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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行云南》

前言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唯其遥远，也就越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魔力。　　无论用
怎样华丽的辞藻来形容云南的高山大川、雪峰碧海、热带雨林和奇风异俗都会使之失去神韵。云南太
神奇美丽，云南太虚幻缥缈，仅此而已的形容，绝难传达出蓝天白云之下，凸显于那方神秘土地上鲜
活的生活。劳作的26个民族在那里何以能生生不息？古老淳厚的民风在那里何以能如此浓郁？奇异神
秘的习俗、信仰在那里何以能绵延不衰？这些疑问只有走进_云南的怀抱才能找剑答案，才能触摸到
它更加深厚的一面。　　如果说山是云南地形的骨架，那么河流就是云南大地的血脉。任滇两北，金
沙江、澜沧汀和怒江，在横断山脉的钳制下，并行长驱南下，有一天，我走进了三江并流的腹地，走
进了一个沉静着永恒的梦境。这是茶马古道的发祥地，16个少数民族在此千百年来和睦相处、生息与
共，多种宗教融为一体。阳光下静卧住雪山峡谷中的数百架飞机残骸闪耀着悲壮的银光。这便是“二
战”历史上著名的驼峰航线。高黎贡山下安息着无数赴缅中同远征军抗H壮士的灵魂。虎跳峡，这个
可畏的名字，无数中外探险家和漂流者为此献出了征服者悲壮的生命。梅里这座神圣而唯一没有被人
征服的雪山，将中日登山队16名勇士永远安魂在千年的冰川中。三江并流是千百年苍茫岁月中留给后
人的诉说。　　在云南，红土地是最常见的风景。每次登上云南的高峰，眼前部是一块块通红的新田
嵌在莽莽群山的绿野之中，在蓝天的映衬下红得格外醉人。但谁又了解，养育了云南人的这片红色的
酸性土地是何等的贫瘠？或许正是因为生存的艰辛，靠着红土地成长起来的云南人，对红色自然有着
特殊的感情。他们拿红土地做砖盖房子，他们还从土地中提取那种最红的赤铁矿粉，和上牛血做颜料
并选取一些神秘的山崖来画画，那是几千年前的先民做的事。曾在麻栗坡观过大王岩画，也曾在临沧
赏过沧岩壁画，图画中有人、有神，还有牛、羊、狗、猪和野生动物。我总觉得这些岩画是出于祭祀
目的，因为岩画的颜料是红色的，而红色象征着血液和人的灵魂。　　在云南的土著少数民族中，佤
族至今还保留着鲜明的红色崇拜文化，红色是佤族服装中最重要的颜色。走进阿佤山，我经常会看到
这样的场景，群山问灰黑的村寨房屋问．不时会看到在晒台的晾竿上搭着刚刚染好的红色土布，在阳
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炫目，仿佛一片血色精灵傲立于群山之巅。在云南的许多土著少数民族文化中，
一直流传着多种版本的人类起源传说．其中佤族的创世纪史诗《司岗里》最具代表性，佤族人认为，
人类都是从滇西南阿佤山中的一座石洞中走出来的。　　流传虽只是流传，但云南还是人类文明发源
的摇篮。新石器时代的史前文明不必说，只元谋人化石的发现，就让云南这个地方有了170万年的回顾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而今”一句话，便能将长河般的历史概括成一滴水。事实上最早称
雄于云南的古滇国。是在它的后期才开始渐人中原的视野的，关于这一点，史载当时的夜郎王曾与赴
滇的汉朝使者有“汉孰与我大”的不自量力的笑话。但从真正意义上来说，直到隋唐时代南诏国才以
洱海为中心建立起仿唐的奴隶制国家，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实际上它当时已经形成了与吐蕃王朝、唐
王朝三足鼎立的政权格局。后来的大理国，是在南诏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赶上了机缘，宋王朝
总是战乱不断，大理国乘中原战乱得到了发展。但是，到了忽必烈入滇时，元世祖的铁蹄所向，到底
还是不能容忍大理小国的存在，于是苍山洱海下的宫阙便成了瓦砾残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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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行云南》

内容概要

《驴行云南:最新11条精品线路》讲述了：云南地处西南边陲，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唯其遥远，也就越
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魔力。无论用怎样华丽的辞藻来形容云南的高山大川、雪峰碧海、热带雨林和奇风
异俗都会使之失去神韵。云南太神奇美丽，云南太虚幻缥缈，仅此而已的形容，绝难传达出蓝天白云
之下，凸显于那方神秘土地上鲜活的生活。劳作的26个民族在那里何以能生生不息？古老淳厚的民风
在那里何以能如此浓郁？奇异神秘的习俗、信仰在那里何以能绵延不衰？这些疑问只有走进_云南的
怀抱才能找剑答案，才能触摸到它更加深厚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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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行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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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终点　畹町：连接中缅的九谷桥精品线路九　滇越铁路　来自1910年的火车　澄江：蓝色文明抚仙
湖　江川：李家山的青铜器　通海：嫁给古乐的女人　　最后的小脚部落　建水：深藏城中的古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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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行云南》

