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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这里踏上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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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兰津古道

2003 年 4 月 25 日 10 点整，由《民族画报》社、丽江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

丽江电视台、丽江地区“三江并流”申报世界遗产办公室联合组成的考察组离开

丽江，经鹤庆—大理前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首府六库，开始了对正在申报世界自

然遗产的“三江并流”地区进行考察的行程。

考察组此行的目的，是对丽江境外的“三江并流”地区进行初步调查；推进“三

江并流”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相关工作。考察成果，准备在丽江、昆明、北京等

地举办摄影展；在《民族画报》上以“丽江市人民政府协办”的方式连载十二期“三

江并流”地区的专题报道；制作、播放一部电视专题片；出版一部考察记。为此，

《民族画报》社的大腕记者成卫东老师做了充分准备，他甚至从北京给我带来了

睡袋、摄影包、采访专用笔记本、鸭绒大衣，还专门为我向《民族画报》社借来

了一个 28mm 广角的尼康镜头。

农历 3 月，是丽江坝子一年中最宜人的季节。大地上葱绿中夹杂着金黄，那

是正在灌浆的小麦和已经成熟的大麦、油菜共同组成的图案。村庄已经掩映在翩

翩绿树和盛开的桃花李花中，楸木树上盛开的紫色花朵，在新的时代已经失去了

“楸木花开，青黄不接”的象征意义，映衬着白墙灰瓦，与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融

为一体，整个丽江坝子给人的感觉是生机盎然，欣欣向荣。

我们庄重地在丽江南郊入城处的领袖巨像前拍照留念，以壮行色。

中共怒江州委书记解毅同志专门打来电话，询问我们的人员组成和行程计

划。解书记说，省里已经下达了明确指示，从 4 月 20 日开始，凡是“非典”疫

区来的客人都将被隔离观察。因为我们的采访组里有专程从北京赶来的《民族画

报》社记者成卫东先生，解书记要亲自确认他离开北京到达云南和丽江的具体时

间。我向解书记作了认真汇报，成卫东老师是应邀参加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建州

50 周年庆典之后到丽江来的，到达丽江的时间是 4 月 12 日；因为筹备采访“三

江并流”和丽江方面的原因，他在丽江停留，可以保证没有受到“非典”的传染

和影响。解书记非常认真地告诉我，按照省里的规定，凡是被检查出发热、咳嗽

等症状的外来客人都将被隔离观察。我向解书记报告说我们一定严格按照相关的

规定行事，认真接受相关检查，决不给怒江方面惹麻烦。

果然，在我们到达丽江关坡收费站时，就见到从大理方向进入丽江的车辆和

行人都在接受检查和消毒。医务人员穿着白大褂，戴着大口罩和橡胶手套，一副

如临大敌的模样。有人在给车子喷洒药水，客人排成长串接受检查。昨天晚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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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丽江行署驻北京办事处的几个同志回到丽江，被请到了隔离点隔离观察，

不准回家。当时以为是笑话，现在看来，是真的了。云南省防治“非典”的统一

行动，和我们的考察活动在同一天开始了。

虽然只是一山之隔，丽江南面的鹤庆坝子已经进入麦收季节，不论是鹤庆

坝子或是松桂一带的坡地梯田，大麦、蚕豆等作物已经收割完毕，金黄的小麦已

经成熟，有的田地已经开镰。鹤庆的许多土地种植了大麦和啤酒麦，具有悠久历

史的“鹤庆乾酒”不仅让农民增加了收入，也给田园增加了新的色彩。

由于地缘关系，历史上丽江和鹤庆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非常密切。“丽

江粑粑鹤庆酒”从古至今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云南特产；滇西北地区一直有一个特

殊的名称叫“鹤丽剑”，指的就是鹤庆、丽江、剑川三个县。元代中央王朝在云

南设立土司制度，鹤庆、剑川等丽江周边地区属于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势力范

围；明朝时期，为了防范土司，明王朝不仅在丽江周边的永胜、鹤庆等地进行大

规模的军屯，还将丽江辖下的永宁、蒗渠（今宁蒗县）、兰坪（今兰坪县）、顺

州（今永胜县境内）、维西（今属迪庆州）等地区划归鹤庆管辖。解放战争时期，

丽江、剑川和鹤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经过艰苦努力，组建了革命武装，解放了滇

西北地区，首届丽江专员公署就曾经设立在鹤庆，管辖现在的丽江地区、迪庆藏

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之后，鹤庆县和剑川县才从

丽江专区划归大理州管辖。因此，不仅历史以来纳西族和白族人民就在丽江和鹤

庆交叉居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而且很多两地干部由于解放初

期的革命工作需要而异地任职，最后落脚生根在了客居地。

鹤庆的金、银、铜等金属制品、木制品和酒、火腿、猪肝鲊、糕点、小食

品等产品，在滇西北和西藏地区拥有极高的知名度，这些商品曾经在“茶马古道”

