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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边屯文化概念提出之后，许多专家学者涉足边屯文化研究领域，

特别是 2010 年 8 月以来，边屯文化的研发工作得到云南省委、省政

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促成了中国永胜边屯文化博览园建设项目在程

海湖畔毛家湾村的落实，并建成了第一期工程：中国永胜 • 云南边屯

文化博物馆，并启动了第二期工程建设。与此同时，省内外更多的专

家学者从理论、人文、民族、社会、保护、开发、文学、艺术等方面

踊跃加入到了对边屯文化的探索和研发。研究中，人们越来越惊奇地

发现，边屯文化是中华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既古老又鲜活，她

同着中华大一统的形成而诞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跟着历史的

进程而发展，伴着社会的进步而创新。这种文化现象遍及云南全省乃

至全国边疆省份的汉族聚居地区，甚至哪里有边屯文化，哪里就多一

分社会的和谐与安宁。这种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于“坚韧、勤勉、宽容、

和合、进取”。千百年来，这种核心价值凝练成了优秀的文化基因，

深深植根于祖国边疆儿女的精神血液，并焕发出强大的精神动力，极

大地促进了边疆地区的文明、进步和发展，推动了边疆的安宁、和谐

和稳定。因此，边屯文化是祖国边疆地区文明进步、安宁和谐不可或

缺的发动机和稳定器。

十多年来，边屯文化的理论研发、文艺创作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因此，我们决定从今年起，分年度陆续从这些研发成果中精选出优秀

作品，编辑出版边屯文化系列丛书《边屯文选》，今年首先编辑出版《边

屯文选》之《边屯探源》《边屯展望》和《边屯风韵》三卷，以飨读者。

《边屯探源》主要侧重于选取关于边屯文化的理论、历史、人文、民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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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物、事件、文化特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边屯展望》主要

侧重于选取关于边屯文化产业发展的策划、规划、建设、对策、措施

等方面的真知灼见；《边屯风韵》主要侧重于选取关于边屯文化的散文、

小说、诗歌等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较为全面地展示了

边屯文化在内涵和外延上的博大精深，在现象和特点上的生动鲜活，

在产业发展上的广阔前景，在艺术形象上的生动感人。

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旨在抛砖引玉，期盼着更多有志于边屯文化

研发的专家学者、文化产业开发者和社会贤能，踊跃加入边屯文化的

理论研发、文艺创作和产业开发中来，继而做大做强边屯文化品牌，

使边屯文化焕发出新的光彩。

               　　               

     　　       　 　　                       编  者

       　　　  　　   　                   201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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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屯文化重光 （代序）

白庚胜

从云南省政府回到京城一年有余，虽然与故乡关山复难越，相隔

近万里，但秦正业先生却一直为我传来有关中国永胜边屯文化博物馆

的信息：先是《边屯之窗》创刊，并连续刊发近十期；接着是举行博

物馆竣工典礼；后来是举行笔会活动，以及系统考察有关文化遗产；

现今又开始编辑出版《边屯文选》丛书，且先行推出《边屯探源》《边

屯展望》和《边屯风韵》。其气如长虹、一发而不可收，在丽江市乃

至云南省的文化建设中“譬如积薪，后来者居上”，展现出勃勃生机

及永胜文化强县建设的生命力，极大地提振了各族人民的自识力、自

尊心、自豪感。

在我看来，永胜县在建设文化强县中打“边屯”牌是找准了方向、

认对了目标、把握住了关键。从而，它人心所向，从省委书记、省长

到基层干部均支持之，从汉族群众到少数民族兄弟皆参与之，自专家

学者到贩夫走卒都欢欣鼓舞。这正应了一句古语：“得道多助”。这

个“道”是慎终追远、承上启下之道，是以精神重建带动物质创造之道，

是抓住灵魂推进“四位一体文明”之道。它将使永胜各族人民产生向

心力、具有凝聚点、获得推进器。

目前，在基本完成结构框架布局之后，中国永胜·云南边屯文化

博物馆正处在升级阶段：一是增设边屯文化研究院；二是开展形式多

样的活动；三是强化学术理论的研究；四是加大与市内、省内有关单

位、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五是探索将它与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以及旅游、产业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明智之举，也是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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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持续永守、不断发展丰富，直至成为在全国同类博物馆中具影响

