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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迹：云南（1）
meipian.cn/3bcer2xp

2020.12.17 Travel 阅读 166

云南，在旅游推介中常称为“彩云之南”或“七彩云南”，也称“孔雀的故乡”。总之，跟⾊彩斑斓紧
密相关。云南⼜是在云贵⾼原上，为坝⼦地貌。
云南去了三次，第⼀次是在90年代，许多旅游景点尚未开发或未完善，但也少了很多商业的涂
抹，让⼈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云南。第⼀次去，基本上是打卡，时间也⽐较短，去了⼀些主要
景观，如昆明、⼤理、丽江、虎跳峡。第⼆次和第三次都是⾃驾，可以深⼊到⼀些⼀般游客不
容易到达的地⽅。第⼆次是从四川的稻城亚丁翻越群⼭峻岭，进⼊怒江、澜沧江和⾦沙江三江
并流的⾹格⾥拉地区，然后到奔⼦栏、德钦、⾹格⾥拉、普达措、⽩⽔台、沿⾦沙江到下虎
跳、中虎跳、上虎跳，再到长江第⼀湾、蓝⽉⾕、丽江，之后到四川境内的泸沽湖离开云南。
约耗时两周，⾛了云南北部⼀⼩部分。第三次是⼀个⽉，专游云南。⼤体线路从昆明开始，经
元谋、⼤理、腾冲、芒市、瑞丽、西双版纳、翁丁（沧源）、元阳、东川，然后折向贵州荔
波，再返回昆明。

游记以第三次和第⼆次的内容为主线，先叙述从昆明开始的第三次旅游。

https://www.meipian.cn/3bcer2xp?share_dept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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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图-1

现在的昆明跟九⼗年代初相⽐，真是旧貌换新颜，除了新建⼤批⾼楼外，也翻新了很多古建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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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碧鸡两坊。⾦马碧鸡后⾯有不同的传说，现在只剩下两个坊，周围是⾼楼⼤厦。旁边有⼀
个古街区，有⼀些翻新的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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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的古建筑

仿古街道，或称花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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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湖公园。除了⼲枯荷叶的湖⾯有点诗情画意，没有什么可看的。

虽然这是第⼆次来到昆明，还是想再游览滇池。到滇池边，打听如何登⼭，路边⼀个揽客乘车
上西⼭的⼈要我们乘坐他的车，说是徒步登西⼭有⾼反，让我们哈哈⼤笑。这种⾼度也有⾼
反，真会忽悠。
登上龙门，举⽬望去，跟九⼗年代相⽐，景⾊⼤致依旧，只是湖边多了许多建筑。现在⼀些景
点经常被周围的建筑紧紧包围着，在其中参观，真觉得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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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找⼀个没有城市森林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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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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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西⼭，到⼤观楼（公园），因这⾥有乾隆年间孙髯翁所作的中国最长对联。左右挂的就是
这幅对联：

 上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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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苹天苇地，点缀些
翠⽻丹霞，莫辜负：四围⾹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下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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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两⾏秋雁，⼀枕清霜。

 以前是五百⾥滇池，后来被填掉了许多，现在周围建了很多⾼楼。如果孙髯翁现在登西⼭，恐
怕写不出当时的对联。即使写出来，画⾯也完全不同了。希望滇池不要再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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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内景⾊

⼀地银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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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的⽯林和九乡溶洞在同⼀条线路上。先看⽯林。昆明几乎没有冬天，所以12⽉的⽯林还是
秋意浓浓。下着秋⾬，在⽯林中穿梭，看到⼀组组不同的异⽯、树⽊、红叶和绿草组成的画
⾯，⾮常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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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上说，⼤⽯头是阿诗玛，脸朝左，后⾯背着⼀个⼩孩，阿⿊哥在后⾯。看来看去，更觉得
脸是朝右的，怀⾥抱着⼀个孩⼦，阿⿊哥在前⾯引路，也抱着⼀个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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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中穿梭，不时会看到漂亮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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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林的观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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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乡的溶洞也很不错，但不如贵州的织⾦洞。旅游书上说，如果你⼀辈⼦只看⼀个溶洞，那就
看织⾦洞。确实，到⽬前为⽌，尚未觉得有哪⼀个溶洞⽐织⾦洞更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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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谋位于昆明西北⽅向，这⾥有⼀⽚被风化的砂⽯构成的砂⽯林。由于砂⽯的质地松软，所以
称之为⼟林更为合适。从⼟林最⾼处有步道进⼊⼟林。经风化的砂⽯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游⼈
可根据⾃⼰的想象给⽯头起⼀个名字。想起美国的布莱斯（Bryce）国家公园，砂⽯的本质是⼀
样的，但是布莱斯公园的⾯积要⼤很多。⼟林很美，尤其在早晨或傍晚的阳光照射到林中的时
候。

