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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姚继德

本书系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０日至１２日，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 “卓越学科领域

计划项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支持下，由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

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

联合在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的 “伊斯兰与中国西南边疆社会：云贵高原的穆斯林

社群与东南亚的联系学术研讨会”内地参会学者的论文选集。出席本次会议的

学者，是分别来自云南大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农业大学、贵州大学、

山东大学、台湾政治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学院、以

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ＴｅｌＡｖｉｖ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等单位长期从事中国伊斯兰与穆斯林
历史文化研究的１８位学者。他们中既有高校科研院所的学院派学者，也有在云
贵两省回族草根社会耕耘多年成果丰硕的民间专家。因此，会议开创了学院派

学者与民间学者同会交流切磋之先河，显示出香港学术界唯学术品位是求，而

不存丝毫学术畛域的平等、自由而博大的氛围。在三天的研讨会中，学院派学

者的理论洞见与乡土学者的草根感悟，相得益彰，热烈而专业的学术切磋与前

往湾仔陈东里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等回族社群的 “田野考察”紧密结合，真正

体现出历史人类学独特的学术风格。难能可贵的是，会议期间，学者们不分长

幼，或演讲，或点评，皆见仁见智，互有智慧的启迪，形成了经济人类学中所

倡导的 “互惠性”效应，这亦成为本次研讨会之最大特色。

从学理上看，历史人类学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着重于对某个特定区域
里普通民众或族群日常社会生活的研究，社会亚文化 （或称俗文化）是其研究

的重心。它通常采用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所共同使用的田野调查法 （Ｆｉｅｌｄ
ｗｏｒｋ），从各族群的民间草根社会广泛获取被传统史学所忽略的民间档案、宗族
谱牒、原始记录、口述史料、考古发现等资料，从 “小社会” （区域社会、族

群社会）或 “小传统”的微观视角，以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

学和社会史等多学科交叉的相关理论做指导，鼓励学者们深入考察、审视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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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所谓的 “正统史学”所记录的 “大社会”及 “大传统”，从而可有效矫正

“正统”史学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固有偏见。

本次会议根据既定的 “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视角下的 “伊斯兰与

中国西南边疆社会”，围绕 “云贵高原的穆斯林社群及其与东南亚的联系”主

题，展开了专业性的集中研讨，达到了会议主办各方的预期学术目标。

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贵州两省，是中国回族穆斯林集中分布的主要区域

之一。回族先民自公元１３世纪的元初大量进入该地区以来，历经７００余年的繁
衍发展与社会交融，已然成为该区域内人口较多、分布较广、集伊斯兰与儒家

文化为一体的文化程度较高、商品经济活动最具活力的一个穆斯林社群。必须

特别强调的是，在中国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发展历程中，西南边疆多样化的回族

社群及其代表人物一直扮演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如元代的云南行省在中亚布

哈拉籍的回回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 （１２１１—１２７９）治理下，中国西南与毗邻
的东南亚中南半岛社会之间已经建立了一定的社会文化联系；明代的云南在回

族政治家西平侯黔宁王沐英 （１３４４—１３９２）及其家族的经营治理之下，在元代
赛典赤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巩固了云南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而明初

的云南回族穆斯林航海家、和平外交家郑和 （１３７１—１４３３）七下西洋的远航壮
举，不仅把海上丝绸之路网络拓展到了极致，而且使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遍及

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东部地区，成为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曲绝唱，郑

和七下西洋开创并巩固下来的海上丝绸之路网络，成为了今天中国 “一带一

路”建设中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全面继承的国家遗产，其历史价值，功在
当代，泽被千秋。明清时期肇基的中国伊斯兰教云南学派，经师辈出，人才荟

萃，集陕西学派、金陵学派和山东学派之大成，在马注 （１６４０—１７１１）、马德新
（１７９４—１８７４）、马联元 （１８４１—１９０３）等著名伊斯兰经师推动下开展的西南地
区伊斯兰教本土化运动，持续长达三百余年，重塑了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的路

