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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生活只是刚刚开始，愿我们

拥有一百个五月十四。”

1989 年 5 月 14 日，张辉以一首诗纪

念自己与妻子闫士荣喜结良缘，作为家庭

大事记的开篇。此后，张辉每逢家中的大

事，都会记录下来，或以诗歌或以散文。

32年过去，张辉的家庭大事记已经形成体

系化的家庭档案，包含生活、工作、荣誉、

健康等 12类内容，累计 1万余张照片、20
余万字文字资料。张辉还专门把自家阁

楼开辟出来作为家庭档案馆。

身教胜于言传，张辉相信，对家庭

历史的了解，有助于规范自身的一言一

行，家庭档案是家风传承的载体。

给生活带来便利

“这是我的工作经历，这是各种证

件票据，这是我妻子的证书，这是女儿

的毕业证书……”张辉将档案盒捧出，

娓娓道来。翻开一册册档案，每一册都

不是单调的流水账。看似枯燥的档案

整理，在张辉手中变成了一本本带有情

感的艺术作品，每张照片的剪裁和布局

都经过设计，配以诗歌或散文，记录着

家庭不同时期的变化。

张辉回忆，从家庭大事记到家庭档

案的形式转变，源于上世纪 90 年代沈

阳开展的档案进家庭活动，档案不再止

步于机关、企业，家庭档案成为档案工

作的重要延伸。张辉作为示范家庭一

员，结识了当时的沈阳铁西区档案馆馆

长逄育葵，在逄育葵的指导下把记录下

来的“家庭大事记”统一归档，形成了一

个初见端倪的家庭档案。“有了专业知

识，家庭档案的整理并不难，遇到事情

第一时间记录，达到一定规模形成习惯

之后，就越做越感兴趣。”张辉说。

张辉家庭档案馆有一间不足 10 平

方米的储藏室，一侧墙上布置了一排置

物架，按照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文化用

品等标签分门别类地放置着各类物品。

“家庭档案是有实用性的，它形成一

种习惯，能给生活带来便利。”张辉介绍，

许多家庭经常会有拿东忘西的时候。但

是在我家，每一件物品，每一张照片，每

一个荣誉证书，乃至票据、健康体检报告

都可以在档案的目录中找到，然后根据

目录索引，轻松地就能找到原件了。

给人生留下回忆

在家庭档案馆的陈列室，有一件张

辉绕不开的老物件——父亲亲手打制

的炕柜。

“记忆中，没有父亲不会做的。这

个炕柜，是我五六岁时父亲打的，是当

时我家最大的家具。木头都是一块一

块捡回来拼上的，一个炕柜花了半年时

间才打完。”抚摸红色的老炕柜，张辉的

思绪回到几十年前。

在张辉家庭档案馆，像这样的老物

件有几十件。“我不是搞收藏，所有保留

下来的老物件都是我们家自己用过的，

放在别处可能就是些破烂，但对我家来

说，每一件都是宝贝。”

小到一块手表，大到儿时家里吃

饭用的圆桌，每一件张辉都能讲出一

个 故 事 。 一 个 木 匣 中 ，整 齐 地 放 着 6
把算盘，从最初的全木质算盘，到最后

的铝制算盘，这些都是妻子用过的。6
把算盘见证了闫士荣的财务工作和社

会发展，也见证了这个家庭中浓浓的

爱意和彼此的温暖。“从前房小，我又

爱干净，他就偷偷把家里的‘老物件’

悄悄藏起来。”闫士荣说，“有次搬家，

我 突 然 看 到 这 6 把 算 盘 ，这 些 算 盘 有

19 年的时间跨度，第一把还是我 1986
年刚工作时用的！”

张辉闲暇时，都会到阁楼坐一坐，

翻翻老物件，整理新档案。一本本档案

册，记录了这个家庭生活中的朝夕与点

滴：购买第一辆家用车时的喜悦、家人

一起出游的照片、女儿升学时的寄语、

每一年的“十件大事”……“人在这里待

着就觉得很充实。”张辉说，“这是生活

中的一点仪式感，也是我们能留给后代

的精神财富。”

