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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总　 　 序

云南，从渺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走到今天，一步一个
脚印跋涉在中华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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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的小桥流水，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

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陶醉。
七彩云南，蕴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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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海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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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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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透如玉的云子、独树一帜的普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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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起来，呈现于您的眼前，让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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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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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已达
到了。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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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滇缅公路的 “前世”： 国际通道

翻开历史泛黄的书页，当“丝绸之路”四个字涌入眼帘之时，人
们总会联想到蹒跚于塞外大漠戈壁，穿越过河西走廊，翻天山，越帕
米尔高原，到西域、欧洲的举世闻名的古代商贸通道，但或许您却不
知道，早在那条北方丝绸之路开辟之前，在我国西南地区就已经有另
一条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古代商贸通道。据有关史料记载，古
代南方丝绸之路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比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早
两百多年，它和北方丝绸之路一样，曾经对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作
出过伟大的贡献。正是在这条古代商贸通道基础上，两千年后的２０世
纪３０ ～ ４０年代，勤劳的滇西人民创造了人类交通史上一大奇迹———滇
缅公路。

在人类的历史上，出现过各具特色的古代文明，其中中国、印
度、巴比伦、埃及四大古文明最为著名，而与中华文明发生过最早、
最广泛、最密切、最直接联系和影响的要算南亚次大陆的古印度文
明。我国西南地区地处古代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两大世界文明的交会
地带，一方面，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背靠深厚的中华
文明之优势，受其滋润，吮其精华；另一方面，又具有得天独厚的地
理区位优势，使其面向辉煌的印度文明，蒙其影响，为之渗透。我国
西南地区自史前时代起，就是中华各族系往返迁徙的良好通道，至今
还居住在这一地区的羌族、彝族、藏族、回族、白族、傣族、傈僳
族、普米族、阿昌族、德昂族、景颇族等众多少数民族的先民们，通
过不断的迁徙游动、相互交往，在这条远古民族走廊的基础上，共同
开拓出通往东南亚、南亚乃至更广地区的南方丝绸之路。这条古代商
贸通道以富饶的成都平原为起点，经过云南进入缅甸再到印度，进而
远达中亚及欧洲。据史书记载，公元前１２２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
（今中亚等地），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看到由我国西南地区输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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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今印度）的四川蜀布和筇竹杖，因而判断在我国的西南地区有一
条通往南亚等地的商贸通道，张骞回朝后将这一情况上奏汉武帝，具
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听后十分惊喜，因为北方丝绸之路经常受匈奴阻
扰而不畅，因而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地区开辟的对外商业
贸易通道，实现扩大贸易、开拓疆土之目的。为此，汉武帝即封张骞
为博望侯，命其以蜀郡（治所在成都）、犍为郡（治所在宜宾西南）
为据点，派遣四路秘密使者前往西南地区，分头探索通往印度的道
路。此举历经十余年，虽遭西南少数民族先民的阻拦未能全面打通到
印度等地的商贸通道，但由此发现并开发了被称为“西南夷”的少数
民族地区。这不仅使众多的少数民族先民纳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促进
了西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通过各民族部落做中介与东南亚、
南亚等地实现了间接贸易。经过不懈的努力，到东汉时期，南方丝绸
之路最终全面打通，我国同东南亚、南亚等地的贸易和往来日益繁荣
起来。

据有关史料记载，南方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大致由三大干线组
成，全长约２０００多公里。西南丝绸之路在西汉时称为“蜀身毒道”，
它起于四川省成都地区，止于现在的印度。其线路由灵关道、五尺道
和永昌道组合而成。

灵关道：成都（古蜀都）—邛崃（古临邛）—雅安（古青
衣）—荥经（古严道）—汉源（古筰都）—西昌（古邛都）—云南
大姚（古青岭）—大理（古叶榆）。

五尺道：成都—宜宾（古道）—云南昭通（古朱提）—贵州威宁
（古夜郎国地）—云南曲靖（古味县）—昆明（古滇池）—楚雄—
大理。

永昌道：大理—永平（古博南）—保山（古永昌）—腾冲（古
腾越）—缅甸—印度。

不同历史时期，南方丝绸之路古道的称谓有所不同，有五尺道、
僰道、石门道等不同的名字，而这些名字背后也各有故事。秦始皇统
２



一六国后，采取了“书同文，车同轨”的措施，为了加强中原与“西
南夷”地区少数民族部落的联系，秦王朝开筑了一条由内地通往西南
地区的重要道路，因路宽五尺，史称“五尺道”，又因路修筑在僰族
集居的地方，故又称“僰道”。《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秦时常?
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路北起今宜宾市，南抵今云南曲靖，
全长２０００余里。《括地志辑校》谓：“五尺道去郎州”。“五尺道”为
西汉时期的“南夷道”、唐宋“石门道”的前身，即今之谓“南方丝
绸之路”的东路。石门道是隋唐时自四川盆地通向云贵高原的重要道
路。在秦开辟的“五尺道”基础上经历代修筑而成。石门道起自今四
川省宜宾市，中经四川宜宾高县境内石门山，南达云南昆明、大理等
处，唐与南诏之间的交通多经由此道。