上随着马帮翻山越岭，畅销丽江、迪庆以及西藏各地。改革开放以前，丽江、迪

庆等地的各族同胞都要在结婚时置办一套鹤庆工匠制作的铜器生活用品，这套工

具不仅可以终身使用，而且还可以作为传家之宝遗留给后代；在丽江以北的广大

藏区，鹤庆生产的金属制品是藏民们梦寐以求的好东西，甚至在拉萨的布达拉宫

和其他寺庙里，也随处可见来自鹤庆的各种佛像、法器等宗教用品以及木雕、酥

油茶具、酒具、水具等高档生活用品；很多鹤庆工匠甚至被请到藏区，常年居住

在寺庙和有钱人家里专门制作各种用品；有的鹤庆商人和铜、银、木、皮匠人远

离家乡，常年在西藏各地开店经商，成为满口藏语的“常住大使”。

鹤庆被兰花专家称为“中国名兰之乡”，鹤庆的兰花种植艺人培育的高档

兰花在国内外有着广阔的市场和很高的声誉。随着滇西北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

产业的建设，鹤庆和丽江的经济关系日渐密切，就连繁忙的丽江机场，也是征用

了鹤庆县的部分土地才建设起来的；丽江古城出售的旅游产品里的许多金属制品、

蔬菜、肉食等商品都来自鹤庆；未来旅游经济跨越行政区划走向地理板块经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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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鹤庆和丽江的联系将更加紧密。现在，鹤庆实际上已经成为丽江旅游产业发

展的“南大门”和“后花园”。

从丽江经鹤庆到达大理的道路，是古代云南省内的交通要道之一。这条古道

在唐代樊绰所撰的《云南志》（又称〈蛮书〉）中就有记载：“宁北城，在汉叶

榆县之东境也。本无城池，今以浪人诏矣罗君旧宅为理所。东地有野共川，北地

有虺川，又北有匮川，又北有郎婆川，又北有桑川，即至铁桥城北九赕川。”著

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解释这段文字说：“宁北城，在邓川北 30 里。野共川，

在邓赕以北，与剑川近，为宁北城东地，盖即今之姜邑坝，为鹤庆南部与邓川交

接之处。宁北城之北，以牛街三营坝为大，疑虺川在其地，又北则有松桂坝，有

平畴富饶，疑匮川在其地。松桂之北则鹤庆坝，疑即郎婆川，今纳西语称鹤庆为‘冷

普赕’，疑为郎婆川之对音。《元史·地理志》丽江路通安州曰：‘昔名三赕。’

疑三赕即桑川，郎婆川以北之平地也。巨津州即今之巨甸，土名剌巴，即罗婆，

故称罗婆九赕也。”择其大要，则可以用现代汉语这样表述：这条古道从大理起

始，往北一直可以到达邓川、姜邑、牛街、松桂、鹤庆、丽江、石鼓、巨甸，然

后进入藏族地区。上世纪 90 年代后，这些古道被研究西南地区历史文化的专家

学者冠以“茶马古道”的名称，成为云南省重点考察和开发的文化旅游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修通了丽江至鹤庆，鹤庆至剑川、洱源、大理

等地的省道公路，作为 214 国道的副线，原来只是土石路面。1994 年，云南省确

定了加快滇西北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产业建设的整体发展战略，明确了“发

展大理、开发丽江、启动迪庆、带动怒江”的战略构想，提出了“丽江古城”和

“三江并流”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任务；制定了保护大理古城、丽江古城、滇西

北自然生态的工作措施。为了推动丽江地区和迪庆藏族自治州的旅游产业开发，

大理至丽江的省道公路被加宽改直，建成了准二级路，使丽江到大理的行车时间

由一天缩短到了两个多小时。中午时分，我们已经坐在蝴蝶泉边的餐馆里品尝大

理名菜酸木瓜炖鲫鱼了。

饭店旁，有几个白族妇女在向游客推销银首饰、缅桂花、古钱币以及其他杂

七杂八的东西。我被一位卖古钱币的老太太缠住了，她的嘴里一连串地说着家里

困难要钱盖房子要供孙子上学等等，向我推销袁大头。实在没办法，我只好花了

40 元，跟她买了一枚袁大头，一枚老寿星，一枚一面是凤凰、一面是太后的银币，

我知道那些东西肯定是假的。

进入大理，我们没有碰到“非典”检查，我判断省里的规定可能是进入云南

的客人才需要接受检查，而出境和在云南境内活动的客人则不需要接受检查。

车子从新建的“大丽一级”公路上呼啸而过，可以在欣赏东边的洱海的同时，

欣赏西边的苍山、三塔、大理古城、蛇骨塔等景观，以及在田里插秧的农民。

大理市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首府、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滇西北的交通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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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和云南省的重要工业城市。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山水风光秀丽多姿，有