径。清代以来，云南回族社群建立的商贸和马帮交通网络，在滇南、滇西、滇

东北、黔西北矿区与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之间，以及在云贵两地与西藏和中南

半岛之间，都建立起了广阔的经济、社会和宗教文化网络。西南地区的回族社

群及其马帮商队，借助古老的 “蜀身毒道” （后来的西南丝绸之路）交通网络

的地利之便，不仅架起了中国内地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地区之间政治、经济

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津梁，同时也使西南地区成为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广

袤区域内不同民族经济文化交汇的黄金地带。其中，在云贵高原山脉纵横相对

封闭的独特地理环境下，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也与文化多样的穆斯林社群的

发展紧密相连，并将不同社群之间的民间网络化联系和宗教影响力持续向东南

亚、西藏和长江沿岸扩展。许多伊斯兰中国本土化的实践，例如该区域内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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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行的修纂汉文回族家谱，建立经堂教育体系，融通回儒知识，开展回

（伊斯兰，Ｉｓｌａｍ）耶 （基督教，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文明对话，借道东南亚和南亚的交
通便利远赴西亚阿拉伯半岛麦加朝觐游学等等，莫不与以云南回族社会为文化

圈核心的地方化的伊斯兰宗教实践相配合，同时也构建起以多样化为突出特征

的西南边疆回族社群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西南地区回族穆斯林社群以其极

具地方特色的社会能动性 （ＳｏｃｉａｌＡｇｅｎｃｙ），从元代迄至今日，都积极参与了整
个中国回族在宗教学术、宗教实践、族群认同与族群建构的历史过程，并在沟

通该区域内不同族群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联系中，起到了中间人

的作用。为此，本次会议集中讨论了分布于云贵两省的回族社群在文化认同、

身份认同与社会网络联系中的多样性、中介性角色的建立，及其与伊斯兰教的

地方适应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集中考察回族社群之间的相互联系，他们长期

以来存在的文化多样性与地方化策略同伊斯兰教的关系，回族社群所共享的宗

教与商业网络联系及其内在的能动性，如何从整体上影响和塑造了中国内地与

东南亚和西藏之间的联系等。

本书选编了出席会议的内地学者的１３篇会议论文，围绕 “云贵高原的穆斯

林社群及其与东南亚的联系”这一主题，集中展示了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 “伊

斯兰与中国西南边疆社会”的风貌。内容涉及中外民族学界近年来持续关注的

历史上迁徙到东南亚中南半岛缅甸、泰国的云南回族的两大境外派生族群 “潘

泰人”（Ｐａｎｔｈａｙ）与 “秦和人” （ＣｉｎＨｏＭｕｓｌｉｍ）的移民历史，云南回民清末
反清起义失败后跨境进入缅甸佤邦建立的最大难民基地班弄 （邦隆 Ｐａｎｇｌｏｎｇ）
的自述史，他们在境外缅泰两国的社会变迁及其身份认同，云南边疆多民族社

会环境中派生的 “白回”“藏回”穆斯林群体的成因与现状，村落与家族史视

角下的清末大理地区回族社会的变革，清中期滇西失业矿工和地方团练崛起与

清末云南回民反清起义爆发之间紧密的历史关联，滇南回族社会民间伊斯兰文

化教育的历史转型及其现代意义，省会昆明市区回族社会自元迄今７００余年中
的人口变迁及其规律，昆明市著名回族社区顺城街的历史变迁与当代重构，大

理地区回族餐饮业发展的历史轨迹与网络特色，明清至民国时期贵州回族教育

文化的演变及其成就，以及颇具地域特色的黔西北与滇东北昭 （通）威 （宁）

鲁 （甸）乌蒙山地区回族族谱文化等命题，大家都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

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通览入选文稿，既有历史纵深的面上的梳理研究，又

有点上的深入个案分析，既有正史和地方史志的运用，也有民间口述史和丰富

田野资料的采纳，做到了点面结合，完整勾勒出一幅生动的 “伊斯兰与中国西

南边疆社会”的多维历史画卷。

明末清初以来兴起在云贵高原特殊环境中的西南地区回族马帮，与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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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兄弟民族的马帮一道，共同开拓、编织了联通西南与域外中南半岛地区的西