影⼦像鸵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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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辉煌的宫殿



22/71



23/71



24/71

仙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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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宫似的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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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谋⼈，或称元谋猿⼈或元谋直⽴⼈，属于原始⼈。以前听说过元谋⼈，这⾥有⼀个元谋⼈博
物馆，进来看看，但是结果很令⼈失望。博物馆⼤部分是介绍⼈类发展史，关于元谋⼈，只说
发现了⼀些⽛齿。可能⼈类学家或考古专家会感兴趣。我们实在太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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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附近有⼀座古城，是南诏古国的遗址。据网上介绍，⼤理和南诏之前都是古国。南诏国早
于⼤理，于公元738年建⽴，即唐⽞宗李隆基时期。当时的洱海地区有六个实⼒较强的⼩国，
被称为“六诏”，分别是蒙ׂ诏、越析诏、浪穹诏、�赕诏、施浪诏、蒙舍诏。其中的蒙舍诏在诸诏
之南，所以被称为“南诏”。后来南诏向唐王朝妥协，借助唐王朝的⽀持，先后灭了其它五诏，
统⼀了洱海地区，建⽴“南诏国”。公元902年，内部政变，南诏被灭，建⽴“⼤长和国”。在后

来的几⼗年内，⼤长和国被⼤天兴国取代，⼤天兴国⼜被⼤义宁国取代，⼤义宁国最后被⼤理
国取代。

古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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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这个古镇的商业化气息不是⾮常浓。

⼀⽅⾯由于以前来过⼤理，另⼀⽅⾯由于翻新的古城留下⼀种千篇⼀律的印象，所以来了⼤
理，却不想马上就进⼊，选择去北部的沙溪古镇、⽯宝⼭⽯窟和宝相寺。沙溪是茶马古道的⼀
个重要地点，虽然经过⼀些装修，但是保留了古镇原始的⾯貌，⽯板路、两旁的房屋、四⽅
街、四⽅街中的古戏台、⽼榕树、⼩巷、穿街⽽过的溪⽔，很古⾹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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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个农民在卖⼲柿⼦，买了几个⼀尝，觉得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柿⼦，⼲湿恰当，
很有弹性。于是⼀边⾛⼀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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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街、⽼榕树或⽼槐树、古戏台，这⼤概可算是南⽅古镇的标配。在四⽅街⼝，有⼀位⽼奶
奶在晒太阳，同时卖麦芽糖，10块钱⼀⼤块。我买了⼀块，⽼奶奶⽤榔头敲碎，说放到嘴⾥就
化了。拿⼀块放⼊⼝中，果真慢慢融化，⾮常好吃。想想⽼奶奶的⽣活，真不错。早晨吃完早
餐，出来晒晒太阳，顺便卖⼀些麦芽糖，然后回家，慢⽣活。



33/71

古戏台

雕刻依然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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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溪很值得⼀游。
 

沙溪北边是⽯宝⼭景区。这是⼀个南诏国的⽯窟。之前去过中国四⼤⽯窟：莫⾼窟、洛阳龙门
⽯窟、⼭西云冈⽯窟和⽢肃麦积⼭⽯窟。但是⽯宝⼭⽯窟的雕塑却⾮常特别。虽然雕塑的也是
佛教⼈物，如释迦摩尼、观世⾳菩萨等，但是⼈物的脸更接近于⽣活中的⼈物。这⾥是⽩族地
区，南诏国。有⼈说释迦摩尼的⾯相像当时的南诏国王，⽽观⾳则像⽩族妇⼥。其中有⼀尊是
愁脸观⾳，⾯部表情忧郁，说是看到⼈间的疾苦⽽感到忧伤。⽯窟内不让拍摄，只在门⼝拍了
外景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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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附近是宝相寺。有⼀些建筑是靠在岩壁上，上⾯就是⼤岩⽯。建筑物和岩⽯融为⼀体。
景点介绍上说，这是云南的悬空寺。我觉得跟⼭西⼤同的悬空寺还是有很⼤的不同。悬空寺更
有悬空和紧贴着岩壁的感觉，有很多⽊质结构，⽽这⾥则多为砖⽯建筑。相⽐之下，悬空寺的
建造应该更困难。不过宝相寺也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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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周边有⼀些遗迹，如喜洲古镇、双廊古镇。喜洲是⼀座靠近⼤理的古镇，但觉得是⼀座翻
新的古镇，不如沙溪。其中的严家⼤院值得参观。严家以做茶叶⽣意致富，最重要的是发明了
沱茶。在早期，由于交通不⽅便，茶叶运到⽬的地的时候，有的会发霉。为了解决这⼀问题，
严家把茶叶蒸⼀下，再压成像碗⼀样的茶块，这样茶叶就不会发霉。由于发明了沱茶，严家的
⽣意兴隆，盖了⼀座⼤房⼦，其中还有⾦库，以及其后代模仿西式建筑盖的洋楼。解放后，严
家把房⼦捐给政府。由于这⼀明智或⽆奈的决定，导致房⼦得以保存⾄今，⽽没有遭到严重的
破坏（包括在⽂⾰期间）。

