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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男

博南山古道如是说
 ——读张继强《边屯——古今前沿与后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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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拂开的这部书，名为《边屯——古今前沿与后方》，著

作者是永平县的文联主席张继强。书的内容是他在大理电视台《大

理讲坛》栏目中有关边屯文化系列讲座讲稿。纸质间的叙述在

21 世纪的今天已经被逐到了文明进展的边缘，尽管如此，只有

语言可以以人类的思想和个人的探索录制天下事、万般衷情。在

这个 8 月的最后日子里，之前的我一直在读这部书稿，也可以说

我放下了所有的阅读，前来面对这样一次流动而游离的阅读生活，

只因为我刚刚离开了永平。从一片人文地理版图上讲，永平意味

着博南山古道就在眼前，意味着那天地悠悠、万古情怀的天下史

篇就在眼前。而此刻，8 月是进入秋事的季节，我的手不断地拂

开这书稿中的一页又一页，仿佛拂开了博南山古道的开篇岁月。

张继强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永平人，他在《边屯——古今前

沿与后方》书中写道 : 从云南地图上可以观察到，一直向南流去

的国际大河流澜沧江，在永平这里突然间向西北折行了数十里，

形成了一个大的拐点。这个拐点环湾紧紧怀抱了横断山脉的“博

南山”，形成了“一江环一山”的地理奇观。这个地形特点，使

永平显得独立封闭。但是，古代的国际大通道“蜀身毒道”的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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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路段翻山跨江而过，永平由此成为一扇向世界开放的大门，使

这里与外界有了频繁的交流。这种既封闭又开放的地理格局，使

永平成为“进可以控制保山，补给前线；退可以屏障大理，巩固

后方”的重要军事关隘，进退之间，永平既是前沿又是后方。 

《边屯——古今前沿与后方》是我读到的由永平作家写作的

第一本文化散文。此书从历史的脉迹深处引领我们来到了永平，

从这里开始了一条漫长古道的叙事篇章。世界史是由叙事开始的，

书中的历史脉迹在作家的语词中升起，宛如《水经注》上那首历

久弥传的歌谣升起在远方：“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

渡澜沧，为他人。”而在这里，远方就是大地深处被云层天籁拥

入怀抱的博南山古道的历史渊源。张继强最早直抵这渊源，我不

知道他在这条古道上走了多长时间，走过多少次。光阴啊光阴，

人生始于光阴的开端，之后将是历渡光阴的时间。就像眼前的这

条古道在千万道屏障中突然闪现，在这本书中我们会在张继强语

词的牵引力之下，前去穿越这条古道。不久前，我是幸运者之一，

在张继强的带领下，我们在 8 月立秋后前去面对这条古道。那是

一次游荡我们内心生活的旅程，我们来到了博南山古道。

溯渊源既是一种人文情怀，也是一种承载人文风貌最诗意

的形式。每每我们面对这条古道的现实境遇，张继强内心的诗篇

就会吟诵而出，因为追循这条古道前，他已经用身体中的灵域之

境承载了一条属于他自己人文探索的古道。面对这条道路，他可

以为我们吟诵出古往今来的诗章，也可以复述出这条古道上幽暗

与明亮交汇的地界上那些既磅礡又沧桑的岁月。最重要也是最迷

人的是张继强可以给我们细数年代年景年华中来自一条道路的灵

魂史记。它与人与事密织相连，而当我们置身在古道上时，我们

都在搜寻着那些历尽沧桑的痕迹，此时此刻，张继强总是忘记了

这个世界的存在，我看见了他捧着照相机将全身心投入一只马蹄

印的拍照之中，那是只巨大的马蹄窝，由于刚下过一场秋雨，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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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蓄满了水，看上去就像隐匿着宇宙的眼泪。我不知道这一只只

