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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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皮沟里的财富明星黑井

往事并不如烟，留在记忆深处，
滋养着我们的思想，滋润着我们的心灵。
往事并未雨打风吹去，刻在历史的年轮上，
帮助我们进行价值的选择与判断。
往事的积淀，构成文明的地质运动，
留下了文化的斑斓色彩，

黑
井
镇
全
貌

黑井便是那沧海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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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云南人不可忘却的记忆。
黑井古镇依山傍水， 却没有江南古镇的婉约风情；

地势险要， 却没有西北边塞古镇的狼烟烽火； 繁华绚

丽， 却没有桃花源般的田园牧歌。 千年盐都的特质， 注

定了黑井精致的制盐工艺， 充满风险的驿道和富甲一方

的财富元素。

黑井古镇呈南北走向， 行政规划上属于云南省楚雄

彝族自治州禄丰县， 距禄丰县城 ９８ 公里， 楚雄州府 ７５

公里， 昆明 ２００ 公里。 古镇街区平均海拔 １５８０ 米， 镇内

居住着回族、 汉族、 彝族、 苗族等六个民族， 常住居民

约 ３２００ 人。 金沙江的支流龙川江从镇中穿过， 一座五

马桥将两岸街巷连为一体。 两岸山势陡峭险峻， 古镇顺

峡谷地势而建， 狭窄瘦长， 黑井人用 “山出屋上， 水流

屋下， 四塞险固” 来形容古镇的地理环境， 是再恰当不

过的了。

黑井制盐有近两千年的历史， 根据史书记载， 两汉

开始在今天安宁、 姚安两地设 “盐官” 到黑井办盐。 唐

朝时黑井隶属姚州都督府， 元、 明、 清三朝属楚雄府定

远县。 自元朝起， 设盐课提举司主持黑井盐务， 历 ６７

任。 １９１３ 年， 建盐兴县统辖黑井及周边盐产地元永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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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井、 阿陋井， 黑井为盐兴县政府所在地。 １９５７ 年撤盐

兴县建制， 并入广通县。 １９５８ 年并入禄丰县， 先后为公

社、 区。 １９８７ 年恢复黑井镇建制至今。

从交通、 地势上看， 黑井毫无优势， 今天也是云南

的贫困地区之一。 但在抗日战争以前， 却是云南财富的

焦点， 逐梦的乐园。 最繁盛的时期， 弹丸之地居住着三

万多人， 古镇居民、 来打工汲卤的矿工、 商人、 马帮、

军政要员拓展了盐业之外的市场， 带来无限商机与繁

华。 那时， 一个普通的黑井人家， 开个小店， 做个卤

夫， 就可以天天吃肉喝酒、 穿金戴银。 一个灶户 （盐

商） 的收入， 则相当于当时国民政府一个部长收入的两

倍。 而黑井的支柱产业制盐业所带来的巨额财富， 支撑

着云南税赋的半壁江山： 明朝时占云南总税赋的 ６７％ ，

清朝时占云南总税赋的 ５０％ ， 民国初年占云南总税赋的

４６％ 。 黑井盐商的生意甚至占据了省府昆明的祥云街和

拓东路两条街。 如此显赫， 难以复制。

号称盐都的黑井陨落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长期以

来， 维持在 ６０ ～ ８０ 多口的古盐井， 如今只剩下 ８ 口， 仍

用于制盐的只有 １ 口。 曾经是云南工业的骄傲， 为什么

被放弃？ 这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 这种陨落， 对云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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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黑井所产的盐质高味美， 黑井的盐井有 “两迤名高

第一泉” 的美誉。 黑井制盐一直保持一整套古老而复杂

的工艺， 用柴薪、 铁锅熬煮成大锅盐和小锅盐。 目前在

全国各地， 古法制盐的工艺早已消失， 挖掘抢救独特的

古法制盐工艺具有历史、 文化等多重价值。

出黑井镇沿龙川江往北， 穿过几片石榴园， 有已被

恢复的古法制盐作坊。 古法制盐的工艺流程在这里复

活， 只不过没了从前的繁忙与喧嚣。 过滤卤水的筒车茅

棚、 晒台， 打量着稀稀落落的马车游人， 不再言语。 巨

大的灶房里倒还有点生气， 煮盐的铁桶、 铁锅整齐地排

在灶上。 有兴趣的话， 游人还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亲手熬上一锅小锅盐， 去感受当年 “黑井千家， 皆灶户