相⽐沙溪，这⾥游客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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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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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桥古镇则是⾮常商业化，沿街⾛了⼀段就不想⾛了。

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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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捕鱼船

晚上到⼤理古镇。可能由于淡季，晚上的⼤理古镇还是⽐较有韵味。有⼀些酒吧，也有⼈在唱
歌，但声⾳不⼤，在街上⾏⾛，还是觉得⽐较惬意。

 晚餐时间，直奔旅游书上推荐的“梅⼦井酒店”。酒店不是在主要街道上，但还算好找。顾名思
义，酒店⾥有⼀⼝井。这是⼀座古民居改装的酒店，⽤餐就在天井、厢房、⼤厅或⾛廊上。已
经有不少顾客在吃饭，酒⾹不怕巷⼦深，果真如此。酒店有⼀些招牌菜，特地点了“雕梅扣
⾁”和“砂锅鱼”。雕梅扣⾁是扣⾁放在梅⼦上蒸的，味道⾮常特别。扣⾁带⼀些肥⾁，但是⼀点
都不油腻。由于加了梅⼦，所有⼜带有⼀点甜酸的味道，令⼈赞不绝⼝。砂锅鱼也⾮常好吃，
但是雕梅扣⾁实在太好吃，吃完饭之后，只留下雕梅扣⾁的余味。菜肴的价格⾮常公道。我觉得
可与之媲美的是⽆锡⼀家苏州餐馆做的“樱桃⾁”，也是⽤扣⾁蒸的，据说曾经给慈禧太后上过
这⼀道菜。

 第⼆天离开⼤理之前，⼜到古城中⾛了⼀⼩圈，看看⽩天古城的⾯貌。感觉不如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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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梅扣⾁

⼤理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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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古城外⾯有⼀座“元世祖平云南碑”。问了好几个⼈，终于找到。虽然有⼈看门，但不收门
票。在亭⼦中⽴着⼀块⼤⽯碑，字迹已经模糊。估计上⾯记载平云南的事情。

⼤理三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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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塔周围都被围墙围起来了。只能买票进⼊三塔公园才能看到全貌。

下⼀站，腾冲。去腾冲虽然有⾼速，但是道路⽐较弯曲。这⾥是怒江、澜沧江和⾦沙江三江并
流的下游地区，只是⾼⼭少了⼀些。穿过怒江峡⾕，感觉⾃⼰将进⼊⼀个特别的地区 – 滇西。

 