章节摘录

　　精品线路一　昆明　　红土地下的古滇国　　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来看，两千多年前，在
中国的西南边疆有滇和夜郎两大王国。司马迁的记载是这样的：“滇王与汉使言：‘汉孰与我大？’
及夜郎侯亦然”。可见，那时滇郎自大并不亚于夜郎。公元前276年，楚国将领庄蹯来到了云南，建立
了滇国，但到公元前86年的时候，滇国神秘地消失了，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滇王国似乎只存在于司马
迁的记述中，再也找不到任何其他有关它存在的遗踪。　　来到距滇池东岸只有几百米的石寨山，这
座方圆不到1平方公里的普通小山，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异常。1954年，一位名叫孙太初的考古学者却
在这里找到了破解古滇国千年之谜的钥匙，一段尘封在红土地下的历史由此渐露端倪。　　1953年夏
季，云南省博物馆从一位古董商人手中征集到一批奇特的青铜兵器。在云南，许多民族的铜鼓上部有
青蛙的形象，但把青蛙刻在铜矛上的青铜器在历史上未曾有过记载。孙太初意识到这种青铜器背后很
可能隐藏着不同寻常的秘密，于是四处寻访。一年多后他终于获知：这些青铜器来自昆明南部晋宁县
的石寨山上。　　很快，孙太初带领考古队来到了石寨山，开始敲击红土地下面那个未知世界的大门
。幸运的是，他很快就找到了两座墓葬。从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件带盖的铜鼓状贮贝器尤为奇
特。这件直径只有30厘米的容器上铸有52个人物形象，人群的中央立着一根双蛇盘绕的柱子，柱子的
一侧是几个梳着发髻的仆人抬着高高在上的贵妇，柱子的另一侧则绑缚着一个裸体的男子，他的旁边
有一个人正在跪拜祈祷。据推测双蛇盘绕的柱子是社柱，整个雕塑表现的是一次祭祀活动。社柱是中
国先秦时期一方诸侯的标志，表示在自己的领地拥有最高的权力。但是到了汉代，开国皇帝刘邦一统
天下后，就取消了各地诸侯王拥有社柱的权力，社柱只建在都城。　　由此推测，石寨山的这个墓葬
，很可能属于先秦时期。然而，在清理出土文物时，又发现一面铜镜背面刻的是“畜思君王，心思不
忘”八个汉字铭文，从形制特点可以判定，它属于汉代。既有先秦时期的社柱，又有汉代铜镜，这些
青铜形象所代表的神秘人物究竟是哪个时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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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行云南》

编辑推荐

　　《驴行云南：最新11条精品线路》以较新颖的形式从11条精品线路介绍了云南的地势地貌、风景
名胜、文化古迹、少数民族风情、动植物资源、旅游历史沿革、旅游交通、旅游购物，全面综合归纳
了云南旅游的精华，是一本融云南旅游文化的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为一体的佳作。云南省具有独
具特色的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由于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形成了亚热带、热带风光；终年积雪的壮
丽山川高原湖泊、石林、溶洞，种类繁多的植物构成了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加之云南悠久的历史文
化和众多的民族又形成绚丽多彩的人文旅游资源，这些不仅在中国独树一帜，在国际上也占有重要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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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行云南》

精彩短评

1、骚年  去吧当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就去吧
2、云南是个好地方，值得去看看。这本书是去云南的好助手，尤其愿意多了解了解云南的人，不论
事先还是事后看，都应该有收获。
3、买这本书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作者，其二是为了去雨崩看梅里雪山。还是一贯的梁敏风格的书，
比起LP， 藏羚羊还是其他攻略书，更多的是作者的一些心得体会，看看还算OK
4、对于想要徒步的旅行者比较好，内容还是很详细的，介绍了多方向的旅行路线~
5、昨晚十一点多下的单，今天下午就收到了，送货速度很快，很满意。拿到书翻了一下，纸质是类
似报纸的颜色色，不反光，不会剌眼，比较质朴，内容还没看，应该会对我的自助游有帮助，暂时先
给四星。
6、不错的一本自助游云南的好书.
7、线路按地区划分，既可以按照线路全部走完，也可以自己随心搭配景点！还不错！
8、对于喜欢自助旅行的，还是不完美。细节稍微差一些。
9、还有一本驴行青藏，这两本适合做长途旅行的参考书，很不错。
10、有知名的线路，也有不知名的线路，都很实用
11、因为要去云南玩就买了这本书，书里的内容翔实，生动，而且作者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有一定的了
解，非常不错。
12、kelly的大作，必须有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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