也” 的气息。

纵观黑井历史， 繁华富有之后的从容淡定， 是它最

为可贵之处。 它打破了惯常所见的规律： 一个男人只要

具备一定的财力， 可以多养活一个人时， 就常常纳妾娶

小。 在黑井， 不仅没有一家青楼妓院， 也没有男人三妻

四妾。 财富在这里没有付出道德的代价， 黑井镇温馨、

稳定。 在今天， 这都让人忍不住回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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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井人的生活富裕而不失艺术气息， 这也让人倍加

欣赏。 当时云南有名的戏班几乎都来黑井唱过， 一些大

户人家， 还在家里搭建戏台。 一年中， 各种宗教文化节

庆活动的开展， 总能吸引全镇人同庆同乐。 时尚的西洋

文化， 黑井人也乐于接受， 今天的古镇上还能看到一些

西式建筑。 各种雕梁画栋中， 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成为

雕刻镂画的主要内容。 在黑井的民间收藏家袁美生家中

收藏的一块屏风上， 雕刻有辛亥革命的内容， 让人惊叹

黑井艺人的敏锐。

文化昌盛、 教育发达是黑井不俗的表现。 黑井人重

视文化教育， 敦促子弟苦读诗书， 一直是黑井人孜孜不

倦的追求。 浓厚的文化氛围， 养育了一大批名人志士，

走出了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 明清时黑井出了 １３ 位进

士； 民国时有 ２７ 位黄埔军校学生， 其中有参加过辛亥

革命的史华， 获少将军衔。 出身黑井的名将朱培德在云

南讲武堂时与朱德齐名， 并称 “模范二朱”， 历经护国

战争、 护法战争、 北伐， 战功卓著， 官至江西省主席、

参谋总长等职。 抗战中指挥过台儿庄战役的国民党一级

上将李文彬， 为了新中国英勇就义的中共云南省委代理

书记张经辰， 新中国早期的女外交家温朔仙……这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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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物都是从黑井走出去的。 看着长长的名单， 对黑井

的敬意油然而生， 弹丸之地的黑井， 要有怎样的文化沃

土， 才能滋养出如此之众的将相名流！

财富， 没有使黑井人安于享受， 更没有阻挡黑井人

对丰功伟业的追求， 能突破中国文化中安贫乐道、 小富

即安的惰性， 在财富中追求功名事业， 让人不得不赞叹

黑井的文化。

黑井的文化， 奠定了它的地位。 １９９５ 年， 黑井镇被

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２００５ 年获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镇” 的殊荣， ２００７ 年被评为国家 ３Ａ 级旅游区， ２００８ 年

成为省级社科基地。 曾经辉煌的盐都， 尽管陨落， 却留

下了唐宋风貌的街巷、 明清风格的民居、 古法制盐的工

艺， 还有那无数的寺庙、 塔楼、 石碑、 石刻、 石牌坊等

众多的文物遗迹。 不论是学建筑的、 宗教的、 艺术的、

历史的、 民俗的， 只要你来到这里， 就一定有一样能回

应你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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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寺下寺诸天寺

信仰，是人内心深处的魂灵，可依傍的力量和温柔
的抚慰。

超自然力量的神，见证人类兴衰沉浮，伴随人类一
路走来。

过去、现在和未来，无论富贵还是贫贱的众生，都
在虔诚礼拜自己心中不灭的神。

在黑井大约 ３ ２ 平方千米的面积上， 曾经建盖有庵

堂、 寺庙、 道观 ５６ 座， 文笔塔 ５ 座， 清真寺 ４ 座。 它们

在千年历史中建了又损毁， 损毁了又修缮、 重建， 如同

原野的草， 烧不尽、 斩不绝， 一度春风便又绿了一地，

春意盎然。

诸天寺不是它们中最有名的， 却守住了黑井的门

户， 成为进入黑井古镇的第一个景点。

诸天寺位于龙川江东岸， 玉碧山西麓， 黑井镇镇政

府旁。 沿陡坡拾级而上， 很快就看到了寺门上 “诸天

寺” 三个大字。 只见楼台亭阁、 朱墙碧瓦掩映在一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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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之中， 如同一幅水彩画挂在山墙上。 而它丰富的内

