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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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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是一位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美国人。他

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四星上将，他陪伴中国人民走过了抗战最艰难的岁

月。在中国，有专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公路——史迪威公路，这条公

路成为中国抗战的千里大动脉。他逝世的时候，美国本土媒体称他是

美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在人民中间享有崇高威望的军人之一。同事们

认为在历史的画卷中没有出现过比他对中国人民更为忠诚的朋友。

他逝世后，冯玉祥将军专程去他家中拜望祭祀。

朱德总司令在唁电中称：他的逝世不仅使美国丧失了一个伟大

的将军，而且使中国人民丧失了一个伟大的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记

着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他为建立美国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并

相信他的愿望终将实现。

周恩来也在唁电中指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他是最优秀的战

士……中国人民将永远把史迪威将军的名字铭记心中。

即使是与他交往颇有龃龉的蒋介石也亲笔撰写挽联：危难仗匡

扶，荡扫倭氛，帷幄谋谟资擘划；交期存久远，忽传噩耗，海天风雨

吊英灵。

史迪威将军，记载于中国现代史的著名人物。一个美国人，之

所以成为影响中国的著名人物，这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是

盟军在中国的最高军事代表、盟军中国战区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和中

国训练与战斗司令部司令。一个人身兼数职，不仅如此，他称呼蒋介

石为“花生米”以及他与蒋介石白热化的激烈冲突，也是他在中国出

名的一个因素。这位与中国有不解之缘的美国将军，能说一口流利的

汉语，并以汉字“史迪威”为名。他深谙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他的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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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遍布中国各省，他的戎马生涯中有

12个年头是在中国度过的。

史迪威不是作家，但有作家的头

脑和观察力，以及比作家还勤快的动

笔习惯。工作之余，回到家里，他情

不自禁地把自己在中国各地的见闻与

感受，以“中国生活散记”为题，写

了一篇又一篇的纪实小品，记下了当

时中国人的生活画面，以及他的所思

所想和个人经历。对中国社会的众生

相描绘得栩栩如生，有许多对话十分

精彩，使人感到谈话人就在眼前，有

声有色、神态逼真，所以他被人们称

做是“20世纪的马可·波罗”。史迪威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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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史迪威将军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公路