马蹄印的水涡深处，到底藏满了多少世纪的眼泪与豪情万丈之歌

韵；我也不知道张继强在这一只只马蹄印踏出的旋涡中到底看到

了多少深厚无垠的渊源古道之启迪。

写到这里，我的心结显得无限忧伤彷徨，仿佛我又回到了

不久前我们置身在博南古道杨升庵祠的场景，在张继强的引领下

我们寻访到了这座湮没于残枝落叶秋境中的断壁残垣，那一时刻，

天地幽转，密蔽中的我仿佛又一次地看见了杨升庵流亡的道路，

张继强站在这遗址下，又开始给我们讲述杨升庵与博南古道的传

说。只要面对博南山的古道，一景一物都会唤起他内心深处研读

默诵的那些历史脉络的诗词歌韵，它们仿佛是他人生中最为重要

的事件。那些古往今来的歌韵、步履、战乱和逃亡书，那些天上

飞的精灵与地上的奔跑之兽都成为他人生旅途中探究的秘境。在

他的朗朗口述之下，博南山古道突然变得鲜活如初，仿佛在前世

我们都是这条古道上的旅者。

是的，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慢慢地触抚到了博南山古道的灵魂

之卷，所以，在那样的时间溯源中我们仿佛回到了前世，在前世

的时间履历图中我们有可能是汉武帝年代从五尺道穿越到博南山

的琴手诗人 ; 我们有可能是镇守花桥的筑路者、边屯守疆的第一

批将士 ; 我们有可能是走在博南古道上与流亡中的杨升庵相遇相

知的诗人故友 ; 我们也有可能是跟随永历帝逃亡的空中树叶 ; 我

们也有可能是诵唱着“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起兰津。渡澜沧，

为他人”的智者；我们也有可能是西去遥远古道的故人。所有这

一切，都是面对博南山古道时，在倾听张继强的声音时，我所感

受到的一幕幕场景。在聆听永平这样一位文化传承者的心灵往事

篇章时，我们的时间和心灵都获得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机遇。

 《边屯——古今前沿与后方》是一本深厚而神秘的文化读本，

张继强和李智红都在永平县志办工作过，所以，编撰永平宏大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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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也是一次织物的人生历程。我自己非常喜欢收藏县志，它是

最精确的文史典藏，也是最有人文奇境的活词典。编撰过县志的

李智红以著写美文名世，而现在编撰过县志的张继强又开始了他

文化大散文的写作，这是一件文化的喜悦。在秋色越来越浓郁的

季节读这本书的手稿，对于我来说仿佛是跟随张继强再一次漫歌

于永平人文历史境遇的怀抱。

张继强对于历史的痴迷是从县志办开始的，那些拂过尘埃

的史记如烟如雨如星月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一切都是张继强潜

心于文化境遇中的探索和发现，重述一条两千多年前的博南山古

道对于今天的现代人来说是一件多么寂寞的事情，写书出版已是

这个世界最边缘的故事。刚刚在微信上看到我的朋友林宋瑜的感

言，她在广州花城出版社做出版人，刚参加完北京国际图书博览

会，她发微信说道：“当美国、英国的独立书店面临倒闭崩溃时，

法国的图书市场却还状态良好。法国有 2500 个书店，当一家居

民区附近的书店关门时，另一家书店仿佛马上就会冒出来。在法

国有两样东西不能丢，面包和书。有人预测，纸质书将会成为奢

侈品，价贵而量少，装帧精美。请多购买好品质的纸质书，并呵

护好你家中的纸质书，有一天你会发现，不知不觉你已成为一个

收藏家。”永平有许多写作者，张继强是其中之一，而在这里，《边

屯——古今前沿与后方》不久后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纸质书，终有

一天，书中讲述的人文逸闻，将像那条悠久的古道一样弥久历新。

书中漫歌着永平的边屯驻军史，这是永平历史上最早的史诗，

借问天地两千多年到底有多么远 ? 边屯永平是边疆神曲中最古老

的神曲，张继强的写作正是从这里开始探究着永平的山山水水。

当一个人开始述说这山水空间中辗转不息的时间史时，这个人将

面对灵魂拷问什么 ? 复述者的命运，在这个时代是以面对时光流

逝而溯源回荡历史的勇气，开始探索或发现历史的。在这里，我

深信对于张继强来说这同样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梦想。就像在汉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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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时代，汉武帝梦见了古中国边疆这片辽阔的边界，皇帝的梦拓

展了永恒的边界，从而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张继强的梦是复述他

对于农事、土地植物时间演变史的痴迷，也是构成他去勇于复述

永平人文奇观的一种渊源。

《边屯——古今前沿与后方》写尽了永平人文历史的神秘之

境，打开这本书，其一，漫漫古道就会从天边跃出，来永平者如

没有去探究博南山古道就不会了解永平最古老的史诗。其二，从

博南古道可以衍生出边屯守边的事件，可以衍生出古道上天籁般

的铃声，可以衍生出古刹佛音，可以让你结缘于木莲盛景。其三，

书中演变出永平曲硐的前世和今生的沧桑岁月，博南古道穿村而

过的场景历现了永不泯灭的舞台。其四，杉阳古驿出现于澜沧江

之岸，出现于杨升庵“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巨幕之下，逝水茫茫，

永生者获得了时间的吟诵。其五，埃德加·斯诺的永平与徐悲鸿

所历经的永平都会呈现在你眼前，犹如秋树之橘在远天悬垂，云

过来了，永逝者的形影重又回到人间。其六，书中还有永平谱牒，

这是另一个版图，数千年里弹指而逝，然而那些神秘的家谱家史

仍然在天地间轮回穿行着。其七，书中还有曾经的霁虹桥，水下

的摩崖石刻，有博南山上的战争，有前沿与后方。

历史在演变着历史，正像云在变幻着云，水在变幻着水，

路在变幻着路，人心在变幻着人心——从书中所揭开的是一幕又

一幕的壮景，无论它是化石还是眼泪都是历史进程中的历史。《边

屯——古今前沿与后方》是我迄今为止读到过的以永平为文化大

背景而撰写的最为丰厚的文化散文，每每想到与张继强和永平众

文友们在永平渡过的短暂数日，内心就会百感交集，我们的生命

只不过是践行梦想的一个过程。因而，我深信大梦者的汉武帝开

创了帝国边疆的博南山古道是一个梦，军屯守关的将士们将这个

梦绵延到古澜沧江岸，再绵延到国际大通道的历史进程中也是一

个梦的篇章。除此之外，茫茫古道上的马帮商队是一个梦，那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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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深处有云烟滚滚将梦穿越到了另一些神秘的国度。除此之外，

