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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永平博南古道是中国最古老的国
际通道之一，就像一条穿梭千年的纽
带，串联起一部完整的滇西交通发展
史。永平县每年举办的永平博南古道
徒步比赛，参加人数在 1000至 5000人。
永平博南古道为全程开放性道路，有常
规维护，有专人监管，线路全程无危险
路段，路标设置合理、指示清楚，满足了
徒步爱好者自行完成徒步的条件，是徒
步路线的最佳选择之一。

“永平博南古道徒步路线到这里就
到终点了，江水下面有一座跨江而过的
桥梁叫霁虹桥，被称作是世界上最古老
的铁索桥，铁索桥因为建电站被淹没
了，但是在上方，又出现了三座不同形
式的桥，一座是大保高铁的铁路桥，另
一座是天然气石油的输送管道桥，还
有一座供两岸通过的公路桥。”张继强
介绍。

霁虹桥，也叫兰津桥，这座桥让我
们与古人的脚步相重叠，体验到那份跨
越千年的联结。在这里，历史不再是书
本里的文字，而是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
眼前的实景图，让人充满敬畏和向往。
据史料记载，元贞观年间，远征缅甸大将
也先不花用巨大的木头更换了木板，完
工时，巧逢雨过天晴，一道彩虹横在新的
桥 梁 上 空 ，于 是 将 兰 津 桥 改 为 霁虹
桥。此后，该桥又改为铁索桥再到钢架
桥。霁虹桥所在的澜沧江河谷称“兰津
渡”。兰津渡的两面山，坡陡如削，悬崖
万丈，山下江流深不可测，自古以来就是
天险要隘之地。明崇祯十二年三月二十
八日，徐霞客游历至博南道时，依然感慨
道：“固知迤西咽喉，千百载不能改也。”
霁虹桥在我国桥梁建筑史上有着重要地
位。徒步到这里，听完张继强老师娓娓

道来的故事，就该返程了。
千古博南，因山而名；沧桑古道，因

文而兴。博南古道地处“南方古丝绸之
路”的枢纽地段，是我国古代在南方对
外进行贸易、建交结盟和实行政治军事
扩张的一条国际大通道。1988年 2月，
永平博南古道被永平县人民政府公布
为永平县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 3月，国务院将其合并茶马古道
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永平博南古道徒步是一个历史之
旅，古道横亘几千年，从殷商到战国到
秦汉时期的‘蜀身毒道’，再到汉朝之后
的博南道，再到之后的各种道路形态，
脉络非常清晰。博南古道徒步亦是一
个文化之旅，博南古道沿途古迹遗痕众
多，故事传说丰富。博南古道徒步还是
一个穿越之旅，比如说博南山肩挑两
个坝子，东边是永平县城的坝子，是
温带气候，西边是杉阳坝子，是亚热带
气候，翻越博南山山顶，是寒温带气候，
体验感非常强。只要用心、用脚丈量博
南古道，就可以重回几千年，可以看
到现在这种时代的变迁和发展。”张继
强总结道。

徒步走完永平博南古道，两千年的
光阴，带走了永平博南古道的车水马龙
和帝王将相，却留下了永平博南古道丰
富多彩的人文历史和绝美景色。在徒
步的过程中，有纯粹又粗犷的丛林气质
扑面而来，有穿越原始秘境的神秘体验
留在心底，有放眼溪流峡谷环绕的趣味
意犹未尽，更有走进一部史书阅读星汉
灿烂的回味悠长。从古到今，专家学
者、旅游达人、徒步探险者为之奔赴千
百次，在永平博南古道与浑然一体的天
地万物中，寻找与众不同的体验。

徒步博南古道 品味千年遗存
——体验“2024云南经典徒步线路——永平博南古道”侧记

□ 记者 杨艳玲 张洲 谢凡

在2024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上，云南省体育局全新发布了20条“2024云南经典徒步线路”，其中一条就是永平博南古道。永平县从2016年开始举办“博南古
道”徒步比赛，徒步爱好者踏着马帮走过的遗迹，在挥洒汗水间，探寻穿越千年的历史画卷，徒步线路沿途自然风光秀美、人文景观丰富、历史韵味厚重，一步一景，深
受广大徒步爱好者的喜爱。近日，记者聚焦“2024云南经典徒步线路——永平博南古道”，跟随永平县文联主席、地方历史文化学者张继强的步伐，徒步体验永平
博南古道历史之美、人文之美和道路之美。

