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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朋友，你到过缅甸吗？
你了解缅甸吗？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缅甸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
说熟悉是因为缅甸是中国的近邻。
缅甸位于我国云南省的西南方，它境内的三条大河——湄公河、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都发源于我国
。
湄公河的上游是云南省的澜沧江。
萨尔温江的上游是云南省的怒江，而伊洛瓦底江的一条重要支流恩梅开江发源于中国西藏自治区的察
隅地区，在云南境内称之为独龙江。
陈毅曾在《赠缅甸友人》一诗中，用“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的诗句
来形容中缅两国人民的“胞波”之谊，确实非常贴切。
说陌生是因为许多中国人对缅甸的印象仅仅停留在佛教、美玉、毒品等字眼上。
接触书本知识多一点的，也只知道抗战时期的中国远征军曾经到过那里，缅甸人民的生活还很贫穷而
已。
至于对缅甸的社会制度、自然资源、经济情况，对缅甸的民族文化和名胜古迹，多数中国人恐怕都不
甚了解。
20世纪60年代，还是少年的我看了中国现代作家艾芜写的《南行记》。
这篇小说写的是作者20世纪30年代在缅甸克钦山马店里当伙计的生活。
书中对热带丛林、疟疾等情况的描写长久留在我的脑海中。
而成年后，耳闻目睹更多的是金三角、鸦片等信息，以致2007年12月我准备启程到缅甸旅游时，家人
反复叮嘱我要小心，要注意安全。
当我真正踏上这片充满东南亚风情的土地时，才发现缅甸独特的佛教建筑是那么让人震撼，缅甸纯朴
的田园风光是那么令人怦然心动！
此时也才意识到，自己对缅甸这个与中国山水相连的国家实在是了解得太少了，之前对它的看法实在
是有失偏颇。
缅甸是富饶的，因为它有着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
缅甸的国土面积在东南亚国家中仅次于印度尼西亚，人均可耕地面积有6亩之多；在占国土面积一半
的森林中，有珍贵的紫檀和柚木：可更新的淡水以人均计算达22700立方米，比泰国高出10倍；水能蕴
藏量为1亿千瓦，而它的近邻泰国、老挝、束埔寨、越南四个国家的水能蕴藏量总加起来只有8500万千
瓦。
近年来已探明的缅甸的石油储藏量近3亿吨，天然气储藏量也不下20000亿立方米。
缅甸的矿产资源也很丰富，在东南亚国家中首屈一指，铅、锌、钨、锡、镁、铬、镍、金、银的蕴藏
量相当大，玉石、翡翠更是举世闻名。
这样一个富饶的国家，却在1987年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如今已经20年过去了，这顶帽子
仍然没有摘掉。
说来也不奇怪，缅甸是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工业基础极其薄弱，西方的施压和制裁也影响到它的发展
速度。
农业在缅甸的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许多地区的农业还是采取传统的耕作方式。
在缅甸最大也最繁华的城市仰光市内，破旧的街道、简陋的住房和老式的公共汽车随处可见。
当然也有豪华的旅游宾馆，但那些基本上是日本、新加坡的财团来投资的。
在前往蒲甘、曼德勒等旅游点的路上，可以看到农村的贫困现象更为严重。
村庄房舍多为简陋的竹篱干栏建筑，村民的衣裳简单而破旧。
全国至今没有一条称之为高速公路的道路，沿途道路又窄又烂、坑坑洼洼。
停电对缅甸人民来说是家常便饭，仰光人煮饭不敢用电饭煲，主要就是怕突然停电而吃夹生饭。
涉外的星级宾馆条件会好一些，但昏暗的灯光比烛光的亮度好不了多少，在房间里看书实在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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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导游会调侃地告诉我们，缅甸的别名就是“免电”。
有人说缅甸是“富饶中的贫困”，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吃，我觉得这样形容真的很形象。
缅甸是迷人的，因为它的自然与文化景观令人流连忘返。
缅甸的最大城市即原来的首都仰光，古都曼德勒、蒲甘、勃固、卑谬等都堪称是缅甸乃至东南亚的历
史文化名城。
建于2500年前的仰光大金塔一直是缅甸人视为神圣和骄傲的地方，它以磅礴的气势、精美的工艺、丰
富的宝藏、动人的传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朝拜者和观光客。
位于伊洛瓦底江边的蒲甘是东南亚最重要的佛教文化遗址之一，那里的佛塔数量多得数不清，而且风
格多样、工艺精致、造型美观。
缅甸著名的佛教圣地曼德勒及其附近的实皆、茵瓦、阿马拉布拉等古城曾经是缅甸历史上各王朝的国
都，这些地方寺院佛塔林立，文物古迹遍布。
伊洛瓦底江中游谷地的平原上，稻田千里，果木飘香。
在面对孟加拉湾的若开海岸漫长的海岸线上，有那帕里海滩等极具特色的碧海银滩。
在掸邦高原上，有风景如画的茵莱湖等高原湖泊，生活在海拔1000多米茵莱湖上的茵达族以在大大小
小浮岛上种植蔬菜和用脚划船而著称。
令人费解的是，这个有着如此丰富和独特的人文与自然景观的国家至今没有获得一项“世界文化遗产
