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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8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一位专家，在一张卫星遥感图上惊异地发现：在
地球上东经98°-100°30'，北纬25°30'-29°的地区不足100公里直径距离内，有三条大江与四座大山
相依相傍，并行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
    这位经验丰富的遗产专家在连连称奇之后，随即将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观，通报给中国有关方面
，这就是青藏高原南延至云南西北横断山脉核心区著名的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世人统称“三江并
流”。
    其实，早在一个世纪以前，“三江并流”区域就进入了世界的视野，独特的地质地貌、水文环境、
高原生态类型、生物多样性和原生态的民族、地域文化等，就开始吸引了人类探寻的目光。
    自1883年起，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们就曾进入这一地区，采集了包括山茶、百合、龙胆、杜鹃等在内
的大量高山野生物种，应该说从那时起闭塞而偏远的中国滇西北就开始了与西方文化的交融和碰撞； 
  1904年，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获悉法国人在云南西北部取得了“丰硕成果”之后，随即也派人赴云
南采集标本；    20世纪初，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特约撰稿人洛克，数十年沉迷其间，进行科考和资
料搜集，几乎耗尽一生的精力；    再后是英国作家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所描述的“香格
里拉”，更是成为人们苦苦寻觅的梦幻之境；    而俄国人顾彼得，也在丽江生活了10年并著有《被遗
忘的王国》，给世人留下了20世纪40年代的“滇西北风情录”；    解放后，我国不少杰出的科学家也
都曾将这一区域作为科学考察和研究的重点。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在全国17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地区”中名列第一；这
里还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貌及其演化代表性地区和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三江并流”地区占中国国土面积不到0.4%，却拥有全国20%以上的高等植物，包括200余科、1200
余属、6000种以上。
哺乳动物173种、鸟类417种、爬行类59种、两栖类36种、淡水鱼76种、凤蝶类昆虫31种，这些动物种
数均达全国总数的25%以上，是欧亚大陆生物群落最富集的地区，拥有北半球除沙漠和海洋外完整的
生物群落类型。
    这里：    “是反映地球演化主要阶段的杰出代表”；    “是陆地、淡水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化
发展中，反映其重要的、不断进化的生态和生物过程的杰出代表”。
    这里：    “具有超乎寻常的自然现象或非同一般的自然美和美学价值”；    “包含最重要而有意义
、保持生物多样性的自然栖息地，包括那些从科学和保护角度看，拥有濒危物种的栖息地”。
    同时，这里：    还是中国56个民族中的13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其中有5个民族为当地独有。
因而，“三江并流”是我国乃至世界少见的多种民族、多种语言、多种宗教信仰和多种民俗习惯并存
与融合之地；    它的面积涵盖了云南省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和丽江市的老君山等地
，共3.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为全面展示这一地区复合及多元的人文地理原始现状，从1996年开始数年间，中国民族画报社高级
记者成卫东，对这一地区进行了不问断深入采访。
2003年7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一致决定，将“三江并流”自然景观区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
这标志着位于横断山脉腹地的“三江并流”已成为全世界最重要和最丰富的自然宝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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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成卫东：当过兵，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现为中国民族画报社高级记者，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
专家”称号获得者。
用20年时间走遍西藏七个地区70多个县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全部藏区。
走过青藏、川藏、滇藏、新藏公路和中国至尼泊尔公路，在藏区累计时间上千天。
曾亲历了从第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到第十一世班禅掣签、坐床全过程；走过中俄、中越、中蒙、中缅、
中朝、中印和中尼边境。

    在国内外报刊发表过上百个摄影专题的上千幅图片，数十个专题或图片获奖，出版过多种图书，被
称为采访西藏的“专家记者”。
自2004年起至今，应邀赴澳门、西藏、浙江、山东、上海等地参加由香港、台湾、大陆、澳门两岸四
地摄影家“24小时”摄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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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PART　ONE　上篇 怒江——神秘的东方大峡谷　　一、生活在怒江峡谷的人们　　西迁的傈僳
人　　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其族称最早见于唐代，并沿用至今。
史料记载，战国时期，傈僳族先民源于氐羌系统的民族部落集团，秦汉魏晋时期开始有了各自不同的
称谓，到了唐代本民族内部称谓才逐渐趋于统一。
“栗粟”一词，最早见于公元8世纪唐樊绰《蛮书》卷四的“栗粟两姓蛮”，即傈僳族。
傈僳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有怒江方言和金沙江两种方言，且方言的语法差别不大，词汇也
基本相同，因而国内的傈僳族不论居住在雅砻江流域或是分布于金沙江、怒。
江、澜沧江流域，使用的语言也大体相同，相互可以通话，甚而与缅甸、泰国、印度等国的傈僳话也
相通。
　　傈僳族在历史上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
从族群形成以来2000多年的时间里，傈僳族人都在不断地进行抗争以争取生存权利及自由和平的生活
，但因受制于客观原因，大多以失败告终，于是不得不大规模西迁。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傈僳人从青藏高原迁到四川盆地，再到云贵高原并继续迁往缅甸北部，有的直
接迁居到泰国。
在大规模迁徙的同时，还有部分族落仍留在故地，从而形成了今天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
在云南，傈僳族是独有的民族之一，总人口近60万，占该省少数民族人口的4.48％。
他们主要聚居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的山区和半山区，部分居住在
坝区，其余散居在丽江、迪庆、大理、保山、德宏、临沧、思茅、楚雄、昆明等地。
　　汽车沿着江岸狭窄的公路前行，路面虽不宽，有的地方甚至仅能通过一辆汽车，但一路新修长的
柏油路面平坦而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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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江并流”地区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嘀哩环境最复杂、生物资源最丰富、历史文化最悠久、人
文风情最独特的地区，这里是人间奇异的世外桃源。
 为全面展示这一地区复合及多元的人文地理原始现状，从1996年开始数年间，中国民族画报社高级记
者成卫东，对这一地区进行了不问断深入采访。
本书就是这个摄影记者的追寻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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