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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桃源行政村位於劍川縣西南部，桃源河河谷平原，距甸南鎮政府所在地 7 公里，

距縣政府所在地 15 公里，平甸公路從村而過，全村緊依石寶山風景名勝區而居。轄

有上桃源、中桃源、下桃源、後箐(蝙蝠洞)、明澗哨等 5 個自然村，9 個村民小組，桃

源上村有 3 個村民小組，桃源中村有 1 個村民小組，桃源下村有 2 個村民小組，共有

426 戶，總人口 1813 人。2007 年底，人均占糧 408 公斤，年人均收入 1378 元，人均

土地面積 2.15 畝。村內主居白族，亦有少數漢族、傈僳族、納西族、藏族。全村道路、

衛生、文教、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尚足。2008 年人均收入 1805 元、90%以上的

農戶人均純收入超過 1000 元，迄今整體更有提高。該村民風純樸，敦厚老實，凡村

內事村民均會相互協助，過去生活水準雖不如縣城，鮮少天災，仍可足食，以往該村

所種稻米品質良好，會對外輸出，亦有人稱該鄉為魚米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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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次調查自 2011 年 8 月 29 日至 9月 10 日止，計 15 日，調查重點為桃源行

政村之桃源下村，因桃源上、中、下三自然村地處接近(圖 1、2)，關係密切，資源、

親族關係互通，故部分專題亦同時調查、引述上、中村民資料與記憶。明澗哨、蝙蝠

洞兩自然村，地處較遠，蝙蝠洞亦為傈粟族民所居，非本次調查範圍，故未進行調查。

調查人員計組長沈天羽(台南藝術大學碩士研究生)、副組長賈凱麗(中央民族大學碩

士研究生)、楊麗玉(四川大學碩士研究生)、蔡譯瑩(台南藝術大學碩士研究生)、陳

昱安(台南藝術大學碩士研究生)、黃莉(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林孟蓀(高雄大學碩

士研究生)、郭領(中央民族大學本科生)等 8員。 

 

 

 

 

 

 

 

 

 

 

 

 

 

 

 

 

 

 

 

 

 

  

 

 

圖 1 桃源上中下村全景 

圖 2 桃源上中下村地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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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表行程表行程表行程表 

日期   授課地點 

7/25 於昆明集合 

7/26 全體前進劍川縣 

7/27 於劍川行前整備與劍川文化遺址參觀 

7/28 全體參觀所調查的各村(石龍、沙溪、甸頭、段家登)與石寶山石鐘寺 

7/29 早上各分組向各村進發 

7/29-8/07 村寨文化景觀調查 

8/07 全體開始於沙溪集中撰寫調查報告 

8/14 全體前往麗江參官並繼續寫報告 

8/15 白天參觀麗江，晚上本次調查行程結束，台灣學員坐夜車前往昆明 

8/16 台灣學員於昆明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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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紀要內容紀要內容紀要內容紀要 

地理環境和資源地理環境和資源地理環境和資源地理環境和資源    

（一）地理環境 

桃源村地近滇藏高原，村內桃源河蜿蜒流經，平均海拔 2575 米，年平均氣溫 11.2℃，

森林覆蓋率為 81.3％，氣候屬南溫帶溫涼層，各月之間氣溫變化不劇烈，惟冬季較寒

冷，年有霜期達 162 天。所屬甸南鎮年日照時數 2400小時，年降水量 927.5毫米。 

（二）土地 

桃源村總土地面積 28.29 平方公里，土地以紅壤、紅砂岩為主，耕地土質較差。耕地

總面積：1840畝，其中水田 1307畝，水澆地 533畝，臨時性耕地 150畝，25度以上

陡坡耕地 150畝。 

（三）山林 

桃源村總體集體商品林地總面積 19955.2畝，集體公益林總面積 16185畝，其中上桃

源的集體林地總面積 10558.5畝，中桃源的集體林地總面積 1311.5畝，下桃源的集

體林地總面積 7842.8畝。林木多為松木、杉木、闊葉木等樹種構成。木材採伐量 405

立方米，林業生產核桃、板栗、野生菌等。 

（四）漁獵 

綜合受訪者敍述，以往桃源村周邊山林中，有雞野、兔子、狼、猴子、麡子、松鼠等，

部分野生動物可以捕獵，目前山林進行保護，不可再進行捕獵。桃源河以往魚獲豐富，

然自上游設煉冶場後，魚類大減，村民不復捕食河中水產。 

（五）水資源 

貫穿村內之桃源河(圖 3)，終年水流不竭，惟澇旱水位不定，河水不深，不利航行，

村中水田多引該河水灌溉。各自然村周邊山中均有水源，村民集水分流，各戶遂有自

來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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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災害 