给后代留下财富

在家庭档案馆内有一个荣誉展厅，

张辉和妻子的工作先进证书、女儿的获

奖证书等大小荣誉都整齐码放在柜中。

“脚踏实地，珍惜荣誉，这是父辈教

给我们的。”张辉说，“父亲从锦州黑山农

村考出来，一辈子节俭，艰苦奋斗。我小

时候家里生活很困难，但父亲为了我的

教育，花 33元买了一把小提琴，这是他一

个月的工资。因为配不起琴盒，父亲就

用纸壳给我糊了一个，一层一层，干了再

糊，糊了等干，又是大半个月的时间。”小

提琴和琴盒至今还保留着。

家庭档案里有一套题为《夸爸爸》

的三句半，这是父亲 79 岁大寿时，张辉

表演给父亲的。“老爸一生很勤劳，辛苦

半 辈 把 心 操 ，以 苦 为 乐 不 抱 怨 ，奉

献！……老爸一生有志气，艰苦奋斗靠

自己，白手起家创家业，没得比！”

家庭档案馆里留着一张张辉岳母

留下的面板。“以前过周末，家里人都要

在这张面板上和面包包子，我包的包子

皮薄馅大形还好，经常受岳母的表扬。

岳母在世的最后 8 年都是跟我们住在

一起，最后一年多卧病在床也都是我照

顾。”说起自己跟岳母的感情，张辉颇

为自豪：“对老孝敬，我们做给儿女看，

也就是为自己做的。现在我的女儿也

常说，‘我最敬佩爸爸对姥姥的好’。”

整理家庭档案几十年来，张辉也总

结出家庭和睦的关键：“大事商量，小事

原谅；不争输赢，不翻旧账；相互信任，

勇于担当。”

简单朴素的 24 个字，道出了一家

人的生活智慧和温情爱意。

图④：张辉在家庭档案馆中。

本报记者 辛 阳摄

记录生活点滴、时代变迁，沈阳有这样一家档案馆—

记录时代变迁 传承家风家教
本报记者 辛 阳 胡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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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通海县历史悠久通海县历史悠久，，文化遗存文化遗存

丰富丰富，，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9090
处处，，其中其中，，秀山古建筑群为全国重秀山古建筑群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点文物保护单位；；馆藏文物馆藏文物 40004000
余件余件（（套套），），其中其中，，一级文物一级文物 11 件件。。

通海古城依山就势通海古城依山就势，，形成了形成了““山城山城

湖湖””空间格局空间格局；；古城内古城内 103103 个院落个院落

民居为历史建筑民居为历史建筑，，其中有其中有 88 个院落个院落

为明代建筑为明代建筑。。全县现有国家级非全县现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 22 项项。。通海县先后通海县先后

荣膺荣膺““全国文物先进县全国文物先进县”“”“全国文全国文

化先进县化先进县”“”“中国楹联文化县中国楹联文化县”“”“中中

华诗词之乡华诗词之乡””等荣誉称号等荣誉称号。。

33 月月 ，，国 务 院 批 复 同 意 将 云国 务 院 批 复 同 意 将 云

南省通海县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南省通海县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城。。至此至此，，我国国家历史文化名我国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数量增加到城数量增加到 136136 座座。。

