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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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名联赏趣

大观楼长联

１． 大观楼长联与三个名人： 孙髯翁、 阮元、 赵藩
（１）布衣名士孙髯翁撰名联
提起云南楹联，必要首议大观楼长联及

其作者孙髯翁。孙髯翁（１６８５ ～ １７７４年），祖
籍陕西三原。因其父在云南任武官，随父寓
居昆明。乾隆年间，撰昆明滇池大观楼楹联
一副，１８０字，号称海内长联第一佳作。现在
大观楼前所挂的长联，是清光绪十四年
（１８８８年）云贵总督岑毓英重修大观楼后，命
云南近代白族书法家赵藩以工笔楷书书写，
刊刻后制成。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
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
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
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
鬟雾鬓；更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
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
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
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
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
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
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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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孙髯翁“博学多识，诗古文辞皆豪宕不羁，一时名士相与酬唱，

所撰乐府，虽不逮汉魏，亦几入香山、崆峒之室。五七规仿唐人，时
有杰作。其题大观楼楹联凡一百八十字，混灏流转，化去堆垛之际，
实为仅见”。（《续修昆明县志·人物志》）相传孙髯翁痛恨科举考场
搜身制度，故不应试。因爱梅花，自制印章“万树梅花一布衣”。他
一生虽然穷困居多，还曾于昆明圆通寺咒蛟台以卜筮为求生之道。但
滇中名士师范在他８０多岁时两次拜访，只见其“白须古貌，兀坐藜
床上，如松荫独鹤，互相问询，乃以诗请。拍案敷陈，目光炯炯射
人”，一派名士风范（师范《滇系》）。“相传先生晚年，伤伯道无儿，
幸中郎有女，远适弥勒，以舐犊情深，常遨游于丘、弥之间，设帐授
徒，门墙桃李，一时称盛。后殁于弥，葬挹爽门西郊。” （杜希贤撰
《辑刊凭吊孙髯翁先生墓诗碑序》）光绪年间弥勒士人为孙髯翁墓修墓
立碑时题写旧联“古冢城西留傲骨，名士滇南一布衣”，傲骨与名士
为孙髯翁一生风格。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重修孙墓时，墓联改为孙的自挽
联：“这回来得忙，名心利心，毕竟糊涂到底；此番去甚好，诗债酒
债，何曾亏负着谁！”

（２）阮元擅改长联
大观楼长联写成之后，经历了不少风波。最为著名的就是阮元改

长联。阮元，清代扬州经学大师，道光六年（１８２６年）任云贵总督。
他认为：“孙髯原联，以正统之汉、唐、宋、元，伟烈丰功总归一空
为主，岂不骎骎乎说到我朝？故改为‘爨长蒙酋’，递到吴三桂等人
身上，所以扶正而消逆也。”故而对孙髯翁长联作了修改：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凭栏向远，喜茫茫波浪无边。看东
骧金马，西翥碧鸡，北倚盘龙，南驯宝象。高人韵士，惜抛流水
光阴。趁蟹屿螺洲，衬将起苍崖翠壁。更天苇地，早收回薄雾
残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鸥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
２



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爨长蒙酋，费尽移山
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藓碣苔碑，都付与荒烟
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片沧桑。
滇中人士对此极为不满，笑语：“软烟袋（因阮元字芸台，以谐

音暗指阮元）不通，萝卜韭菜葱，擅改古人对，笑煞孙髯翁。”梁羽
生评说：“改作如规行矩步的三家村学究，孙髯翁原作则如洒脱不羁
的风流名士。”对比阮、孙二人生平经历，便知文风如人风。阮元进
士出身，宦海沉浮多年，为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
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
《道光云南通志》即由阮元在滇期间，聘请王崧总纂，阮元为该志设
计体例。编纂《道光云南通志》历时９年，经阮元、伊里布两任总
督。阮元在云南题写的楹联，也有不少是脍炙人口的。他的文风确是
“学究”气十足，时时以正统自居。传说昆明五华山修武侯祠，他题
写一联：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先生若在，礼乐其可兴乎？前句
引孟获七降典故，后句源出隋朝王通《文中子》 “使诸葛亮而无死，
礼乐可兴也”。全联影射颇多，引起滇中人士一片哗然。现此联在保
山武侯祠，略有改动：