”和“世界自然遗产”的称号，尽管早在1994年缅甸就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是缅甸有关部门申报不力？
还是其他原因？
据说蒲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没能获得通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的部分专家认
为蒲甘一些佛塔的修复违背了“修旧如旧”的原则，不必要地增加了当代的内容，破坏了蒲甘作为古
都文化遗产的整体形象，尤其是缅甸旅游部门近年在蒲甘建造的一座16层高的观光塔更是受到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专家的批评和指责。
但缅甸有关部门辩称，兴建佛塔是缅甸的历代传统，这座仿古高塔不但不会破坏蒲甘的整体美，还能
为游客乌瞰享有“万塔之城”美称的古都提供方便。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理不清！
下面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踏上缅甸这块尚未开发的“旅游处女地”，浏览那里美丽而又迷人的风
光吧！
 八天的缅甸之行只能说是行色匆匆，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美好和难忘的，甚至可以说是震撼性的。
就在我还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中时，中国电力出版社的王海林编辑因为另一部书稿的事情和我联系，
我给她讲了缅甸之行的收获，她竟鼓励我把这些见闻和感受用文字配照片的方式表达出来。
因此才有了这本书的产生。
可是当我开始动笔时，才感觉到自己对缅甸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毕竟八天的行程只是走马观花，有
不少地方还没有走到呢。
一些见闻跟朋友吹吹牛倒可以，但要据此写出像样的游记来实在勉为其难。
于是上网查资料，到书店找参考书成了必要的功课。
遗憾的是缅甸好像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
在书店里找关于缅句的书就像在大海里捞针，收获甚少，网上的东西也很琐碎。
就这样边回忆边裁剪边拼凑，形成了这一堆称之为文字的东西，不知道各位朋友看了会不会倒胃口？
但是我由衷地认为，这次缅甸之旅对我个人来说确实是收获之旅、感动之旅。
说收获是我亲眼目睹了佛塔之国缅甸那金色巍峨的古塔和佛寺，近距离观赏了这片未开发的旅游处女
地上原始秀丽的风光，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久久不能忘怀。
可以说它从此改变了我对缅甸的固有看法，留下了深深的眷念之情。
说感动是我在这个全民信教的国度里，深切感受到缅甸人民的善良和友好。
我们所见到的人，无论是官员、僧侣、农民、商人，还是旅游公司的导游、宾馆的服务人员，都是那
么彬彬有礼，热情友善。
记得我们住宿在蒲甘时，发生了这样一件难忘的事：当我们出外参观时，宾馆的服务员收拾整理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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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意在我们的床铺上用粉红色的花瓣精心排列成大大的心形和花环的图案，让踏着暮色归来的我们
大为感动，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昆明理工大学的朱良文教授高兴极了，急忙招呼我用相机把这一场景
留了下来。
这种发自内心的周到的服务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反思我们国内这些年经济是发展了，但似乎缺少了什么。
我想应该就是真诚和感动吧。
这里还特别要提一下我们这次缅甸之行的导游李先生。
李先生今年大约45岁，祖籍是福建晋江，他的爷爷当年到缅甸做生意在仰光定居，他算是第三代的华
人。
李先生的太太也是华裔，祖籍是广东台山，他家的三个小孩都会讲华语，在家里甚至可以用闽南话交
流。
李先生的生活经历丰富，善良热情而且知识渊博。
在八天的行程里，他对我们这些中国老乡真是讲解细心、服务周到、体贴入微，能讲的和不能讲的，
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一股脑端给我们。
我们在一起时毫无陌生之感，好像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亲兄热弟。
当最后旅程结束时李先生送我们到仰光机场，就在我们过了安检要离开的一刹那，我回头一望，李先
生正一个人站在那里偷偷地抹眼泪！
吓得我不敢再回头，生怕自己也控制不住掉下眼泪。
此情此景现在回忆起来还感到心头沉甸甸的，这种感觉在我孩提时似乎有过，但经过多年的沧桑磨炼
，我的心肠似乎硬了很多，没想到在异国他乡竟然又找回了这种感觉！
其实想说的话还很多，需要感谢的人也不少。
首先要感谢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原院长、首席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黄汉民先生，是他组织
了这次考察，让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缅甸、认识缅甸。
