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丝绸之路与云南
特色文化资源

王水乔
2017.11.30  



一、西南丝绸之路概况
二、滇文化
三、哀牢文化
四、驿道文化
五、南诏大理国文化



一、西南丝绸之路概况

据史书记载，早在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
）发现了产于蜀地的布匹和筇竹杖，从而推测中国南方有一条民间
通道与印度相连。自汉武帝令张骞开西南夷以后，历代王朝都对它
十分重视。东汉时期为了控制西南地区和这条对外交通线，设立了
永昌郡。永昌郡正处于西南丝绸之路的要冲。到唐代，已明确知道
西南丝绸之路的存在。据樊绰《云南志》记载，“自西川成都府至云南
蛮王府，州、县、馆、驿、江、岭、关、塞，并里数计二千七百二十里。”这
是从四川成都到时当时南诏羊苴咩城（大理）的路途。这条古道在
中国境内是由灵关道、五尺道和永昌道组合而成。



灵关道由蜀（成都）经临邛（筇崃）、灵关（芦山）、笮都
（汉源）、邛都（西昌）、青岭（大姚）至大勃弄（祥云）、叶
榆（大理）。

五尺道由蜀（成都）经僰道（宜宾）、朱提（昭通）、 味
县（曲靖）、滇（昆明）、安宁、楚雄到叶榆（大理）。

灵关道和五尺道在大理会合后一路向西，称为永昌道。永昌
道出大理，翻越博南山，经永昌（保山）、滇越（腾冲）到缅甸
、印度等地。



西南丝绸之路出境通往缅甸、印度的古道，从永昌郡高黎贡山
上的诸葛亮城分两条。一条是经龙陵、瑞丽到缅甸的掸邦，经太公
城至卑谬，再到印度的曼尼普尔等地，另一条经腾冲至缅甸的密支
那、猛拱，再到印度的阿萨姆等地，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
“羊苴咩城西至永昌（保山）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腾冲高黎贡
山上）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保山龙陵境内）二百里，又入骠国（缅甸）境，经
万公（古太公城，今瑞丽江和伊洛瓦底江汇合以后下游）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
里，又经突文城至骠国千里。又自骠国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国（印度曼尼普
尔）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布拉马普特拉河中下游）六
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南岸羯朱温罗国（孟加拉）四百里，又西至摩
羯陀国六百里。”

印度就是通过西南丝绸之路开始知道有中国，中国也由此将印
度载入史册。

在古代，这条路是川、滇、缅、印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



二、 滇文化

有关滇国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
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滇王者，其众数万人，
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滇小邑，最宠焉。”

滇国是在滇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在滇池地区青铜文化
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一个多民族的古国，主要分布在以滇池为
中心的云南省中部及东部地区。滇文化起止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2世
纪（西周）到公元1世纪（西汉），延续一千余年。滇文化遗物的
分布范围大致为，东至石林、泸西一线，北达会泽、昭通等地，南
抵新平、元江及个旧一带，西到安宁及其附近地区。分布范围东西
宽约150公里，南北长约400公里，这大概就是古代滇族的活动范围
，亦即滇国的分布区域。



滇文化内容：

农耕文化，畜牧文化，渔猎文化，青铜工艺文化，贝币文
化，民居文化，兵器文化，祭祀文化，习俗文化，乐舞文化。

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的墓葬中，出土了数量巨大的海
贝，据统计有26万余枚。据中外文献记载，古代印度、孟加拉
、缅甸、泰国、老挝等国都曾经“以齿贝为货”，即以海贝作
为货币。这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获得的外来交换品，是云南历
史上的第一种货币。



三、哀牢文化

哀牢是横断山南部三江即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巨
大部族群体和农业国度。《华阳国志》《后汉书》都说当时的永昌
郡为古哀牢国。哀牢文化内容有：青铜文化，永昌文化——哀牢文
化和汉文化的融合。哀牢文化的特征：本土文化和周边文化的交流
融合，联结两大古代文明，立体文化，以农业为主兼事畜牧、渔猎
和多种手工业的复合型物质文化，以濮越为主体的多元民族文化。



西汉时期，滇西出产金、银、铜、铁，还有外来的琉璃光
珠，生活着孔雀、大象，被称为金银宝货之地。东汉永平十二
年（69）年，滇西的哀牢国王柳貌归附东汉王朝，汉明帝便派
使臣率兵拓宽永昌道，以便获得更多的珍奇宝物。当时士兵们
在博南山叩石，在澜沧江上悬造飞梁。他们挥汗如雨怀恨悲歌
。人们把这首歌谣记录下来，名曰《通博南歌》，成为云南最
古老的民谣。这首歌谣一直在西南丝路上流传。

