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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地区历史文化研究构想 

 

方  铁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红河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具有广阔的探讨空间。作者从红河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红

河地区的历史、红河地区的文化、云南红河地区与越南的历史交往等四个方面，阐述相关的基本史实，提出可以

研究的重要选题，以供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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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说之红河地区，大致包括云南省红河州及其附近地区，这一地区在自然生态环境方面

情况类似，民族的类别及其生产生活方式相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一个基本区域形成自己的

特点。与云南其他地区相比，红河地区自身的特点十分明显，应进行专门研究。红河地区的历史

文化资源也十分丰富，具有广阔的探讨空间，兹就红河地区值得研究的一些问题略抒己见，以就

教于专家。 

一、关于红河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据 1997 年统计，红河州人口有 385．7 万人，其中哈尼、彝、苗、壮、傣、瑶、回、拉祜、

布依等少数民族占 54．7％，哈尼族占总人口的 16．6％，彝族占 22．9％。据 2000 年人口普查

统计，云南省的彝族有 470 万人,哈尼族有 142 万人，苗族有 104 万人,壮族有 114 万人。红河州

是哈尼族居住最集中的地区，也是云南彝族、苗族、壮族人口的主要聚集地之一。 

红河地区是云南设治、开发最早的区域之一。汉代红河地区属于益州、牂柯两郡。唐代南诏

统一云南，红河地区属拓东节度与通海都督府管辖，宋代大理国继立，红河地区分别属于秀山郡、

最宁府与石城郡。元朝在云南建立行省，红河地区分属和泥路、临安路与广西路。明代红河地区

属临安府和广西府。清代属临安府、广西府。新中国成立后，在哈尼族聚居区设红河哈尼族自治

区。1957 年，将原蒙自专区与红河哈尼族自治区合并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从学术界研究的情况来看，迄今对云南少数民族研究较多者首推白族、彝族、傣族与纳西族。

在云南省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诸民族中，哈尼族的人数仅次于彝族，哈尼族内部支系众

多，结构复杂的程度也仅次于彝族。但由于汉文历史记载较少、过去研究者关注不够等原因，对

哈尼族历史与现状的调查、研究十分薄弱；对红河地区壮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也很少，

这样的状况应该改变。另外，红河地区的汉族也颇有特点，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与当地矿业及城

市的建设密切相关，在云南省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因此很值得研究。 

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红河地区诸民族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如哈尼族开发出以精细耕

作为基础的高山梯田群，当地壮族大体属于以广西为中心壮族大聚居区的一部分，但红河地区的

壮族具有自己的特点。红河地区的汉族有与云南省其他汉族地区不同的特点，而更多地与当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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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金属产品的开采、加工、运输、销售等活动相关。总体来看，由于受工业文明与商业文明长期

的影响，红河州尤其是个旧地区的居民，整体文化素质较高，受工商业影响的历史积淀较厚，应

作为一个特殊的地方性群体进行研究。 

另外，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不少人口，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与邻国越南保持密切的交往，

由此形成一些独有的特点。在传统文化方面，红河地区诸民族不但有发展成熟、富有特色的文化，

而且其传统文化较少受到破坏与干扰，这些都使调查与研究具有很大的探讨空间，或者说红河地

区是研究边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一块富矿宝地。 

二、关于红河地区的历史 

红河地区是云南省有色金属以及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种类最丰富、开发利用最具规模的一

个区域。红河州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面积在万亩以上的坝子有 24 个，著名者有蒙自、建水、

石屏、弥勒等坝子。红河以南地区属于横断山纵谷区的一部分，山高谷深，石灰岩地形分布广泛。

红河地区属于低纬度区域，高温、多雨的自然环境，使这一区域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由于地壳的运动及其结构较复杂，这一地区蕴藏了十分丰富的矿藏资源。据统计，红河地区的森

林覆盖率居全省前列，分布的动植物有上千个品种。矿藏有锡、铜、铅、锌等有色金属，以及锰、

铁、钛等黑色金属，锡储量居全国首位，煤、石膏、长石、高岭土等非金属矿的储量也很大。早

在公元前 2世纪，西汉王朝已对红河地区的锡、铜等矿藏进行开采，并将之作为全国重要的矿冶

地区写入《汉书·地理志》。 

红河地区的水运与陆运，在西汉时正式进行开发与建设。建武十九年（43 年），伏波将军马

援奉命平定交趾二征起义，遂开通由云南中部至今越南河内的水陆通道。据《水经注·叶榆水》：

“进桑县（治在今云南屏边县境），牂柯郡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关，故曰进桑关也。故马援