回顾历史，南方丝绸之路曾经历过一个由近到远、由盛到衰的发
展过程。据史书记载，早在战国时期，秦国大将常?从夹道向南开辟
的五尺道，开启了中央政权经营西南地区的先河，南方丝绸之路也随
之开始拓展延伸。其后，汉王朝全力开发西南，在各地置官设治，修
筑驿道，使中原文明之光直抵滇缅之边外。蜀汉时期孔明的南征，进
一步加强了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与血脉联系，南方丝绸之路上
的商贸活动更加繁荣。

从隋唐至宋代，战火频起于古道之上，大渡河以南长期处于云南
地方政权南诏和大理的统治下，其与中原的联系大都通过南方丝绸之
路。到了唐代，北方丝绸之路发展到鼎盛时期，虽然它的名声盖过了
更为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但南方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仍很频繁。元
代忽必烈率军沿横断山南下，攻占云贵高原，随后，建立了横跨欧亚
大陆的蒙古帝国，使各地联系更加密切，包括南方丝绸之路在内的各
个古代商贸通道焕发出新的活力。明王朝实行的军屯制使其在西南边
疆的经营极为成功，南方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也更加繁荣。由于清代
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渗透与垄断，使传
统贸易遭到严重制约与摧残，包括南方丝绸之路在内的古代商道日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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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落。
总之，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我国历代的丝绸、蜀布、筇竹杖、工

艺品、铁器等得以源源不断的输出，国外的琉璃、宝石、翡翠、光珠
等得以输入。它是中印两个文明古国最早的联系纽带，也是我国古代
通往南亚、东南亚乃至欧洲等地的重要通道，对中外社会、经济、文
化的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宋明之后，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勃
兴，包括南方丝绸之路在内的古代商道上的贸易活动渐趋沉寂。然
而，古道上的民族迁徙、商业贸易、宗教传播以及军事活动从未中断
过，至今仍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滇缅公路便基本上是
沿着这条古代商贸之路修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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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第二个万里长城一样的奇迹———滇缅公路的
修建

１ 滇缅公路修建的历史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１９２９年爆发的世界范围的经济危

机，使得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便不
可避免地再次爆发。以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法西斯轴心国为战争的
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６１个国家和地
区、２０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据不完全统计，战争耗资４万多亿
美元，伤亡９０００余万人。其中，中国人民从事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的战争，持续的时间最长，付出的牺牲最大，战争中所创造出来的
奇迹也最令人赞叹与钦佩。滇缅公路的修建就是这众多奇迹中的“奇
迹”。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率先发表宣言，号召全民抗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中
国的严峻形势，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抗战的决心也逐渐坚定起来。蒋介
石在庐山发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谈话：“临到最后关
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
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
之责！”在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后，蒋介石又发表《告全体将士
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就此全国抗战开始。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军迅速占领了包括京津、广州、汉口、上
海、南京等的华北、华中、华东和华南广大地区，使本来工业就非常
薄弱的中国，丧失了９５％的工业和近５０％的人口。更为严重的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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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沿海几乎所有的港口都落入日军手中。虽然中国有少数生产轻型武
器的兵工厂搬迁到西南地区，大量的重型武器、机械、医疗器械、汽
车、汽油、生活用品仍需要外援。武汉会战以后，中日交战进入相持
阶段，战争变成长期的消耗战，抗战的物资供应问题显得更加严峻起
来。对于当时中国来说，战略物资和生活物资持续不断的供应，就成
为抗战能否持久下去的一个根本因素。而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
从战略上考虑，为了摧毁中国的抵抗力，迅速使中国政府屈服，就必
须依靠其海、空军优势，封锁中国沿海口岸，切断中国与国际的交
往。为此，一方面，日军从华北两个战场向中国军队发动猛烈进攻，
妄图速战速决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日军封锁了从长江口到潮汕
的中国海岸和船只，后又进一步把封锁范围扩大到全中国。至１９３８年
下半年，武汉、广州相继陷落，中国海上对外联系全部中断。

