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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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诏王朝淡淡的背影

历史的沧桑巨变在苍山洱海周边地区留下了一个王朝———南诏王
朝的淡淡的背影……

巍峨的苍山，像一只巨臂一样，高耸入云的苍山十九座山峰，望
夫云缭绕玉局峰，山脚是绮丽、柔美的洱海，烟波茫茫，风帆点
点……

相当于中原唐朝时期，约７３８年至９３７年之间，在云南洱海地区
出现了六个比较大的部落联盟，史称六诏。这六诏分别是蒙嶲诏———
大约在今天的巍山县北部至漾濞县；邓赕诏———约在今天的邓川县；
浪穹诏———约在今天的洱源县；施浪诏———约在今洱源青索乡一带；
越析诏———约在今天的宾川一带；蒙舍诏———在今天的巍山县一带。
蒙舍诏地处六诏的最南面，所以又被称为南诏。六诏不相臣服，各自
为政，其中蒙舍诏势力最为强大。

“诏”是当时少数民族对王的称呼。在六诏中，南诏势力最强，
它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消灭了其他五诏，统一六诏，这主要得益于唐
王朝的大力支持。７世纪中叶，吐蕃势力崛起并逐渐南下，延伸到云
南洱海地区和四川盐源一带，兵锋直逼成都，直接危及唐王朝对西南
地区的统治。在这样的形势下，唐王朝采取的重要决策之一就是加强
对南诏势力的扶植，希望借此能遏制和消除吐蕃在洱海地区的势力和
影响，同时达到控制滇池、洱海地区的目的。另外，在六诏当中，蒙
舍诏也是一个雄心勃勃、具有战略远见的部族，在政治上显得更加灵
活和主动，对唐王朝一向采取亲附政策。细奴逻创建南诏蒙舍王国以
后，就多次派遣各级人员到长安城朝觐大唐皇帝。南诏人员每到长
安，都受到大唐皇帝的召见。同时，第四代南诏王皮逻阁骁勇善战，
他不断征服各个诏都的捷报传到了唐朝皇帝的手中，又有其子阁罗凤
鼎力相助，皮逻阁更是如虎添翼。经过艰难的战争，皮逻阁统一了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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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他像是一卷狂风，呼啸袭来，将其他五诏的权力、土地统统收入
自己的囊中。

唐开元二十六年（７３８年），唐王朝册封蒙舍诏第四代诏王皮逻阁
为“云南王”。至此，南诏的概念不再是指那个仅占据巍山地区的南
诏，而是据有云南以及更广阔区域的，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联系的边
疆民族地方政权。统一后的南诏，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富裕，社会呈
现出“家饶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廪”的繁荣景象。原来寂寞无所闻
见的中国西南部广大地区，因南诏王国的出现，变得有声有色，并开
始参加了中华的历史活动。

土墙上的南诏十三代王名榜

其实，自西汉武帝时起，中原王朝的势力便开始正式进入云南地
区。伴随着王朝政治军事势力的介入，汉族移民、商人也开始逐步迁
入云南，汉文化随之在云南传播。此后到唐朝初年的八个多世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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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经过不断融合，由此引发了云南民族、文
化、历史的改变，并形成了云南民族历史文化的主要特征。 “大姓”
与“夷帅”据地称雄，“土著”势力此消彼长。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形
势下，众多迁入云南的汉族移民与内地失去了联系，为了在当地生存
下去，不得不“变服从其俗”，走上“夷化”的道路。大多数汉族移
民融入云南当地各少数民族之中，创造了云南灿烂的青铜文化，并进
入到“椎髻、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业民族群体之中。汉族移民与
原土著农业族群的融合，最终促成了“白蛮”部落群体的形成。两晋
南北朝时期，爨氏称雄于云南。爨分东西二部。今滇东及滇东北地区
为“东爨乌蛮”分布区；滇中及滇西地区为“西爨白蛮”分布区。
“西爨白蛮”是“白蛮”部落的主体。