本村災害鮮少，抗日戰爭戰事未及於此，以往霍亂、非典(非典型流行性感冒)整個劍

川縣到處都有，本村均未發生。據桃園中村張六一先生口述，記憶所及之災害如下： 

1、流行病 

1936 年，痢疾，不知從何而來，當時沒有先進的藥，亦缺科學知識(被訪者張六

一先生尚未出生，伯伯死在那一次)，影響不詳。 

2、水災 

小水災頗多，印象中大水災有三次，1966(丙午)年，曾大雨，壩子淹了 1/3，山

上的水淹到這裏來，桃源中村因為臨桃源河而居，全村搬家到高處。1978、2010

年亦各有一次，受損不詳。 

3、蟲災 

有過稻螟蟲，專吃稻穀，桃源下村損失較為嚴重。1964 年 7 月，稻田蟲災，甸

南發達大隊特別嚴重，縣委、縣政府組織機關、學校全力投入抗災活動，與農

民一起，經過 7 天努力，消除蟲害。 

4、地震 

1951 年 12 月 21 日 16 時 37 分 29秒，劍川、鶴慶、麗江三線交匯地發生 6.3級

強烈地震，震前金華壩東南方狂風大作，四處轟鳴，震後塵土蔽日，房屋傾倒，

圖 3 桃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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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聲四起，震災遍及全縣，災情尤以金華、東嶺、甸南為重。受災 34個行政村，

受災人口 30,292 人，傷亡 1290 人，其中死 298 人，重傷 324 人。牲畜死亡 962

頭(匹)，房屋倒塌 7327 間，傾斜 30668 間，損糧 60萬公斤。損失總值約計老

人民幣 151億元。金龍河梗震裂 1540 米。有關震災，村民雖有印象，然損失不

重，未成大災。 

5、其他 

在村裏曾發生過火災，但是大範圍之火災沒有發生過。據老人回憶，17世紀村

子裏曾發生過麻風病。另于陽岑鄉有一民防隊，幫助村民抵禦強盜、外賊。 

    

傳說和村落歷史傳說和村落歷史傳說和村落歷史傳說和村落歷史    

（一）族源傳說 

有關桃源村族源傳說，目前文獻僅於縣誌中簡略可見，其餘均按村內記述

之，概略如下： 

1、上桃源李玉寶版本 

桃源村的居民系由劍川壩子遷至此地。起先，這裏居民的祖先居住在劍川，

當他們發現桃源是個好壩子時，就從劍川搬遷至此，至於遷移的時間，雖然李

玉寶也請教過一些老人這個問題，但未得出確切之答案。李玉寶現在七十歲，

年輕時候他問過當時八十多歲的老人，但他們亦不知桃源居民之先祖最早由何

處遷來。 

起初村子名叫桃羌，解放初期才改名為桃源，因為這裏有三個自然村，取桃源

三結義之意，又附會“世外桃源”之說。那時，三個村子的人商量，桃羌的

“羌”字是少數民族羌族之稱呼，不好聽。桃源此地村民雖也是少數民族，但

其民族成分主要為白族，原來叫做“白蠻”，又叫民家族，後來取名白族，再

取“羌”字做村名就不合適了。（桃源原來屬於麗江，後來成立了大理白族自

治州，而這裏的民族是白族，桃源自然就歸屬大理管轄了。） 

劍川的人口大多數是白族，除白族之外還有漢族、彝族、傈僳族、回族和納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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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5個民族。納西族是從麗江遷徙過來的，大多數居住在金華鎮。桃源村現在