滇缅公路修筑前，国际上的援华物资进入中国有四条路线，即西
北公路、滇越铁路和已经丢失的广西通道和香港通道。西北公路和滇
越铁路由于地理位置和政治背景等多种原因而显得非常脆弱（１９４０年
７月２４日，日军占领当时的英属印度、法属越南，滇越铁路中断。
１９４１年４月《苏日友好合作条约》签订，苏联中断了通过西北公路输
送的援华物资）。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为了维系持久抗战，中国迫切需要开辟新
的国际大通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通道开辟成功与否，直接关乎
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为此，打通通往东南亚的陆路通道，即修建滇
缅公路被提上了日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陷于欧洲战场无力他顾，其在远东
地区战略方针，首要之务就是保卫输出最多资源的殖民地印度，并将
诸如缅甸等其余殖民地作为保卫印度的战略纵深。但是对于当时的中
国而言，如果滇缅之间有一条畅通的联系通道，外援就可以进入中
国，对日作战就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大大增强全国人民抗战胜利
的信心，因此，“滇缅公路”就成为争取国外援助的最后生命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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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几经协商，成立中英军事同盟，并签订了“中英共
同防御滇缅路协定”。

滇缅公路路线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
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就
向蒋介石建议，为对付日本南
进计划和对华全面封锁，我应
就国际交通问题预做准备。他
主张即刻着手修筑滇缅铁路和
滇缅公路，以直达缅甸及印度
洋。鉴于当时的战争形势，尤
其是上海、南京等沿海港口已
经岌岌可危，修建滇缅公路显
得极为迫切，一旦海上对外通
道被切断，就可以通过滇缅陆
路通道保持国际援华物资进入
中国。所以龙云的这一建议很
快获得首肯。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国
民政府正式下达指示，由中央
拨款２００万元，责成龙云限期１年内修通滇缅公路。路线由下关以西
经漾濞、永平、保山、龙陵、潞西，经瑞丽的畹町出境。

按设计，滇缅公路修通后与缅甸的公路和中央铁路连接，直接贯
通缅甸的仰光。随着日军进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就成为
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运输通道。

２ 那段无法想象的艰难修路历程
对于滇缅公路修建之难，难以用语言表达。要在横断山脉与三江

并流的滇西地区修路，难度一点都不亚于“难于上青天”的“入蜀
道”。滇缅公路经过的８０％的路段是崇山峻岭和大河急流。千百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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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缅公路二十四拐

运输只能靠人背马驮，过河靠摆渡溜索，
因而在这样的地理自然环境和那么短的
时间内修通滇缅公路多方受到质疑，连
国民党交通部对云南人的筑路能力都持
极大的怀疑。过去原滇西省道昆明至下
关４００公里的毛路，从１９３５年起时修时
停，１６万民工花了１２年的时间才用铁
锹和鹤嘴锄在崇山峻岭中开辟出一条只
能单线行驶的土毛路，而这次不仅要改
造原有的这段土毛路，更要新修从下关
往边界延伸到缅甸的４００多公里行车公
路，这一路段要翻越高黎贡山、怒山、
云岭等横断山系，跨越澜沧江、怒江两大峡谷，许多人认为恐怕再用
一个１２年也难完成，英美等盟国对这条路的修筑断言“起码３年”，
而日本侵略者则根本不相信中国的抗战能坚持到滇缅公路修通的那一
天。他们认为绝大部分由老人、妇女和孩子组成的中国筑路队伍，在
严重缺乏施工机械的情况下，仅用双手就想在崇山峻岭间开凿出这条
交通大动脉，简直是做梦。

面对这种种质疑，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非常气愤，他说：
“别小看云南人，我们就是要在人们都认为不可能中创造出人间奇迹
来。”为此，云南省政府给沿途各县发出严令：分配该县路段，务必
在期限内完成，逾期未完成者，县长自带手铐，来昆受处。云南交通
司很快拟订了时称“滇西路”的修筑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将分成三
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由昆明修到禄丰附近的舍资；第二阶段由舍资
修到下关；第三阶段修到腾冲，以后再修筑至滇缅边境，使之成为通
达缅甸的交通干线。

当时有一首《滇缅公路歌》真实展示了云南各族人民修筑滇缅公
路的勇气与决心：“滇人不惜糜身躯，但愿辚辚驶汽车；抗战源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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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需，誓覆河山歼倭奴。”
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将滇缅公路的施工任务交给由龙云兼任督办的