力之善举。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调整思路、增强能力、完善举措，如

果失去及时提升自己的机会、动力、智慧，永胜边屯文化事业就会不

可避免地重蹈许多文化行为或有头无尾，或名过其实，或无名无实的

覆辙，令形式主义猖獗，使干部群众心寒，让文化产生贬值，叫人们

对文化事业振兴与文化产业发展失望。显然，这不是打造中国永胜边

屯文化品牌的初衷。永胜拒绝这样的折腾！边屯儿女的后代拒绝这样

的荒唐！而永胜县委、县政府至今为止为边屯文化所做的一切，都有

声有色、扎扎实实，富远见、具高度，从而也前景无限。

边屯文化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应用价值。理论研究是应用研

究的前提，应用则是理论的归宿。《边屯文选》丛书正是以此为价值取

向的一个学术平台，它将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持续地而不是间歇地、

成规模地而不是碎片化地逐步探讨以永胜边屯文化为基础的中国边屯

文化之内涵、价值、特点、意义，逐步确立其主体论、本体论、结构论、

功能论、价值论、方法论、阶段论，最终为建设中国边屯文化学做出

理论与实践贡献。这无疑十分正确且意义重大。

仅就作为这套丛书三块基石的《边屯探源》《边屯展望》和《边

屯风韵》而言，它涉及边屯文化中的历史探险、物名考据、民族关系、

民俗生活、田野考察、产业开发、宗教信仰、学校教育、博物馆建设、

遗产保护、政策研究、文学艺术。其内容宏富，成果丰硕，尤其是毛

氏渊源专题、他留旅游专题与博物馆专题之研究已成一定规模，已具

相当声势；关于秦至汉、元、明边屯史及其与永胜边屯文化关系之探

讨已有相当深度；关于边屯文化进课堂的设想很有创意，符合通过乡

土知识教育作为文化遗产原产地保护及教育传承的原则；有关永胜边

屯文化在云南乃至中国文化格局中的作用地位之论堪称宏声。尤其可

贵的是，在这支本土学术队伍中，既有官员又有学者，既有基层文化

工作者又有大专院校专家，既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军人物又有文学艺术

领域精英，既有汉族同人又有少数民族同胞，显示出极大的包容力与

极强的实力，有望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与具体实践中，众志成城、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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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取长补短、和谐创新，共襄美丽中国之梦想，同享太平盛世之

风华，重铸边屯文化之辉煌，让历史为现实而助推，令现实使历史更

精彩。

我对永胜县下一阶段边屯文化工作所要共勉的是：

一、以博物馆为载体，全面展示永胜纵向的历史文化与横向的生

活文化，并以边屯文化作为其核心；

二、以边屯文化学会为纽带，组织联合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学术

力量，举行各种层级的学术活动，如会议、论坛等，强化边屯文化的“文

化”性；

三、以边屯文化研究院为基地，不断培养有关管理、开发、理论、

创作人才，使边屯文化事业有充足的人才储备；

四、配合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四下寻根，并与祖根地有关省、

市、区（县）建立各种合作关系，引进各种项目、资金的投入，有利

于永胜的全面进步及软实力建设；

五、在做实狭义边屯文化的基础上做广义边屯文化，从边政学、

移民学、国防学、民族学各个角度扩展其内存、丰富其内涵；

六、不断开发与边屯文化相关的文化、艺术、旅游活动项目，使

之变成活着的、生命的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感情、抽象的概念；

七、在央视、央报、央刊、央网系列性组织对博物馆的深度报道、

宣传，扩散其影响力、增强其吸引力；

八、在省内外组织有关展览会及展销会，实物展示其风采，多管

齐下行销其品牌。

以上所述，尽出祈愿永胜县边屯文化重光之心，不妥之处，还望

永胜耆老宿儒及同人见谅。

最后，祝永胜边屯文化事业越走越宽广。

是为序。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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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屯文化之旅

闵文新

从丽江市区出发，向东南方向行 50 公里，就进入了丽江下辖的“一

区四县”之一的永胜县。 

永胜县是一个汉族人口居多的县，这里的汉族基本上是 600 年前

从湖南、江西、南京等地迁来的，其文化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但在长

期的演变过程中，又打上了历史、民族及地域的烙印，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边屯文化。 