南诏是中国历史上在西南边陲地区占有重要地位的少数民族建立
的国家政权，自７３８年皮逻阁统一六诏起至９０２年郑买嗣篡权灭南诏
止，首尾凡一百六十五年。其疆域包括今日云南全境和贵州、四川、
西藏的一部分，以及越南、缅甸的部分地区。南诏蒙氏政权自细奴逻
到舜化贞，经历了十三代诏王的统治。他们是：第一代王细奴逻，第
二代王逻盛，第三代王盛逻皮，第四代王皮逻阁，第五代王阁罗凤，
第六代王异牟寻，第七代王寻阁劝，第八代王劝龙晟，第九代王劝利
晟，第十代王晟丰佑，第十一代王佑世隆，第十二代王隆舜，第十三
代王舜化贞。如今，这十三代诏王早已消失在历史激荡的风云之中。
背靠苍山、面向洱海的南诏古城太和城的红墙黄瓦、高大巍峨的南诏
王宫只剩下很少的遗迹，在历史的黄昏中只留下点点昏暗的身影；太
和城前矗立着南诏德化碑，经过历史的凄风苦雨的浸泡，文字早已斑
驳；剑川石宝山，石钟敲响，巨大的石窟，第二窟“阁罗凤出巡图”
的石像，留下了石头写就的历史，保存着南诏一代君王的身影……这
些都曾与南诏王国紧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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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诏王国的崛起

巍山是南诏的发祥地，南诏国前四代王细奴逻、逻盛、盛逻皮、
皮逻阁都在巍山建城。巍山地处哀牢山和无量山上段，境内河谷、盆
地、山地相间分布，土地肥沃，资源丰富。这里海拔悬殊较大，其中
河谷最低海拔１１４６米，山地最高海拔３０３７米。高山河流，气势磅礴。
气候属北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

南诏国王姓蒙，始祖名舍龙，生子细奴逻。６４９年，细奴逻在巍
山境内建立蒙舍诏。经过四代诏王的努力，南诏终于成为六诏中最为
强大的一诏。

传说始祖蒙舍龙是为了避仇家自哀牢（今云南保山）迁居到蒙舍
川。舍龙生子龙独逻，又名细奴逻。唐贞观二十三年（６４９年），蒙舍
酋长张（张是白蛮大姓）乐进求让位给细奴逻，细奴逻开始实行世袭
制。６５３年，细奴逻遣子逻盛入唐朝，唐高宗任细奴逻为巍州刺史。
南诏对唐十分友好和恭顺，得兼有阳瓜州（今云南巍山）土地。６７４
年，细奴逻去世，年５８岁，后来追尊为奇嘉王，庙号高祖。其子逻盛
继位。逻盛又名逻盛炎，蒙舍诏第二代诏王。唐永徽五年（６５４年），
蒙嶲诏攻击蒙舍诏，细奴逻遣子逻盛入唐，求唐保护。６７４年，细奴
逻去世，逻盛继位。逻盛多次入唐。７１２年，逻盛在长安病逝，年７９
岁，追尊兴宗王，庙号世宗。其长子蒙炎阁继位，结果没过多久就去
世了（与父亲一样死在长安）。蒙炎阁之弟盛逻皮继位。盛逻皮在位
期间与唐朝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７２８年，盛逻皮病逝，年５６岁，追
尊威成王，庙号太宗。

作为蒙舍诏第一代诏王的细奴逻对蒙舍诏的发展壮大是有很大功
劳的。细奴逻在位时，他在巍山修建城池，发展农业。他常常站在城
池上向远方眺望，当看到巍山坝子里繁茂的庄稼和努力耕作的农夫
时，他感觉到巨大的满足。他的臣民，蒙舍诏的老百姓平静地在这里
４



