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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南 新 跨 越 之祥雲篇

■祥雲是最早叫「雲南」

的地方，設縣至今已經

有2100多年的歷史。

■輝煌的歷史，使雲南驛成為

「人類交通史的活化石」。圖為

雲南驛古驛道。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祥雲

人民用勤勞和智慧創造了豐富

多彩的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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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目山被譽為「佛學最高殿堂」。

圖為水目山佛塔。

「吃在祥雲」，這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西南空軍部隊裡流行的一句話，長期往返於雲南各地的空軍
們通過對比得出這樣的結論可謂經驗之談。由於地處滇西交通要塞，各地食材在這裡互市，各種香料
在這裡交匯，各樣文化在這裡融合，使祥雲形成了豐富多樣的飲食文化特色，並發展成了雲南省最為
重要的食品交易集散地之一。

生態早餐：鼓樓集市稀豆粉
祥雲人愛吃，對於一天三餐，他們都懷 毫不馬虎和極其愉悅的態度去享受。祥雲人一天的美食之

旅，往往就從清晨的集市早餐開始。
張大媽是祥雲本地人，在鼓樓集市專門製作稀豆粉、油條已經有20多年的時間。張大媽介紹，祥雲

稀豆粉美味的秘訣在於原料的選取和精心的煮製。製作稀豆粉的豌豆必須選用祥雲本地產的上等白豌
豆，製作之前必須在水中浸泡一天一夜的時間，然後通過石磨、過濾等工序選取最為細嫩的豌豆粉進
行煮製。正是如此精細的原料保證了祥雲稀豆粉濃厚的豌豆香。每天清晨，都有大批年輕人聚集到張
大媽的早餐攤，吃 熱騰騰的稀豆粉、油條，談 自己的憂愁和快樂，開始一天的工作和生活。

天上龍肉地上驢肉
匆忙而短暫的午間，營養美味的驢肉是祥雲人最愛的午餐選擇。
一進祥雲城，就能看到大大小小的驢肉館，幾乎每條街道都有幾家。這些小館往往店面不大、裝修

樸素，有的甚至只有兩三張桌椅。然而，俗話說「酒香不怕巷子深」，驢肉館內常常都人來人往、客
滿為患。
驢肉素有「天上龍肉 地上驢肉」的美譽，味道鮮美、細嫩可口，堪稱高蛋白、低脂肪、低膽固醇

的營養肉類。如今，心靈手巧的祥雲人更是將驢肉烹製成了涼片、紅燒、爆炸、火鍋等各式品種，使
驢肉成了祥雲美食的金字招牌。

山珍精粹：野生菌火鍋
結束一天的工作，帶上家人，約上三兩個朋友圍坐在一起，享用一桌熱氣騰騰的祥雲特色野生菌火

鍋是許多祥雲人最愛的晚餐選擇。
對於野生菌火鍋的食用，祥雲人也頗有講究：開鍋之後要先喝湯，嚐鮮的同時能起到餐前調節飲食

的作用；喝湯的同時放下各式野生菌煮熟，再搭配用祥雲本地產油辣椒調至而成的調味料食用，能嚐
到野生菌最為鮮嫩可口的味道；吃完野生菌後，則放下牛肉、豬肉、海鮮等葷菜，肉類在吸收了野生
菌的餘味後會變得更加鮮美；最後放下各種時鮮蔬菜煮食，不但解膩，而且有助消化。

以歌會友、以舞頌神，在長期的生活和生產中，漢文化和少數民
族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祥雲多姿多采的民俗文化特色。

以歌相會天峰山
「彝家的調子數不清，三天三夜唱不完，這邊唱來那邊和，唱得

星星打瞌睡，唱得山花朵朵開。」正如這首山歌所唱，彝族能歌善
舞、多才多藝，而歌舞往往成為他們迎客會友最常見的方式。
每年農曆二月，來自祥雲縣普淜、下莊、劉廠等鄉鎮及楚雄等地

的彝族、漢族等各民族3萬多人都要聚集在普淜鎮天峰山，男女老
少準備好自己最為拿手的曲目，與親朋好友一起邊唱山歌，彈弦
子，跳腳，天峰山上歡歌無限、一片和樂。

以舞蹈歡慶「啞巴節」
每年農曆正月初八，無量山、哀牢山一帶的彝族村民都要匯集在

一起，舉行一年一度的「啞巴節」。其中，以祥雲縣七宣村的「啞
巴節」最為有名。
活動在太陽升起的時候從龍王廟開始，舞蹈會頭「大啞巴」帶領
所有舞者「啞巴子民」圍 火堆進行「三正三反」的追殺，並殺

雞恭酒、祭拜龍王。七宣村「啞巴節」由於完整地保存了歷史風
貌，已被列為雲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目錄。

多元文化的共融地

祥雲，地處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東部，是最早叫雲南的地方，素有

「雲南之源、彩雲之鄉」的美譽。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開

西南夷，因「彩雲南現，縣在雲之南」而取名雲南縣，設縣至今已經有

2100多年的歷史。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祥雲人民用勤勞和智慧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歷史文

