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日报记者 张雪飞 吕瑾
张帆 秦蒙琳 沈迅
见习记者 李兴文

印面呈正方形，上有四个标
准的汉篆“滇王之印”，印的背上
盘绕着一条蛇，蛇身盘旋，蛇
头高昂，回首逼视，两眼熠熠放
光……1955年至 1960年，考古
工作者在云南省昆明市滇池东
南岸的晋宁区上蒜镇石寨村石
寨山进行了4次发掘，第二次发
掘出土的金质“滇王之印”，确证
了“古滇国”的存在。从此，沉埋
了2000多年的古滇王国终于揭
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石寨山是东南亚乃至世界
文明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处青
铜文化遗存，这里出土的青铜器
代表了云南和东南亚青铜文化
发展的高峰，曾和安阳殷墟、陕
西秦俑一起被誉为中国“三大出
土奇迹”。2021年，石寨山古墓
群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列
入国家文物局“十四五”时期大
遗址。

由众多支流汇聚而成的长
江，穿山越谷，奔流不息，从青
藏高原进入云南境内。在长江
文明这个大整体中，滇文化区是
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滇文化遗产丰富厚重，民族
文化多姿多彩，革命文化资源富
集，文旅资源独具魅力。特别是
近年来，云南站位服务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大局，积极推进文
化强省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擦亮民族特色文化。如
今，畅游云岭大地，但见千年文
脉延绵不断，城乡发展日新月
异，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正所谓
风景处处有，文明处处见。

从青藏高原从青藏高原
奔腾而来的金沙奔腾而来的金沙
江江，，在丽江石鼓镇在丽江石鼓镇
北折向东转身北折向东转身，，转转
成美丽的长江第成美丽的长江第
一湾一湾。。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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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儿，可以探寻中国
历史的起点

金沙江属于长江干流，位于金沙江
流域的元谋县，因“元谋人”化石的发现
声名远扬。

1965年，我国地质工作者钱方在
元谋县上那蚌地区，首次发现了两颗
原始人类牙齿化石，后鉴定是一名成
年男性的左、右上中门齿。1973年，胡
承志先生在《地质学报》第1期上发表
《云南元谋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一
文，将钱方发现的两颗门齿化石，以化
石产地定名为直立人元谋亚种，简称

“元谋直立人”。后经古地磁测定，“元
谋人”距今170万±10万年。“元谋人”
牙齿化石的发现，把我国古人类历史
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元谋人”也是中
国境内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直立人
代表。

1982年，元谋县“元谋猿人遗址”
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对中国人来说，这里绝不是一个普
通的遗址，在中学课本上，它成为了中
国历史的开端。

为了保存、展示历年来在元谋县出
土的相关文物，元谋县专门建造了一座
元谋人博物馆。如今，专程来到元谋县
探寻中国历史起点的人越来越多。从
去年开始，元谋人博物馆配合云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长江流域文物资
源调查，目前，馆里正在开展馆藏文物
整理，下一步博物馆将进行提升改造工
作。

今年7月21日，“元谋猿人遗址”
第六次考古发掘正式在元谋县启动，
全国80多名科研人员将系统地开展遗
址及周边区域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
据此次考古工作相关负责人表示，“元
谋猿人遗址”时隔23年再次重启考古
发掘工作，是一次深入实施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激扬文化自信力量的生动
实践，此次考古发掘工作将持续至
2027年底。

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展厅
里，陈列着的宾川白羊村遗址出土的
一小坨碳化谷物和两块石凿，见证着
长江上游金沙江流域人类文明史的源
远流长。白羊村遗址位于宾川县金牛
镇白羊村西桑园河东岸，是长江上游
云南境内新石器时代保存较为丰富、
为数不多的重要遗址之一，经碳十四
测定，为公元前2050±105年（树轮校
正年代为公元前 2165±105 年）遗
址。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碳化稻谷，在
云南稻作起源和原始农业研究，以及
亚洲栽培稻起源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对认识和了解4000多年前新石器
时代长江上游地区金沙江流域古人类
的农业生产、文化发展以及民族情况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在这儿，尽情书写文化
传承发展大文章