言从麋冷水道出进桑，王国至益州贲古县（治在今云南蒙自东南），转输通利，盖兵车资运所由

矣。自西随（治在今云南金平县境）至交趾，崇山接险，水路三千里。”马援行经并以此运输军

粮辎重的道路，因经过进桑关又称“进桑关道”。这条道路的走向是从滇池地区南下至今蒙自，

沿红河经屏边地界达今越南河内。另据《汉书·地理志第八上》，西汉时已于进桑县境内红河河

段设进桑关以控制其水道，可见西汉时民间已存在由红河南下的水运路线，马援遂正式开辟这条

航线。因红河水流湍急，夏秋季水位涨落甚大，逆水行舟不易，走至交州的道路通常是自云南中

部顺流南下，北上时则多从交趾陆行而上。据《三国志·刘巴传》：在刘备定益州以前，刘巴“从

交趾至蜀”，当时人说他走的是牂柯道。看来刘巴所走的路线，是沿红河北上经牂柯（指今滇东

黔西一带）入四川的陆道，亦证明由滇中南至交趾的陆路至少在东汉时已存在。 

以后，红河水运与陆运一直通行无阻。清光绪年间，蛮耗、河口至海防有千余艘船舶来往，

日货物吞吐量达千余吨。19 世纪后期，云南成为地处英法“门户开放”西南部的最前沿，英、

法殖民者以缅甸、越南为基地，把侵略矛头指向云南，传教士首先进入传教，随后便是开埠通商

和修筑铁路，随之打开外贸大门。1887～1894 年，英法两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云南

的蒙自、河口、思茅与腾越等 4 处“约开商埠”。随着法国修筑的滇越铁路临近昆明，陈荣昌等

官绅向云贵总督丁振铎呈请，建议在昆明开辟一片区域作为商埠，清廷核准。英法利用五口开埠

通商，管制了云南的关税自主权和海关管理权，另一方面由印缅海关、法越海关控制云南的进出

口贸易。蒙自、蛮耗与昆明等地开辟为通商口岸后，以红河为主线的红河地区，成为云南省与越

南北部重要的商品流通走廊，其影响波及云南全省以及邻国越南，一方面促进了上述地区社会经

济的发展，同时加深了上述地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进程。对这一问题，应做深入的研究。 

清末，修建了对云南造成巨大影响的滇越铁路。1901 年法国政府与法国 4 家银行组成“滇

越铁路公司”，1903 年清政府与法国大使正式签订《中法会订滇越铁路章程》。法国滇越铁路公

司负责修路，修路的苦力活全由中国人承担，路工先后达 6 万多人。因当地瘴疠流行，加以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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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劳工患病伤亡甚众，因此有“一根枕木一条命，一颗道钉一滴血”的民谣。滇越铁路所经

80％的地区艰险异常，计修建隧道 158 处、桥梁 173 座。滇越铁路分为滇段和越段，越段从海防

经河内到老街长 389 千米，滇段从昆明由河口出境直达越南海防，全长 854 千米。滇段铁路于

1903 年开工，历时 7 年完成，1910 年通车后即开始国际联运。 

    滇越铁路为云南打开一条最近的出海口，从昆明乘火车可直达海防港，再由海防港搭船至香

港仅需 6～7 天，由香港乘船可达海外各国，也可到上海再转通向国内各省的火车，转至北京全

程只需 11 天。过去从昆明步行到北京需 4 个月，即使转乘平汉路火车也需 1 个月，所以滇越铁

路的建成使云南交通的状况发生巨大变化。该线火车在红土高原穿行，取代从昆明到河口一线的

马帮运输，是云南通往国外省外的交通命脉，并使沿线城市发生巨大变化，滇南的开远、个旧等

城市得以领开现代文明之先。开远成为滇南商业重镇，个旧的大锡经过滇越铁路发往世界各地，

同时输入先进生产设备及技术。 

铁路通车后的第 4 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蒙自支行成立，业务包括发行法（国）币、代滇越

铁路收汇款、垄断港销大锡的跟单押汇、获得并保管云南盐课与垄断云南存放汇兑等，法国因此

控制了云南的财政金融。越南总督杜美在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书中写道：“云南为中国天府之地，

气候物产之优甲于各行省。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而关系殖民政策尤深，宜选揽其开办权，