南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网络，并一度成为其中的劲旅。值得怀念的是，这次学术

研讨会，我们来自云贵高原的１３位回族老中青学者结合的学术团队，被参会的
香港本地和区域外学者们誉称为一支独特的 “云贵高原的回族学术马帮”，从

云贵高原一路南下来到香江之滨的维多利亚湾，为合作高校的师生及同仁们带

来了一股清新的高原学术新风，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为我们今后的学术

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会议圆满结束之际，根据 “卓越学科领域计划项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

学研究”首席专家、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科大卫教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ａｖｉｄＦａｕｒｅ）
的建议，由我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本项目协调人马健雄博士共同主编会议

文集，分别在中国内地和美国出版中英文本，以向中外学界同仁展示本次学术

研讨会之成果，本书即是会议论文的中文本结集。

我们深信，本书的结集出版，对于读者从历史人类学角度认识伊斯兰教在

中国西南边疆社会的文化多样性构建中的贡献，了解云南回族跨境东南亚地区

的移民历史及其现状，以及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发挥西南地区回族社会

与东南亚地区历史联系中积淀的文化遗产之当代价值，古为今用，无疑都具有

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最后，编者要衷心感谢云南大学出版社伍奇副总编辑等领导慷慨支持本书

中文本的出版，并代表所有作者和会议主办方，谨向云南大学出版社长期以来

在商品化大潮冲击下，不为孔方兄所主导，特立独行，孜孜以求，笃志向学，

恪守大学出版社应有的学术品位，表达由衷之敬佩。

乙未年西历初夏６月６日于昆明北郊素菲斋
（作者：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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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回族社群与东南亚的历史联系
及当代变迁

姚继德

摘　要：中国西南端的云南省，在中国历史地理的视野中素称边徼，在中
原文化的视野中亦属于化外蛮荒的 “华夏边缘”。但在亚洲历史、文化和经济

地理的大视野下，云南则具有举足轻重之独特地位。由古老的 “蜀身毒道”发

展演变而来的西南丝绸之路网络，在中国西南与东南亚中南半岛的缅甸、老挝

（寮国）、越南、泰国与柬埔寨五国之间，架起了经济交流、民族迁徙、宗教交

融、外交通使等的文化走廊，使得云南在中国与中南半岛之间扮演着极其重要

的角色，实际上构筑起了一个以马帮为载体的 “马帮文化圈”。明清迄至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１９４９年）前，云南回族长途跨国马帮兴起，凭借穆斯林自身
的宗教信念与崇尚商业之传统精神，长期主导着该文化圈的运作，在此过程中，

分别形成了缅甸的 “潘泰人” （Ｐａｎｔｈａｙ或曰 “潘塞人”）和泰国北部的 “秦和

人”（ＣｉｎＨｏＭｕｓｌｉｍ）两个云南回族境外派生族群或亚族群。这两个在缅、泰
两国落地生根成功融入当地社会，又保持着与云南回族社会的民族认同的滇籍

华人穆斯林后裔社群的存在，使得云南回族社群与泰缅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

系持续至今，成为我们今天研究考察中国西南与东南亚跨界民族社群网络及其

历史演变的重要样本。本文根据笔者长期的实地田野调查中获取的第一手资料，

从历史人类学的宏观角度，论述历史上云南回族社群与东南亚社会的这种经济

文化联系，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传统联系的恢复和发展状况，同时讨论

其在未来中国—东盟经济文化关系中可能的新角色。

关键词：云南回族社群　中南半岛　马帮文化圈　历史联系　当代变迁

绪　言

回族是云南省的２５个世居民族之一，也是云南与东南亚邻国之间的跨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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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之一，① 其入滇历史至少在７００年以上。回族在云南与中南半岛邻国之间悠久
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历史中，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中介角色。在

７００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云南回族发扬穆斯林善于经商贸易的传统，借助滥觞
于 “蜀身毒道”的西南丝绸之路交通网络，积极参与到了中国历代王朝与东南

亚中南半岛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与文化事务中。元明两朝时期，西

域回回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 （１２１１—１２７９）及其家族，沐英 （１３４４—１３９２）
及其家族作为回族政治精英的代表，曾相继以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和云南镇守使