90%以上的是白族，明澗哨自然村有一些傈僳族，大概有二十幾戶，系文革時

期自羊岑遷過來。文化大革命期間，沒有政府管理，他們覺得明澗哨這個地方

條件比較好，有山有水有土地，資源豐富，便遷了過來。 

桃源村古稱“桃羌”，解放後才改名為“桃源”。據徐霞客遊記曾記村中“駝

強江”，即現在的“桃源河。桃源村原屬羊岑，解放後現屬甸南鎮。村民認為

原名中“羌”字有少數民族的意思，覺得不好，而這個地 方又像桃花源記述

的，故改名為“桃源”村。 

2、桃源下村楊鳳山版本 

中漢族多從四川搬遷過來的（稱為“四外子”，客家之意），村中彝族屬白彝，

解放前，有上桃源村、下桃源村、江登村、明澗哨村（之前僅有 10多戶）。“江

登”意為水沖出來之沙地，解放後改名為“中桃源村”，村中都是姓張，沒有

雜姓 ，清末自劍川遷來。該時上桃源村規模大些，人戶亦多些，有 80多戶；

現上桃源有 160多戶，下桃源有 110多戶，明澗哨有 110多戶。楊鳳山老人聽

其祖父說其家族系自南京應天府柳樹灣大石橋搬遷至此。（具體見楊鳳村老人

自己撰寫的家譜，該家譜根據他記憶當中祖輩所述寫成。因文革之故，大多住

戶家譜均毀，未有再傳，許多墓碑亦于文革期間被毀，故難以考證）。 

解放前，村民基本是白族，無其他民族。現在村中 90%以上為白族，也有漢族、

傈僳族、彝族等。村都是受黑彝壓迫後搬遷至此。明澗紹自然村裏還有些傈僳

族。解放前上桃源有 80多戶人家，現在有 160多戶，下桃源有 110多戶。上

桃源從古至今一直是桃源村裏人數最多的。中桃源是從劍川搬來的，沒有雜

姓，均姓張，大概是清末時搬來的。 

3、桃源中村張六一版本 

代代相傳說桃源中村村民系自從劍川之張家巷遷來，幫縣城的地主管地(可能

是地主的兄弟)，第一代名叫張向仁，到如今的張六一，已經有 13代。張家祖

先的墓地在中桃源的靠山上。本次調查時前往上桃源的張家墳(圖 4)，可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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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時所立，距今約 100 年。 

在解放前，中桃源僅有八座房子，10多戶人家，100多人。中桃源原名江登，

江即河的意思，登是小島的意思，意為河中的小島。因此上桃源、下桃源村民

戲稱中桃源為“小臺灣”。 

 
 

4、桃源中村張利春版本 

中桃源的人因為逃荒，從南京應天府搬到桃源。一開始有兩個兄弟，住在中桃

源，負責替縣城的張姓氏地主收租。那時，桃源的田地，都是張姓地主的。現

在中桃源，靠後面的是哥哥的地盤，靠下麵的是弟弟的地盤。從家譜可以看出，

哥哥家的人口發展不如弟弟。 

5、桃源下村蘇月秋版本 

桃源村以前為縣城裏的大官生產比較好的糧食，他們派人來耕種、看土地，漸

漸居住下來。縣官找張姓人到江登放養鴨子。另劍川縣官到沙溪為防範被襲

擊，就設哨護送縣官來回，劍川舊有四十哨，桃源村南面設有明澗哨，北面設

明子哨，以保護其安全。 

（二）地方史志 

依《劍川縣誌》關於桃源村之略述：古稱“桃羌”，解放後才改名為“桃源”。

據徐霞客遊記曾記村中“駝強江”，即現在的“桃源河。桃源村原屬羊岑，解放後現

屬甸南鎮。村民認為原名中“羌”字有少數民族的意思，覺得不好，而這個地方又像

圖 4 上桃源村 張家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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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記說的，所以改名為“桃源”（三）碑刻 

村落的外部空間村落的外部空間村落的外部空間村落的外部空間    

（一）村落佈局 

桃源村行政村，位於劍川縣西南部，距甸南鎮政府所在地 7公里，距縣政府所在

地 15公里，緊依石寶山風景名勝區而居。全村有 5個自然村 9個村民小組共 462戶，

總人口 1813 人。下轄 5個自然村，分別為上桃源、中桃源、下桃源、明澗哨、後箐

（蝙蝠洞）。上桃源有 3個村民小組，中桃源有 1個村民小組，下桃源有 2個村民小

組，由於明澗哨和後箐兩個自然村不在我們此次的調查研究範圍，暫不描述。 

桃源村為舊茶馬古道上要地，新建平甸公路穿村而過。桃源上、中、下村分佈於

桃源河河谷平原中，桃源上村位於此區桃源河最南端，距桃源中村直線距離約有 500

米，桃源中村位於此區桃源河中段，距離桃源下村直線距離約 300 米，桃源下村則位

於最東段。整體個桃源村均依山面水與平原，村落依山體邊緣平緩地建立，耕地則與

桃源河相依開墾(圖 7)。 

 
 