以收大效。”法国人柏顿考察云南后说：“滇越铁路建成后，不仅云南全省商务为法人所掌握，而

且云南政府也在巴黎政府所掌握之中。”殖民者既有交通之捷，又有金融之便，兼之海关为英法

所控制，进出口的税率对其有利，以法国为主的外国商品如潮水般涌进云南，云南的原料产品也

源源流出，云南很快成为帝国主义进行商品销售和原料掠夺的地区。 

随着殖民者资本输出、商品输出和原料掠夺，云南的自然经济逐渐分化。云南人民日常生活

依靠外国的情形逐渐明显。洋货输入不仅带来丰富的产品，更造成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通过铁

路输入洋纱、呢绒等大量洋货，红河地区逐渐从封闭的边疆僻地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沟通的重要

门户。滇越铁路通车，还导致红河航运逐渐衰退。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内地到云南一般都是取道香港、海防、河内，经由滇越铁路入滇。在

1940 年 7 月日军登陆海防之前，滇越铁路起到中国连接海外的主要纽带作用，是中国取得国际

援助的重要通道。1940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防止日本侵略军利用铁路入侵云南，国民政府

在滇越铁路拆除河口至碧色寨段 177 千米路段。1946 年，中法签订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

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国政府赎回云南段路权。1957 年，碧河段修复通车，云南段改称昆河铁

路。1958 年中越联运开通。 

由此可见，红河地区的水运与陆运，以及近代修建的滇越铁路，对云南省尤其是红河流域地

区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均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滇越铁路的情况十分复杂，许多问题尚未

得到透彻的研究。关于上述交通线的历史情况，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的问题，均可

做进一步探讨。 

红河州的城市不仅建设早，而且颇有特色。较重要的城市有： 

个旧市。两汉文献记载全国重要的矿业地点即有个旧，可见当地的锡、铜等矿藏已得到开采。

清朝对个旧锡矿的开采达到很大规模，这里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矿工数万人。光绪十一年（1885

年）清朝设置个旧厅，专管矿务兼收课税。1951 年置个旧市，由云南省管辖，1958 年改由州辖。

个旧锡、铜的开采不仅历史很早，而且因开采锡、铜而发展了兴盛的地方工业城市个旧。 

蒙自也是红河地区重要的一个城市。西汉时于蒙自置贲古县，南朝齐时为新丰县。蒙古宪宗

七年(1257 年)于蒙自置目则千户，因境内有目则山而得名，以后“目则”演化为“蒙自”。清

末至民国初年，蒙自是云南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1887 年清廷和法国签订条约，开辟蒙自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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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并在此设立云南第一个海关，法国曾设领事府于此。法、英、美、德、意、日等国都曾在蒙

自设立邮局、公司、银行或教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蒙自才逐渐衰落。 

有色金属矿业，是云南古代至近现代重要的经济部门，在云南经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而红河地区的有色金属矿业，其开采量、经营规模和发展历史特点，在云南省又属首屈一

指。红河地区有色金属矿业开采的历史、经营方式与做出的贡献，乃至有色金属经营所涉及的民

族关系、社会发展、人口流动、城市建设、对外交往等问题，都可以进行深入探讨，而且易体现

出研究课题具有的地方特色。 

红河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除以上部分可开展研究外，重要的历史事件与史实还有

如： 

黑旗军抗法问题。农民起义领袖刘永福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继续率领反清义军，活动于

广西、云南边境一带，他以七星黑旗为军旗，故被称为“黑旗军”。1867 年，黑旗军因受清军

压迫转移到今越南老街一带。1873 年法国军队侵占越南河内，黑旗军应越南国王邀请至河内，

击溃法军并杀死其头目安邺。1882 年法军再陷河内，企图打通红河驿路侵入云南。1883 年黑旗

军在河内大败法军，杀死法国印度支那海军舰队司令李维业。1885 年黑旗军与越南人民义军配

合作战，大败法军于临洮。对这一段中越友谊史上的光辉篇章，值得深入研究和大力宣传。 

中国政府的援越抗法行动。1945 年 9 月，法国军队重新占领西贡，随后控制越南南部。1946

年法国对越南发动全面战争。越南人民展开全民抗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坚决支持越南人

民的抗法斗争，应越方要求中国政府派出军事顾问，参与策划越南人民抗法斗争的若干重要战役。

1950 年 7 月至 11 月，陈赓将军以云南为基地训练越军指挥员并协助越方组织作战，取得边界战

役的重大胜利。在此前后，中国提供的援越物资大量运进越南，其中包括轻重武器、弹药、筑路

机械、车辆、通信器材、服装、粮食与药品等。1954 年 5 月，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越方，组织

并获得奠边府大捷，取得抗法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中国政府的援越抗美行动。1955 年法国军队撤出越南，美国于 1960 年派海空部队进入越南

南方。1964 年 8 月，美国制造 “北部湾事件”，发动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在越南人民抗美救国、

