让
群众增收致富而不遗余力，他们就是扶
贫一线的驻村干部。王钰茏是昭通市大
关县吉利镇关河社区的第一书记、驻村
工作队队长，在刚接到驻村任务时，他
的孩子不满百天，但家人和驻村工作之
间，顾大家舍小家，他毅然选择了驻村
工作。

作为大关县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日常的工作朝九晚五，家人和工作都能
兼顾；而到关河驻村后，面对繁琐的工
作和艰巨的脱贫任务，他早已把全部心
思都投入到了驻村工作上。

整理档案和驻村日志是王钰茏每天
的第一项工作，从一大早便忙开了。整
理完手上的档案资料已是中午，简单的
午饭后，王钰茏带着走访必需的资料，
像往常一样变成了“村民眼中的村里
人，群众家中的常来客”。

进村入户，跟群众拉家常，了解群
众近期的思想变化和生活状况，为群众
增收找路子，动员年轻人外出务工……
那天虽然下着小雨，临近下午了走访的
户数也并不多，但群众的热情和王钰茏
的随和让我们感到格外地亲切。

在返回村委会的路上，一位老人像
遇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和王钰茏谈起了
家常。看到他湿漉漉的衣衫，老人硬是
要把自己的伞给王队长，这暖心的一幕
更让人感动。

日常工作中，王钰茏和驻村工作
队根据吉利镇土地贫乏、对靠种养殖
很难达到高标准脱贫成效的实际，积
极采取鼓励劳动力转移就业帮扶，对
有“等靠要”思想的群众宣讲政策、
鼓劲打气，五个月时间里扭转了关河
社区卡户劳动力就业率低下的局面。
他们用工作队员的“勤奋指数”提升
着群众的“幸福指数”。

姬祥虎摄影报道

＞ 外国人眼中的改革开放

柯仲平雕塑

老米：我在云南找商机

老米（中间）和他的朋友已经爱上昆明

＞ 扶贫故事

““狠心爸爸狠心爸爸””驻村记驻村记

“八年的茶胶寺保护修复项目8月底
就要结项了，我们正在做结项前的收尾
工作，今年就会移交给柬方。”金昭宇
说。他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
柬埔寨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工作队的一名
文物保护工程师。

“它的构造特征和施工工序痕迹，
就像一个个‘时间切片’，把吴哥庙宇
的建筑流程一一展现给世人，这也是茶
胶寺项目的独特价值。”金昭宇说。但
正是这种独特之处给中国专家带来更多
挑战。 茶胶寺建造时期较早，虽主体保
存较为完整，但上部石材砌筑的塔殿、
长厅、回廊、角楼等建筑大部分坍塌损
毁，存在多处结构安全隐患。“茶胶寺
的建筑十分精巧，可以说每块石头都是
独一无二的。哪怕只有一块石头归安位
置不对，也会导致重新垒砌的时候缝隙
越来越大，无法精准修复，就得拆了重
新再来。我们在这里的核心工作就是

‘寻’和‘配’——找到坍塌位置需要
的石构件，并归安到唯一适合它的位
置。”金昭宇说。“我在电脑上精细测量
出每个石构件的尺寸、每一条石缝的宽
度。通过精确的测绘模型，在坍塌的乱
石中寻找属于每个部位的石头，然后重
新垒砌归安。”

法国游客苏林游览茶胶寺之后对中

国文物修复队的工作赞不绝口：“他们
的工作非常棒，保留茶胶寺的‘魂’，
原汁原味地修复。”柬埔寨文化艺术大
臣彭萨格娜说：“非常感谢中国帮助柬
埔寨保护吴哥古迹。我认为中国专家修
复文物的水平非常高，得到国际认可。
柬埔寨的文物修复人员通过和中国专家
的合作也增加了学习交流的机会。”

毛鹏飞摄影报道

中国“文物医生”留住吴哥古迹魂

“这么多穿着熊猫造型衣服的人是保
护大熊猫吗？”“他们是稀有血型献血
者，”“稀有血型为什么叫做‘熊猫血’
呢？”“一千个人中就两三个人是这样的
血型。”……8月18日，当“8·18——
帮一帮”稀有血型主题活动日在云南省
会昆明市举行时，近60名头戴熊猫帽
子、身穿背后印有熊猫图案的志愿者引
起了众多市民关注，不少孩子们缠着身
边的父母询问，或跑向志愿者寻求合影。

Rh阴性血型在中国汉族人群中约占
千分之三，因为血型稀有，被人们形象
地称为“熊猫血”。2017年，云南昆明
血液中心发起了云南首个稀有血型主题

活动日“8·18——熊猫侠，帮一帮”，
旨在呼吁拥有稀有血型的市民加入无偿
献血志愿者团队，让社会更加关注稀有
血型无偿献血者。今年的活动以“热血
熊猫侠”为主题，向公众宣传稀有血型
献血者的无私奉献精神。

随着历次联谊和主题日活动的举
办，越来越多拥有稀有血型的市民了解
了昆明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总队稀有血
型分队，并加入其中，成为了一名“热
血熊猫侠”。目前，由云南昆明血液中
心组建的稀有血型QQ群及微信群共有
稀有血型献血者近500人。

源于《云南日报》

热血“熊猫侠”
＞ 新云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