（二）村落的耕地、林地分佈 

此次做為重點調查對象的上桃源、中桃源、下桃源都分佈在桃源河谷地帶，總土

地面積為 28.29 平方公里，人均土地面積 2.15畝，其中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為 3460畝。

桃源河谷地勢平坦，土壤肥沃，近水源，灌溉便利，故村中田地多集中於河谷中，且

距離各村住戶比較近，大多數為水稻田，每塊田地之間都有水渠相連，都引水自桃源

河，灌溉便利。而在桃源上村、桃源中村、桃源下村各自的靠山上，在坡度較緩地區，

居民就勢開闢出零星耕地，多種植旱田作物。同時在各家屋舍前後空地亦被村民開

發，多種植蔬菜瓜果。 

圖 7 桃源下村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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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村林地均分佈在每個自然村周邊山上，林木多為松木、杉木、闊葉木等樹種

構成。村落佈局均於該村靠山腳地區，村內皆有小徑蜿蜒上山。林地之中平緩坡地亦

有零星耕地分佈。 

（三）墓地分佈 

1、家族墓 

桃源村中，傳統宗族勢力仍有很大影響力，這也影響到墓地之分佈。各自

然村各姓多有集中之家族墓地。村中墓葬多為同一家族集中葬在一起，墳地不

變。桃源下村中楊姓有兩家，是同姓不同宗，因而墓地也不在一起。在桃源下

村李、楊、張、姚姓家族均有其家族墓地。李姓家族墓地位於桃源下村北面三

層山上，在下桃源靠山上亦有一片李氏墓地。據李氏後人所述，下桃源靠山上

和三層山上之李氏墓地都為同一宗族，不過下桃源靠山上是大兒子支系之墓

地，三層山上是二兒子支系之墓地，中桃源的靠山也有一塊李姓家族墓地；平

甸公路往沙溪側有歐陽氏家族墓地；桃源下村北面三層山上，由西向東有姚

氏、李氏、張氏家族墓地，上桃源靠山上則有李氏、施氏家族墓地。墓地朝向

多以坐西北面東南和坐北朝南為主要方向，墓地坐向尚風水方位，風水師還會

在墓地附近選一棵樹來祭拜山神,祭祖時都是先祭拜山神後才能祭拜祖先。 

2、韃子墓 

在桃源村附近的山上至今有尚存兩座已遭破壞之古墓群，位於桃源下村西

以及桃源上村靠山上，村民習稱之為“韃子墓”。韃子是元朝時忽必烈的蒙古

軍之稱呼，桃園上村韃子墓是用石頭堆砌的火葬墓群，該墓地遺跡都是依山勢

而選擇墳頭的朝外，墳墓座向並沒有固定的方位，曾經被盜墓過的痕跡，盜墓

穴旁還有殘破的黑陶罐碎片，年代久遠已經殘破不全，僅發現一塊刻有佛像雕

刻的墓碑(圖 8)、一個圓孔狀的碑(圖 9)、一個完整的黑陶火葬罐，外型十分

類似都有蓮花花紋環繞罐口，墓碑上已經看不清楚是何種文字，究竟是否為元

代韃子墓尚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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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村民說此類墓是元代忽必烈時期蒙古族士兵韃子的墓，因年代久遠，現存墓

