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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山多娇魂脉永系　　　　历史文化图书《话说中国》的工作暂告一段落后，我随即开始了它的
延伸产品——中国地理文化系列的图书出版工程《行走中国》的策划和编辑。
与《话说中罔》的策划思路一脉相承，《行走中国》系列丛书是要秉持“普及人文地理知识，弘扬祖
国民族文化”的编辑方针，结合更多的文化资源，向广大读者倾力推出又一批大众文化精品力作。
　　　　《行走中国》，顾名思义，显然要讲祖国的地理知识，讲我们脚下的这块大地的故事。
但如果光讲自然地理，不讲生活在这块美丽的大地上的人，不讲我们民族的先人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
绚丽的文明，也许难以激发我们对中华民族生存的这块大地的激情，更难以激发对曾经为她付出辛勤
劳动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先驱们的崇敬，我们面对的这块大地会因此失去光彩，这套丛书也会因此失
去灵魂。
　　　　显然，《行走中国》要做到人与大地的结合，也就是地理与文化的结合。
这就是编辑出版这套地理文化系列丛书的宗旨。
　　　　面对祖国神秘的高原、险峻的峡谷、辽阔的草原、巍峨的群山、万年的冰川、奔腾的大问、
澄净的湖泊、浩瀚的森林以及这自然界的万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在中华民族生存的这块大地
上，我们拥有着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质地貌和自然风光。
　　　　《行走中国》将带你走进被喻为“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探寻世界上最
幽深、最奇险、最壮阔的地质地貌：峻美的雪山、圣洁的湖泊，就像高原神灵的化身，神秘而美丽。
而每逢盛夏，广袤的草原之上，杜鹃花盛开、点地梅争妍、黄羊奔突、野驴悠闲、云雀恬唱、雪鸡盘
旋，又完全是一派动植物天堂的景象。
　　　　《行走中国》将带你走进中国乃至世界地理环境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自然遗产的“三江并流”地区。
发源于青藏高原冰山雪峰中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这三条大江并肩南行，飞流直下、一泻千里。
“三江并流”的名字由此而来。
在这里，山河险阻，雪峰林立，高大的雪山和滚滚长问构成了滇西北地区大山大水大气派的地形地貌
，也成就了一块神奇雄壮的土地。
身临其境，人们的精神就会飞越万水千山，眼前展现的是一个圣洁的世界，那样洁净、明亮，没有一
丝杂质。
　　　　《行走中国》的力量，不仅使我们为祖国的壮丽河山所惊叹、所感动，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神奇造化所折服，更使我们的灵魂为一种人类文明的力量所震撼，那就是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的土
地上披荆斩棘、生生不息，在历史长河里所创造的灿烂文明。
　　　　今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到处都留下了我们民族世代相承的文明遗迹。
这些文明遗迹，有的是无形的、有的是具实的；有的深处崎岖险地、有的遗落于风景绝胜，它们长存
于天地之间、和谐于自然之中，依附于大地也照亮了大地。
而如果要说最具代表性、最密切地关联着中国自然地理的古代文明遗迹，则无疑要属绵延万里连接中
西商贸及文化交往的古代“丝绸之路”、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观”的万里长城，以及遍布祖国大江南
北的旷世奇观——古代建筑地标。
　　　　这些也正是《行走中国》要带你穿过的必经之路。
　　　　在这几条路上，我们将充分了解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前如何打通连接欧亚大陆之路，为世界文
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我们将充分认知，中国古代建筑，如伺独树一帜，并影响了许多亚洲国家，成
为和伊斯兰建筑、欧洲建筑并列的世界三大主要建筑体系之一；我们会更加坚信：长城，不仅是为了
抵御外来入侵而建造的，她绵延万里的雄伟身姿，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形象符号，深深镌刻在人们的脑
海里，挥之不去，每个中华儿女，都为祖国拥有万里长城而感到骄傲。
　　　　《行走中国》，让我们循着大自然的瑰丽，沿着古文明的踪迹，期待着一次次震撼和感动。
与此同时，一路走去，我们将接触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不同习俗、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不同民族
，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让华夏大地异彩纷呈、魅力无限。
正是这些绽放在中国大地上绚烂的民族之花，给沉寂的大地带来了无限生机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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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去，我们还将沿着历代英雄的足迹，遥想他们为民族的生存发展所创建的丰功伟绩，以激励自
己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壮丽的自然风光，灿烂的中华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国的瑰宝。
在大地之上建设着家园、创造着文化、守护着文明、延续着民族精神的华夏儿女，更是这片神奇土地
永恒的灵魂。
《行走中国》，固然是对中国自然地理、历史文明的一次深刻的记录，更是一场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
激情呈现。
　　　　我深深地相信，读完《行走中国》，你会更加热爱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这块大地和生活在这
块美丽大地上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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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丽江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她藏于中国西南深山，民族文化深厚，是一个充满神话和离奇故事的
地方。
长久以来，一直令人神往。
本书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和深度探访，全面揭示丽江古城的历史和文化，使人们深度认识丽江从而热
爱丽江；剖析丽江古城在旅游大潮和外来文化冲击下出现的问题。
世界遗产保护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丽江古城保护取得的成效，将为世界遗产保护提供一个有益的模
式和成功的范例。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为水域之城、神灵之城、繁华之城、文化之城、保护古城。
内容真实，文笔感人，图片精美。