怒江⼤桥。下游的怒江显得⾮常平静。

⼀直好奇，为什么称为怒江？网络上说，云南的怒族把怒江称为“阿怒⽇美”、“阿怒”是怒族⼈

的⾃称，“⽇美”汉译为江，含义为怒族⼈居住区域的江。⼤桥旁边有⼀些关于建桥和怒江的介
绍。怒江发源于青藏⾼原的唐古拉⼭南麓，全长3240公⾥，因上游江⽔深⿊，被称为⿊⽔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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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中上游与澜沧江、⾦沙江穿越横断⼭脉并⾏南流，形成著名的“三江并流”。滇西北处于欧
亚和印度洋两⼤板块结合部，独特的地质构造形成了深切割裂的⼤峡⾕ -- 怒江⼤峡⾕。⼤峡⾕
神秘、美丽、险奇、原始、古朴，有“东⽅⼤峡⾕”和“世界第⼆⼤峡⾕”之称。怒江⼤部河段奔流
于深造峡⾕中，落差⼤，流势急，多瀑布险滩。“看天开条线，望地⼀条沟，⽔⽆不怒⽯，⼭有
欲飞峰”。这些描述好像告诉⼈们，之所以称为怒江是因为险。
腾冲是⼀个向往已久的地⽅。它在怒江西岸。腾冲跟缅甸接壤，从腾冲到缅甸克钦邦⾸府密⽀
那217公⾥。这⾥有⼀个国殇墓园，纪念在抗⽇战争中的远征军。这⾥详细记载了国民党远征
军赴缅浴⾎抗战（也称滇缅抗战），保证在重庆国民政府乃⾄全国物质供应的通道，以及美国
飞虎队的驼峰航线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远征军最后是失败了，但是他们以及当地军民最后还
是把⽇本侵略军挡在怒江以西。如果当时没有他们的浴⾎抗战，历史可能将要重写。因为当时
⽇本想打通这⼀通道，跟欧洲的德国和意⼤利联⼿。公园后⾯有⼀个⼤⼭包，实际上是⼀个墓
地，有8000名将⼠埋葬在这⾥。这个墓地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由国民政府建造。在⽂⾰期间受到
很⼤的破坏，现在的⼀些墓碑是重新建⽴的。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愿先烈浩气长存，永
垂不朽！

国殇墓园中的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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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郊外有⼀个⽕⼭公园，实际上是⼀个⽕⼭⼝。未⼊内参观。
 附近有⼀条⿊鱼河，河边布满柱状节理。这是⼀种⽕⼭喷发形成的地质结构，岩⽯像柱⼦⼀样

叠在⼀起，有的是竖的，像⼀捆柱⼦放在⼀起；有的是横的，柱⼦的截断⾯朝外。是⼀种很奇
特的地质结构，其他地⽅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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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状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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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多，有⼀个地⽅叫热海，到处是涌到地⾯的温泉。最⼤的叫⼤滚锅，像⼀⼝巨⼤⽆⽐
的锅，可以⽤温泉煮鸡蛋。



53/71

珍珠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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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瀑布，第⼀次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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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也是温的。

腾冲有“和顺”和“绮罗”两个古镇或古村落。和顺很商业化，跟其他翻新的古镇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意思。在古镇⼊⼝处，有朱Օ基的题词“和顺和谐”。有⼀个游⼈说，朱Օ基是朱元璋的后
代，⽽明朝末年的永历皇帝曾经逃到这⾥，所以在这⾥题词，只能是听听。不过朱Օ基确实很少
题词。我见过的另⼀处是凤凰。其实朱Օ基在题词中写的字还是很不错的，特别适合景点的氛
围。这⾥有⼀道菜叫“⼤救驾”，说是跟永历皇帝有联系。这道菜是炒饵块，也就是炒年糕或炒
⽩果，各地对这种⽤⼤⽶或糯⽶做的⾷物称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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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顺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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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驾

绮罗民居酒店⽼板是⼀个30几岁的⼈，⾮常热情，上午带我们游览了绮罗。看完和顺，再看绮
罗，觉得绮罗更为古朴。为什么绮罗没有开发成为旅游景点？⽼板告诉我们，当时开发的时
候，绮罗的村民反对，因为绮罗是⼀个富裕的村落。从绮罗的道路和建筑上可以看得出来，尤
其是⽔映禅寺。这只是⼀座村落的寺庙，但是⾮常宏伟，其中的雕塑很华丽。⽬前没有经过翻
新，仍然可以看出旧⽇的辉煌。由于村民反对，所以⽐较落后的和顺就同意开发。不过从现在
来看，绮罗更值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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绮罗⽂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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绮罗⽔映寺

冬⽇中的炮仗花

腾冲长期以来是珠宝⽟⽯的聚散地，尤其是翡翠。这⾥是翡翠的⾸要加⼯地。说起缅⽟，⼈们
通常都会提起瑞丽，其实在历史上腾冲是⼀个更重要的地⽅。在80年代，腾冲的边界贸易超过
瑞丽。可能由于瑞丽的道路更便捷⼀些，没有那么多弯曲的⼭道，所以瑞丽最后取代了腾冲。
⽼板来⾃当地的⼀个⼤家族，以前也是做⽟器⽣意的，现在还做，但是规模没有以前⼤。他讲
了很多⽟器⽣意的事情，⽐如赌⽟。实际上谁都没有把握，只能根据⽟⽯的来源、⽟矿的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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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重量来⼤体判断。
腾冲境内有傣、回、傈僳、佤、⽩、阿昌六种少数民族，但是现在居住在市区的，主要是汉
⼈。⽼板说当时这些少数民族都被赶到⼭⾥去了。