葬多已雜草叢生，或已遭破壞。依稀辨識出該墓葬週邊為石頭堆砌的長方形，

依山勢坡形開挖墓穴。根據現存一些墓葬進行初步測量，墓葬長約 240cm，寬

70- 130cm，露出現地面高度約 45cm。又據一已經被盜掘的墓葬存坑（位於村

中施德全老人家玉米地內）看來，其墓葬深度應該有 85cm。墓葬方向依山勢方

位而有細微變化，基本是坐西北朝東南。基本沒發現石碑、墓誌銘等，是否存

在，或是因年代久遠損壞遺失，不詳。但發現有一殘破石碑，據村中老人施德

全所說是屬一座已經被人盜掘的韃子墓的。該石碑為半橢圓形，長直徑 68cm，

短半徑 50cm，厚 16cm，雙面雕刻，其上紋飾基本類似，現已風化，不易辨識。

據村中老人施德全所述，該石碑上中部為一端坐像，似是佛像，其周圍有紋飾

環繞，似雲紋；其下應有文字，為直排文字，可能是蒙古文、藏文或梵文，現

已風化，無法辨識。墓內形制及物品不詳。 

其中，在施德全家玉米地內（附近也是施家墓地所在）發現幾座已經被盜掘的

韃子墓。盜墓者或先挖兩個圓形盜洞，再盜掘墓內物品。殘留盜洞及盜坑，隱

約可見墓葬形制。附近殘留有一塊環狀石碑，陶罐碎片及一個完整的陶罐。據

施德全老人說這些陶罐既是用於承裝死者骨灰的陶罐。其中一個盜坑，長

240cm，寬 130cm，深 85cm；該坑並未被填，坑形仍存。附近發現一個完整的

圖 8 韃子墓墓碑 圖 9 圓孔狀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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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陶罐，斂口，直腹，下部微縮，平底。厚 8mm，口徑（直徑）20cm；肩徑（直

徑）27cm；底徑 13cm（直徑），高 25cm，口沿向下 2cm處有一圈附加堆紋（為

附加粘土製成），寬約 1cm。其下用陰刻線描繪了幾組花紋（如圖示）。 

 

 

 

 

 

 

 

 

 

 

 

 

桃源下村靠山上林地間，近平甸公路處，有另一處韃子墓地，現地為農家歐文

新之玉米地，已無遺跡可循。據桃源中村張六一老人口述，該墓係民國二十幾

年時發現的，由於當時兵荒馬亂，無人管理這片韃子墓，加之人們並不瞭解其

價值，將韃子墓發掘後，隨葬及骨灰隨處丟棄，只留下了裝骨灰的罐子，用作

花盆或是面盆。至今，張六一老人家中仍存兩個大陶罐，出自桃源下村韃子墓

區，罐蓋已不復存。目視初步檢視，罐體黑色，頸部有波浪紋及斜線紋，無字

跡。其中一個陶罐罐口直徑為 50公分，深度 47公分，罐口圓周 109公分，罐

底圓周 106公分，中圍圓周 157公分(圖 10 )。據老人回憶，剛發掘出來時，

亦曾見有瓷器，罐體上有一層綠釉，但是挖出後不久綠釉就自己剝落了，迄今

已破損丟棄。 

 

 

20cm 

27cm 

20cm 
27cm 

13cm 

25cm 

圖 10 桃源下村韃子墓骨灰罐 



 12 

此外曾經發現過一些類似花壇的承裝骨灰的罐子，有些還上釉，有些有紋飾。

罎子有大有小，有些大的盆子內套裝兩個小罐，有的有蓋，發現有像牙齒一樣

的貝幣。楊鳳山老人說可能是忽必烈時期的士兵韃子，可能在當地發生過戰

爭，這些墓地就是掩埋陣亡者的。 

3、陳進士墓 

陳進士墓位於桃源下村山上，距村步行近五十分鐘，該墓地周邊為松木

林，除牲畜放養或采野生菌村民外，荒草叢生，不易到達。墓地面對縣城金華，

視野廣闊，可盡覽桃源中、下村，並遠眺劍川縣城。墓地及其周邊零落許多石

塊，據引路老人張秀明描述古墓，曾見該墓前左右有一座石人像，約兩米多高，

但這兩年已經不復存在。再往外緣有兩座石頭標杆，約三米多高，也不見了，

但位置都還在，可以辨識。往內緣有石獅、石馬各一，已毀損。陳進士墓附近

都是陳姓墓，陳進士墓是此墓地第一個，由於村子裏並沒有姓陳的人，陳姓墓

應來自於金華，而村民口中“城裏就是指“金華”。主墓前後長約 4.7 米，寬

4 米(圖 11)，該墓左右側亦有其他墓葬，均在同一排，整個墓群約有三排墓葬，

第一排墓葬周邊猶有石砌矮牆環繞，依稀可辨原墓區概略規模。 

 
 

 

據描述，當初陳進士木棺上面有很多碗，一個卡一個，現在墓已被盜，毀

損。該墓地從陳進士主墓算起，約有三排。陳家新墓位置位於主墓後方第三排

圖 11 陳進士主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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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 1986 年新墓）。主墓與後方另一大墓距離約 50 米，後方大墓規模與主