其次要感谢云南青年旅行社的周京波领队，是他精心安排行程，让我们看到了最奇妙的景色，拍到了
最精彩的镜头。
当然更要感谢中国电力出版社的王海林编辑和罗珊珊编辑，没有她们的支持和鼓励，这本书不可能这
么快与大家见面。
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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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富饶、贫困，又迷人!这是人们对缅甸的印象。
    仰光大金塔以其磅礴的气势、精美的工艺、丰富的宝藏、动人的传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朝拜者和
观光客；位于伊洛瓦底江边的蒲甘是东南亚最重要的佛教文化遗址之一，那里的佛塔不仅数量多，而
且风格多样、工艺精致、造型美观：缅甸著名的佛教圣地曼德勒及其附近的实皆、茵瓦、阿马拉布拉
等古城曾经是缅甸历史上各王朝的国都，寺院佛塔林立，文物古迹遍布；在海拔1000多米且风景如画
的茵莱湖上茵达人以在大大小小浮岛上种植蔬菜和用脚划船而著称。
本书如画卷般地向人们展示了缅甸优美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同时也客观地介绍当地地理、民族、历史
以及宗教建筑，带您走进神奇的佛塔之国。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佛塔之国>>

作者简介

戴志坚，毕业于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工学博士。
现为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建筑历史学科带头人。
爱好旅游、摄影。
出版专著5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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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 细说缅甸缅甸地理缅甸的全称是缅甸联邦(The Union of Myanmar)，源于梵文，意为坚强、勇
敢。
全国共分7个省31：17个邦，人口约6000万。
省是缅族的主要聚居区，7个省分别为伊洛瓦底省、马圭省、曼德勒省、勃固省、仰光省、实皆省和
德林达依省。
邦是各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7个邦为克钦邦、掸邦、钦邦、克伦邦、克耶邦、孟邦和若开邦。
曼德勒在文化和地理上将缅甸分成两部分，曼德勒以北为上缅甸、以南为下缅甸。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坐落在北纬10°～28°、东经92°～101°之间，东北部与中国西藏、云南毗
邻，西北面与印度、孟加拉国相接，东南与老挝、泰国交界，西临孟加拉湾，南濒安达曼海。
缅甸地处“三亚”中心，是连接南亚和东南亚的交通枢纽，东南可以直达澳大利亚，西面可以经过印
度抵达欧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有人形容描绘在地图上的缅甸，竖着看像一块迷人的钻石，横着看又似一只开屏的孔雀。
它的南部细长而狭窄，南北长2090公里，东西最宽处925公里。
陆地国境线长5858公里，海岸线长3200公里。
包括若干沿海岛屿在内，缅甸的总面积为676581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中国的云南、贵州和重庆的总
面积。
其面积在全世界的国家中排名39位，在东南亚各国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印度尼西亚。
缅甸地貌的主要特点是三面环山，东、北、西部都是高山或高原，中部和南部是谷地及三角洲平原。
地势北高南低，以山地、高原和丘陵为主。
境内有平行的三支由北向南走向的山脉，即西部山地、勃固山脉和掸邦高原。
西部的若开山脉是喜马拉雅山向南延伸，有不少高大的山峰。
其中最北端的开卡博峰高达5881米，山上终年积雪，是缅甸境内的第一高峰，也是东南亚最高的山峰
，被称为“中南半岛的屋脊”。
约占国土2／3的地区是平均海拔在1800米以上的起伏不平的高原，如缅印边界上的萨拉马蒂山区，海
拔在3826米以上。
中部山脉被伊洛瓦底江横穿形成南北两部分，山峰普遍低于西部山脉，最高峰是位于中部干旱地区著
名的死火山博巴山。
中部山脉南部是介于西部山地和东部掸邦高原之间的伊洛瓦底江谷地。
东北部的掸邦高原南北长500公里，东西宽280～450公里，海拔平均高900～1000米。
高原的最高峰在腊戍东南，海拔2673米。
整个高原山区山地面积占70％，其问有不少谷地和盆地。
山势北宽南窄，一直向南延伸，与缅甸最东边的介于萨尔温江和湄公河之间的德温山脉相连，并一直
接近赤道。
如果把缅甸的形状比作一个风筝，狭长的南部就像风筝的长线。
整个南部的海岸线平直，景色优美的海滩和常绿的密林丛林所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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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八天的缅甸之行只能说是行色匆匆，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美好和难忘的，甚至可以说是震撼性的。