“风花雪月”的美称，即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大理是中国西南边

疆开发较早的地区，远在 4000 多年前，大理地区就有原始居民的活动，是云南

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彝族、白族等少数民族的先民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

上创造了大理地区的远古文明。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大理曾经是云南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有

着显赫的地位。秦、汉之际，大理是“蜀·身毒国道”（从四川成都，经云南大理、

保山进入缅甸，再通往印度）的必经之地。汉元封年间 ( 公元前 110 ～ 105)，

汉王朝在大理地区设置了叶榆、云南、邪龙、比苏 4 县，属益州郡管辖；唐代

武德年间 (621)，唐王朝在洱海地区置有“8 州 27 县”；开元二十六年（公元

738），洱海地区“六诏”中发祥于魏山的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洱海地区，

建立了南诏国；唐昭宗天复二年 (902)，南诏权臣郑买嗣发动政变，建立了大长

和国；后晋天福二年 (937)，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国；1253 年，元世祖

忽必烈率军灭大理国，建立云南行省。南诏、大理国历经唐、宋两朝，达 500 余

年，使云南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统一体。

从公元 8 至 13 世纪的唐宋 500 多年间（即从公元 738 年南诏国建立至公元

1253 年大理国覆灭），大理一直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诏、大理

国的都城所在地，号称“文献名邦”。

大理一直是云南省的重要旅游区；当丽江还不知道旅游对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作用的时候，大理的旅游产业就已经非常红火了。20 世纪中后期，著

名民族风情电影《五朵金花》和著名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使大理声蜚海内外，

1983 年，我就参加过“大理一日游”，甚至花了两元钱在大理古城参观过一家“民

居花园”。丽江地区和迪庆藏族自治州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旅游开发之后，

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香格里拉、玉龙雪山、泸沽湖、梅里雪山、虎跳峡等旅

游品牌名扬海内外，从昆明经大理、丽江到迪庆的旅游线路一直热闹非凡，号称

云南省的“黄金旅游线”。往年这时已是旅游旺季，“大丽一级”路上应该是旅

游车辆川流不息；现在却是“门庭冷落鞍马稀”，见不到多少旅游车辆了。

公路从下关城外绕过，过西洱河经下关城西面的山脚与大理至保山的“大

保高速”公路相连。大保高速公路其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杭州—云南瑞丽“杭瑞

高速”中的大理至保山段。从公路上向东望去，下关城区尽收眼底，靠海的新城

和靠山的旧城展现出下关发展变化的轨迹，新区的现代色彩和旧区的暗淡模样，

对比非常强烈。

滚滚浓烟弥漫在西洱河南岸，我们原以为是工厂的污染，认真看看，原来

是山上正在烧山火，几辆车停在路边，一些人在往火场方向爬上去。四月的滇西，

风干物燥，正是森林防火难度最大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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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保高速公路并行的旧公路，属于国道 320 线，也就是滇缅公路的下关至

畹町段。由北而南的国道 214 线在下关与由东往西的国道 320 线交汇，然后继续

南下经临沧到达景洪；320 国道则由大理往西经保山到达瑞丽，再通往缅甸，因

此也称为“滇缅公路”。滇缅公路全长 960 多公里，其中昆明至大理下关段 410

多公里于 1935 年建成，下关至畹町段的 550 多公里则是在抗日烽烟最浓的 1937

年 12 月开工建设的。当时，为了把外援的抗战物资从缅甸运往昆明，云南省的彝、

白、傣、苗、傈僳、景颇、阿昌、德昂、回、汉等各民族军民共 20 多万人，以

世界之最的速度建成这条运输大动脉。据相关史料记载，这一工程从 1937 年 12

月全线开工，至 1938 年 8 月 31 日建成通车，只用了短短的 9 个月时间，创造了

人类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至 1942 年 5 月缅甸、畹町被日本侵略军攻占时，滇