实现国家统一的斗争中，中国政府给予坚决支持，提供大量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援助。1950 年

至 1978 年，中国援越总额超过 200 亿美元；先后向越南派出专家、顾问 2 万余人，工程和防空

部队 32 万多人：1000 多名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处于援越抗美最前沿的云南省

尤其是红河州的各族人民，给予越南人民最直接、最有力的支援。云南省大力组织公路和铁路运

输，派出大量民工与援越部队一起修通云南与越南的 4 条公路，完成 52 个援建越南的项目。 

对上述历史，我们应深入研究与宣传，让我国和越南的广大人民牢记这一段宝贵的历史，促

使中越两国世代友好下去。 

三、关于红河地区的文化 

近年，个旧市政府提出总结与研究个旧锡文化的命题，并举办个旧锡文化节，这是很有学术

眼光的，同时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狭义上的锡文化，主要是指锡的生产经营及其产品，以及

与之关联的某些文化事项。广义上的锡文化，除以所说的部分外，还包括与锡的开发及流通相关

的经济、历史、民族、人口、地域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作为待研究与开发的文化资源而言，我

认为所言之锡文化，宜取其广义。 

研究锡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它不仅体现在可以发掘和弘扬云南锡业开采

的悠久历史与传统方面，而且对推动当地特色加工业、旅游业的发展，促进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

提高锡都乃至红河州的知名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对锡文化的研究与开发，还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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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红河州各族人民的文化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有利于民族团结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发展。还应

看到，研究与开发锡文化，还可在云南省乃至全国树立研究与开发金属产品相关文化的成功典型，

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起到重要的带动与示范的作用。 

关于个旧锡文化，我认为应重点研究以下问题： 

1、从经济开发的角度，研究个旧地区锡、铜等金属开采的历史，包括开采过程，生产工艺，

精炼技术等。应该指出，人们研究个旧锡文化，注意较多的是滇越铁路开通以后，对个旧所产锡

的开采及利用。事实上，早在公元前数世纪，当地居民以及后来的封建王朝，对个旧的矿产已大

量开采，当时对铜的开采占了相当比重。明清两代封建王朝在云南大量开采铜和银，作为全国诸

多省份铸造钱币的原料，个旧和云南其他地区的矿藏，为活跃全国的经济生活，促进商品经济的

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此我们应进行研究与宣传。 

2、从地方史的角度，研究个旧地区锡、铜等金属开采的历史过程中，与此相关的人口流动、

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城市与矿山的建设、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兴盛，以及矿冶业与

其他生产部门的互动关系等。个旧是云南最早兴起、规模较大同时颇具特色的工业城市。个旧的

民族构成、城市性格和社会风尚，都有自己独特之处。其形成原因，与个旧地区有色金属的开采

及其长期广泛的吸引力有关。 

3、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个旧地区因锡、铜等金属开采、生产而衍生的文化事项，如云南

工业城市的特色、城市居民的构成及生产生活方式、个旧地区与锡、铜等金属开采、生产有关的

社会习俗与传说、个旧地区的社会结构、社会心理与社会活动，以及有关的私人著述、地方志、

档案、公文、碑刻、文物、工艺品、生产工具、生产场所等。 

4、从文化开发与文化产业建设的角度，借助场所、文物、书籍、工艺品等等，复原或追忆

当年锡、铜等金属开采与生产的场景、气氛等方面的情形。还可考虑利用青铜等原料，仿制各类

文物，制作各种工艺品，可以形成新的产业。 

应该看到，个旧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不仅十分丰富，而且某些方面在全国具有独特性，如个

旧堪称中国乃至世界的锡都；个旧锡品位之高，以及个旧锡、铜开采时间之长、历史影响之大，

在全国均属罕见；因锡的开采与运输而导致中国较早铁路的修建，并对云南及周边邻国产生了重

要影响；因有色金属的持续开采，而形成和保留了多方面的历史遗迹和文化事项，等等。 

因此，应充分认识到个旧锡文化内涵之丰富、研究及开发前景之广阔，在全面系统研究的基

础上，对个旧锡文化的研究与开发进行统一规划，分步实施，逐渐发展为具有较大规模的文化产

业。个旧锡文化的整理、研究与开发，还将在全省乃至全国首先树立地方文化成功开发及利用的

典型，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和借鉴意义。 

研究红河流域地区的历史文化时，应注意文化差异性方面的问题。近年有个别论文，提出中

国与东盟国家进一步合作，将导致双方经济、文化实现一体化的提法，这是值得研究的。 

红河流域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重要地区之一。红河流域地区跨国的经济、文化方面的合