宝台山的金光寺和木莲绽放也是一个梦，梦织梦就是人的一生也

是佛教的神学弥漫。除此外，杨升庵的流亡也是一场梦，那些淘

尽寂寞和浪涛滚滚于天上人间的梦，直到今日，仍被我们缅怀不

已。除此之外，博南古道上的古战场以及永历帝的逃亡也是一个梦，

在梦的追杀中历史获得了真理的幻变魔境。除此之外，曲硐和杉

阳的前历史遗梦是下一场梦的再延续，消失的霁虹桥将拥有的是

梦的再一次轮回。除此之外，《边屯——古今前沿与后方》也是

一个梦，此梦将穿越千年岁月，将抵达千年古道再延伸到 21 世

纪的今天。

除此外，张继强的写作也是一个梦，梦织梦将尽显人生精

神之旅的跋涉，将蜕变世界揽于胸怀的探索之谜，这就是张继强

执着于为永平人文神学史境撰写《边屯——古今前沿与后方》的

历史和美学意义。

秋雨外，伟大而忧伤的博南古道如是说，《边屯——古今前

沿与后方》如是说，人类久远的人文传说如是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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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边屯溯源



一

秦国在四川修筑都江堰的时候，负责施工的李冰父子

就试着用开通道路的方式，开凿了从四川延伸到今天曲靖一

带的五尺道，想以此来拓展大秦帝国在南方的疆土，只不过

那时还没有“云南”这个名称。后来朝代更迭，秦汉交际

之时，战争使谁也忙不过来管理南方这块充满了未知的土地，

于是李冰父子开凿的五尺道只有关闭。

到了汉朝，经历了四代皇帝的经营打理，迎来了一个

国力强盛的时代，又遇上了一个宏图伟略、善于筹谋的刘彻，

于是尘封的五尺道重新开启。

汉武帝刘彻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偶然发现了有一条道

路能从南方迂回到西域，于是有了彩云南现的经典大梦。为

了追梦，汉武帝的军队在“汉习楼船”的背景下，就名正言

顺地开到了古滇池旁。于是从那一年开始，李冰父子开凿的

五尺道就得到了无限延伸，“云南”这个名字也逐步酝酿成

熟。“云南”所指的这块土地的范围也就逐步有所辖属，并

且成为历代中原王朝在大西南重点经营的一个大边屯。通过

两千多年的培植，“边屯”管理、边屯生活等蕴积下来的文

化现象遍布云南的每一个角落，也就是说，边屯文化现象在

云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所以说云南的边屯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云南丰富多彩

的历史民族文化有机组成部分，是云南弥足珍贵的人文资源

品牌。挖掘和推介云南边屯文化，其作用在于继承和弘扬我

们优秀的民族历史文化。云南的民族文化最优秀的表现在于：

世世代代居住在云南的众多民族，从始至终都能够相依相

携、共生共荣、和谐共处。这是云南民族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

这也是云南边屯文化的特质内涵。放到今天来看，这种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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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吸纳、融合的文化现象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如果用

这种传统的文化精神来作为现在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

基础，我们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构建和谐社会，更好地建设

我们的幸福家园，复兴我们的民族文化。

探寻云南边屯文化现象之前，我们得先来理解一下“边

屯”二字的含义、边屯文化的概念，以及边屯文化形成的

历史过程。

“边”字的繁写笔画多，但却是一个常用汉字，其内容

意义也十分丰富。我们熟知的就有着边疆、边关、边陲、边隘、

边塞、边地、边远和边缘等多个含义。这些含义总的可以

归结到两层意思上。第一层意思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的是

地域空间上的“边”，指距离中心地带最远或较远的地方称

之为“边”。在此基础上引申开来，就是用来指划定中心、

确定领域范围、包容认可内容的界限也叫“边”；第二层意

思是一个心理概念，指的是在政治、文化、经济、民族等

领域，远离主体、远离重点、远离热点焦点部分，这层意

思上的“边”，指的是非主流非重点的意思。

在“边屯”一词中，“边”既有地理上非重点的意思，

也有心理上非主流的意思。

“屯”字虽字形简单、笔画少，但今天它却不是一个常

用字。在大部分时候，人们常常把它理解成“屯集”“屯

军”“聚集”“积聚”的意思，当作动词使用。其实它最原

始的意思指的是“军队集中驻守的地方”，指的是一个范围，

是一个名词，并不是一个状态。

要真正理解“边屯”二字的含义，必须把“边”和“屯”

的两层含义都涵盖，否则我们也就无法理解“边屯文化”

的含义和内容。

“边屯”二字合起来，最初指的是边疆线上，有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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