历史翻阅到20世纪40年代的1943年，一支部队隐踪潜迹，悄然

行进在缅甸北部人烟稀少的野人山原始密林深处。空寂的山谷里，在

那裸露于山涧沟坎的具具远征军将士遗骨旁，悄然开放的山花星星点

点，透露出早春的气息。

这支由美国两个工兵团以及中国军人组成的中美部队，是奉中

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驻印军队总指挥史迪威将军的命令，在美国

惠来少将与阿鲁斯密准将的指挥下，赶修从印度利多至野人山区的公

路。这条路最终将与从中国保山开始经腾冲的公路相接，成为滇缅公

路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滇缅公路在日本占领仰光失去缅甸出海口岸

后另寻的一条出海通道，这就是中印公路，后来人们也把它称为史迪

威公路。

1942年，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当时中国沿海港口均被

日军侵占，为保证中国抗战急需的物资运输，史迪威指挥中国驻印军

队浴血奋战，为打通中印公路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向中国空运抗战物

资开辟了捷径。目睹中国抗战的事实，史迪威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

应该将美国援华军火的一部分分配给卓有战绩的八路军。在他的推动

下，1944年7月，第一批美国观察组抵达延安访问，为美国政府和中

国共产党的直接交往创造了条件。

1942年，史迪威提出了“筑路加反攻”的双重战略，力争使中

国战场成为反击日本的主战场。甚至可以说，战役就为公路而发。 

1943年3月，盟军缅北作战指挥部成立，孙立人将军率新三十八师从

印度利多出发，消灭缅北的日军，以完成掩护修筑中印公路的任务。 

根据中美签订的《新德里协约》，这条公路从印度利多一路穿



4

越缅北，直到密支那与旧滇缅公路会合，双向开工，寄希望于打通当

时被日军封锁的最重要的输血通道。 

在野人山，在远征军将士的遗骨旁，中美工兵部队八千余人携手

并进。中国人在前面用大刀、斧头等原始工具砍树，美国的推土机则

在后面将路基开出来，而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数万名民工像蚂蚁般的

在路基上搬沙运石，忙忙碌碌。在野人山阴雨连绵、瘴疠弥漫的恶劣

的自然条件下，每天以2公里的速度，顽强地向前推进，再推进……

这是一条战争逼出来的公路，早在1940年，当作为当时中国唯一

的一条国际出海通道的滇缅公路上的惠通桥、功果桥连遭日机轰炸，

运输几次告停时，蒋介石便有过给滇缅公路多找一个出口的念头。

修筑中印公路的设想一开始便是在地图上策划的：以西康省西

昌（今四川省西昌市）为起点，经云南中甸、德钦，从德钦分南、北

两线，南线越云南贡山后，穿中甸北段未定界之葡萄（又名坎底，今

划归缅甸）至印度的塞地亚，再至利多为终点；北线经西藏察隅至印

度塞地亚与南线会合。到了利多以后，依靠印度的铁路和水路接加尔

各答或吉大港两出海口。

1941年3月8日，一支由交通部路政司司长袁梦鸿任队长，滇缅

铁路一总段段长陈思诚任副队长的中印公路勘测队出发了。5月21日

从西昌开始勘测。勘至云南中甸后，分南、北两组前进。北线组勘测

入西藏境内受阻，只得放弃。南线组经191天的长途跋涉，于11月27

日到达原计划踏勘地点——印度的塞地亚。历史似乎注定了这是一次

毫无结果的踏勘，动荡的年头，连人的命运都转瞬即逝，何况是一条

路，这次勘探没有成功。

1942年2月12日，中、英、印三国代表在新德里会议上把修筑中

印公路的问题摆到了桌面上。中国代表商震将军、英国代表卡尔爵

士、印度代表莫斯温中将就修筑中印公路达成协议，其路线为：利

多—甘昭关—葡萄—密支那—腾越（今腾冲）—龙陵，然后衔接滇

缅公路。路线测量和相应的工作立即开始。印度担任完成利多至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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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国负责龙陵经腾越、密支那至葡萄段。

4月，交通部电准先拨发中印公路密支那至利多段工程款缅币

1000万盾。

云南省政府设立修建中印公路募工处，开始在下关、保山、腾

冲设办事处招募民工。于是，六千多名民工浩浩荡荡开进缅甸，将用

他们的双手，在异国的土地画上一根粗粗的“红线”，为滇缅公路接

上新出口。

当这些风餐露宿

的中国滇西的老少民

工在异国的山野里搭

起窝棚，举起镐锄，

向荒山野岭要路时，

日军却闯进了他们的

家门。1942年5月3

日，日军侵占畹町、

遮 放 。 5 月 4 日 ， 龙

陵失守，日军进入龙

陵。5月5日，惠通桥

炸断，滇缅公路从此

中断，滇西沦陷。入缅民工历尽千辛万苦，返回家园。中印公路被迫

夭折。1944年，当这条公路重新获得新生的时候，那已是中国远征军

强渡怒江，驱倭寇于国门之外的隆隆炮声之时了。可以说，中印公路

是大炮轰出来的。

南端，足蹬草鞋的中国士兵沿滇缅公路节节推进，相继收复滇

西失地，打通中印公路南线的希望指日可待。

过腾冲的中印公路北线，却只能由中美工程人员去寻找、去

勘测。

那个时候，腾冲城还被日军占领，他们只能从保山出发，渡过

修筑史迪威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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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翻越高黎贡山，沿着人迹罕至的山路潜入敌后。