就在我还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中时，中国电力出版社的王海林编辑因为另一部书稿的事情和我联系，
我给她讲了缅甸之行的收获，她竞鼓励我把这些见闻和感受用文字配照片的方式表达出来。
因此才有了这本书的产生。
可是当我开始动笔时，才感觉到自己对缅甸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毕竟八天的行程只是走马观花，有
不少地方还没有走到呢。
一些见闻跟朋友吹吹牛倒可以，但要据此写出像样的游记来实在勉为其难。
于是上网查资料，到书店找参考书成了必要的功课。
遗憾的是缅甸好像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在书店里找关于缅甸的书就像在大海里捞针，收获甚少，
网上的东西也很琐碎。
就这样边回忆边裁剪边拼凑，形成了这一堆称之为文字的东西，不知道各位朋友看了会不会倒胃口？
但是我由衷地认为，这次缅甸之旅对我个人来说确实是收获之旅、感动之旅。
说收获是我亲眼目睹了佛塔之国缅甸那金色巍峨的古塔和佛寺，近距离观赏了这片未开发的旅游处女
地上原始秀丽的风光．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久久不能忘怀。
可以说它从此改变了我对缅甸的固有看法，留下了深深的眷念之情。
说感动是我在这个全民信教的国度里，深切感受到缅甸人民的善良和友好。
我们所见到的人，无论是官员、僧侣、农民、商人，还是旅游公司的导游、宾馆的服务人员，都是那
么彬彬有礼，热情友善。
记得我们住宿在蒲甘时，发生了这样一件难忘的事：当我们出外参观时，宾馆的服务员收拾整理房间
，特意在我们的床铺上用粉红色的花瓣精心排列成大大的心形和花环的图案，让踏着暮色归来的我们
大为感动，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昆明理工大学的朱良文教授高兴极了，急忙招呼我用相机把这一场景
留了下来。
这种发自内心的周到的服务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反思我们国内这些年经济是发展了，但似乎缺少了什么。
我想应该就是真诚和感动吧。
这里还特别要提一下我们这次缅甸之行的导游李先生。
李先生今年大约45岁，祖籍是福建晋江，他的爷爷当年到缅甸做生意在仰光定居，他算是第三代的华
人。
李先生的太太也是华裔，祖籍是广东台山，他家的三个小孩都会讲华语，在家里甚至可以用闽南话交
流。
李先生的生活经历丰富，善良热情而且知识渊博。
在八天的行程里，他对我们这些中国老乡真是讲解细心、服务周到、体贴入微，能讲的和不能讲的，
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一股脑端给我们。
我们在一起时毫无陌生之感，好像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亲兄热弟。
当最后旅程结束时李先生送我们到仰光机场，就在我们过了安检要离开的一刹那，我回头一望，李先
生正一个人站在那里偷偷地抹眼泪！
吓得我不敢再回头，生怕自己也控制不住掉下眼泪。
此情此景现在回忆起来还感到心头沉甸甸的，这种感觉在我孩提时似乎有过，但经过多年的沧桑磨炼
，我的心肠似乎硬了很多，没想到在异国他乡竟然又找回了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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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戴志坚，毕业于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工学博士。
现为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建筑历史学科带头人。
爱好旅游、摄影。
出版专著5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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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朋友，你到过缅甸吗？
你了解缅甸吗？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缅甸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
《佛塔之国:缅甸》将带你走近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国度。
缅甸是迷人的，因为它的自然与文化景观令人流连忘返。
缅甸的最大城市即原来的首都仰光，古都曼德勒、蒲甘、勃固、卑谬等都堪称是缅甸乃至东南亚的历
史文化名城。
下面就请大家跟随书中的脚步，踏上缅甸这块尚未开发的“旅游处女地”，浏览那里美丽而又迷人的
风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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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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