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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岭之华》

前言

云南——位于祖国大地的西南角，是一个因“彩云南现”而得名的美丽地方。世世代代居住在这块红
土高原上的人民除汉族外，还有25个人口在4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它们是：彝族、白族、哈尼族、
壮族、傣族、苗族、傈傈族、回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瑶族、藏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
、怒族、阿昌族、德昂族、基诺族、蒙古族、布依族、独龙族、水族、满族。在云南全省4000万人口
中，少数民族占了1／3强，也就是说，在每3个云南人中就有一位少数民族同胞。1300多万少数民族兄
弟姐妹遍布全省，在团结和睦的民族大家庭中共享平等与欢乐。云南又称“滇”，是中国古人类的发
祥地之一。出土文物表明，元谋人早在170万年前就生息、繁衍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云南远古文化。
到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云南已生活着众多少数民族的先民。他们循山脉、顺河谷，与当时西北
地区的氏羌族群、东南沿海的百越族群、南部地区的百濮族群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联系。经过漫长岁月
中的分化、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云南的大部分少数民族。唐宋时代，虽说云南先后建立过南诏和大
理国地方割据政权，但云南各族的先民与祖国各地的经济文化交往从未间断过。勤劳、勇敢、智慧的
云南各族人民在这片神奇的红土地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稻作文化、茶马文化、丝路文化，
为祖国西南边疆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云南，地处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史称“天下之山
聚于云贵”。这里群山奔涌，气势磅礴，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94％。云南西北面的高山雪峰与西
藏、缅甸相邻，南边茂密的丛林又与老挝、越南接壤。云南是长江、珠江、澜沧江（湄公河）、怒江
（萨尔温江）、瑞丽江（伊洛瓦底江）、红河（元江、红河）等大江、大河的上游或发源地，堪称亚
洲的“水塔”。在云南39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千山并立，万河奔流。这里既有海拔六千七百米
的高山，也有海拔仅七十多米的河谷和坝子，高低相差竟达6000余米！海拔的差异带来了气候的差异
，全省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气候俱全，各类植物依其喜好，择地而居，种类竟达1．7万余种！
全省还有脊椎动物1737种，昆虫1万多种！云南“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的美誉由此而来。这里的
地势是立体的，气候是立体的，生态环境也是立体的。这样全方位的立体条件，必然造就出云南为数
众多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必然使云南的少数民族具有与其他地区少数民族迥然不同的特点。过去的
云南，大山阻隔，百川拦路，人们交往很少。相对封闭的环境，造就了各具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各
民族之间的大杂居、小聚居，使他们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特点。云南民谚说：汉
族回族住街头，壮族傣族住水头，苗族彝族住山头，瑶族住箐头。这便是云南各民族生存环境的生动
写照。不要小看这一写照，多元的民族文化由此诞生了！多元的宗教信仰、民族风情、民族服饰、文
化艺术、习俗节日⋯⋯由此诞生了！风格各异、色彩纷呈的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由此诞生了！
云南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喜好、习尚、禁忌、习俗和节日。不论是文身、染齿、留“天菩萨”，还
是生丧嫁娶中的独特风俗；不论是工艺精湛的民族服饰，还是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无一不体现着各
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要想认识一个民族，领略他们的风情，体会他们的魅力，节日是最好的机会。
每逢少数民族的新年，如三月街、火把节、插花节、目脑纵歌、泼水节、十月节等盛大节日，各族儿
女盛装而出，山乡百寨一片欢腾：龙舟竞渡、对歌斗牛、月下踏歌、火把传情、讲神话、唱史诗、“
上刀山”、“下火海”，天地间洋溢着各民族儿女火一样的激情⋯⋯当我们置身于云南少数民族兄弟
姐妹中时，给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他们充满红土高原气息的身躯是那样健壮，洒满红土高原阳光的笑
脸是那样纯朴，注满红土高原山泉的心灵是那样善良。我们不由得萌生了为红土高原儿女们“写真”
的想法。我们愿用手中的相机，真实地记录下他们的风姿和笑貌，记录下他们神奇瑰丽而又源远流长
的文化和生活。让老人的皱纹，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有过的苦难；让孩子的笑脸，告诉我们这里更加美
好的明天。我们愿借这本画册，把红土高原的儿女们介绍给普天下热情友好的人们，让我们走进云南
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中间，做他们的朋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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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岭之华》