　 　 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
英姿有灵，礼乐其可兴乎。

附：程含章改长联
在阮元之前，还有滇人程含章曾改过长联。与阮元一样，重点改

动最后几句，改为：
　 　 伟烈丰功，举欲同符天地。至今日离宫别馆，悉化为苦草长
林；并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夕照。游于浦者，止剩得：几杵疏
钟，半江渔火，一行秋雁，两岸芦花。
程含章，字月川，景东人。乾隆壬子举人，由大姚知县历任至山

东巡抚，著有《岭南集》、《山左集》。
（３）大观楼长联书写者赵藩与攻心联

３



程含章题书

当年孙髯翁留下的长联原迹，
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如今的昆
明大观楼长联是赵藩应云贵总督岑
毓英之请书写的。赵藩是清代滇中
四书家之一，也是云南著名楹联家。
赵藩（１８５１ ～ １９２７年），字樾村，
一字介庵，别号蝯仙，晚年号石禅
老人。云南省近代历史上著名白族
学者、诗人和书法家。出生于云南
剑川，自幼有“神童”之称。１８７５
年（清光绪元年）中举。参加过辛
亥革命。１９１３年被选为众议员，入
京主持临时议会。因作诗讥讽袁世
凯，被袁下令逮捕，于是回到云南。
１９１８年代表云贵总督唐继尧赴任广
州护法军政府总裁，兼任交通部长，
１９２０年辞职回滇，任云南省图书馆
馆长。晚年致力于文化事业，总纂
《云南丛书》等书籍至逝世，享年
７６岁。赵式铭在其墓碑上题词道：
“经守其常，权济其变，蜀摄监司，
粤总部院，长养人才，训正文献，
滇士之魁，清儒之殿。”赵藩擅诗
文，有《向湖村舍诗初集》、《向湖村舍诗二集》、 《向湖村舍杂著》
等。楹联著述颇丰，有《介庵楹句集钞》、《介庵楹句续编》、《介庵
楹句正续合钞》等。所纂《云南丛书》共２０５种１４０２卷，是继《云
南备征志》之后，搜集保存云南地方文化遗产最丰富的一套丛书。

赵藩所撰楹联最著名的是写于四川成都武侯祠的攻心联：
４



成都武侯祠攻心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
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
深思。
攻心联撰于清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

当年，四川简阳、华阳等几十个州县爆发了
红灯照、白莲教运动，义军曾几度挫败官军，
并两度围攻成都，震动全川。慈禧宣调岑春
煊任四川都督。岑春煊在入川时，请老师赵
藩来辅助。入川后，看到四川政局不稳和民
间人心惶惶之象，赵藩便及时向岑春煊建议：
安抚民心，减轻民负，并实施新政，开办各
种学堂，培育人才。同时，赵藩想以武侯典
故来劝说岑春煊以攻心为上作为军事、政治
策略，经深思熟虑后，终于写出这副名闻天
下的对联。据说岑春煊看后，对于这种劝导
方式颇为不满，拂袖而去，但终究采用了
“剿抚兼施”的军事方略平定四川局势。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到武侯祠时，十分推崇此联，
在此联前驻足详观，反复玩味联语。 “文化
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嘱咐当时到四川任职
的领导，要到成都武侯祠观读“攻心联”。
据说他嘱咐： “你到四川去工作，你一定要
到武侯祠去读这副对联。你读了这副对联，
你就知道你的工作应该怎么做了。”此语传出，一时间“攻心联”的
名声可谓妇孺皆知。

赵藩在四川武侯祠还有一联：
　 　 兴亡天定三分局，

５



今古人思五丈原。
附：赵藩所撰部分省外名联
锦州芙蓉溪李白、杜甫合祠楹联
　 　 盛唐以来，光焰万丈，有文章在；

左绵之胜，烟水一溪，于游宴宜。
广州六榕寺塔楹联
　 　 自非旷世怀，跂行已止；

便有真人想，羽化而登。
广州六榕寺六祖堂石坊楹联
　 　 五宗衍派、四众皈依，直指西竺真传，祖庭说偈初无物；
　 　 二石移归、六榕补种，中兴南华别境，佛国论功尚有人。
广州六榕寺东坡精舍楹联
　 　 请看两字大书，鸿飞去后痕留雪；

