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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昆明“龙”故事

穿过龙头街的地铁 2 号线犹如一条长龙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

学社等学术机构。

为躲避战火和空袭，西南联

大教授选择更为隐蔽且生活条件

相对较好的龙头街居住。当时，

包括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

梁思成、林徽因在内的几十位名

家学者居住在龙头街，在这里度

过了一段清贫而安稳的时光。

1939 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

妇决定在龙头街建一所自己的房

子，他们自己设计房屋，帮忙运料，

甚至亲自做木工和泥瓦匠。终于，

一座青瓦白墙的院子落成了，在

当地传统民居一颗印建筑中显得

别具一格。这座房子，是梁思成

和林徽因一生中唯一的自建住房。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能有一

处安身之所，林徽因对这座简陋

的小房子十分满意。闲时，她会

坐在房子里写信、写诗，或到瓦窑

村的窑上看老师傅制作陶坯。更多

的时候，林徽因和梁思成为中国营

造学社而奔忙。暂居昆明的两年间，

中国营造学社重新恢复工作，开展

了西南地区建筑调查，尤其对昆明

古建筑调查研究颇为深入，留下

了近百幅珍贵照片。

不只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

在龙头街，历史名人的趣闻轶事

不胜枚举，闻一多的“豆腐白肉”、

朱自清在龙头街买的灰毡披风、

冯友兰和妻子的爱情佳话……在

战火中，龙头街为西南联大师生、

国学名家守住了一片宁静。

发挥“龙头”作用

数百年来，龙头街一直在昆

明城北部颇具影响力，尤其是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这里的

变化翻天覆地。作为龙头街发

展的见证者、参与者，李爱芬

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龙

头街不负‘龙头’之名，一直

都有敢为人先的魄力，为周边

发展起到了‘龙头’作用。”

李爱芬记得，昆明第一家公

私合营的乡镇企业就在龙头街。

1980年，瓦窑村集体出资、

出土地，与云南砖瓦总厂合办

新陶分厂，建造了大大小小 26

座砖窑。这里生产的红砖，满

足了全昆明 1/4 的建筑用量。

直至2008年，因城市规划调整，

新陶砖厂关停。

进入新时代，昆明规划建

设北部山水新城，龙头街所在

的宝云社区被列入首批城中村

改造范围，按照“一村一策”

方式进行城中村改建。

2016 年，李爱芬担任宝云

社区党支部书记，接手龙头街

城中村改造工作。城改工作既

要保证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城

市发展，又要保护龙头街原有

风貌和西南联大历史遗存，在

没有经验参照的情况下，宝云

社区探索出了一套成功经验，

并被其他社区借鉴。

如今，龙头街变化喜人：

低矮的民居变成了高楼大厦；

破旧的文物建筑得到了修缮保

护；村民变市民，实现再就业；

10余家名校聚集，带来顶尖教

育资源；昆明地铁 2号线穿过

龙头街，并设置 4个站点……

看着龙头街日新月异的变

化，李爱芬既欣喜又失落：“大

家的日子越过越好，可龙头街

的历史文化却逐渐被淡忘。”

于是，李爱芬牵头在宝云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展厅，并编

书，努力留住记忆中的龙头街。

让李爱芬高兴的是，如今，

政府正规划打造龙泉古镇，不

久的将来，龙头街昔日古韵繁

华将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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