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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总　 序

云南，邈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
一步一个脚印地从远古走到今天，日新月异地展现在祖
国西南边陲。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

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

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古城的小桥流水，宁蒗的泸

沽湖，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丘北的
普者黑，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
陶醉。

七彩云南，蕴含的又何止是奇山美水！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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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群；这里，诞生了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
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国；这
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
峰航线；这里，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
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
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

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里，开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
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这里，曾
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
恩旸、刀安仁、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
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学家熊庆来、军
事家罗炳辉、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
平、舞蹈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
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
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温润如玉的云子、独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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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僰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

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

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联起来，呈现于你的眼前，让你
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俗的经典
篇章，让你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
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
融知识性、趣味性、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
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满足人们
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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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仙踪缥缈湖影魅

１ 天地之湖

天地往往以它的神奇力量创造出许多美的杰作， 抚

仙湖就是这种杰作的点睛之笔， 它镶嵌在苍茫粗犷的红

土高原中， 正如一幅精致的山水画卷， 展示在世人眼

前。 它的古朴淳厚， 清雅秀丽， 自然天成， 在喧嚣尘世

中遗世独立。 今人喜欢用人间天堂来形容它， 而睿智的

古人却以仙子沉醉不知返来拟澄湖之美， 这就给了向往

天堂的今人一个喻示： 真正的仙境并不在天堂， 恰恰是

在我们生活的地方。 正如一副对联云： 天上何曾有山

水， 人间岂不是神仙。 使抚仙湖名闻遐迩的是它周围的

帽天山、 李家山和它的水下建筑之谜， 这些胜迹使抚仙

湖所拥有的自然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遗产上升到了世界

的高度。

抚仙湖是中国第二深淡水湖泊， 珠江源头第一大

湖， 属南盘江水系， 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澄江、 江川、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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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三县间， 距昆明 ６０ 多公里。 抚仙湖是一个南北向的

断层溶蚀湖泊， 其形如倒置的葫芦， 两端大， 中间小，

北部宽而深， 南部窄而浅， 中部呈喉扼形。 湖面海拔高

度为 １７２２ ５ 米， 湖面积为 ２１６ ６ 平方公里， 湖容积为

２０６ ２ 亿立方米， 湖水平均深度为 ９５ ２ 米， 最深处达

１５８ ９ 米， 湖容量相当于 １２ 个滇池， 是洱海水量的

６ 倍， 太湖水量的 ４ ５ 倍， 占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总蓄水

量的 ７２ ８％ ， 占全国淡水湖泊蓄水量的 ９ １６％ 。

抚仙湖水清澈透明， 其透明度一般在 ４ ～ ５ 米， 有

的地方可达 ７ ～ ８ 米。 明朝末年地理学家徐霞客写道：

“滇山唯多土， 故多勇流成海， 而流多浑浊， 唯抚仙湖

最清。” 徐霞客得出抚仙湖水最清的结论是有科学道理

的， 因为汇入抚仙湖的水首先流入星云湖进行了沉淀，

再经过 １ 公里长的海门河流入抚仙湖， 水就逐渐澄清

了。 而抚仙湖本身所接纳之河流， 源头都在沿湖一带的

山脉， 长度都没有超过 １０ 公里， 又多属泉水， 也无浑

浊之泥沙。 比如， 西大河水源主要是西龙潭泉水， 这股

泉水每天以 ５ 万多立方米的水量涌出， 流程也只有 ４ 公

里左右； 热水塘的泉水就在湖边， 有的就出在湖底。 其

他河流， 洪水季节虽带一点泥沙， 但雨过即停， 且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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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沉底之泥沙， 任凭风浪再大也难翻起浊水来， 这就

是抚仙湖水清的原因。

由于湖周围自然环境保护较好， 至今抚仙湖仍然是

云南省未受到污染的湖泊之一。 明代杨慎有诗形容：

“澄江色似碧醍醐， 万顷烟波际绿芜。” 抚仙湖是云贵高

原上一颗晶莹的明珠。 波涛翻动时， 白浪如朵朵睡莲竞

相开放， 又似串串银链滚动； 风平浪静时， 湖面如明镜

般一片澄清碧蓝， 远山近水， 洲岛错落， 使人心旷神

怡， 爽快清新。

抚
仙
湖
美
景———

万
道
霞
光

唐代樊绰所写的 《蛮书》 中称抚仙湖为大池。 清代

《澄江府志》 中说： “量水川即唐书架水县 （今澄江、

江川一带） 大池， 抚仙湖也。” 后称罗伽湖。 据 《明

史·地理志》 记载， 澄江府 “北有罗藏山 （现名梁王

山）， 南有抚仙湖， 一名罗伽湖”。 抚仙湖得此名可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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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元代时大理段氏在澄江设罗伽部有关。 而民间传