生活着，生生不息地繁衍着。而另外五诏，它们由南向北依次排列
着，也和谐地相处着。

盛逻皮去世后，唐开元十六年（７２８年），其子皮逻阁继位。皮逻
阁为蒙舍诏第四代诏王，是六诏统一后的南诏国第一代诏王，也是南
诏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诏王。在他继承王位之前，蒙舍诏只是六诏之
一。当他当上诏王时，他所追求的已经不仅仅是像祖辈那样只要拥有
粮食，让南诏的臣民吃饱喝足、安居乐业就行了。他有更大的野心，
更宏伟的愿望，仅仅作为六诏之一的蒙舍诏如何能够承载他的理想
呢？于是，一个称王的欲望如火焰般开始熊熊燃烧起来。他希望其余
五诏，或更多的地盘成为南诏的属地，希望更多的人民对他称臣，他
希望消灭五诏，成为统一的南诏……

皮逻阁想成为一代霸主，他深深地思考着，焦虑着。到底如何
做，才能将五诏消灭掉，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南诏？这成了他的担
忧，他的牵挂。他坚信，凭借着坚韧的信心，一切阻碍他实现雄才大
略、一统六诏的障碍终将被清除。经过他的经营与拓展，蒙舍诏终于
统一洱海地区，进兵爨地，并吞滇池地区。蒙舍诏发展成为“南国大
诏”。“南诏”之名也由一诏而成为洱海地区之统称，南诏终于发展为
统治整个云南及其周边广阔区域的西南地方政权。此等丰功伟业，与
皮逻阁的雄才大略密不可分。

六诏统一前，邓赕诏、浪穹诏、施浪诏及河蛮依附于吐蕃，而越
析诏、蒙嶲诏及蒙舍诏（南诏）归附唐朝。

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皮逻阁审时度势，充分利用婚姻和亲与唐
王朝支持这两把利剑，在保存实力的同时，发展与壮大自己。继位当
年，皮逻阁即远赴成都会见唐剑南西川节度使王昱，请求唐王朝支持
他统一六诏。他的请求获得唐朝廷的同意。因为唐王朝为减轻与吐蕃
接壤的边患，便支持南诏统一各部落。７３７年，唐朝派御史严正诲协
助南诏攻下石和城、石桥城，占太和，袭大厘，逐河蛮，之后又继续
兼并各诏，先灭越析，次灭三浪，又灭蒙嶲，很快统一了六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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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洱河地区为基础的南诏国。次年，唐玄宗赐皮逻阁名为“蒙归
义”，晋爵为云南王。７３８年，皮逻阁谋乘胜兼并五诏，请求合六诏为
一。剑南节度使王昱向朝廷代请，得唐玄宗的允许。唐玄宗给王昱敕
文里说，蒙归义效忠出力，讨伐西蛮，“彼（指五诏）持两端（附唐
也附吐蕃），宜其残破”。当时唐与吐蕃争夺安戎城，战事激烈，皮逻
阁攻五诏，有牵制吐蕃的作用。

这一年（７３８年），皮逻阁正式确立了南诏王国的地位。
７３９年，南诏皮逻阁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直到南诏王国

消亡。
另一方面，皮逻阁充分利用婚姻和亲。皮逻阁娶了邓赕诏王丰咩

的妹妹、施浪诏王施欠望的女儿遗南等女子为妻，与浪穹诏、施浪
诏、白崖城三个部落结成联盟。这样，从唐开元二十年（７３２年）开
始，皮逻阁率数万骁勇，经过五年的南征北讨，渐次灭掉其他五诏与
河蛮，并击退了吐蕃的势力，摆脱了吐蕃的控制和压迫，并在洱海地
区的上关、下关筑龙首关、龙尾关，在今喜洲筑大釐城，并派兵驻
守，严防北部吐蕃的入侵和干扰。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皮逻阁获得
了成功。