想见六榕当日，莺乱啼时叶满庭。
韶关南华禅寺楹联
　 　 笠屐惬山心，恰逢东粤休兵日；

旗枪试泉味，重到南华选佛场。
乐山凌云寺清音亭楹联
　 　 高斋既许陪云宿，

好句偏宜选竹影。
眉州三苏祠楹联
　 　 曾闻父子入京都，倾倒天下贤豪，一日声名鹏奋起；

何碍儿孙迁汝颖，消受里中香火，千秋魂魄鹤归来。

２ 消失的名楼与永存的名联
（１）近日楼
明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年），朱元璋在云南设布政使司，任命沐英

镇守。第二年，沐英对昆明城进行了修建，专门请著名的阴阳家汪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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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考察风水龙脉，规划昆明城为“龟蛇相交、产生帝王之气”的城
池。砖城坐北朝南而建，以求吉祥昌盛。城区面积４ ６平方公里，城
墙高１０米，自北朝南，共开城门六道，其形状犹如一龟。龟首是近日
楼下的南门，称“崇政门”，位于正义路与南屏街西头交叉口。北门
称“保顺门”，城楼“眺京楼”位于北门街今昆明三十中门口，恰如
龟的尾部；而大西门位于东风西路与文林街交叉口附近，小西门位于
人民中路（原武成路）与东风西路口，大东门位于青年路与圆通街交
叉口，小东门位于人民中路（原长春路）与青年路交叉口，犹如龟的
四足。南门“崇政门”的城楼名为“向明楼”，含有尊尚大明之意，
俗称“大南门”。清代康熙年间，云贵总督范承勋以为向明楼之名有
尊尚明朝之意，便改楼名为“近日楼”，意喻此楼之高，仿佛让人接
近太阳。清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年），云贵总督伊里布在近日楼东面增
修一座鼓楼，名“启文楼”，楼下有启文街；在西面增设钟楼，悬挂
明永乐二十一年（１４２３年）在昆明铸造的重达１４吨的大铜钟（大钟
现存于金殿钟楼），名“宣化楼”，故楼下有了钟街。鼓楼与钟楼隔近
日楼东西对峙。鼓楼（启文楼）于清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遭火
焚毁，钟楼（宣化楼）直到１９５３年扩建东风路时才拆除。而近日楼
则存世６００多年，虽经明清两代历任总督、巡抚加固、维修、修葺达
２５次，但终在１９５３年昆明旧城改造时被拆。其原址在今昆明市正义
路与南屏街交叉口。２００２年昆明市政府决定将近日楼移址于东、西寺
塔之间重建，楼前建“老昆明”风貌的步行街，４月２０日建成开街。

自明末以来，近日楼附近一直是昆明市中心及商贸集散中心。因
近日楼位于市中心重要位置，楼上所题匾额和楹联均为名家名士所撰
所书。城楼正中悬挂的“近日楼”匾额是由康熙年间云南大书法家阚
祯兆所书。楼上楹联虽长短不一，内容各异，或状物抒情，或感古叹
今，但均为滇中楹联佳作。

近日楼主要联作：
　 　 高阁朝阳，寅宾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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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部趋化，徒骑连云。
此联作者唐继尧（１８９２ ～ １９２７年），字蓂赓，号东大陆主人，会

泽人。１９０４年赴日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第六期。１９０５年秋加入同盟
会。１９０８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１９０９年返云南，在云南讲武堂担任
教官。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随蔡锷参加昆明重九起义。１９１３年
１０月唐继尧任云南都督。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２５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
等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发起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
动”。１９２１年顾品珍率军由川返滇，唐继尧被迫让位，出走穗港，次
年返滇复职。１９２２年唐继尧创建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１９２７年被
其部下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威逼去职，不久病殁。其故居
正堂有一联曰：“护国讨袁南天一柱，治滇兴教东陆独尊。”这是对唐
继尧一生的总结。此联中的“寅宾”，语见《尚书·尧典》：“分命羲
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孔传：“寅，敬。宾，导。”孔颖达
疏：“令此羲仲恭敬导引将出之日。”