的封疆大吏身份，代表元、明两朝中央政府，长期执掌云南的内政和外交事务，

或参与国家与中南半岛国家间的军事征讨，或参与国家对中南半岛地区的外交

交往，在云南政治史和中国边疆治理中留下诸多的文治武功，名垂史册。② 明

清以降，云南回族更多的则是以从事跨国长途马帮商人的身份与东南亚邻国开

展频繁的跨国商业贸易活动，并开始有零星的移民定居者。在清末咸丰同治年

间反清起义 （１８５６—１８７３）失败后，滇西大理、保山一带无辜回民为逃避清政
府的种族屠杀而跨境流亡缅甸佤邦班弄 （Ｐａｎｇｌｏｎｇ），成为首批政治难民。１９４９
年后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因国共内战流亡金三角的原国民党残军中的回族军
政人员，边界封锁后无法回国滞留在滇—缅—泰—老边境线上的大批回族马帮

商人，以及为逃避大陆土地改革而逃入缅甸、泰国的回族地主商人等，他们先

后构成了两波跨国境而居的第二批回族政治难民。明清及近现代时期流寓缅甸、

泰国的这些回族马帮商人及回族政治难民，共同构成了今天主要生活在缅甸和

泰国北部的两大境外回族派生族群———潘泰人与秦和人。③

·２·

伊斯兰与中国西南边疆社会

①

②

③

所谓 “世居民族”，按照中国官方和民族学界的界定，必须是定居时间在三百年及

以上，人口超过５０００人的族群。而 “跨境 （或跨界、跨国）民族”的界定学术界尚存争

议。目前中国官方及学界确定的云南省与邻国之间的跨境民族有１６个：彝族、哈尼族、壮
族、傣 （泰）族、苗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瑶族、景颇 （克钦人）族、布朗族、布

依族、阿昌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笔者以为，清代就已迁居缅甸和泰国北部且保持着

与云南故里强烈的民族认同的回族后裔，也应该列入云南省的跨境民族之行列。

参见杨兆钧主编 《云南回族史》（修订本），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李清升著
《明黔宁王沐英传》，云南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参见马绍忠 《阿瓦山班弄回族历史调查》，收 《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云

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版，第 ２８～３３页；ＡＤＷＦｏｒｂｅｓ：ＴｈｅＣｉｎＨｏ（Ｙｕｎｎａｎｅｓ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ｕｓｌｉｍｓｏｆＮｏｒｔｈ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ＪＩＭＭＡ，Ｖｏｌ７，Ｎｏ１，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９８６；ＴｈｅＰａｎｔｈａｙ（ＹｕｎｎａｎｅｓｅＣｈｉ
ｎｅｓｅ）ＭｕｓｌｉｍｓｏｆＢｕｒｍａ，ＪＩＭＭＡ，Ｖｏｌ７，Ｎｏ２，Ｊｕｌｙ１９８６；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ａｎｇｌｏｎｇ（１８７５—
１９００）：Ｐａｎｔｈａｙ（Ｙｕｎｎａｎｅｓ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ｕｓｌｉｍｓ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ＢｕｒｍｅｓｅＷａＳｔａｔｅ，Ｔｈｅ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Ｖｏｌ７８，Ｎｏ１，１９８８；缅甸明光熙编 《滇缅边境邦隆回教百年沧桑见闻录》，缅甸眉

苗：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内部印本；姚继德 《泰国北部的云南穆斯林———秦和人》，刊云南大学

《思想战线》２００２年６月第３期；姚继德 《云南回族移居缅甸小考》，收入云南大学 《西南

边疆民族研究》第２辑，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本文拟从云南与中南半岛间的交通网络，云南回族社群的分布及其特点，

云南回族社群与东南亚的政治与经济联系，中南半岛的回族派生族群：潘泰人

与秦和人，云南回族与东南亚社会关系的当代变迁等六个方面，系统考察云南

回族社群历史上与东南亚邻国之间的政治、商贸、迁徙及文化交流之关系。

云南与中南半岛间的交通网络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在中国古代人文地理中属于 “西南夷”的范畴，