说中抚仙湖名却与一个神话故事有关。 相传玉皇大帝派

了天上的石、 肖二仙到人间巡查， 来到滇中， 只见一池

碧水， 波光粼粼， 两位仙人被湖光山色所迷， 流连忘

返， 于是变为两块并肩搭手的巨石， 永远站立湖边。 过

去湖的东南方有两石并肩搭手倚立， 据说就是石、 肖二

仙。 在湖上驾舟遥望， 还能若隐若现地看到两位仙人在

观赏， 为留其迹， 故名抚仙湖。

抚仙湖岸泉口甚多， 从山脚一直延伸到湖底， 涌水

量大， 水温一般在 ２０℃ ～ ４０℃左右， 水质含硫， 是沐

浴、 疗养的理想之地。 沿湖山川秀丽， 胜景很多。 西面

的尖山平地拔起， 状如玉笋， 雄伟峻峭， 被称为 “玉笋

擎天”； 东北面的回龙山如大象长鼻， 故称象鼻岭； 南

面山间的海门河仅长 １ 公里多， 隔山连着江川的星云

湖， 河中段有一堵伸到水面的赭色石壁， 称 “界鱼石”，

其旁还有一块石碑。 碑上文字曰： “星云湖栖息之大头

鱼， 抚仙湖生长的抗浪鱼 （学名 “ 白鱼”， “抗浪

鱼” 为俗名）， 以石为界， 不相往来。” 古往今来， 界鱼

石曾吸引无数游人， 现已辟为公园， 供人们游览。 界鱼

石西侧 １００ 多米处， 还有一座始建于明朝天顺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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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０ 年） 的海门桥， 桥身精雕细刻， 美观大方， 无桅

杆的木船可从桥下来往于星云湖、 抚仙湖间。

湖中西南面原有两个小岛， 名大孤山和小孤山。 明

代曾建一座 “饮虹桥” 把两岛连接起来， 明朝末年一场

暴雨把饮虹桥和小孤山荡尽。 现存大孤山岛成椭圆形，

状如鸡蛋， 面积约半平方公里。 岛上有岩洞， 还有山

峰， 比湖面高 ４０ 多米， 面水一侧多断崖， 沿岛湖水渊

深莫测。 岛中央原有千岁松柏， 为大理国段氏所遗， 但

早已焚毁。

明代很多名人、 学士以此岛为乐园， 捐助钱银， 兴

建殿阁， 逐渐出现了飞檐细雕的建筑群。 至崇祯年间，

岛上建筑已具规模， 计有殿八、 阁五、 亭三、 堂一、 庵

一， 还有一座铜塔， 塔基广五尺， 共十三层， 塔上有佛

像、 铃锋、 匾额、 对联， 备极奇巧。 孤山岛为当时仙湖

胜景。 清朝江川令彭贤于康熙二十一年 （１６８２ 年） 在

《重修孤山寺记》 中这样写道： “孤山向为迤东胜景， 辟

草攀萝， 遂脐其巅， 始由烂柯石， 探南天洞， 登弄珠

岩， 俯鱼乐国， 众山献翠， 两海环碧， 颇如吾楚潇湘洞

庭。” 蜀人杨慎也曾到孤山饱览风光， 留下了一些诗篇。

当时游人、 隐士所留大量诗词、 碑记说明： 孤山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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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然形胜冠南州”， 而且是 “迁人骚客停留者不可胜

纪” 的地方。 但清朝初年， 战火四起， 社会动乱， 孤山

的古建筑遭到了极大毁坏。 清康熙十七年 （１６７８ 年）

虽有澄江知府王贞宇重建孤山， 也只修了座孤山寺， 已

不及当年之宏伟。 到民国时期， 只留下一座破庙了。 如

今， 随着澄江旅游业的发展， 孤山已经获得新生， 并呈

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孤
山
远
眺

抚仙湖西岸有一渔村名禄充， 距澄江县城 ２０ 公里，

现在已成为国家 ４Ａ 级风景区， 是休闲度假胜地。 禄充

的美， 在山之秀， 水之灵， 俗之奇， 文之盛。 聚山水之

灵秀， 风俗之奇异， 文化之藩盛于方寸之地， 正可谓物

华天宝， 地灵人杰。 千百年来， 禄充犹如一位俏丽少

女， 藏在深闺人未识。 而今， 她的美， 已被更多的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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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认识。 前人有诗这样描绘禄充风景：