风光是旅游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丽江，正是以它多元而

丰富的文化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丽江，由于多民族聚居，这里独

特的地理位置、历史原因和民族构成，形成了一个个特有的文化区域。

在以纳西族为主的聚居区，是以东巴文化为主；在彝族地区，是以

毕摩文化为主；在傈僳族地区，是以傈僳文化或称尼卜文化为主；

同样，还有摩梭文化，他留文化。而这些文化，都属于少数民族文化。

事实上，在丽江 2.0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一种文化，它常常只

被人类学家或民族工作者提及，那就是永胜汉族地区的边屯文化。 

边，指边疆，是一个地理概念。相对于中原而言，云南等地自然

是边疆省份，丽江就更是边疆地区了。在丽江还称为专区，下辖着今

天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时候，丽江本来就是与缅

甸等国接壤的。而屯，指军屯，是一个历史概念。明王朝统一中国后，

为巩固边疆，那些被派到边疆的军队，战争结束后，没有再回到他们

的原籍，而是就地驻扎，分给田地，亦兵亦农，既维持一方秩序，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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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田实现自给。他们既是军事组织，又是生产单位。洪武年间，中央

王朝又从中原调来了大批平民，他们既与先期到达的军队相处，又与

当地的少数民族相处，大家相互学习，最后终于融合。到今天，已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了。 

茶马古道的要冲——金龙桥 

丽江与永胜，中间以金沙江为界。丽江古城距永胜县城 103 公里，

金沙江正好平分两地间的公路里程。从丽江行三十来公里，就可看到

金沙江，还可看到一个热火朝天的工地，这是金沙江上游第一个兴建

的大型电站——金安桥电站。在电站往下三四公里的江面上，悬挂着

一座雄伟的铁链桥——金龙桥。经考证，这是长江全线现今仍在使用

的最古老的铁链桥，桥长百余米，宽两米多，由二十根铁链连接金沙

江两岸，是丽江历史上到香格里的主要通道。此桥建成于清朝咸丰

古楼前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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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距今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 

金龙桥桥头有三座石碑，碑上载明该桥是鹤庆人蒋宗汉捐修的。

铁链桥的建成，大大加快了两岸的物资运输，成了丽江通往巴蜀内地

的交通要道，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1936 年，贺龙率领的红二方

面军来到滇西，原准备通过这座桥渡江北上，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提

前做了准备，拆毁了桥上的木板，并在对岸设了重兵，红二方面军才

继续向北，从丽江的石鼓、巨甸一带渡江，顺利进入了藏区，由此也

可看出这座桥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么宏大的一座桥究竟如何建设，在今天也是

一个难解的谜。后来，此桥历经多次毁坏与修复，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当离它三四公里的丽永公路金安桥建成，它的重要性才发生了

转移。但即使到了今天，这座桥仍然在为两岸群众的生产生活服务，

金龙铁索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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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丽江旅游业的发展，这座桥也成了游客们追古思今的游览地。 

站在桥头，看长龙卧波，会生出许多的疑问：这铁链从哪里运

来？如果加工成了链条才运输，那一根链条就有几千斤，在交通不

便的古代，怎么运输呢？如果一截截地运来，在桥边再连接，那加工

的地点在哪儿？修这座桥又要多少工匠？第一根链条是怎么拉起来的

呢？碑上记载，修桥过程中曾发生了铁链断裂，几十名工匠掉入江中，

二十几人遇难。寥寥十几个字的记载，却是说不尽的悲壮，让人的心

不由得收紧。颤悠悠走上桥去，看脚下江水翻滚，滔滔向前，会有些

头晕目眩。不禁会想，如果当年红军强攻这座桥，应该会比大渡河更

难吧。 

滇西“鱼米之乡”——三川镇 

过了金龙桥，顺着新修的公路进入一条翠绿的峡谷（原来的古道

需翻山越岭），就是五郎河峡谷。沿峡行进，可看到高挂的飞瀑和悬

崖上的傈僳人家，整个峡谷像一条画廊，让人赏心悦目。 

穿过约二十公里的峡谷之后，眼前豁然开朗，一个盆地呈现在眼前。

这就是丽江第二大的盆地——三川坝。 

三川坝平均海拔 1700 多米，面积 370 多平方公里，气候温润，

出产丰富，历来是滇西北的米粮仓，国家商品粮基地，被誉为滇西北

的“鱼米之乡”。因为有三条河穿过坝子，所以得名三川。 

走近坝子，只见良田万顷，村落分布，一派安详自足的田园风光

景象。这里的粮食产量非常高，一季水稻亩产上吨是轻而易举的事。 

三川坝不仅出产丰饶，文化也较为久远。这里出土的铜鼓，据考

证为战国时期的文物，是丽江范围内发掘到的最早的同类铜器。 

这里也是最典型的边屯文化所在地，这里的地名如金官、梁官等

就是边屯文化的遗存。 

原来，当年的军队驻扎在此后，官府按官职大小分给了这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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