省公路总局承担，并在保山成立滇缅公路总工程处，由公路局技监
（总工程师）段纬主持。段纬曾先后到美国和德国留学，是云南籍的
第一代高级土木工程师。滇缅公路建设过程中，段纬走遍了全路线，
从踏勘、测量到设计、施工事事过问。由于测设人员奇缺，一批流落
昆明的文化人经过短期培训后承担了测设任务，他们在短时间内学习
和掌握了地理及地质方面的知识，学习如何加快公路工程进度、如何
用沙砾平整路面，减少急弯和陡坡，改良排水系统，以及如何修建载
重量不能小于１０吨的桥梁等等课程。就是用这种速成的培训，让一个
个外行青年成为修路的行家里手，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惊讶的创举，在
那个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难时刻，抗战激情高涨的年轻人们创造了惊人
的学习效率，他们在滇缅公路建设中磨炼成为各个专业的技术骨干，
并创造出滇缅路上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后来，又有一批批技术人员冒
险越过日军封锁线，长途跋涉于湖南、贵州、云南那些重峦叠嶂的山
区来到昆明，加入滇缅公路的建设。很多人走到半路就已用光盘缠，
一路靠典当随身行李乃至乞讨才来到昆明，有的还因劳累体弱，病
死、累死、饿死在路途之中。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日，滇缅公路路线走向确定后，云南省政府通令

有筑路任务的县和设治局县（局）长必须亲临所划定的路段督修。由
于施工任务紧急，政府提出滇缅公路“先求通、后求好”的方针，严
令公路沿线应征各县必须在１９３７年底以前开工建设，限期三个月之内
先建成一条可以通车的简易公路。
１９３７年底，滇缅公路沿线近３０个县的劳工被征集来到公路上，

滇西汉族、彝族、白族、傣族、回族、景颇族、阿昌族、苗族、傈僳
族、德昂族等多民族组成的筑路大军自带口粮和锄头等简易工具，浩
浩荡荡开赴工地，开始了这史无前例的建设工程。施工高峰期时，筑
路民工达２０多万人。由于青壮年男子大都上了抗日前线，于是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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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和儿童成为修筑滇缅公路的重要力量。《漾濞彝族自治县志》中
记载了修路的情景：根据云南省府的决定，四十里桥至漾濞县城下街
子一段由凤仪、蒙化（今巍山）两县修建，漾濞县出民工６０００人，
承担漾濞江至顺濞河一段，全长３６公里。该路段出下关西行，走向与
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博南古道一致。出天生桥，沿天威径进入漾濞县
境，经合江铺、鸡邑铺、驿前铺（金牛铺），在下街子过漾濞江，再
经柏木铺翻越秀岭铺，顺八达河（《徐霞客游记》中称九渡河）达太
平铺，最后经打牛坪过顺濞河，进入永平县境。１９３７年漾濞县有３０００
户、２００００余人，征用民工占全县人口的３０％。为了如期完成公路施
工任务，此前县府就曾征调民工参加公路勘测，因而实际征用民工超
过六千。据相关资料描述：为了完成修路任务，漾濞县彝族、汉族、
白族、回族、苗族、傈僳族各族父老兄弟姐妹在崇山峻岭里安营扎
寨，用原始的工具修筑公路。有的是父子同上工地，有的是夫妻同上
工地，有的是母女或婆媳同上工地。当时冬天格外寒冷，民工们风餐
露宿，披星戴月，克服着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苦战在工地上。每隔十天半月，年迈的父母或是幼小的儿女还要跋山
涉水送口粮。有的民工因疾病、工伤事故等，永远长眠在了公路旁。

著名记者萧乾在《血肉筑成滇缅路》的报道中是这样描写筑路场
景的：“秃疮脑袋上梳着辫子的，赤背戴草笠的，头上包巾、颈下拖
着葫芦形瘿瘤的……老到七八十，小到六七岁，没牙的老媪，花裤腿
的闺女都上阵了。”相关评论认为：“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支筑
路大军，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穿着用蓝色土布制作的衣服，其中只
有很少的男人是壮劳力，其他都是妇女和老人以及很多很多的孩子，
孩子们还带着自家的狗、鸡和长尾巴的小鹦鹉等宠物。在傣族地区，
有些跟着大人来做工的孩子还带着猴子。可以说，滇西的各族人民为
了修筑滇缅公路，是倾其所有、尽其所能、举家投入到工地的。”