内容概要

云南——位于祖国在地的西南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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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岭之华》

作者简介

张松泉，1941年生于中国云南大理。1969年开始从事摄影和新闻工作，先后在国内外的报刊、杂志、
影展上发表过2000多幅摄影作品，撰写有关文章近10万字。1982年在日本藤泽市(昆明友好城市)举办了
介绍云南和昆明的个人影展。20多年来，翻山越岭，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摄影创作。1997年在
日本出版《云南少数民族素描影集》。伍金贵 1954年生于中国四川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19年来利有业
余时间进行摄影创作和新闻报道，翻译出版过《世界各国的毒品管理对策》、《拉孟——中日大决战
》等书，作品曾入选在日本乐京举办的中日联合摄影展。现任中国云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
国“云南日本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艺术摄影协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协会永久会员、《中国
现代摄影报》特约记者、昆明南强摄影研究会副秘书长等职。1997年在日本出版《云南少数民族素描
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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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岭之华》

后记

我们来自不同的民族和地区，生活在这块红色的热土上，共同的摄影爱好使我们走在一起。我们年复
一年地跋山涉水，访遍了云南25个民族的山山水水，了解了不同民族的生活、风俗、信仰⋯⋯历程和
艰辛带来了无限的喜悦，一幅幅照片留下了我们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真挚爱意。多年来，友人鼓励我们
出版一本画册，机缘巧会，1996年我们得到了日本国神奈川县藤泽市友人照井千乡先生的支持，先生
也想把我们的作品介绍给日本读者。照井千乡先生为了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曾150多次来到
云南，为昆明市和藤泽市的友好做了大量的工作。继捐资建盖“昆明——藤泽友谊馆”、“德宏州中
日友好傣景乡友谊温泉宾馆”、“云乡”和式建筑后，1997年又出资为我们在日本编辑出版了中日文
版的《云岭之华》画册，向日本读者介绍了云南和云南的少数民族。1998年，先生再次来昆明，又作
出了在有生之年为云南贫困山区的少数民族逐年捐资建盖5所希望小学的决定。当得知我们将编辑出
版用中英文介绍云南少数民族的画册后，他又对画册的编排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并希望我们继续使
用《云岭之华））的书名，以便中外读者更好地了解云南、宣传云南。照井千乡先生为发展中日友好
关系，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好事，我们借此机会向多年来关心、支持、帮助云南发展的照井千乡先生
表示衷心的感谢。4年来，我们组织邀请了近2000位美国朋友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观光访问。访问中，
美国朋友惊叹云南民族的团结、和睦、平等，称赞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他们希望有一本英文版的介
绍云南少数民族的画册，以便带回美国，向家人、朋友介绍云南。故此，中日文版《云岭之华》在日
本出版后，承蒙云南美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们重新编辑了《云岭之华——云南少数民族写真集》
这一画册。我们更新了照片，充实了内容，改变了设计并在短短的时间里，让画册与读者见面。云南
省社科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郭大烈先生和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政法处何正廷处长认真审阅
了全部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在云南大学任教的詹姆斯-耶鲁先生尽管教学任务繁重，仍抽出
时间对全书的英文稿进行了认真的校阅。对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云岭之华——云南少数民族写
真集》中英文版的出版，还要感谢美国美中教协主任特丽莎博士，美国老年人协会，河北省外事办公
室赵登瑞先生，李国清先生，云南省外事办公室领导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在此，也向关心、协助、支
持我们工作的所有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鉴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如有疏漏谬误之处，还望读者和专
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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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岭之华》

编辑推荐

《云岭之华:云南少数民族写真集》是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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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岭之华》

精彩短评

1、科普了一些民族的知识 不过好多辅以图片的解说语着实把我雷到了=_=PS:看完发现好多民族的服
装和cosplay简直无差 一个比一个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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