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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品读云南》是我用四年时间写成的一本书。
其中，经历和体验了两年，品味和写作了两年。
在构思写作该书时，让我思考较多的问题有三个：一是缅怀那段云南的经历。
2004-2006年初，我到云南挂职。
这是人生中比较个别的境遇，既不同于知青插队、干部蹲点、工厂锻炼，也不同于古代官员外放、转
任、贬谪，然而诸种境况和感触兼而有之。
我先是挂职位于“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后到云南春城滇池之滨
的省旅游局，工作之中和之余多有游历，前往了云南所有市州一级的地域，将云南变成了第二故乡。
结束挂职后，云南总像一片七彩云朵浮现眼前，心境与思绪也总在云南与北京之间跳跃、切换和交替
，于是我考虑把见闻和感受写成一本书，2006年5月与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协议。
如今静下心来想，挂职生活还是单一和从容的，除了见习官场运作、参赞日常政务、品味人情世故，
还有相对宽裕的空间游历周边市县，饱览风景名胜、感受民俗风土、体察社会百态。
当此不惑之年，能有如此一段人生轨迹，静观滚滚红尘、碌碌大千之世界，体悟超然物外、清净无为
之心境，确实至为不易。
将这样的经历写下来，既是一次笔耕之旅，也是一次思想之旅，更是一次心灵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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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品读云南》是一部生动展示、深入赏析、精致品味云南山水风光、民族风情、人文历史、民俗掌故
的文化旅游休闲图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体验性、鉴赏性和思想性，非常适于大众读者阅读和欣赏
，对旅游、探险、民俗、休闲、文化和社会学研究也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品读云南》作者在亲历体验的基础上，以广袤的视野和开阔的思维，对云南所有16个市州和毗邻的
西藏自治区进行了描绘，全书38篇文稿以游览观光休闲为主线，兼及民俗风情、社会文化、风土掌故
、历史地理和逸闻传说，内容丰富，选材广博，描述细腻，评点精辟。
该书围绕大众读者的阅读心态和欣赏口味，专注于常人“视而不见”或“人迹罕至”的文化内涵丰厚
之所，无论是一树、一井、一寨，还是一种民俗、一段传说、一个谜团，都旁征博引、详加考订、娓
娓道来、点睛评说，既避免了一般旅游书刊的单调与苍白，也满足了各层面读者的猎奇兴趣。
作者通过对若干历史、文化、民俗、生态现象的探索和思考，阐发了个性鲜明的独到见解，倡导了平
等、开放、善意和宽容的文化价值观，讴歌了民族多元文化和生态文明观，也对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对
民族文化和生态保护的影响表示了深深忧虑，反映出较为厚重的思想内涵与文化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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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舜礼，山东人。
60年代出生，70年代上小学、中学，80年代读大学、研究生，90年代进入旅游界。
常利用工作间隙出游，惯于旅途记事摄影，撰写休闲文化类文稿，曾出版《怒江印象》（“中国秘境
之旅丛书”之一）、旅游研究专著（两部），发表研究性文章两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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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老君山老君山的名字很普通，估计全国应有好多个，我这里说的是有“滇省众山之祖”之称的云南
老君山，位于丽江与剑川、兰坪等县的交界处，属横断山系云岭主脉，由多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
组成，岭脊走向呈半环形，状如传说中的太上老君炼丹炉。
从历史地理上看，既没有三山五岳的德高望重，也没有张家界那般后来居上，即使在云南也难与高黎
贡山、碧罗雪山、梅里雪山平分秋色，但旅游观赏的魅力绝不逊色于诸山。
几年前，联合国评出了中国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老君山就是其核心片区之一。
有人评价，它是云南风光最优美、自然资源最丰富、民俗文化最独特的地方，与美国黄石公园、英国
爱丁堡植物园相类，我最感兴趣的则是老君山九十九龙潭和黎明黎光景区。
2004年8月中旬，我从丽江赶往老君山。
老君山景区管委会的干部建议，最好不要在山上过夜，那儿住宿条件较差。
出发时，风和日丽，白云舒卷，车子在柏油路上行驶了一个半小时，然后拐人乡间的土石公路，一路
沿着山间小溪、贴着山崖颠簸而行，后来渐渐农田少了、民居少了，遇到的看家狗叫声更猛了。
随着海拔的逐步提升，林莽荒原的感觉越来越强，肆意附生的树挂让树干和枝丫长满了胡子和毛发；
草和灌木越来越少，只有杜鹃沿路相伴，不同物种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是有差异的；攀上陡峭的山脊
以后，远眺终年积雪的山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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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品读云南》一书的写作，费了我不少工夫和心力。
当初，困扰我的最大问题是对驾驭和把握云南一省题材的勇气和信心不足。
云南是中国旅游业的缩影，是海内外旅游观光和文化探访的热点，以云南旅游、文化、民族、社会等
为题材出版的图书汗牛充栋、蔚为大观，我仅凭两年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感受，就有资格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吗？
最终，让我下定决心的是受了“首度印象”论的影响。
这个观点强调，第一观察、第一印象、第一感受对判断事物的重要性，比较常用于艺术、审美、创意
和文学等领域。
我认为，首度印象未见得多么科学，但在感受、分辨和品论美丑时有其独到之功，不失为评价客观事
物基本表象和大致轮廓的快速手段与重要参考。
至今有着深远影响的元代《马可·波罗游记》、明代《徐霞客游记》，都应是凭着首度印象写出来的
，作者不大可能有再度、三度和多度的印象。
相反，当今一些地方聘用谙熟情况的乡土文人捉刀，也没有创作出多少彰显形象和魅力的代表性力作
。
幸好，我想写的这本书，不代表什么机构，也不受雇于何方，没有任何唱赞歌、涂脂粉、树形象的义
务，也等于没有这一类的框框和羁绊，可以直抒胸臆，有棱有角，率性无疆。
想到此，心中也就释然了。
我对云南深怀感念和感恩之情。
在两年的挂职经历中，云南让我丰富了人生阅历，饱览了人间秀色，领略了边疆壮美，欣赏了多彩民
风，感受了博大文化，淡泊了名利虚浮，沉淀了人生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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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品读云南》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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