北线的测量多数是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完成的。很多时候，他们

就和敌人隔一座小山，常常是这边在勘测公路，那边传来日本人叽里

呱啦的叫声，手拉枪栓的声音犹在耳边。一次，一位年轻的美军测量

员钻到树丛中方便，一转眼，便又提着裤子跑了出来。原来，他从树

丛这边看见了一队举着膏药旗的日本士兵。

爬上海拔3194米的北斋公房，在那付出了多少牺牲才攻克的敌

军战壕边，他们听到远处传来攻击腾冲的隆隆炮声，机群像鸟儿一般

从头上飞过……

滇西反攻加速了这条路的分娩。1945年1月19日，中印公路北线

全线通车。

15辆由美军士兵驾驶，自缅甸密支那开出的美式卡车，进入中

国的腾冲。

在这里，37号界桩处，人们用青松翠柏扎成一个大牌坊，挂着

的布标上用中英文写着两排大字：到东京之路。

在南线，随着中、美、英三国盟军收复缅甸，1945年1月28日，

120辆满载援华物资的美式卡车，由中美运输兵共同驾驶，从印度利

多出发，经缅甸八莫、密支那，直接驶入畹町国门，２月４日进入昆

明，共行驶了近两千公里的路。

中印公路南、北两线的接通，为滇缅公路插上了双翼。滇缅公

路这条抗战中期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从战火、硝烟和废墟中再一次

奇异般复活，获得了新生。

1945年，历史永远都将记住这一年。1月12日，通车庆典的当

天，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提议：滇缅公路、中印公路与新修的9公里

昆明环城公路这条抗战大动脉，将以他的助手，曾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的美军中将史迪威的名字命名，统称史迪威公路。

史迪威公路，中国军队在滇西和缅北大反攻胜利后修通的自印

度东北部利多至中国云南昆明的公路，在枪林弹雨中为中国抗日战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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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送了五万多吨急需物资，被称为抗日生命线。它从印度东北部边境

小镇利多出发至缅甸密支那后分成南、北两线，南线经缅甸八莫、南

坎至中国畹町；北线经过缅甸甘拜地，通过中国猴桥口岸，经腾冲至

龙陵。

此时，已被解职回

国的史迪威却被告知患

了癌症，或许他不曾料

到，他的命运与那片他

为之战斗过的土地、那

条血雨腥风的路紧紧地

连在了一起。1945年8月

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

投降。1946年，已成为

美国四星上将的63岁的

约瑟夫·史迪威走完了

自己的一生，在美国西海岸旧金山辞世。

如今，在许多拔地而起的新兴的高速公路面前，经过六十多年

的风雨侵蚀的史迪威公路已经是一条残破不堪的公路，这条道路甚至

比不上现在中国的一些村级公路。可是，它仍然是一条承载着沉重历

史的伟大的公路，是当时被日军封锁的最重要的输血通道，是当年史

迪威将军寄予拯救中国战场厚望的公路，是当时爱国的抗战志士们用

生命筑成的一条血线，是一条记载了战火、动荡、牺牲，将祖国和人

民连在一起的一条生命线，是与世界反法西斯正义事业紧紧连在一起

的抗战之路。

生活在今天的幸福生活中的人们，很少有人去关心六十多年前

的那场战争，很少有人去关心这条保证了战争胜利的战地通道，甚至

很少有人知道这条通道的历史，更是很少有车在上面行走，但它横亘

在大山深处，崎岖的通道记载了那段辉煌的历史！

史迪威公路通车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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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军与西点军校

　　约瑟夫·史迪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陆军将领，曾在远

东大陆统率美军与中国国民党军队共同抵抗日本的进攻。他1883年3

月19日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帕拉特卡，1904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先