麒麟望金钟，笔架对五峰。
青山映绿水，明月照古榕。
远眺景色秀，近观湖波涌。
风光无限美，千年觅仙踪。

首句 “麒麟望金钟， 笔架对五峰” 道出了禄充的山

之秀丽： 位于西南面的麒麟山， 此山气势雄伟， 以神兽

麒麟得名， 可想此山在禄充人心目中的地位； 金钟山状

如一口巨型古钟， 悬于禄充正北， 古有撞钟得福之说，

它是禄充 “福地” 的象征； 笔架山形似笔架， 矗立于禄

充东北， 是禄充的 “文山”， 象征这里文运昌隆； 位于

禄充西面的五峰山， 如同禄充的靠背。 南、 北、 西三面

环山， 加之东面的万顷烟波， 湖岸的苍苍古榕， 使禄充

有倚山临水之势， 得风水之大象， 故能蕴天地之灵气，

聚万物之精华， 使这方水土地灵人杰， 英才辈出， 留下

“一门双进士， 百步两翰林” 的美誉。 禄充山水， 远可

赏心悦目， 近可陶性怡神， 尽得超凡脱俗之妙， 连神仙

都被其迷醉， 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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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仙湖有一种独特的土著鱼———抗浪鱼， 禄充湖岸

边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渔洞， 渔民在渔洞旁用水车车水捕

鱼， 成为禄充的一大人文景观。 抗浪鱼平时深居 ４０ 多

米深的水下， 不见踪影， 难以捕捞， 但它在产卵期却异

常活跃， 游到岸边的沙滩礁石处寻找流动的清泉， 戗水

排卵。 湖边的渔民在渔洞支起水车， 人工形成湍急的水

流， 引得抗浪鱼争先恐后戗着水流钻进渔民安放在渔洞

口的鱼笼里， 成为其囊中之物。 渔民捕鱼的方法奇特，

吃鱼的方式也别具一格。 游客来到禄充， 游山玩水之

外， 还有一样最美的享受， 那就是吃铜锅煮活鱼了。 铜

锅煮活鱼是抚仙湖渔民独有的吃法。 鱼汛到来时， 渔民

到渔洞捕鱼， 整整三天不能回家， 因此渔民们只好带来

简易的锅碗， 在渔洞煮饭吃。 最独特的是那口铜锅。 抚

仙湖是古滇国的中心， 古滇青铜文化非常发达， 渔民们

正是承袭了古滇先民的遗风， 用铜锅来焖饭煮鱼。 的

确， 用铜锅煮的饭菜， 无论什么， 吃起来味道都特别鲜

香。 看着三个石头支砌的灶， 吃着古滇铜锅煮的鱼， 常

常让人生发思古之幽情， 仿佛一下回到了远古， 返璞

归真。

在这个美丽的渔村， 著名作家贾平凹写下了一篇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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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文章——— 《抚仙湖里的鱼》， 在此摘录两段：

如此近地坐在海边，看海水摇曳出一片一
片光波，如无数的刀在飞舞，而刹那间恍惚，
整个海面陡然翘起，似乎要颠覆过来，这还是
平生第一次。２０００年的７月１５日下午，我就
是这样坐在尖山下的小渔村口，面对着云南的
抚仙湖。抚仙湖当地人称之是湖，我却认作它
是海的，因为陕西缺水，少见多怪，把湖都叫
作了海。海是这么的蓝！原以为水清无色，清
得太过分了竟这般蓝，映得榕树也苍色深了一
层。有人就坐在树下的石砌岸上，将赤着的腿
浸到海里，上身的白衫发着荧光，却能看见水
中那如藕的腿和染成绛红的脚的指甲。屋主用
一种大的捞勺从海里舀水冲洗石子走道，舀上
来的水里有一尾青脊梁的小鱼，欢乐着蹦，然
后就蹦到了海里。而榕树枝上就挂着了一个如
罐似的铜锅，锅里正为我们烹着辣汁的鱼。

今天能吃到最鲜美的鱼了，我是这么想
着，异常地兴奋。一份考古杂志上讲，人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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