从中原历史地理的角度观之，向为化外蛮夷之地，属于典型的 “华夏边缘”区

域。① 但从亚洲历史、文化和经济地理角度来看，云南则处在南亚、东南亚与

中原内地交汇的黄金地带上。云南与中南半岛的缅甸、老挝、越南三国陆地接

壤，边界线长达４０６１公里，与泰国、柬埔寨地理上比较接近，与南亚次大陆
的印度为近邻，从云南西部怒江峡谷顶端的贡山边界前往印度东端的阿萨姆邦

（Ａｓｓａｍ），直线距离仅有１５０公里左右。② 由于山水相连、阡陌交通、鸡犬相
闻，许多民族跨境而居，彼此之间有着地理、民族和宗教上的亲缘关系，自古

以来就发生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人类社会的文明历史业已证明，任何民族

或族群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必须仰赖于存在某种通畅的交通孔道，这

是民族或族群文化发生接触的首要前提。有了交通的渠道，才有文化的接触；

有了文化的接触，而后方有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公元前四世纪即已存在的 “蜀

身毒道”，正是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地区古代各民族人民之间互通有无，

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交通大动脉。“蜀身毒道”的起点为蜀地四川成都平

原，最初终点在南亚 “身毒”（Ｉｎｄｉａ，天竺，即今印度），故以其起始点而命名
之。它的存在，使得云南自秦汉时期开始，就充当着中原内地与南亚次大陆

“身毒”（印度）、大夏 （今阿富汗北部）、东南亚中南半岛之间经济文化交流、

民族迁徙和外交往来的前沿。据文献和考古发掘证明，“蜀身毒道”的开通时

间早于公元前二世纪西汉博望侯张骞出使 “西域”时开通的北方丝绸之路，③

它由四条干道构成：灵关道、五尺道、永昌道和身毒 （缅印）道。参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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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华夏边缘”概念，系中国台湾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王明珂博士在其论著 《华夏

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 （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９７）中提出的，对于我
们解读中国古代华夏集群与周遭的蛮、戎、夷、狄等族群的历史关系，有极佳的启示。

参见 《云南省情》，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４页。云南与中南半岛三国边界
线里程分别为：滇缅边界线有１９９７公里，滇老边界线有７１０公里，滇越边界线有１３５３公
里，云南全省共有２７个县位于边界线上。

中国历史文献中对 “蜀身毒道”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司马迁 《史记》卷一一六 《西

南夷列传》、卷一二三 《大宛列传》中对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 （今阿富汗北部）条的记载。