历史往往同情弱者而指责强者。皮逻阁军事征服五诏、统一洱海
地区的过程，被人们演绎成“火烧松明楼”的故事，有人甚至说“松
明楼上一把火，赢来南诏千秋业”。民间有这样一种传说，认为皮逻
阁是采用不正当的手段“火烧松明楼”，从而消灭五诏而成为南诏王
的。故事说，皮逻阁为了消灭五诏，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杀人
灭口的毒计：设宴松明楼，请五位诏王前来祭祖，乘机将他们一网
打尽。

用松枝搭起的“松明楼”，散发出幽幽的清香。传统祭祖的日子
终于到来，就在这年即唐开元二十一年（７３７年）六月二十四日这一
天，皮逻阁召集另外五诏的诏王前来祭祀他们共同的祖先，传说他们
的祖先和南诏王的祖先同是一母所生的兄弟。皮逻阁准备了足够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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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也准备了足够的美食。五位诏王开怀畅饮，他们毫无防备，酒酣
之际，早已卸下了铠甲战衣，尽情地享受着。殊不知，他们将要为自
己的麻痹大意而埋下生命的账单。看到已经烂醉的五位诏王，皮逻阁
悄悄地下了楼，然后点燃了完全用最易燃烧的松枝搭成的酒楼。南诏
上空，熊熊燃烧起一团团火焰，而诏王们毫无察觉，依旧畅饮着美
酒。不多久的工夫，火焰已经染红了天际。等诏王们清醒过来，这一
天已经成为他们的末日。皮逻阁眼看着松明楼坍塌，听着楼里诏王们
的嘶喊声，望着熊熊燃烧的火焰，欣赏着自己用智力和杀戮的力量导
演的这出戏，仿佛已经看见了他的南诏国崛起的曙光，心中暗暗地笑
了。五诏已灭，蒙舍诏———南诏的诏王皮逻阁最终“雄魁六诏”，于
７３７年尽收五诏入版图，完成了统一洱海区域的霸业。

由“火烧松明楼”，洱海边又引出了白洁夫人的故事和传说。据
说，在大理地区，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的火把节，七月
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的茈碧湖海灯会、喜洲等地的耍海会等民俗，都
与纪念这位白洁夫人有关。

邓赕诏诏王的妻子白洁夫人美丽而聪慧，当她得知诏王，自己的
丈夫收到皮逻阁要在星回节期间召集五诏诏王集会并举行祭祖仪式的
请柬时，凭她的政治智慧以及对近来局势的观察，她便已预感到这是
蒙舍诏欲加害五诏诏王、吞并五诏的阴谋诡计。她仿佛看到松明楼的
熊熊大火烧去了她的爱人、她的生活、她的希望，她竭力劝说丈夫不
要去赴宴。然而，邓赕诏诏王，她的丈夫没有听从她的劝告，执意前
往。他觉得蒙舍诏依靠着唐王朝的势力已然十分强大，这时候如果拒
绝皮逻阁的邀请，将引起不必要的战争。在丈夫临行之际，白洁夫人
冥冥之中似有一种不祥之感，便将自己手腕上的一只铁手镯取下来戴
在他的手腕上。她只希望自己的手镯陪伴着丈夫，就像是自己在他身
边一样。