初秋的迪庆水清草绿，群山青翠。
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迪庆藏族
自治州独特的高原自然景观吸引了全
国各地游客。“这里不仅有自然景观，还
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这趟来得太值了！”
走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巴拉格宗景区
的村子里，上海游客江涛说。地处“三
江并流”的核心区巴拉格宗，峡谷山路
蜿蜒而上，岗曲河水奔腾而下，一条58
公里的“天路”，让民族文化得到了更好
的保护。

巴拉格宗景区自创建以来，始终致
力于保护、弘扬传统文化。景区通过修
缮保护、规划建设、项目开发、氛围营造
等措施开展传统文化保护工作，激发了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使它不仅“火”起来，而且“活”了起
来。

江水不止，文脉不息。“这里的文化
是一张照片：晨雾中的松赞林寺，夜晚
月光中的独克宗古城。这里的文化是
一首歌：热情似火的弦子曲，唱的是爱
情；庄重典雅的锅庄曲，唱的是祝福；热
闹喜庆的阿尺目刮，跳的是快乐。”迪庆
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鲁志军说，迪庆
的文化是一幅画：围着篝火跳舞的男
女，瞄着靶子射箭的老少。还有精致的
唐卡里拈花微笑的人物，粗犷的岩画里
栩栩如生的古人。迪庆的文化更是一
出活生生的生活：晨曦照进老房的木窗
时，早起劳作的人，挤奶走出牛棚，酥油
茶就会热了。晚上月光落在院子里时，
深夜未眠的人，讲完流传千年的故事，
酥油灯就亮了。

迪庆州充分挖掘民族文化资源优
势，深入实施“润心工程”“百千万文化
工程”“文化大篷车 千乡万里行”等活
动，打造“9月民族团结进步月主题宣传
教育”和“端午赛马节”等活动品牌，不
断促进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积极推动文旅融
合，持续构建出“六位一体”协调发展的
特色文化产业格局，唱响主旋律、弘扬
正能量、提振精气神。

鹤庆县因濒临金沙江大转弯的峡
谷走廊，有着金沙江古渡口的便利，成
为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的一部
分，自古以来就是白、汉、藏文化交汇
地，茶马古道上的文化重镇。鹤庆物
产丰富，手工业繁荣，金银铜器的制作
历史悠久，早在明代就有文献记载，近
现代更是得到了传承推广。2014年，
鹤庆银饰锻制技艺被文化部命名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拥有多位
国家级、省级传承人。

在这儿，生态保护与绿
色发展完美融合

滚滚金沙江，从青藏高原一路向
南，在滇西北的丽江受到山地的阻挡，
江与山不断碰撞。碰撞中，金沙江连续
三次拐弯，在丽江境内形成石鼓湾、玉
龙湾和永胜湾，宛如一条飘带。其中，
在石鼓镇急转成一个V形大转弯，形成
的“万里长江第一湾”最为闻名。

80多年前，红二、六军团先后向西
长征，在云岭大地与滔滔金沙江不期而
遇。在长江第一湾石鼓镇，1.8万余名红
军将士安全渡过金沙江，留下了很多惊
心动魄的战斗故事，各族群众组织担架、
护送受伤红军战士的事例不胜枚举。在
镇上的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还陈列
着抢渡金沙江的相片、历史文物和史实
资料，游客可以参观VR全景线上展馆，
身临其境地感受红军长征的漫漫足迹。

如今，长江第一湾奔腾的波涛声
中，仿佛还回响着红军在渡江前夜留下
的马蹄声和脚步声，更留下了“红军不
怕远征难”的伟大精神，激励着丽江各
族人民守护最美江岸线，建设美丽家
园。“金沙江温柔的时候像个姑娘，但发
起脾气来像头狮子。自从种满了柳树，
这25年来，她都对我们很温柔。”石鼓
镇人武部部长和朝明说。今年，他又带
着周边群众，种下了6000多株杨柳。
十年间，他带着村民们在长江第一湾种
下了超过10万株杨柳。