在菲律宾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美国赴欧洲远征军，后任西

点军校教官，1944年晋级陆军上将。 

史迪威在北京做武官时，按他的名字发音给自己起了“史迪

威”这个中文名字。这个中文名字的含义富有生机，也很深奥，这是

他花了很大工夫选取的。中国有“以史为鉴，可知兴衰”的古训，

“史”字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很重的；“迪”字，作引导、开导讲，有

启迪后人的意思；“威”是威力、威风的意思，还有“君子不重则不

威”的格言。这个含义深邃的名字，叫起来上口，又容易记住。

史迪威将军的父亲本杰明·史迪威，是一位有头脑、有正义感

的人，他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法学学位之后，娶妻生子，

并带着妻子、女儿迁到了美国南端的佛罗里达，在那里开创自己的事

业。佛罗里达被称做阳光地带，那里的气候条件和生活习俗同北部大

不一样，所以，当他们的儿子约瑟夫·史迪威出生以后又举家返回老

家纽约附近的扬克斯城，本杰明在这里继续攻读医药学并且获得了博

士学位。本杰明保留着美国传统的好动和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习性，

但他并没有学有所用，既没有在法律界工作，也没有进入医药界。

1892年全家又迁到了伯克郡的一个农场，当了4年的乡村绅士之后，

1896年带着全家回到扬克斯城并定居下来。童年时的史迪威，父母

带着他和他的姐姐到处旅游。他们经过大西洋，到了法国、英国、比

利时、荷兰、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家。一路上，史迪威与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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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看了许多名胜古迹和一座座美丽的城市，听父亲讲了许多有趣的

故事，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开了眼界。每当上课时看见课文

里出现自己到过的地方，课本就像活了起来，他便情不自禁地给同学

们说见闻，显示自己的阅历。同学们也很乐意围在他身边听他说东道

西，这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读万卷书，走万里路。

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史迪威的父亲常与孩子们讨论世界上

发生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让孩子们锻炼分辨善恶是非的能力。就

是这样的家庭氛围，使少年的史迪威渐渐形成了追求高尚、完美而又

疾恶如仇的正直性格。史迪威的少年时代，正是美国的工业生产迅猛

发展，跃居到世界首位的时代。当时，悬挂着美国星条旗的海军舰队

在太平洋上纵横驰骋，报纸上天天有人谈论美国向世界传播“文明”

的伟大计划，这些对史迪威无不有很大的影响，小史迪威的脑海里从

小就留下了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深刻印象。

史迪威中学毕业时，校长在其结业报告中对他做出了很高的评

价。称赞他是个模范学生，各科学习成绩优良；还夸他没有坏习惯，

热心做有益于学校的事业。总的评语是“精力充沛，有办事能力，完

全可以信赖”。

史迪威的父亲也一直认为自己的儿子聪明、能干、精力过人，

而且做事认真、效率高。他计划让史迪威上耶鲁大学，进入著名的耶

鲁大学橄榄球队。可是后来他又改变了想法，想送儿子到军队里进行

严格的军事训练，于是毅然让儿子报考西点军校。但是，进西点军校

谈何容易，必须有国会议员的推荐。幸好他们的一个街坊和时任总统

的威廉·麦金利是朋友，而总统可以向西点军校推荐10名考生。史迪

威的父亲便请这位街坊帮这个忙。威廉·麦金利总统接受了朋友的请

求，推荐约瑟夫·史迪威参加西点军校的考试。正如中国谚语说的，

老天不负有心人。约瑟夫·史迪威顺利通过了考试。他成了西点军校

1900级年龄最小的新学员。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西点军校四面环山，一派田园风光，景色十分迷人。向校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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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去，远远便见门前有座巨大的石碑，上面刻着“责任、荣誉、国