墓相近，被盜墓穴口仍留有破碗片。當初棺從縣城抬過來，為了避免盜墓，同

時抬出三個重量大小均同的三口棺，誰都不知哪一個是陳進士的棺木。陳進士

真正的墓未必於此，另上桃源的三層山上的煉鉛廠旁(此墓距離桃源村很遠，

只有用車才能到達)、金華山各有一處。傳說陳進士是被誤殺，殺陳進士的人

賠了金頭玉帶，可能為此引發盜墓之心。  

依據張秀明老人口述故事：從前這座山是屬於桃源村民的，村子裏有一位

老官（官職不明）常去縣城，每次去就喜歡縣城的豆腐和涼粉。城程面由一位

老官（官職不明）看這塊山地風水太好了，想買又買不到，所以就想收買村子

裏的老官。就趁村子老官去吃涼粉時去街上叫他到家裏吃涼粉，天天吃，一年

四季吃，吃了幾年後，縣城老官就向村子老官開口說我想請求你，向你要一個

東西。村子老官說：好說好說。縣城老官說：我家裏有一位老官，已經去世了，

但家裏面墓沒有地點，所以想向你要一小塊地。村子老官就把這塊地賣給縣城

老官，因為不賣也不是，因為這座山已經吃涼粉吃掉了。後來村子裏有一個村

民專門在幫他們看墳墓，村民就不能來這裏砍樹、揀柴了，都不准。後來城裏

有一位老官來這裏掃墓，被一位到那裏砍柴的村民砍死了。後來打了官司，但

打不贏。舊社會還是由審判廷。貼出告示，告示上寫“用各傷身”，但有一位

在城裏做官的人，用指甲沾墨在“用”字邊點了點，變成“甩”，就打贏了官

司。 

 

村落的內部結構村落的內部結構村落的內部結構村落的內部結構    

（一）村落選址與發展歷程 

桃源行政村由西至東是，位於高頂山東北方的上桃源村、位於板山西南方向，

經平甸公路的明澗哨、位於高頂山東北北方的中桃源村、位於板山東北方向與桃源河

相夾形成壩地的下桃源村、位於桃園河末左側的蝙蝠洞。下桃源村多半是坐西南朝東

北，住宅坐向主要還是順應自然地形依山勢而建，除非有建設格局上的限制，才會有

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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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村落選址十分重視因地取勢，依山傍水。依山可以獲得豐富的生活資源，

防止洪澇；傍水可以利用豐富的水資源而便於生活用水、灌溉、洗滌等用途。同時村

落選址也考慮到地質問題、靠近交通幹線和節約耕地等因素。 

從地圖上看，下桃源村呈西北——東南走向，坐落在板山腳下，也就是村民們

口中的靠山，居住區海拔約 2200 米，林地區海拔稍高。在下桃源村居住區的東北方

是主要的耕作區，由於是在桃源河谷地區，所以土地肥沃，地勢平坦，水源便利，便

於灌溉和耕種，夏季多以水稻田為主。桃源下村總戶數為 115戶，總人口有 450 人，

下房屋分佈比較集中，每棟房屋的相對距離不超過 10 米，屋瓦相連，溝陌相通，形

成一個封閉而集中的村落形態。 

根據本次調查，在桃源下村定居的第一戶是李氏家族，據李氏祖墳上所記錄的

時間是乾隆十七年（西元 1752 年）李氏最早的祖先李文耀去世，雍正年間，李氏約

40戶人家遷入此地，李氏後人李樹芳老人告訴我們說他們是李氏家族的第 14代後人，

所以下桃源從第一戶李姓遷移定居已有 300多年的歷史了。在李氏遷來以後，歐陽氏、

楊氏家族也陸續遷移到下桃源村。 

剛開始的房屋佈局都是以李家老宅為中心呈同心圓向外分佈擴散，至今形成下

桃源現在的規模和空間佈局。1949 年前，由於戰亂不斷，局勢不穩，所以人口增長緩

慢，1949 年解放時，下桃源有 42戶，到 20世紀 50 年代，下桃源村有 51戶，共 219

人。隨後有三年自然災害和各種政治動亂，人口仍是以緩慢遞增的趨勢發展。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由於農村土地實行包產到戶，家庭需要更多的勞動力促進生產，人口