薄雾笼罩的远⼭，少数民族现在就住在那⾥吗？

下⼀站是瑞丽，途中经过芒市。这⾥有菩提寺、树包塔、五云寺等⼩景观值得⼀看。芒市有很
多傣族⼈，晚上吃了傣族风味菜，如⽵筒饭、⾹茅草烤鱼、包烧⽜⾁。其中⾹茅草烤鱼特别好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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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寺

树包塔。本来这⾥只有塔，不知何处掉下⼀颗种⼦，长成参天⼤树，把塔给包起来了。



63/71

五云寺。说是寺前曾有五颗榕树，⽩鹭聚栖树上，像五朵⽩云，故名五云寺。

炭烤罗⾮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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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丽有⼀座“姐勒”⼤⾦塔。中间⼀个⾼塔，周围有16座矮塔围绕，⽽矮塔⼜分⾼低两排。塔的
建筑风格都是呈圆形。除了中间⾼塔的塔⾝外，所有的塔都涂成⾦⾊。在早晨阳光的照耀下，
显得⾦碧辉煌。塔群旁边有⼀个佛堂，建筑呈⽅形，共有5层，屋顶呈塔状。每⼀层的檐⾓都雕
塑着孔雀。可能由于孔雀的⽻⽑太长，⽆法全部雕塑出来，所以看上去有点像鸡。屋檐也都涂
成⾦⾊，很漂亮。这⼀带的⼈信奉⼩乘佛教，佛堂中供奉释迦牟尼的塑像。以往所见佛祖的塑
像，都是⽩净、肥胖、雍容、富态，⽽这⼀尊佛祖塑像的脸却略为⿊⾊，也不肥胖。佛祖本是
尼泊尔⼈，肤⾊应该略为⿊⾊，如平常所见到的印度⼈。⼩乘佛教注重于接近真实的⽣活，所
以这⼀尊佛像更接近于真实⽣活中的佛祖，或者说很接地气。第⼀次见到。
这⾥还看到⼀个有趣的介绍。说是释迦牟尼成佛之前，化作⼀只⾦熊，在这⼀带修炼。所以，
在⼤⾦塔旁边供奉着⼀头⾦熊“咪喊”，披着袈裟。这也是第⼀次看到。参观过多少佛教寺庙和
佛堂，都没有这⼀介绍。佛教历史或经书中有这⼀记载吗？有待考证。
在⼤⾦塔旁边有⼀座佛学院，跟佛堂⼀样为⽅形建筑，上为塔，也是涂成⾦⾊。
整个景点还在进⾏维修，但是感觉⼤部分⼯程已经完成。这个古迹经历多次磨难，最后⼀次是
在1967年的⽂⾰期间。⼀些建筑是后来重建的。早晨柔和阳光下的⾦塔、佛堂和佛学院，呈现
出⼀⽚⾦⾊的祥光， 显得平静、祥和。希望不再受到破坏。

“姐勒”⼤⾦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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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堂

檐⾓像孔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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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黝⿊的佛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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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化⾝⾦熊“咪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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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院

瑞丽⼝岸是中国和缅甸的边界⼝岸之⼀。如同新疆的霍尔果斯⼝岸，中国境内的建筑⼗分宏
伟。道路两旁是各种商店，其中最多的是售卖缅⽟。⼝岸来来往往的⼈很多，出⼊境应该很⽅
便。⼝岸旁边有铁丝网围着，对⾯有个⼈在铁丝网边上摆摊，上⾯放⼀些⼩商品，如麝⾹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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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烟等。我⽤普通话问他：“你那边是缅甸吗？”。他⽤普通话回答：“是的”。⼜问：“如何

购买你的东西？”。他指了指铁丝网靠地⾯的地⽅。原来有⼀个约10厘⽶的⼩⼝。我哥买了⼀
瓶麝⾹红花油，15元⼈民币，通过那个⼩⼝，完成了“边境贸易”。

瑞丽⼝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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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街的孙悟空，旁边是澳洲商城

边境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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