果然，松明楼一场大火吞噬了除蒙舍诏之外的五位诏王。听到丈
夫的噩耗，白洁夫人只身前往，站在松明楼外，她闻到了一股浓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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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味，她难以想象这是事实。推开门，望着眼前狼藉的一片，她拼命
地用纤细的双手掏着灰烬，在一片废墟中挖刨寻找丈夫的骸骨，直至
鲜血直流。她就是凭着戴在丈夫手上的那只铁手镯找到了丈夫的骸
骨。蒙舍诏诏王，这位松明楼事件的策划者和行凶者皮逻阁被她的行
为所感动，仿佛看到了神圣的女神，如此美貌、机智、忠心耿耿、心
地善良，令他神往，于是他产生了要娶白洁夫人为妃的念头。感情取
代了一切，并且这种念头立刻取代了他想称霸、他想要的那个宏伟目
标的欲望。为此，皮逻阁答应了白洁夫人的要求，在松明楼下设置庄
严的灵堂，以此祭奠诏王们的灵魂，并亲自将他们的灵柩送回遥远的
故土安葬。既然皮逻阁已经决定娶白洁夫人为妃，那么必须准备世界
上最美丽的花船前去迎接她，其间他们必须渡过宽阔的洱海。他答应
了白洁夫人的所有要求，只要能够征服她、获得她，面对任何条件，
他都答应、妥协，他难以抗拒这个女人。嫁娶的日子到了，当他们的
婚船驶入洱海中时，一阵波涛侵袭而来。皮逻阁站在船头，任凭海风
的吹拂，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征服者的快感和胜利的喜悦。他伸出手想
把身旁的美人搂在怀中，可是这一搂却搂了个空，白洁夫人像苍山上
的白云一样飘然而去。他不甘心，白洁夫人马上要成为他的王妃，他
作为一统江山的王者，怎么会抓不住她呢？他再一次张开双臂想要抱
住白洁夫人，却又扑了个空。白洁夫人已经来到船舷边，并朝着翻滚
着浪花的洱海纵身一跃。这一跃，她去到了一个自由的国度，一个属
于自己的天堂，一个灵魂的归宿，一个没有战争与杀戮的土地，一个
可以与她的爱人———邓赕诏诏王团圆的地方。皮逻阁瞬间怔住了，眼
前这一切给他重重的一击，击败了一个骄傲的灵魂。皮逻阁命人打捞
了三天三夜，却是徒劳一场空。他痴痴地望着洱海。偶尔，海风会拂
过他的面庞……

关于白洁夫人的传说一直在洱海边广泛地流传。
这是一个传说，随着时光流逝，上千年前的历史只留下一些断句

残语，留下点点滴滴。那些流传了上千年的故事，或留在古籍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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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你知道哪件事是真，哪件事是假？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
另外一个版本的传说还描述了一个智慧的白洁夫人。据说白洁夫

人知道蒙舍诏王皮逻阁欲强娶她为妻，一方面佯装同意，以麻痹皮逻
阁，另一方面在安葬了丈夫后，以坚贞不屈的精神率领部众反抗蒙舍
诏，决不屈服，直到最后。有传说她投海自尽，有说她绝食而亡。她
的节烈再次感动蒙舍诏王，最终蒙舍诏王封她为“宁北妃”，又将她
率众反抗所据有的城池命名为“德源城”。后来，人们把火烧松明楼
的这一天，演绎成为富有纪念意义的“火把节”。

松明楼的历史灰烬早已随风飘去，只留下残阳如血。白洁夫人坚
贞的爱情令青山失色，让洱海涨潮。而纵火者———南诏王皮逻阁，早
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人们崇敬他、纪念他。

世界上曾经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刚烈坚韧，勇敢果断，锐意进
取，渴望荣耀，崇尚光荣，他们凭借着自信与勇气、激情与梦想、勤
奋与意志得到了一切，并为历史作出了贡献。但他们有污点，有疏
失，甚至有罪恶，然而他们在疏失中是庄严的，在污点中是卓越的，
在罪恶中也具有雄才大略，正如伟大的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所
说：恶，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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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云南王” ———蒙归义