通读全书，令人感叹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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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华，男，1983年至今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从事民族学及影视人类学研究，现任民族
学所所长，研究员，曾出版过《梯田文化论》等10多本书，发表过《影视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等60
多篇论文，拍摄过《澜沧江》等20余部（集）影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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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江湾腹地　　　　环绕玉龙雪山的金沙江不仅是中围的一条母亲河——万里长江的上游，而且它
在滇西北高原的重要河段“长江第一湾”和“虎跳峡”是藏区和内地的自然分界线。
　　　　滚滚流淌的金沙江，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冰山雪峰中一路奔腾南下，由滇两北进入云
南，与怒江、澜沧江一起，在横断山的高山深谷中并肩穿行。
但在丽江境内的石鼓，它陡然转向东北，在高大的群山中面出了一条优美的弧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U”形大湾，这就是著名的“万里长江第一湾”。
这里河宽水缓，草长鹰飞，村落点点，是金沙江在滇西北高原上塑造的一块净士。
金沙江从这里向东北行30公里就进入了虎跳峡。
虎跳峡为两座大雪山夹峙，东岸为终年披云戴雪、银峰插天的玉龙雪山，西岸为悬崖壁立，峥嵘突兀
的哈巴雪山。
虎跳峡深不可测，峡谷最窄处仅有30余米，中有巨大的岩石突兀而出，将江水劈为两半，造成水花冲
天，彩虹入水的奇景。
相传，这里曾有猛虎下山，在江心石上一下脚，就越过对岸，故而得名虎跳峡。
金沙江一入虎跳峡，犹如自由奔行的蛟龙受到了捆绑约束，一下子变得暴怒起来，在狭窄的但落差极
大的峡谷中狂奔跳跃，左右冲突，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
虎跳峡全长17公里，落差210米，两岸壁立3000米，如两山将合，犹石门半开。
　　　　丽江就在“长江第一湾”和“虎跳峡”的东面，北面是雄峻的玉龙雪山，由于为金沙江从西
北然后再转向东南所环抱，被称为江湾腹地，纳西语古称“英占底”。
它在雄伟高峻，雪山重重的滇西北宽广怀抱中，一直是一块神秘的、长期为原始森林覆盖着的福地。
　　　　丽江整体地势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然而真正到达丽江这块金沙江环绕、群山环抱的江湾腹地，你不会有地势高峻的感觉，更没有空气稀
薄的感受。
只会惊异地感到，这里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有如“香格里拉”世外桃源——风景秀丽，环境优美，
气候宜人。
　　　　丽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呈阶梯状递降。
最高点在玉龙雪山主峰扇子陡，海拔为5596米；最低点在金沙江河谷，海拔为1219米。
因而立体气候明显，干湿季分明，年温差小。
自古以来，到过丽江的人都对丽江的阳光和空气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这里的阳光和空气极其迷人。
阳光中七彩纷呈、温柔如水，为丽江所独有；而空气，清凉爽朗，没有一丝杂质。
在这样的阳光和空气中生活应该才算真正置身于天生地化的原初大自然的怀抱中。
也许正因为如此，很多丽江人会对你说，这里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甚至是最适合神仙居住的地
方。
的确，丽江很早就是古人类活动的舞台。
早在10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此生息繁衍，使丽江成为中国西南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
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智人——“丽江人”、金沙江河谷洞穴岩画和其他众多新石器、青铜器、铁器等的
考古发现提供了可靠的见证。
　　　　丽江是滇川藏的腹心地带，居住着纳西、傈僳、普米、汉、白、彝、藏等十多个民族。
其中纳西族18.4万人，占总人口的57％。
　　　　纳西族是丽江的主体民族。
在历史上，纳西族的称谓较为复杂，但大体上称为“麽些”。
在历代的文献记载中，把纳西族称谓与为“摩沙夷”、“磨蛮”、“磨些蛮”、“末蛮”、“摩裟”
、“麽些”、“摩赀”、“摩荻”、“摩梭”等等，是同音异写，且带侮辱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围家的民族政策，并按照本民族的意愿，确定“纳两”为全族共同的族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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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族内部分为“纳西”和“纳口”两个支系，纳西支系自称“纳西”，他称“摩些”；纳日支系自
称“纳”、“纳恒”和“玛沙”，他称“摩梭”。
在纳西语中，“纳”是大或尊贵的意思，“西”、“日”、“恒”等意为“人”或“族”。
　　　　据学者考证，纳西族渊源于中国西北部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后向南迁徙至岷汀上游，又向西
南至雅砻江流域，又向西迂至金沙江上游地带。
这也就是滇川藏的腹心地带。
在这里，南迁的古羌人与“丽江人”土著居民长期交往，共同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融合成了纳
两族。
　　　　纳两族分布在滇川藏三省区毗邻的澜沧江、金沙江流域，即三省区的丽江、迪庆、凉山、甘
孜、昌都、攀枝花等6地州市和玉龙、香格里拉、宁渣、维西、水胜、盐源、木里、华坪、德钦、芒
康、巴塘、盐边等12县境内，大约8万平方公里的范围。
滇西北的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足纳四族最集巾的聚居区。
　　　　从鹤庆坝子进山，盘山北上，有一处两山夹峙的山口，称“关坡”，丽江为金沙江从东西北
三面环绕，这里是南行的一个险要通道，望着巍巍群山，可知这里过去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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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消逝中的风情：守护古城》生活活泼的文本与知识专栏的理性概括相结合，全面展示祖国大地
的起伏沧桑与人文风情，汇集众多摄影名家的珍贵摄影作品，带给您强烈的视觉冲击，图书、杂志、
网络等各种全新的编辑手法融会贯通，一部适合大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轻松阅读的人文地理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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