不只是石鼓镇，在长江第一湾上下
游的丽江9个乡镇，越来越多的村民参
与到种植柳树中来。据不完全统计，沿
岸近100公里，已种植树木超过300万
株，形成了“杨柳两行绿，水天一色清”的
金沙江柳林景观。丽江各族群众用实际
行动守护着这片国家的重点退耕还林地
区和水土保持重点地区。

生活环境有了改善，石鼓镇老百姓
的“钱袋子”也慢慢鼓起来。老百姓种
起中药材、雪桃、核桃、花椒，走出了一
条“山尖药材，山腰林果，山脚烤烟”的
发展道路，还发展出了一条乡村旅游、
长征红色文化的新兴旅游道路。

丽江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
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珍贵的红色
资源，从壮美风光带来的旅游资源到沿
岸村镇红红火火的乡村振兴，一条“金
沙江绿色经济走廊”谱写下沿岸人民崭
新的生活画卷。

金秋时节，走进位于金沙江畔的绥
江县千年渔村半山酒店景区，高峡平湖
风光尽收眼底；半山酒店、叠翠瀑布、溶
洞酒吧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景区以
古老金沙江文化为灵魂古老金沙江文化为灵魂，，挖掘渔村文挖掘渔村文

化，做活山水文章，集生态修复、文化体
验、休闲养生于一体的金沙江渔村文化
景区，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打
卡”。千年渔村半山酒店负责人介绍，
相比传统酒店单一的住宿功能，他们更
注重与当地的自然景观、生态资源、金
沙江古老的渔村文化等相融合，为宾客
提供集自然人文体验于一体的休闲旅
游度假产品。

绥江县位于金沙江下游，地处长江
东转之地，为支援向家坝水电站建设，
老县城整体搬迁，高峡平湖景观风光旖
旎，去年获评第六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近年来，该县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深入挖掘金沙江文化资源，
以千年渔村景区、金江水上乐园等项目
为支撑，重点培育滨江与山地两大产品
体系，打造“水上运动天堂·彩云之北绥
江”文旅品牌，努力把绥江建设成为长
江上游生态旅游度假目的地。

共饮一江碧水，共享精神家园。昭
通市地处金沙江进入长江的交接地带，
大山、大水、大峡谷、大文化并存，长达
400多公里的金沙江（昭通段）流经巧
家、永善、绥江、水富4个县（市）。近年
来，昭通市主动融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深入挖掘整合金沙江流域沿线县
（市）的长江文化旅游资源，推进一批文
化和旅游重点项目建设，金沙江文化旅
游与生态休闲带将成为昭通文旅产业

“新名片”。目前，昭通已启动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昭通段）建设前期工作，完成
1258个文物点信息调查，上报国家层
面储备项目12个。

“现在是信息化时代，变化一日千
里，传承发展长江文明，要形成大流域
的发展观，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上下功夫。”云南省社科院历史、文献所
所长曹津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要
把长江文明的基本元素、核心元素提炼
出来，探究其深层次的文化意义，以江
为纽带，进一步找到长江文明的特质。
同时，要加强国家层面的统筹和跨区域
联动，调动社会各层面的积极性，打造
协同治理、融合创新的保护格局。”

文化因创新而辉煌，文明因发展而
精彩。阔步行进在新征程上，云南将加
强文化保护传承，让云岭大地的历史文
化资源“活起来”“亮起来”；将深入实施

“文化润滇”行动，推进文化惠民工程，
加快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将以宣传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为契机，充分展
示云南魅力，推进文化赋能旅游、旅游
提振文化，把云南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
为高质量的文旅产业；将大力推进绿美
云南建设，让云南山更绿、水更清、天更
蓝、景更美；将赋予文化强省建设更加
丰富的内涵外延，打造现代文明、绿色
生态、多彩幸福的云南生活。

1965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云南元谋
县发现两颗人类门齿化石，经测定距今约
170 万年，是中国乃至亚洲最早的古人类
化石。图为位于元谋县老城乡元谋人牙齿
化石出土点。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