化。歷經千年滄桑巨變，七彩祥雲的神奇霞光、佛教文化的空靈佛光、革

命先烈們的神聖榮光，映射出古雲南悠久燦爛的「新石器文化」、「青銅

文化」、「馬幫文化」、「佛教文化」、「二戰文化」、「紅色文化」和豐富

的「民俗文化」資源。

自明朝洪武年間沐英、藍玉將軍平定雲南以來，就有許多中原地區的漢

人來到祥雲長期世居，形成了源遠流長的漢族屯耕文化。同時，以彝族為

代表的少數民族也在這裡長期居住，民族文化為祥雲的旅遊增添了別樣的

異彩。

旅遊資源的富集地

「北有少林寺 南看水目山」，順 滇西黃金旅遊線一路西行，這是讓人

印象最深的一句話。

慕名來到水目山山腳，雲驛象山右則伏地回顧，天華獅山左側昂首守

衛，不愧禪風妙水、佛家聖境。依山而上，樹木蔥翠、佛寺林立，一路清

香幽遠之氣。登高而立，與少林寺齊名的北崗塔林散落山頂，精緻古樸、

讓人震撼。

「納子千餘，六詔諸王，咸來問道」，鼎盛時期，水目山被大理國視為

皇家禪寺，多位王公貴族前來求佛修行。到了明末清初，水目山更因體系

完善，面向全國佛門弟子傳授佛教最高儀式「具足戒」而宗風大振、聲名

遠播，被譽為「佛學最高殿堂」。

從滇西佛教文化傳播中心水目山到絢麗多彩的紅色文化；從被徐霞客譽

為「滇西第一洞」的清華古洞發掘的石刀、石斧，到劉廠鎮出土的戰國銅

棺、禾甸檢村石棺墓的西漢編鐘；從茶馬古道繁華的物資集散地到駝峰航

線重要的航空轉運站⋯⋯整個祥雲縣已被豐富燦爛的歷史文化資源包圍。

滇西旅遊的第一站

祥雲是交通的咽喉，是通往滇西八地州的必經之地，是大理州的東大

門，距昆明僅282公里，至大理機場30分鐘車程。境內「昆瑞高速公路」、

「廣大鐵路」、320國道等8條重要公路、鐵路在縣城形成交匯點，和擬建的

泛亞鐵路在祥雲接口，已初步形成滇西交通樞紐和物資集散重地，成為西

南地區連接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橋樑。

隨 雲南旅遊「二次創業」的推進，祥雲縣旅遊逐漸成為雲南旅遊的一

朵奇葩，滇西旅遊的第一站。目前，祥雲縣已形成了以水目山為重點的佛

教文化旅遊區，匯集馬幫和二戰文化的雲南驛特色文化旅遊小鎮，以清華

洞古人類遺址為中心的溶洞養生娛樂體驗區等一批具有鮮明特色的文化旅

遊景區。

10月的雲南，秋高氣爽、風輕雲淡，驅車到達大理、麗江、

香格里拉之前，首先來到了祥雲。追隨五彩的雲朵，想起漢武

帝夢見「彩雲南現」在此設立雲南縣的動聽故事；聽 彝族的

山歌，感動於當地人對生活的感恩和熱愛；身處禪寺廟宇，沉

浸於深遠的佛理和寧靜的禪意⋯⋯「雲南之源 彩雲之鄉」，祥

雲的這份祥和讓遠道而來的人們滿懷寧靜與閒適踏上滇西的黃

金旅途。 ■香港文匯報王晉、倪婷祥雲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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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之源彩雲之鄉——祥雲旅遊文化系列報道

最早叫「雲南」的地方

民俗文化綻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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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祥雲縣城邊坐落在西南古絲綢之路上的小村鎮——雲南驛。漫步小鎮，青石板鋪成

的古樸街道穿鎮而過，隨便進入一戶人家，主人都會驕傲地告訴你自家房屋有 數百年

的歷史。

雲南驛作為雲南省最古老的驛站之一，是茶馬古道上的一顆璀璨明珠，一度成為滇西

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古驛道上悠遠的馬幫鈴聲穿越千年時空，折射出紅土高

原興衰更替的交通史，見證了雲南驛昔日的繁華。公元前109年設雲南縣，縣治就在雲

南驛，歷史上在祥雲境內設郡、州、賧，治所都設在雲南驛。清代，雲南驛成為茶馬古

道上最重要和最繁華的集散地，每天從雲南驛經過的大小馬幫二三十起，雲南驛當時有

二十多家馬店，最大的馬店可容納三百多匹馬。雲南驛古驛道於北宋開寶五年白鹽井開

辦時修建，為白鹽井通往滇西的主要運輸通道，路段全用石板鋪砌。隨 白鹽井鹽業的

興旺，鹽商馬幫絡繹不絕，古驛道的石板路上至今仍存留 斑斑馬蹄足跡。

近代，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雲南驛再次扮演 重要的角色，成為中緬印戰

區的重要軍事基地，興世聞名的滇緬公路由此通過。雲南驛機場是著名的駝峰航線的航

空轉運站，雲集了許多盟軍軍人和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員。那時古驛道上開設了眾多各地

口味的中、西餐廳，比如有名的西餐廳華美餐廳、紐約餐廳等，因此被稱為「小香港」。

輝煌的歷史，使雲南驛成為「現今唯一集中了馬幫運輸、公路運輸、鐵路運輸與航空

運輸等各個不同時代運輸方式的地方，是人類交通史的活化石。」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