作，目前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红河流域地区趋于经济合作一体化，已呈现较明显的发展趋势。另

一方面，我们应看到，经济合作方面出现的一体化倾向，与文化方面虽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是

成正比例增长的关系。严格来说，区域性文化与深厚的历史传统相联系，具有千百年来逐渐形成

的历史文化内核，文化嬗变的情况十分复杂；而且红河州地区的传统文化，更多地体现出受中原

文化影响的特点，属于统一中华文化的历史范畴。 

文化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就文化的纵向发展而言，有生命力的文化，必然包括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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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实文化两大部分。传统文化是文化整体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现实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延续和

继承，而两者又有不同的内涵与特点。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或一种类型的文化，就其相对层次与

内部关系而言，又可分为主文化与亚文化两个部分。主文化是指文化整体中占主导地位的部分，

它对文化持有者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具有决定性或产生重大影响的作用。亚文化

是指在从属于主文化的前提下，在文化整体中表现出局部性或类别性差异的部分。主文化主要反

映文化整体的普同性，亚文化则较多地表现文化整体中局部或类别方面的特异性。从文化传播方

面来看，受某一主体文化支配的空间范围，可以形成以该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圈，文化圈的影响从

中心部位向周围区域放射。文化通常与国家和国界的形成变迁并不同步，或者说两者有不同的内

涵和发展的规律。文化圈不一定与国家的管辖范围相吻合。举例来说，云南红河地区的文化，既

属于统一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同时部分内容又受到与相邻的越南传统文化的影响，或说处于中华

文化圈与越南文化圈的交叠区域。 

由于文化的情况十分复杂，因此，我们应提倡文化方面的多元化与文化上的多样性，而不应

简单地认为经济合作方面出现的一体化倾向，将导致红河流域不同国家之间文化上的一体化。对

这一问题，还可进一步做深入的研究。 

四、关于云南红河地区与邻国越南的历史交往 

云南是中国重要的友好邻邦。越南与中国数千年来的交往，主要是通过红河地区实现的。早

在公元 1 世纪，云南人民开辟了从滇池地区经蒙自、河口进人交趾(今越南)的“马援故道”。7

世纪后，开辟了经思茅、勐腊至老挝、泰国、缅甸的“茶马古道”。据中国史书记载，古代云南

及相继出现的滇国、南诏与大理国，与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都有交往，尤其与越南、老挝与

缅甸三国关系最为密切，尤其是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可说是历史极其悠久，联系十分密切。 

    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国家间关系，从 968 年越南成为独立国家后开始，在宋朝 320 年间双方经

济文化交流相当密切。元朝建立后设立云南行省，在云南省设置临安路(治今建水)等边境管理机

构，对发展云南与越南友好的交往起到积极的作用。明朝遣使越南有 30 多次，而越南使节前往

中国则达 100 多次。从 1405 年起，郑和(云南人)受命七次率领船队远赴西洋，每次都在占城的

新州港(今越南平定省归仁)、阳灵山(今越南富安省绥和)停泊，促进了中越双方的贸易联系。清

代，临安、开化(今文山)两府以及普思(今思茅)，成为中国对越经济贸易最活跃的前沿地带。 

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云南周边国家越南、老挝、

缅甸相继被法、英殖民者侵占。在反抗帝国主义、反抗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中、越两国人民

相互支持。1873 年和 1883 年，由活动于广西、云南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援助

越南人民进行河内、纸桥、怀德和丹凤等三大战役，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1905 年，中国民

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与越南革命志士潘佩珠在日本就越南革命问题和中越革命关系问题

交换意见。1907 年，孙中山把同盟会的领导机关从日本迁到越南河内，在此指挥了镇南关起义

与河口起义。1935 年，越南印度支那共产党派武英等到云南成立云贵支部。1940 年，越南革命

领导人胡志明到昆明，并深入滇越铁路沿线的宜良、开远、蒙自等地，指导越南党的活动。1947

年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滇桂黔边区纵队左江支队在边境一带活动，得到越南同志的大力支持。 

对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应大力开展研究和宣传，使这些重要的史实

为广大群众所知，以促进中越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中国与越南历史上的一些敏感问题，如越南早期历史上的雄王问题、中国封建王朝对越

南的统治以及越南独立后与中国的关系等，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研究。这一类的研究应

限于学术探讨，切忌到动辄与现实政治挂钩，这样做既不利于学术探讨，也无益于两国关系的改

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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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对红河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不仅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具备了良好的开端。我

们祝愿红河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顺利发展，不断结出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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