家”一行大字，这是西点军校的校训。史迪威一入校，便在胸前佩戴

军校的校徽，上边也刻了这样一行字，并有由秃鹰、钢盔、短剑三样

东西构成的图案。字和图案相映生辉，道出了西点军校的精髓，为西

点学子们树立了终生奋斗的目标。

西点军校的学员入学教育，首先是作为一名美国军人的入伍教

育。史迪威和130名新同学一起参加了军人宣誓，朗读作为一名战士

的誓词：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和生活方式，准备献出生命。并以书面

形式写下自己的誓言，每年6月14日美国国旗日，学员们都要对国旗

宣誓：忠实于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忠实于它所代表的合众国——苍天

之下不可分割的国家，在这里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史迪威第一次宣

誓时，心里升起一种神圣感，每句话好像都注入了他沸腾的热血中。

他从心底里把美国看做自由和正义的象征，看做是世界的理想楷模，

并在心里涌动着实现这种理想的使命感。

1902年7月，时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到西点军校参加建校

100周年庆祝活动，称赞在整整一个世纪中，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在美

国最伟大的公民光荣册上写下了许许多多的名字，全国没有别的学校

能比得上。史迪威听了总统的演讲，和同学们一样感到自豪，此后，

他把全部心血和才智都用在了学好各门功课上。二年级以后的课程，

是为了造就一个军官而设置的，因而中心是放在讲授军人所应具备的

军事技术知识上，同时也有一些文化课，包括历史、英语、文学和

写作，还要学习法文、西班牙文、数学、化学、法律和自然科学等科

目。史迪威在文化课学习中，语言天赋最突出，在第二学年考试中，

他的法文成绩名列第一。

四年级时，史迪威成了校橄榄球队的选手，受到全班同学的羡

慕。这一学年，史迪威绘制军用地图的成绩也是名列前茅。由于他有

良好的体育素质，毕业以后不久还成了美国陆军射击队的队员，并被

一家报纸称为美国20世纪最优秀的神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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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军事工程系开设了一些原来完全生疏的课程。史迪威对

于其中关于如何制订作战计划、如何协调行动、如何实施统一计划等

课程的学习取得了良好成绩，为他后来在制订精确的作战计划方面打

下了良好基础。1904年6月15日，刚满21岁的史迪威获得了美国陆军

少尉军衔。四年寒窗终于毕业，史迪威与西点军校其他毕业生一样，

要到远在菲律宾的第十二步兵团，美国陆军唯一尚在作战的地方去服

役。同时，按当时的规定，毕业后的军官首次带兵任期为两年，史迪

威别无选择，只有到步兵第十二团去，到菲律宾去。

史迪威没有到过亚洲，菲律宾和中国对他而言都是陌生而遥远

的，并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由于渴望探知东方的神秘，倒使他对自己

的任职和使命平添了几分兴奋。

经过太平洋上漫长的航行，史迪威一行军官乘坐的船终于在菲

律宾的马尼拉靠岸了。史迪威到达第十二步兵团后，被分配到一营四

连。在菲律宾期间，四连连长对史迪威的评介是：特别聪明、刻苦，

办事成效卓著。1905年8月，史迪威接受了美国陆军部交给的两个任

务：一个是翻译一本名为《日俄战争中日军围攻旅顺口》的法文小册

子；另一个是翻译西班牙文的《智利军事地理》。《日俄战争中日军

围攻旅顺口》这本法文小册子详细记述了俄军由顽强坚守旅顺口，到

向日军投降的全部经过。为争夺旅顺口，日本和俄国的陆军共投入了

50万兵力，双方不仅使用了近千门大炮，还使用了机关枪、速射炮等

新式武器。不论胜者、败者，其目的都是为了争夺中国的土地，并把

战争造成的灾难强加在中国老百姓身上。他是第一次在书本上看到中

国，看到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惨相。通过这次翻译，史迪威提高了综合

分析军事情报的能力，了解了大规模作战中的诸多因素，尤其是对于

日军的作战特点有了较深刻的印象。

1906年2月，史迪威回到西点军校现代语系任教官。1911年，史

迪威带着刚结婚的妻子威妮弗雷德·A·史密斯利用假期游历东方，

行程安排首先是到日本。他们在日本游览了一个半月之后，威妮回



12

国待产，等待他们的第一

个孩子出生，史迪威则独

自到中国。这次旅行使史

迪威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大

国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11月23日他在中国上海

登陆，在中国大陆逗留了

17天之后去了香港。他对

中国最初的总体印象不太

好。他的笔记和评论中的

中国主要是贫困、肮脏、

恶臭、杀戮、死亡等。史

迪威在给他的妻子的信中

写 道 ， 他 不 赞 成 她 来 中

国。当年28岁的史迪威并不知道今后的他会四次来到中国，并且有三

次是携家带口，他总共在中国住了12年多，给后人留下了延续至今的

美中两国友好关系和合作的遗产。 

1920年，史迪威奉命到中国工作，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后

来，他被美国政界、军界称为最精通中国和远东问题的军官。

在喝酒的史迪威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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