通海不算大，只是韵味长。

幽深古巷，一头连着主街，一头勾

着院落。漫步其间，脚下是青石路，抬

头是木屋檐，家家院内有盆景，户户门

前挂楹联。

一地三城 各司其职

远望通海古城，满眼古色古香。御

城中，一座朱红色楼阁位居主街中央。

“ 这 是 聚 奎 阁 ，始 建 于 明 ，重 建 于

清。空中俯瞰，正方形的御城犹如一方

印玺，而聚奎阁则像一把印把子实实地

压在了正中间。”通海县住建局局长胡

炜说。

御城的古城墙虽已不在，但明清时

期的街巷肌理和空间尺度都基本保存

下 来 ，留 下 的 居 民 仍 过 着 悠 闲 的 慢

生活。

“ 御 城 的 建 设 ，还 得 从 明 代 说 起 。

明洪武年间，置通海御，在元朝临安路

治所上建御城。御城内专驻屯军，居民

则住御城南门外。”御城历史文化街区

的地图牌前，胡炜介绍到哪儿，手就指

到哪儿。

明代，通海是“一地三城”：御城、旧

县和迎恩城，三城各司其职，整个古城

依山就势，坐南朝北，形成了山、湖、城

的空间格局。位于城东面的迎恩城，原

本为政务接待、保护商旅所建，只是清

顺治年间因战乱烧毁，不复存在。

“正因如此，还在的古城，我们更得

保护好。”胡炜说，为了保护、恢复古城

风貌，通海县先后拆除了包括财政局办

公楼等影响风貌的建筑 1.5 万平方米；

成立专门委员会、管理所，针对每个区

域分别制定保护规划。目前，破坏古城

风貌协调性的“碍眼”建筑逐渐减少。

如今，在古城街巷随便逛，“第一批

历史建筑”牌子随处可见。“挂牌让老人

居住的坚守有了意义，让游客也多几分

敬畏。”胡炜介绍，一方面，对历史建筑

院落，我们要求只能修旧如旧，修缮必

须经过审批、验收；另一方面，对古城范

围内的一般建筑要求建新如旧，逐渐恢

复古城风貌。 2014 年 12 月，通海县公

布的首批 103 处历史建筑中，明代建筑

就有 8 处，通过专家的调查、测绘，每个

古建筑都有了自己的档案，并开展挂牌

保护。

梳状街巷 湖坝城市

逆水而上，出御城，至旧县。

胡炜介绍，旧县在唐代南诏时称通

海镇，是“通海城路”南下越南，北入滇

中，再与巴蜀、缅印相连的交通枢纽。

康熙五年“裁御归县”，县署迁入御城

后，原县城被称为“旧县”。

两座古城紧密相连，却不尽相同。

旧县处秀山山麓，主要街道平行于湖岸

呈带状展开，其他街道呈南北向

交于主街，形成梳状的街巷体系，

体现出云南高原湖坝城市的典型特

点。不再具备防御功能的御城，和旧县

在功能上已差别不大。只是旧县生活

气息更浓，更因秀山建筑群，增添了更

多文气。

“通海，是历史上为数不多被官方

认证过的‘礼乐名邦’。”通海县委宣传

部副部长胡柏指着旧县文庙照壁上四

个苍遒有力的大字，讲起了历史典故。

据通海县志，清乾隆年间，通海县

令 朱 阳 上 任 三 年 不 见 有 人 来 打 官 司 。

为一探究竟，他行至北街，发现有几位

老人“常驻”街口调解纠纷，经常双方怒

气冲冲而来，走时矛盾烟消云散。“民间

调 解 化 解 矛 盾 ，自 然 不 用 再 去 衙 门 诉

讼；传统社会厌诉，朱阳将所见上报朝

廷，获得认可后才题下‘礼乐名邦’四个

大字。”胡柏说。

不 仅 是 古 建 筑 群 ，通 海 县 文 物 众

多，有新石器时期遗址 3 处、贝丘遗址 3
处，春秋战国至明清古墓群、古建筑遗

址 16 处，古祠堂庙宇 300 多座，古民居

300 多所，有价值的古碑刻 68 通，

古匾联 160 多件。目前，通海

累计投入 5 亿多元，实施秀山古

建筑群、小新村三圣宫厢房、马克

昌故居、九龙池大寺、河西文庙、河西

大 福 寺 、四 街 常 氏 宗 祠 等 文 物 修 缮 工

程，先后完成文庙街、文星街等 13 条历

史街道基础设施改造项目。

三间四耳 明清不同

不像其他古城早已熙熙攘攘，通海

古城内，游客不过十之一二。不少客栈

老板，多半也是本地居民，为了照顾老

宅，顺便做点生意。

孙氏老屋，就被主人孙秀丽改建成

了客栈。“父亲退休后舍不得老宅，我为

了照看就跟着搬了过来；其他几家亲戚

都已经搬出去了，我们一商量干脆租过

来，修缮后开起了客栈。”