迅速增長，1981 年，下桃源尚有 83戶，到 1995 年，下桃源已有 107戶。到 20世紀

末 21世紀初，隨著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在廣大農村地區的推行，下桃源村也有計劃生

育指標，人口又成緩慢增長趨勢，至今，下桃源村戶數為 115戶。 

（二）村內道路體系 

桃源村的公路情況已如前述，在桃源下村之道路大體可分為村級公路和村內便

道兩種類型(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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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桃源下村有一條寬 3 米連接著平甸公路的村級公路貫穿整個村子，此通村公

路修建於 2003 年，系由地方政府出錢雇傭村民修建，2009 年政府再次出錢購買水泥

等材料對路面進行硬化處理，使得路面更加平整。此水泥硬化路一直延伸到村落的最

東邊的房屋門口。村內設有三個小賣部，均位於水泥硬化路邊，得益於此通村公路的

便捷，農用車運送肥料、石頭、木頭等到田地裏，讓農作變得更加高效率。 

村內便道系指連通各家房屋之土石混合路，此類便道路面較窄，隨著地形、建築的曲

折而變化起伏，連通了村內的每家每戶，猶如細密的網路覆蓋全村，聯繫村民交互之

群體關係。 

（三）給水和排水設施 

1、給水設施 

桃源村夏季雨量充沛，水資源豐富。在桃源下村的靠山上，有一股山泉水，

常年不竭，是桃源下村的水源，在自來水管道未鋪就之前，桃源下村村民在

此山泉湧出之處建了一口水井(圖 16)和龍王廟(圖 17)，村民每天來此挑水

回家。西元 2000 前，桃源下村的生活用水主要還是仰賴山泉水，也有飲用桃

源河水，但是當地雨季頻繁，只要一下雨，河水就會變的黃泥污濁不適合飲

用，多半用來灌溉田地，猶是依靠山上流下的山泉水為主要飲用水。2002 年

由當地政府和桃源下村共同出資出力，從龍王廟前的水井開始鋪就自來水管

道，引水到一個水泥砌成的大水池裏，家家戶戶再從這個大水池裏引水歸家，

2008 年以後全村實現了自來水入戶，極大的改善了全村民居的日常生活用

圖 15 村內主要水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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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而且這股水源水量充沛，村民不曾擔心用水問題。 

 

 

 

 

 

 

 

 

 

 

 

2、排水設施 

在桃源下村的居住區，隨處都可以見到排水水渠，這些小水渠無特定規模，

有部分是用水泥鋪成，有部分就是小土溝，雨水、家庭污水等都順著坡勢引

流到低處的田地裏。在桃源下村，在每一條路的左右都會挖一條排水渠，渠

隨路走，有路就有渠，這也確保村內不至於積水。 

村落的構成單元村落的構成單元村落的構成單元村落的構成單元    

（一）家庭佈局 

1、院落 

桃源下村的民居還是以傳統的“三坊一照壁”為主要格局，有研究發現，“在

元代以前，白族民居建築崇尚自然，不設院落，或只築矮牆分隔空間，注重與

自然的融合”。但是在“明、清、民國時期，由於受審美情趣和風水思想的影

響，白族民居院落大都採用較規整的平面組合，即使在不規則地形也力求內院

規整。中軸上建築前低後高和左右翼建築呈環抱狀得佈局，模擬了負陰抱陽的

自然環境，形成了以院落為中心和單元的基本平面格局，即屋宇為陽，院落為

圖 16 自來水 

圖 17 龍王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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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這種陰陽相成，虛實相間的院落序列空間，在密集的居住狀態下較好的協