永平博南古道横贯永平县境内 100
多公里，徒步路线从花桥村出发，经十步
梯、杨升庵祠、叮当关到永国寺，约十公
里，是非常友好的初级徒步路线，而如果
沿着永平博南古道继续走下去，经过
杉阳古镇、西山寺、觉路遥残关，到达
霁虹桥，则需要约二十公里。经过两千
多年的历史沉淀，永平博南古道徒步线
路文化积蕴浓厚，旅游资源丰富，文物古
迹众多且研究价值较高，线路全程未大
规模开发，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良好，自
然与历史人文的融合，赋予了古道独特
的魅力和价值，是徒步的最佳选择。

公元前 109 年，汉武帝刘彻在张骞
出使西域发现的“蜀身毒道”基础上，开
始开通建设“西南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
路段——“博南道”，云南省最早的诗歌

《博南谣》里描述道：“汉德广，开不宾；度
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他人。”其中的

“博南”指的就是开挖铺筑永平县境内的
博南山上的道路。永平博南古道被冠以

“南方丝绸之路”的称誉，又被美国著名
作家埃德加·斯诺称为“云南的皇家古
道”和“通往印度的黄金之路”。

“这里是永平博南古道徒步路线的
万马归槽段，路面保存得非常完好，我们
从路面的状况就可以看出，当时铺筑
博南古道的工艺是非常精细的，中间一
列都有引马石，目的是让马帮的马匹从
正中间通过，不会擦坏货物。中间高两
边低的这个形状，会越踩越牢固，下雨
天，雨水会从两边排走。倒推回两千年
前，可以想象从一座山中间开凿出一条
路来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如今两千多年
过去，这些嵌在路上的石头依然毫不松
动。”永平县文联主席、地方历史文化学
者张继强边走边介绍说。

顺着马蹄印和引马石，徒步在万马

归槽段，是一次酸爽的足底按摩新体
验。脚下的每一块石板，仿佛在诉说着
千年的故事。万马归槽全长 140 米，路
宽3.3米，是永平博南古道上保存比较好
的一段。明清时期，古道上马帮兴旺，为
了避免马帮过度拥挤，云台山上开出了
多条支线，但是到了万马归槽这个点，所
有马帮只能挤在一起，依次通行，故称

“万马归槽”。
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沉淀，永平

博南古道文化积蕴浓厚，旅游资源丰富，
因时间跨度大，往来于古道路上的显宦
名流多，浸染名流显宦名气的山水古迹
有很多，觉路遥残关就是其中之一。

张继强介绍说：“这里是博南古道徒
步路线上一个重要的节点，古道保存得
非常完整，基本保持了汉代路的形制，这
里还有一个门关，我们称作是‘觉路遥’
残关。原来门关上有四个字，是‘觉路遥

远’，因为掉了一个‘远’字，所以称为残
关。‘觉路遥’三个字，是嘉庆年间守桥将
领李文兰所题写的，他指的意思就是这
条路从四川成都出发，走到这里需要一
个多月的时间，他认为，过了这里，对面
就是大永昌了，但是到这里一看，并非如
此，看到对面的山更高，路更险，所以觉
得‘觉路遥远’”。

徒步到觉路遥残关时，记者思绪万
千，曾经，踏出觉路遥残关是生死未卜的
追梦之地，踏进觉路遥残关是鱼米之乡
的短暂欢愉。一个最古老的历史残存，
将千年古道的神秘厚重和血雨腥风呈现
得风轻云淡，古道上曾经发生的历史故
事，已随残缺的“觉路遥”沉入历史的车
轮之中，如今徒步永平博南古道，到了这
里，却是风景最美的最佳拍照打卡地，徒
步的疲惫在壮阔的绿水青山间早已烟消
云散。