缅公路共运输了 45 万多吨援华抗战物资，有力地支持了国内的抗战。解放后，

这条公路一直是滇西、滇西北的主要对外交通线。2002 年 10 月大保高速公路建

成通车后，滇缅公路的交通压力减轻了许多，但还是滇西的重要交通线。

我们的车子刚出漾濞县境，就被交通警察拦下，说前面的高速公路因为发

生了车祸不能通行，要我们改道从老路通过。进入永平县境内，我们看到许多被

堵塞的车辆在大保高速公路上排成了长龙。

在永平境内，我们在 38 度的高温下越过浊流滚滚的澜沧江。其实走出鹤庆，

我们就进入澜沧江流域了，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的洱海，就是澜沧江流域最大

新修的大保高速（国家高速公路网杭州至瑞丽线大理至保山段）和国道 320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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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三江
——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考察散记

的湖泊。澜沧江边，火红的扶桑花、潇潇洒洒的大叶芭蕉、香蕉和开满奇异花朵

的剑麻，显现出与金沙江流域的丽江完全不同的异域风光。

从地图上看，著名的功果桥就在永平境内的澜沧江上，位置应该在公路桥

的上游不远处。可惜由于要赶时间，我们不能拜访这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横跨

澜沧江、建立了伟大功勋的历史名桥，瞻仰它的风采了。

据汉文典籍记载，中国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云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起始

于秦汉时期。秦国确立了统一六国的远大战略之后，逐步征服了成都平原及其周

边地区，然后渐渐把云南地区纳入势力范围；秦国的一代名相吕不韦家族的发配

地就在云南的保山一带，为了警示后人，还专门在这里设立了“不韦县”。而从

滇西跨越澜沧江的古道，在汉代的文献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大

宛列传》中写到，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向皇帝汇报说：臣在大夏时，见到了邛竹

杖、蜀布等来自云南和四川的土特产。皇帝问他：“大夏怎么会得到这些东西？”

他回答说：“大夏国人说：‘我们国家做生意的人从身毒交易回来的。身毒在大

夏东南大约数千里之外。那里的人民和风俗都与大夏相同，但是却土地低洼、气

候潮湿、炎热难耐。那里的军队把大象当坐骑，用大象武装的骑兵参加战斗。那

里的土地面临大海。’据我推测，大夏距离我国 1200 多里，位于我国的西南面。

身毒国又位于大夏东南数千里，有从云南、四川交易得到的物品，这样看来，身

国道 320 线上的澜沧江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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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距离云南和四川已经不远矣。现在我国出使大夏，要经过羌人的属地，道路险

恶，羌人又要阻拦；从北边走，又要被匈奴阻拦；如果从云南和四川走，道路应

该更近，而且又没有贼寇阻拦。”

张骞汇报和推测的结果是，“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伊朗）之属皆大国，

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

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

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  

，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

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

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

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

《后汉书》记载：永平十二年，得哀牢地，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行者苦之。

歌曰：“汉广德，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他人。”现在能够见到

的云南历史上最早载于汉文文献典籍的诗歌，正是这首《兰仓歌》。《后汉书》

记为东汉时的作品，《华阳国志》认为是西汉武帝时的作品。这首歌谣，是汉代

就有澜沧江古道和中原地区的“行者”到达过这里的铁证，只是它的作者和它出

现的具体时间，却成了历史之谜。

唐代樊绰的《云南志》（《蛮书》）中，记载了另一首与兰津古道有关的诗歌，

那是来自洱海之滨经过兰津古道、翻越高黎贡山经商的商人们抒发一年四季不能

回家的怀乡曲：“冬时欲归来，高黎贡上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

归来，平中络赂绝。”

车到永平县瓦窑镇，离开滇缅公路转向西北，经漕涧直向怒江傈僳族自治

州首府六库。漕涧坝子并不太大，但却号称是云龙县的粮仓。一条小河从坝子中

心穿流而过，坝子周围的山坡上是层层梯田。农民们已经收割完麦子，在公路边

打场。焚烧麦秸的浓烟从田里滚滚而起，在蓝天白云间自由升腾，给人带来更加

燥热的感觉。

走过漕涧坝子，公路就进入深深的峡谷，顺着老窝河在峡谷里穿行。老窝

河是怒江的一条不算太大的支流，峡谷两岸的山坡几乎是垂直地矗到河水里，河

上建有三级电站。在峡谷中的一个三岔路口，车子被交通警察拦下了。

路边支着简易帐篷，摆放着几张办公桌，一辆客车和车上的乘客正在接受

检查。警察让我们下车，检查驾驶执照、行车执照；医务人员给我们登记身份证

件、量体温，给车子喷药水；还有武警战士在值班。我们被要求从一块据说是由

消毒液浸泡着的垫子上走过，然后在一桶消毒药水中洗手。那块垫子下面铺着塑

料布，周围用砖头搭成埂子，里边盛着药水。医务人员反复盘问了成卫东先生的

情况，什么时候离开北京、什么时候到的云南、什么时候到达丽江、在丽江住了

国道 320 线上的澜沧江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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