　 　 目极云峦自高峻，
步登城阙聊回翔。

此联作者周钟岳（１８７６ ～ １９５５年），字生甫，号惺庵，剑川人，
白族。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解元，１９０４年留学日本。在日期间，
加入同盟会。１９０７年回国，深得蔡锷倚重，参加昆明重九起义。１９１９
年后曾担任云南代理省长、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考试院副院长、总统
府咨政等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周钟岳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委员会委员、云南文史馆馆员。周钟岳著述颇
丰，曾总纂《云南光复纪要》（又称《云南光复史》），主编《新纂云
南通志》、《续云南通志长编》，著作有《惺庵回顾录》、《惺庵回顾续
录》、《惺庵回顾录三编》、《惺庵回顾录四编》、《惺庵文牍》、《惺庵
尺牍》、《惺庵日记》等。周钟岳自幼习字，书法自成一体。南京原国
民政府总统府门额上的“总统府”三字以及昆明石林公园里“石林”
两字均是周钟岳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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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丽中天，双塔面临文笔秀；
关山雄万里，五华背枕彩云多。

此联作者吴琨，字石僧，号吴三，昆明人，生卒年不详。清光绪
甲辰进士。辛亥革命后曾任云南财政司长。

　 　 烟云相连，廓开九市；
街衢洞达，旁流百廛。

此联作者张维翰（１８８６ ～ １９７９年），字季勋，号莼沤，云南大关
人。早年毕业于云南法政学堂。曾参加辛亥革命。１９１９年赴日本，入
东京帝国大学及东京市政研究会，选修宪法及市政等科。曾任国民政
府内政部次长、监察委员等职。１９５０年以后曾任台湾当局“监察院”
副院长、代理院长，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政策委员会委员、
中央评议委员，台湾中华学术院“中华诗学研究所”所长、 《诗经》
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等职。著有《都市计划》、《田园都市》、《法制要
论》、《行政法精义》、《莼沤类稿》等书。主持编撰《昆明市志》，并
在台湾审定出版《大关县志》。张维翰联作颇多。此联为集句联，前
句语出张衡《西京赋》：“尔乃廓开九市，通癏带阓，旗亭五重，俯察
百隧。”后句语出班固《西都赋》：“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
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
烟云相连。”

　 　 灯火万家，一楼俯瞰中外；
云山四面，双塔远峙东西。

此联作者张学智，字愚若。生卒年不详，清光绪进士。
　 　 汉龙撒卫，日雉销声，怅万里神州，端赖南天擎一柱；

金马东骧，碧鸡西翥，看四围山色，都呈佳气拥层楼。
此联作者由云龙（１８７７ ～ １９６１年），字夔举，号定庵，云南姚安

人。清举人，毕业于京师大学堂。１９０８年与赵式铭等共同创办云南日
报。辛亥革命后，曾任云南都督府秘书长、云南教育司司长、政务厅
长、省议会议长等职，并一度代理云南省长。他亲赴美国、日本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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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展，回滇后即倡导实业兴滇，推动了昆明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
司（现石龙坝发电厂）和昆明自来水公司的兴建和发展。１９２７年清史
馆聘为名誉协修。１９５０年被推举为云南省人民代表、云南省政协副主
席、云南省文史馆主任委员。曾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中缅划界事宜。
编有《姚安县志》，著有《越缦堂读书记》、 《定庵诗话》、 《定庵题
跋》、《石鼓文汇考》等。擅书法，好联对，著有《楹联录存》、《定
庵楹联》等书。

　 　 星映滇海清，两汉名邦谷昌县；
日近长安远，五云深处筹边楼。

此联作者王九龄（１８９７ ～ １９５１年），字竹村，云龙人。云南近代
高等教育的先驱，为云南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日本
法政大学毕业。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曾参与创办东陆大学，任名誉
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晚
年息政退隐，潜心佛学，与名僧虚云法师过从甚密。１９４５年，王九龄
将珍藏的全部佛经捐赠给华亭寺。华亭寺大雄宝殿留有他题写的楹
联。此联中所提到的谷昌城，故城在今昆明市区西北部。《读史方舆
纪要》载：“苴兰城府北十余里。相传庄蹻所筑。一名谷昌城。 《汉
志》：益州郡有谷昌县。后汉因之。《华阳国志》：汉武遣将军郭昌平
滇中，因名县为郭昌，以威蛮人。孝章时，始改曰谷昌。今《班志》
作谷昌城，则非章帝时改也。晋仍谷昌县，属建宁郡。宋、齐因之。
梁、陈间，为蛮所废。”