图１　蜀身毒道路线图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ｐｉｃｔｕｒｅ／３０２８２１４

灵关道：北起成都平原，经临邛 （邛崃）、灵关 （芦山）、青衣 （雅安）、

笮都 （汉源）、邛都 （西昌）、青蛉 （大姚）、云南 （祥云）抵达叶榆 （大理），

与五尺道汇合。该路线属于中原经四川入滇的西线，又称 “西夷道”。

五尺道：北起成都平原，经蕃道 （宜宾）、石门关 （盐津）、朱提 （昭通）、

味县 （曲靖）、滇 （昆明）、安宁、威楚 （楚雄）、云南 （祥云）到叶榆 （大

理）。因沿途翻越乌蒙山脉，山高谷深，岷江、金沙江、牛栏江横亘其间，河流

湍急，途程漫漫，只能开凿出五尺宽的路面，故名五尺道。该路线属于中原经

四川入滇的东线，又称 “东夷道”。

永昌道：灵关道与五尺道在大理汇合之后，翻越点苍山脉和博南山，一路

向西进入永昌古郡地域，故称永昌道。永昌道出大理后经博南山 （永平）抵达

汉代故郡永昌 （保山），从永昌经蒲缥翻越高黎贡山到达滇越 （腾冲），从腾冲

边界的古永进入掸国 （缅甸）。该路线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与中国之间

开辟的著名的滇缅公路中滇西路段的基础。

身毒道：永昌道从其辖区内的边地腾冲出境进入缅甸，再由缅甸通往身毒

（印度），学术界也称之为缅印道。① 其路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开通的史

·４·

伊斯兰与中国西南边疆社会

① 参见陆韧著 《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３～３５页。



迪威公路 （滇印公路）。该道在印度可转道西亚波斯 （伊朗）和阿拉伯半岛，

最终通往大秦 （罗马帝国）。

秦汉迄至唐宋时期里，由于 “蜀身毒道”这条国际交通网络的有效运行，

使得南诏、大理国首府大理古城的威名远播，据世界古代城市史的专家考证后

认为，大理城早在千余年前就曾跻身世界当时的１４大著名城市之行列。①

唐宋时期的南诏 （７３８—９０２）、大理国 （９３７—１２５３）时期，凭借着这个与
域外便捷的国际交通网络，云南与上述地区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仍。与

此同时，在秦汉魏晋时期 “蜀身毒道”的交通网络基础上，云南各族人民与上

述区域内的各国人民一道，逐渐开拓出了西南丝绸之路网络中通往周边国家和

地区的交通渠道。主要干道有：云南通往越南北部的交趾道，从滇西德宏地区

进入缅甸的瘴疠道，从滇南西双版纳景洪进入缅甸、老挝抵达泰国北部的车里

道，由滇南文山地区进入广西通往海外的邕州道，从滇西地区通往南亚印度的

天竺道，从滇南茶叶主产地临沧、普洱经大理、丽江通往迪庆藏区、西藏、尼

泊尔和印度北部的茶马道等几条交通路线。②

元代随着云南行省的建立，蒙古统治者在原南诏、大理国疆域内设置了大

量通往中南半岛周边邻国的交通站赤，对外交通极其发达。据 《元史·站赤》

《经世大典·站赤》和 《析津志》等史书的记载，元朝时期，云南行省在南诏、

大理国对外交通线的基础上，与中南半岛的缅国 （缅甸）、安南 （越南北部）、

占城 （越南南部）、老挝和八百媳妇 （泰国北部）诸国之间，普遍建立起畅通

无阻的官方驿站，为维护元王朝与这些藩属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往来，

奠定了坚实交通基础。③ 元至元十七年到至元二十七年 （１２８０—１２９０）间，当
时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 （ＭａｒｃｏＰｏｌｏ，１２５４—１３２４），曾奉旨经由云
南出使缅国、班加剌 （孟加拉）公干，他从元大都一路南来经过的就是西南丝

绸之路，其在 《马可·波罗行纪》中留下诸多记录，盛赞云南行省与域外交通

之便利。④ 此外，元代旅行家汪大渊在其 《岛夷志略·天堂》条中记载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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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昆明 《春城晚报》记者王明达对在大理举办的 “世界城市发展史国际研讨会”

的报道：《世界城市发展史研究成果表明———千年前大理曾跻身全球大城市之列》，刊２０００
年５月５日头版。

参见唐丞相贾耽 《皇华四达记》，收 《新唐书·地理志》内，有 “安南通天竺道”，

安南唐时为都护府，紧邻南诏界。宋人周去非撰 《岭外代答》卷二：安南国、蒲甘国；卷

三：西南夷；卷五：邕州横山寨博易场等条，以及前引陆韧著 《云南对外交通史》第二章。

参见方铁 《元代云南至中南半岛北部的通道和驿站》，刊云南大学 《思想战线》

１９８７年第３期；方铁：《元代云南站赤设置考》，文收 《史学论丛》第３辑，云南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８年版。

参见冯承钧译 《马可·波罗行纪》第１１７至１２６章，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版。