易彬撰写的《“滇缅公路”及其文学想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丛刊》（京）２００７年４期）一文中有过这样的描写：“‘原始’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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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因为自然界施与肉身的、难以承负的巨大困难。在傣族地区的一块
石碑上写着：在雨季，即使鸟也不能飞过傣族地区。在雨季，比酷热
和潮湿更恶劣的是无处不在的疟疾。初期没有很好的医药和设备，大
多数被疟蚊叮过的人都死亡了；后来即使条件改善，疟疾患者的死亡
率仍然高得可怕，８０００名患病者中仅有５００人能从死亡中幸免于难，
在不长的时间内，差不多一半的人在疾病骤然到来的情况下死去。那
时，对于还活着的人，最难熬最痛苦的，是在寂静的黑夜，他们一个
个默默地呆在自己的小屋里和那看不见的恐怖魔影抗争。”文章还引
用了《纪实》（谭伯英等著《滇缅公路修筑纪实》）中关于男性筑路
工人休憩境况的描述：由于休憩场所匮乏，“到了晚上，只好临时找
个让她们和孩子遮身的掩蔽地，而男人们却在公路边自己挖掘的土坑
里过夜”。很多人穷得全家只有一条被子，它要留给女性和孩子用，
男性只能在地上睡觉而“往往不盖任何东西”。

薛国荣撰写的《祥云修建滇缅公路记事》中充满热情与豪迈地详
细描写了祥云县及各族人民参加筑路的艰辛与可歌可泣的故事。作者
回忆记事以来所闻的事情中，“修筑滇缅公路”这六个字已在其心头
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当时祥云县接到云南省政府的命令，立即组织本县民工参加滇缅
公路（禄丰至下关段）的修筑。滇缅公路自东向西贯穿祥云县境内７２
公里，可谓过境线路长、施工任务重、限令时间紧、修筑困难多。
“修筑滇缅路，户户有任务，自带粮和被，轮换不违误（十天为一期，
期满轮换下一批上阵）。劈山架桥梁，筑路搞运输，抵抗小日本，不
当亡国奴。”这首传唱了几十年的民谣显示出祥云人民为开辟滇缅通
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豪迈气概和奉献精神。

兵贵神速。为了尽快修通滇缅公路，祥云人民以“快”字当先、
“苦”字为荣。县政府及时成立了滇缅公路建设民工办事处，县长、
建设科长亲自督导施工，办事处下设公路建设督查队、督工队、工程
技术队等，并选调人员，各司其职，负责民工征调、轮修及出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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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工程施工监理、工程质量验收等工作。上马民工以保（旧时户籍
编制，即若干户编作一个甲，若干甲编作一个保）为排，以甲或自然
村为棚（棚户），分别由一名能力较强的村民负责，带领民工上阵修
筑滇缅公路。出工修路的农户（民工）十天一期，并自带口粮、自带
被席、自带工具、自搭窝铺，身穿土布衣（本地手工纺织、染制的衣
服），脚穿草鞋、头戴草帽、睡用草垫、吃粗粮、嚼野菜、喝冷水、
吸旱烟、顶烈日、冒严霜，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夜以继日地苦战在
筑路工地上。祥云筑路民工以无比的忍耐力，惊人的吃重力，与沿线
２０多个县的各族民工一起用长满老茧而粗糙的手，用铁锄挖，用肩膀
挑，用炮杆（钎）撬，用大锤敲，用徒手搬，用錾子錾，用人工抬，
用石夯压等近乎原始的施工方法，与困难、岩石、山洪、野兽、疟疾
等作斗争，仅用了１０个月左右时间，新修公路（西段）近５５０公里，
改建改善路面（东段）４００多公里。

在修筑滇缅公路期间，出生于祥云县下庄镇江场村且先后毕业于
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农商部农政专门学校的杨文清，于１９３５年后受龙
云主席之重托，负责滇缅公路修筑工作。为抢时间修通滇缅公路，不
贻误抗战，杨文清先生以大局为重，进衙门，找县官，谈修路，定措
施，长期奔走于公路沿线，宣传动员各县组织民工上阵抢修公路，半
年时间未与家人团聚。

修筑滇缅公路，工程任务最艰巨的是架设横澜沧江与怒江的功果
桥和惠通桥。其间杨文清先生昼夜奋战在建设工地，选拔使用了一批
工程技术人员，并与交通部的专家密切配合，大胆采用了钢索吊桥的
建设方案。为解决两座大型吊桥所需的钢材及资金短缺问题，杨文清
先生率领工程技术人员专程前往缅甸，向滇西旅居缅甸的著名华侨梁
金山等人筹集建桥资金。在梁金山先生等人的爱国热情鼓舞带动下，
众华侨积极捐款，杨文清先生与同行人员采购了各种规格的钢材，并
按时运回施工工地，使两座吊桥先后于１９３８年３月及８月建成通车，
为修建滇缅公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２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