汉晋时期，身毒（印度）和中原内地的商云集于此，交换
买卖黄金、琥珀、蚕丝、绢布、海贝等。随着中印缅商品交换
的发展，永昌市面上出现了本地人用玛瑙、光珠、琥珀和云母
为原料烧制的围棋，即永子，又称云子。它始于唐宋，盛于明
清。



四、 驿道文化

云南山高谷深，地形复杂，虽有六大水系，但可利用于交通运
输的水道和湖泊极为有限，在云南境内广大地区和出国境对外贸易
的运输，几乎完全凭借人畜之力。自古以来，对外贸易以长途贩运
为主，在盛产良马的云南，马帮成为最方便、最经济的运输形式，
是云南特有的一种交通运输方式，也是云南驿道主要的运载手段。

云南的马帮驿道，经多年的开拓经营，逐渐形成迤南、迤东、
迤西三大干线，还有无数支线。



迤东干线分南北两线，而北线又分左右两路。北线右路由昆明
往滇东北，经杨林、马龙、曲靖、沾益、富源进入贵州，再经黔、
蜀、湘入中原和京城，也就是历史上的滇黔线。北线左路经会泽、
昭通、盐津，入重庆宜宾，为滇蜀交通要道，也是明清时期京铜外
运的主要线路。南线由昆明往滇东南，经开远、文山的广南、富宁
至两广。

迤南干线分三条。一条自昆明经开远、蒙自、蛮耗、河口到越
南，一条是自昆明经玉溪、普洱、思茅、景洪、勐海到缅甸、泰国
。另一条是经玉溪、通海往滇南到元阳、江城，再经易武、勐腊、
磨憨到缅甸、老挝、泰国。

迤西干线也分上中下三条支线。上线由昆明经安宁、楚雄、大
姚，过金沙江与西昌、成都相连。中线由大理往鹤庆、丽江、迪庆
入西藏，再到不丹、锡金、印度和尼泊尔，也有一条由鹤庆、丽江
、永胜经宁蒗、四川盐源、康定，与川藏大道相接，这条线路被称
为茶马古道。下线由大理往保山、腾冲或盈江，出缅甸。



马帮作为一种交通方式，作为一种独特行业，作为一
种独特的文化载体，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
具有重大而特殊的文化意义。



五、南诏大理国文化

从公元8世纪初到13世纪中叶的500多年时间里，即相当于盛唐
到南宋末这段时期，云南境内先后出现了南诏和大理国两个政权。
其强盛时，疆域“东据爨（今云南东部），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
部），西摩伽陀（今印度境内），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今泰国
北部南奔府一带），西南骠（今缅甸中部），北抵益州（以大渡河
为界），东北际黔巫（今贵州东北部）”。其疆域面积相当于今天
两个云南省。



南诏大理国文化内容：

民族构成的多元与联盟一体：南诏由乌蛮、白蛮建立，大理
国由白族建立，但南诏大理国境内分布着许多民族或部落，如乌
蛮、白蛮、施蛮、顺蛮等。

精神文化的多元复合性：南诏大理国文化是一种儒、释、道
、土著文化融汇而成的复合型文化，释儒阶层的形成是其文化多
元复合性最为生动的阐释。

政治上的仿唐与部落制遗迹。
此外，文化艺术也高度繁荣。建筑如佛教建筑，雕塑如剑川

石钟山石窟，绘画如《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音乐舞蹈如
《南诏奉圣乐》，文学如《火烧松明楼》《望夫云》等。



有学者认为，从文物造像所表现的艺术风格来说，云南的佛教
是融合了来自于汉地、印度、西藏以及东南亚的艺术风格。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要算《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两份图卷的文字
与佛像造型露了南诏大理佛教的来源 是非常多元的，除了浓厚的
密教色彩，其图像内容说明了其多元的文化成分，包括来自于印度
、东南亚、西藏及汉地佛教的特色。剑川石窟的造像，风格与印度
和西藏的密教有关。



近年在千寻塔出土《金刚波罗密多心经》，其中一卷用
朱色写有汉、梵两种文字，成为西南丝绸之路与中原和异域
交流联系的佐证。





大理的三月街，最早是佛教集会，后来诵经的地方成了街
子，逐渐成为西南丝绸之路上物资交易集会的场所。明代的三
月街，除了来自中原、江浙、西藏等地的商人外，还有来自缅
甸等国的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