　 　 铜柱巍峨，金汤巩固；
商旅辐辏，民物雍熙。

此联作者李子猷，生卒年不详。民国时期曾任富滇银行总办、云
南造币厂总办。

　 　 东西双塔，金碧两坊，云灿星辉，光于中夏；
灯火万家，湖山千里，忧先乐后，式是南邦。

此联作者袁嘉谷（１８７２ ～ １９３７年），字树五，号澍圃，晚年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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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山居士。１９０３年（清光绪二十九年），袁嘉谷考取全国经济特科第
一名，被老百姓称为云南唯一的状元。

（２）聚奎楼、状元楼
昆明状元楼，位于今昆明市拓东路昆明市博物馆斜对面。但状元

楼并不是建成就得此名的，它原名“聚奎楼”。清康熙初年，昆明拓
东路和金汁河的交叉处的桂林古桥摇摇欲坠，经重修加固后，人们建
楼于桥上，名曰魁楼。清末，魁楼将倾，民间传说这是云南文脉不兴
的征兆。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云南学政张建勋和贵州学政陈荣
昌以及王炽等士绅包括袁嘉谷集资重修，更其名为“聚奎楼”。楼的
顶层有“魁星占鳌”泥塑，楼顶高悬“聚奎楼”匾额，楼前又有张建
勋之“文启南滇”四字行书匾。滇中人士希望以此楼之重建，倡扬滇
中文风。第二年，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云南人袁嘉谷考取经济
特科第一名，成为云南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特元（云南人称之为状元）。
人们纷纷传说，就是因为兴建了聚奎楼，云南才有了状元。当时的云
贵总督魏午庄为表彰袁嘉谷，亲笔题写了“大魁天下”的金匾，悬挂
楼上。后来，民间改称此楼为“状元楼”。袁嘉谷也为此题写了对联。

　 　 帝曰无双士，惭愧臣心，励此生古谊忠肝，窃比魏国书云，
元之应雨；

南来第一楼，萦洄梦乡，对当前画桥驿路，更愿长卿题柱，
孟博登车。
１９０４年，袁嘉谷被清政府派往日本考察学政，为期一年。１９０５

年，清政府设图书编译局，袁嘉谷任局长。他深知“一国之兴衰系于
人才之消长”，成为中国主持编写学校教科书之第一人。今日汉语中
的“星期”、“乐歌”等名词，均出自袁嘉谷之手。１９０９年，３７岁的
袁嘉谷调任浙江提学使，不久又兼任布政使，因其为历代浙江提学使
中最年轻的一个二品官，所以被当地人称为“小学台”。辛亥革命后，
袁嘉谷隐居昆明，潜心著述，卖字自给。其字以王、欧为本，兼取诸
法，自成一体，称“袁家书”，时人珍之。１９２１年，袁嘉谷出任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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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升庵祠

图书馆馆长，参与编刻《云南
丛书》。当时云南昆阳月山出土
“马哈只碑”，经袁嘉谷鉴定，
此为明代航海家郑和为其父所
立的碑，确定了郑和的故乡。
１９２３年，袁嘉谷受聘东陆大学
（今云南大学），长期担任国文
教授。袁嘉谷潜心著述，主要
著作有《滇绎》４卷、《云南地
理志》１卷、《卧雪堂诗文集》
２０卷等，计４００余卷。

（３）大理感通寺写韵楼
大理写韵楼位于大理感通

寺内。感通寺原名荡山寺，始
建于唐初。明代重修，名为感
通寺。据李元阳《重建感通寺
记》记载： “大理城南十里，
西入山谷有寺曰感通，唐初李
成眉贤者所建。”写韵楼原名班山楼，因杨升庵在此楼撰写《转注古
音韵》一书，李元阳将其改名写韵楼。杨升庵《游滇苍山记》载：
“投感通寺楼，篝灯夜坐，闻寺僧诵等字，中溪曰：‘六书转注，实非
考老，而宋人妄拟，后世学者遂沿而不改，此不可无述，愿公任之。’
予遂操笔书转注之例约千字，汇为一篇。中溪题其额曰写韵楼。”后
人为纪此事，还撰有一联：

　 　 奇字只真铨，赖有六书转注；
名流工写韵，长存百尺高楼。

时隔１００多年后，名僧担当因仰慕杨李二人，重修此楼，作为自
己的住所，又为此楼题写了楹联，留下“名士高僧共一楼”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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