南诏疆域示意图

７３８年皮逻阁统一六诏，这只是其创立千秋基业的第一步。之后，
他又把目光投向更广的云南东部的爨地。爨氏自东汉时期开始，逐渐
控制了滇池以及滇池以东的地区。天宝初年，唐王朝加强了对云南东
部的统治，在滇池地区筑城修路，这引起爨氏的不满。爨氏利用筑城
修路给当地老百姓带来沉重负担的时机，鼓动民众联合起来，推举南
宁州都督爨归王做首领，攻占安宁城，杀死了筑成使竹灵倩。事件发
生后，唐王朝立即派中使孙希庄、御史韩洽、都督李宓率兵前去征
讨，同时又诏令南诏王皮逻阁予以配合。通过平息这次动乱，南诏的
势力也随之合法地由滇西发展到了滇池以东。总之，南诏以洱海地区
为基础，实行“拓东、镇西、开南、宁北”的军事战略，向四方开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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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土。通过东并爨区（滇池地区）、西开寻传、北定越巂、南通骠国
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南诏在东南西北四方建立了拓东城、安西城、铁
桥城、会川城等一大批重要的城镇和军事要塞，统治区域大为扩展：
东边与爨区相连，东南达越南北部，西边与印度接壤，西北部与吐蕃
接界，南面抵老挝，西南包括缅甸大部分，北边抵大渡河，东北与贵
州、两湖连接，地域范围“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

此时的巍山，一块小小的盆地已不能成就皮逻阁的王者之梦。他
要走出山去，走向洱海，走向被称为海的高原湖泊，那里毕竟比巍山
大得多。移居太和城是皮逻阁成为“云南王”的重要的一步，迁都正
是一个年轻政权谋求自身发展的重要选择。此时的蒙舍诏在政治、经
济、军事等方面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迁都也是一种极有战略远见
的选择。皮逻阁，这位智慧的南诏王，迁都之举为他的继承者铺垫了
一条通往巅峰的道路。

皮逻阁要在洱海边建一座完全属于他的城池，城池名曰“太和城”。
迁都并不只是表示一个地理位置的变动。一个政权，一旦有意识

地迁移统治中心，大多会选择一个比原来条件更好的地理位置，政
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必然占有优势，并有发展的余地。这样的迁都，
常常使政权走向强盛，走向巅峰。但是，迁都如果是由天灾人祸所逼
迫，就常常是一个政权开始风雨飘摇、走向衰亡的征兆。殷商王朝早
期曾经频繁迁都，直到盘庚统治时才最终定都安阳。此后，殷商王朝
就进入一个有二百七十三年稳定发展、走向巅峰的时期。而东汉末年
由于权臣作乱，都城被迫在董卓等人的裹挟下屡屡变迁，成为东汉灭
亡的不幸标志。

唐开元二十六年（７３９年），皮逻阁将蒙氏的统治中心从巍山移至
洱海西岸的太和城，以谋求更大的发展。同时，为防范北部敌人的入
侵，皮逻阁又在苍山和洱海连接的最狭窄处建立了一个防御性堡垒
“龙首城”，这些奠定了南诏政权进一步扩张发展的基础，而洱海西岸
的城镇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定都洱海西岸，这不仅仅是蒙舍诏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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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了南诏国和大理国的洱海
六诏的标志，也是洱海西岸社会发展、城镇发展的里程碑。

对南诏王皮逻阁而言，此次迁都的意义非同一般，都城从巍山迁
到苍洱地区，是谋求自身发展的重要选择，在自然、政治、经济、军
事等各个方面都有发展的优势，是明智之举。南诏之所以从巍山迁都
苍洱地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两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
水平的差异。南诏的发祥地巍山地处哀牢山和无量山的北端，在苍洱
地区的南面，虽然那里也有坝子，也有适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平坦地
带，土地肥沃，是种植禾稻的好地方，但是巍山的气候干湿季节分
明，春季干旱非常严重，而且周围峻峭的山岭阻碍了与外界的交通。
更不利的是，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巍山一带瘴疠横行。瘴疠是指亚热
带潮湿地区流行的恶性疟疾等传染病，在医学并不发达的古代，可以
直接威胁人的生命。相比之下，苍洱地区的自然环境、交通和社会经
济等发展状况远远优于巍山，将都城从巍山迁到苍洱地区无疑是最佳
选择。

当然，南诏迁都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的驱使。当时，年轻的
南诏充满活力，虽然它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基本统一了洱海地区，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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