通 海 文 化 底 蕴 深 厚 ，即 便 普 通 群

众，也是家家养盆景、挂字画。“堂前无

字画，必是俗人家，不养兰草不挂字画，

会被周围人笑话。”胡柏说。

孙 家 老 宅 便 是 一 处 典 型 的“ 一 颗

印”民居——三间四耳倒八尺，中开天

井来采光。院落中央摆满盆栽，苍翠的

绿色让古朴院落变得生意盎然；几乎每

根柱梁都有楹联。“花个一两百，就能住

明朝房间”，不少四川、重庆游客冬天来

此晒太阳，夏天到此避暑，入住率倒也

可以。

通海老宅众多，保存较完整的就有

200多处，怎么判读是哪个时期的呢？

胡柏指向屋檐，说：“看建筑风格。

孙家屋檐没有太多雕琢，简洁质朴，而

且架梁较低，这是明代民居的风格。”

胡柏一边说着，一边走到同位于秀

山街道文献里的张家大院。院落是一进

三院布局——前后三间四耳的四合院为

主房，三间四耳的三合院为花厅，还有门

厅，整体规模大了不少。室内铺青砖，天

井用红方砂石，整院的花枋、木雕锦窗、

槅门均保持原貌，梁头“抱月”。“这是通

海典型的清末民居，清代建筑工艺有很

大提升，整体雕刻更为精美，规模体量也

明显高于明代。”胡柏说。

为了更好保护古城，这几年通海不

断加大投入，水、电、网等公共服务逐渐

均等化；同时，引导居民向新城区转移，

缓解古城保护压力，打造“古城古韵、新

城新景”的历史文化名城。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名城和文物保

护，深入研究发掘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

与价值，开发好通海女子洞经古乐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推动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与利用的良性互动，让文化遗产活

起来。”胡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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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御城后，可沿穿城而过的水系溯

溪而上，行百步，便至城中央。朱红色楼

阁挺立，是为聚奎阁。东面“四维统纽”、

西面“高拱辰居”，通海“匾山联海”在此

便能领略一二。

穿顺城街，行至旧县。旧县不大，不

似御城那样规整威严，多出不少小巷，也

多出些生活的味道。古巷之中，有一沈

家大院，青砖墁地，花枋、梁头雕刻精美，

槅门及锦窗依然保持着清乾隆年间的建

筑风格；文庙附近，就有孙氏老屋。类似

明清古建筑，几乎每个小巷均可见。

过文庙继续往前，是秀山公园。古

树名木繁多，郁郁葱葱；沿石阶而上，每

几百步，便遇上一处古寺观。梁有牌匾、

柱有楹联，浓厚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秀山中部、清凉台前，翰墨景观映入眼

帘。蓬莱阁中悬挂阚祯兆的“惠我双

湖”、祖良范的“山水文章”、江宏道的“湖

山烟雨”等匾额，与湖光山色相宜。若还

剩了些力气，继续向上，到涌金寺看看也

无妨。进寺内，仰视阁楼，许弘勋所书横

匾“秀山古柏阁”苍劲有力，两侧悬挂的

“湖空山气静，阁迥树光寒”楹联堪称

空灵。

转完一圈，至少也要半日时间；下山

回旧县，随便找一古院落改建的客栈，歇

脚 、饮 茶 ，感 觉 时 光 也 跟 着 古 城 慢 了

下来。

图①：俯瞰通海。

卢贵谦摄（人民视觉）

图②：通海古城导览图。

通海县委宣传部提供

图③：通海县聚奎阁。

卢贵谦摄（人民视觉）

■游览贴士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