南有路可以直达西亚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城 （天堂国）。① 这条通道

的存在，被明初七下西洋的云南昆阳籍回族航海家郑和为其父亲———元代世袭

滇阳侯 （封地在今滇池南岸昆阳一带）马哈只所立的 《故马公哈只铭》碑所证

明。② 因此，元朝时期的云南对外交通网络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了秦汉、魏晋

和唐宋诸朝，可以顺畅地抵达西亚波斯和阿拉伯半岛，并与蒙古帝国在南亚、

西亚、中亚、北非和欧洲建立起来的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统治区

域连为一体。

明清时期 （１３６８—１９１１），在元代站赤交通网络的基础上，云南的对外交通
网络进一步得到了拓展和完善。与此同时，该时期云南各民族跨国长途马帮贸

易的勃然兴起，促使云南与域外邻国的国际交通得到空前的繁荣，西南丝绸之

路网络的功能在马帮商贸活动的带动下，发生着一系列的转化，整个西南丝绸

之路网络结构更趋完善，形成了多条支线和商贸循环圈。笔者根据前人的研究

成果，特将明清以后的西南丝绸之路网络结构，以主导其运行的马帮商贸活动

为标识，归纳为以下四个马帮商贸网络。

◆茶马古道网络圈：东起滇南茶叶主产区思茅 （普洱）、临沧，西经大理、

丽江、迪庆进入西藏的 “茶马古道”。该道还循环于滇—藏—川西—尼泊尔—印

度—缅甸之间，构成了一个以藏族马帮为主，兼有纳西族、白族和回族马帮参与，

以藏马交易滇茶的 “茶马互市”为主要交易方式的 “茶马古道”交易网络。

◆滇—黔—桂—越马帮商贸网络圈：北起滇中昆明、玉溪，滇南个旧、蒙
自、建水，滇东北曲靖、昭通，进入贵州、广西、越南的 “交趾道”，该道在

汉唐时期的 “安南通交趾道”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循环于滇南—广西—越南之

间的独立马帮交易网络。

◆滇南—缅—老—泰马帮商贸网络圈：由滇中、滇西经滇南思茅 （今普洱

市）、车里 （今西双版纳景洪市）进入老挝、缅甸掸邦东部和八百媳妇 （泰国

北部清迈、清莱一带）的车里通景迈 （今泰国清迈）道，形成了循环于滇南—

缅—老—泰四国之间的马帮交易网络。

◆滇西—缅—印马帮商贸网络圈：由永昌以远及缅甸境内的古道，则由天
竺道和瘴疬道构成：天竺道由永昌西行过腾越，出国境后经金宝城 （今密支

那）至安西 （孟拱），亦称孟拱道或蒙光道，西行达于身毒，是为天竺道；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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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与中国西南边疆社会

①

②

元人汪大渊著、苏继校释 《岛夷志略校释》第３２５页 “天堂”条谓：“云南有路

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５月版。
据明初永乐九年 （１４１１年）十一月郑和返乡祭祖所立 《故马公哈只铭》记载：其

祖父和父亲两代均为朝觐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 （Ｍｅｃｃａ）的 “哈只”（Ｈａｊｊｉ），他们赴麦加朝
觐的时间都在元朝时期。该碑现存郑和故里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昆阳镇月山郑和父亲陵墓原

址，得到较好保护。



疠道由永昌西行经茫部 （今芒市）、畹町、乐城 （今瑞丽），出国境至缅甸腊

戍，抵下缅甸，再由仰光港泛海转身毒、大秦 （罗马），此道因沿途瘴疠肆虐，

故以名之。① 瘴疠道即后来的滇缅公路保山至德宏州境内畹町口岸进入缅甸后

的腊戍段。这两条起源于滇西，分别向南和向西南展开，但又在缅甸境内交汇

的商贸通道，形成了滇西—缅—印马帮商贸网络圈。

这四大马帮商贸网络圈的结构，见图２所示。

图２　西南丝绸之路四大马帮网络圈结构示意图　 （制图：陈文妍）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 （ＳｉｌｋＲｏａｄ）一名，系由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德国地理学
家李希赫芬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Ｆｒｅｉｈｅｒｒｖｏｎ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ｅｎ，１８３３—１９０５）最早命名，即被
广泛接受。“丝绸之路”中的 “丝绸”一词，已经不是中外商业史上流通商品

“丝绸”的狭义概念，而是一个文化象征符号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ｙｍｂｏｌ）。丝绸之路由
西南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三大网络构成，丝路上流通的不

仅仅是丝绸、瓷器、香药、茶叶等主要中外商品，还传播着佛教、景教、祆教、

伊斯兰教，还发生着古代各大帝国之间的战争，发生着西方殖民帝国对东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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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郭来喜 《连结中原与南亚的西南古道》，刊台北 《大地地理杂志》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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