涵， 耐人寻味。

佛教哲学的博大精深和无边智慧， 常常让人感动不

已。 我们今天看到的诸天寺是由诸天寺 （上寺） 和宝家

寺 （下寺） 两部分构成。 过去， 黑井的殷实人家对自己

拥有的财富充满了感恩， 大量修建寺庙庵堂， 感恩于神

的恩惠， 又诉求于神的庇护， 这一点有别于内地的祖先

崇拜。

在中原更多的是修建家族祠堂， 祈求祖先的庇佑。

在农耕文明状态中， 稳定、 封闭的社会形态， 更强调家

族的力量和秩序； 在商业文明状态中， 流动、 开放的社

会形态， 更强调一个统一的、 超越一切个人和家族力量

的法则。 宗教的特质， 使神成为商业文明的宠儿。 宗教

中的道德劝善、 神超越自然力量所产生的威慑、 神灵给

商业活动中的成败风云带来的情感上的抚慰， 使宗教信

仰成为当时商业文明状态中的最佳意识形态。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赴日本留学获社会学博士

学位后回国， 出任北京某公司经理的于歌先生， 在 《美

国的本质》 一书中揭示了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商业化国家

的本质， 是一个 “非常宗教化的国家”， “没有哪个国家

(



像美国一样， 拥有对宗教如此虔诚的人民”。 从作者的

学术背景来看， 对美国本质的揭示和这一符合客观事实

的观察与描述， 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黑井在

３ ２ 平方千米的面积上建盖如此众多的寺庙、 道观， 正

是这一现象的反映。

于是， 宝家人修建了宝家寺。

２０ 世纪中期爆发的 “文化大革命” 波及黑井这个

遥远的古镇。 诸天寺、 宝家寺和其他文化遗物一样， 都

遭到破坏。 但宝家寺因为改为粮仓而最终得以保全， 度

过了一段寂寞时光。

１９７８ 年， 中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 在改革开放政策

的驱动下， 劳动力、 商品、 货币充分流动起来， 久违的

商业文明离我们越来越近。 宗教信仰也恢复了自由， 神

灵又成为不少人精神的寓所， 恢复、 重建庵堂寺庙变得

格外迫切。

诸天寺因为私家建造的身份而难以恢复， 幸得黑井

本土出身、 自小出家的僧人果明以州政协委员的身份给

有关宗教部门写信， 要求恢复诸天寺下院 （实为宝家

寺）。 他的建议获得通过。 从此， 诸天寺便有了上寺下

寺之分， 宝家寺得以重现真身。

)



现在的诸天寺有三座大门， 站在寺门前， 心变得空

灵静穆。

第一道大门修造简单， 真正的寺门修造气派。 绿树

掩映着的寺门， 与其他佛寺山门有所不同， 和古城城门

倒很相似， 下为门， 上为钟楼， 只是小巧一点而已。 下

寺庙门左侧有一块巨大的 “相狮石”， 上蹲一只石狮。

据石后记载，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４ 日的清晨， 一块巨石从后

山顶上飞落而下， 触碰母狮滚落在地， 却未损及房屋。

人们认为巨石通灵， 专程来赴母狮约会， 就将母狮摆在

了飞来石之上， 并将飞来石起名为 “相狮石”。

诸天寺由大雄宝殿、 地藏殿、 观音阁、 玉皇阁组

成， 沿斜坡布局， 结构紧凑简约。 建塔造像是佛教最主

要的传播方式。 两汉时期佛教进入中国北部， 并逐渐实

现本土化， 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佛教， 即汉传佛教 （大

乘佛教）。 大乘佛教传播地区， 寺院建筑通常以大雄宝

殿为正殿， 供奉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佛像， 僧众早晚修持

也都集中在正殿。 黑井地区信仰的佛教应属大乘佛教。

让人惊喜的是， 能在这里看到明朝的青石透花砖

雕。 透花砖雕一共有三组共 ８０ 块， 铺在大雄宝殿的佛

座上。 花砖上的图案造型生动有趣， 栩栩如生， 图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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