永平博南古道就像一条穿梭千年的
文化脐带，串联起马帮文化、农耕文化、
美食文化在永平大地上碰撞交融，衍生
出新时代“千古博南、味道永平”的独特
韵味，使得永平博南古道徒步线路在具
备户外登山、徒步比赛、全民健身等优越
条件的基础上，散发着人文之美，深受徒
步爱好者喜爱。

沿着马帮、商客、游人、兵丁、文人等
留下的蹄印、碑刻、驿站等徒步永平博南
古道，一个个历史碎片是可触摸、可感知
的文化脉络。徒步永平博南古道，整条
线路最低海拔 1535 米，最高海拔 2511
米，山势险峻、丛林密布，原始森林的神
秘与刺激可以让徒步者感受心惊胆战
和惊险刺激，一阵阵松涛声传来之时，颇
有当年十万筑路大军开山劈石，修筑博
南道的壮观场面。推开时空的卷轴，历
史上马可·波罗、杨升庵、徐霞客、桂馥、

赵藩、李根源、埃德加·斯诺、徐悲鸿等人
在古道上留下了足迹。经过两千多年的
历史沉淀，沿线还留下了古村落、古县衙
等众多文物古迹和古道文化等人文资
源，升庵祠就是其中之一。

升庵祠是明代文学家、诗人和历史
学家杨慎居住的地方。徒步至此，可以
停下脚步，爬上台阶，参观遗址。如今房
屋已不复存在，可以看到大门、石凳、石
墙、瓦砾和房屋的残垣断壁，在斑驳的阳
光中，仍可窥见当年的壮观景致，昔日辉
煌依然有迹可循。

“这里是博南古道徒步路线的最
高点，杨慎当年发配永昌戍边，范围是
永昌郡永昌府，但是他的戍守点就是
博南山的叮当关，他的戍所就是这里
了。1912 年白族学者赵藩经过这里，
赵藩还题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地近
宁西禅寺，英魂常依李晋王。’下联是：

‘自号博南山人，唱酬遥寄张公子。’”
张继强一边介绍，一边给我们指出了对
联所在的位置。

嘉靖三年，因“议大礼”事件得罪皇
帝，37 岁的杨升庵被充军云南。当他
带着伤痛，一路翻山越岭来到博南山
的宁西禅寺时。住持和尚与他一见如
故，热情地挽留他多住几天，身体极
度虚弱的他便在该寺住了一段时间。
杨升庵与博南山的缘分就这样结下
了。杨慎对博南山充满深厚感情，于是
自号“博南山人”。公元 1559 年杨慎病
逝，时年 72岁。

“霁虹桥头发生了许多历史故事，
其中就包括杨慎来到霁虹桥头创作的

《临江仙》。当年杨慎被发配云南戍边，
由于得罪了朝廷，所有人避之而不及，
他自己被廷杖了两次，来到霁虹桥时生
病了，没想到在霁虹桥头居然遇到了他

家的世交，保山人张至淳带着一家十多
口人在霁虹桥桥头等着他到来，等了
十多天，他看到后非常感动，三杯两盏
下去后就现场创作了：‘一壶浊酒喜相
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个千
古名句。”站在霁虹桥头，望着深不可
测的澜沧江水，张继强给我们讲述了
杨慎的故事。

徒步 永 平 博 南 古 道 ，记 者 跟 随
张继强在遗迹与故事间或快跑或慢
走，一股股穿林而过的风都有了人文
的气息，那一缕缕穿越密林、打在升庵
祠墙头的阳光，似乎也在诉说着杨慎
在遭受人生重大挫折后，并没有悲观
泄气、消极避世，而是心系苍生、在永
平的大山大水之间寻找生命之光的故
事。杨慎通过著书立说，广交文人学
士，到处讲学，传播中原文化，对云南
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徒步中品味历史之美

在徒步中品味人文之美

在徒步中品味古道之美

跨越澜沧江上的霁虹桥。 ［记者 杨艳玲 摄］

博南古道觉路遥残关。 ［记者 杨艳玲 摄］

博南古道升庵祠路段。 ［记者 杨艳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