調了人與自然得關係，較好的解決了日照、通風、保暖、隔熱、反光和防噪等

問題，院落承接陽光雨露、日月精華，納氣通風，以具有‘藏風納氣，通天接

地’的功能，是氣流集散的交匯處。”三坊一照壁的居住格局適合當地的環境

和生活需求，所以成為了大多數家庭的居住模式選擇。桃源下村的張秀明老人

在訪談中講到，以前由於戰亂較多，秩序混亂，土匪橫行，這些土匪會經常闖

入民宅搶劫東西，所以為了保衛家庭的安全，白族人們家家戶戶都修高院牆，

並且將院牆連接起來形成一個封閉的院落，院落式就漸漸成為後來房屋的修建

形式。 

在三坊一照壁的格局中，住宅入口一般在房屋的左側，有些民居入口處會設置

一堵牆，以保證房屋主人的私密空間和房屋的安全性。正房和照壁相對而立，

桃源下村的房屋大多數是正房在南，照壁在北。 

在村落民居中照壁是院落裏的點睛之筆，照壁的修飾也是民居裝飾的一個重要

部分。現在的民居中已經沒有單獨的照壁，照壁和院牆相連，也扮演著牆的角

色，但照壁部分的高度仍高於與它相連的院牆。為了防水，照壁都有一個坡形

牆頂，為了美觀，簷口一般都 45度角向上傾斜。為了使得照壁更加美觀立體，

村民都會不遺餘力的對照壁進行修飾，用吉祥用語、花草祥獸、悠遠的水墨畫

或者福壽書法來裝飾照壁。 

正房的一側設有耳房，另一側為豬牛圈，耳房和豬牛圈的位置不定，是由主人

來決定，無特定規律。在正房的一側天井內設有廚房，另一面的天井內是漏室，

漏室一般都作為家庭成員臥室。在桃源下村的大多數民居中，廚房都設置在正

房左側的天井內。廁所都會單獨修建在院落之外的空地上，甚至遠離自家房

屋，修建在道路旁邊或者自家田地裏，這樣可以保持院內清潔和方便把排泄物

運送到田地裏，可也帶來許多不方便之處。 

正房是白族民居中最重要的場所和家庭成員活動的中心，是一棟建築的中心部

位。正房是上下雙層，二樓會設置雙重簷，一層為正堂和兩側廂房，二層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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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較於一層較低，可當做臥室或者儲物間。正堂明間是開放空間，不設門窗，

在此迎接賓客以及家庭活動都在這裏進行，明間後設立一件小客廳和樓梯，小

客廳的門窗和樓梯門連在一起被稱為“六合門”。正堂的兩側廂房一般為家中

長輩的臥室，如遇婚嫁，則新房也在這兩側廂房內。正房二樓的明間通常設立

祖先壇，擺上祖先牌位，或者“天地君親師”的牌位，每逢節日、婚慶等日子

時，家庭成員都會聚集在此擺上“八大碗”來供奉祖先。祖先壇也是一個家族

共同記憶的地方，以凝聚家族力量。 

正房一側的耳房也為兩層建築，尤其是家庭成員較多的家庭，這樣在耳房的二

樓可以設臥室，也有是一層的，這些耳房一般都當做其他家庭成員的臥室，或

者是家庭的儲物間，依據家庭具體情況而定，無特定規律。正房另外一側的牲

畜圈也可以分為兩層，不過較為簡單，在一層都設豬牛圈，在二層裝草料等物

品。 

在白族民居院落裏，主人通常養花弄草，養植各種花草、盆景來裝飾院落，讓

院落更加漂亮迷人，也顯示了主人的閒情逸致和對生活的熱愛。 

2、廚房 

“民以食為天”，承載著烹飪功能的廚房也是民居建築中最重要的地方。在三

坊一照壁格局的民居中，廚房一般設在正房兩側的天井中，或左或右都有主人

根據家庭實際情況而定，在我們調查期間所見情況，絕大多數家庭的廚房是設

在房屋的右邊。 

廚房內都有一個由泥土搭建的灶，一般都是柴火灶，可以放置 2——3口鍋，

根據家庭人員數量而定。現在也有許多人家會使用電磁爐，一方面電磁爐更加

方便簡單，另一方面也可以減少柴薪使用，保護植被。大多數廚房都是開放空

間，不設門窗，直接與天井相通。天井內都設有水池，方便烹飪用水和清洗廚

具。如果廚房的空間足夠大，那麼餐桌也會放置在此，一家人可以在這裏用餐

或者討論其他事情，但是餐桌並不能代替正堂的地位，全家人的活動和迎接個

人的中心依然是正堂，而不是偏離中心的廚房。廚房間通常會連著一個儲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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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用於儲存放置糧食、食品或者其他的烹飪材料。 

3、圈房 

桃源下村民居的傳統建築格局中，圈房也設在院落裏，人畜同院。圈房都建造

在正房的一側，或左或右。牲畜圈也會分為兩層，形制簡單，兩層中間只是用

粗加工的木頭隔開，一層的圈房用木板隔成幾個空間，分佈圈養雞鴨、豬、牛、

羊、驢等家禽和牲畜，二層主要是放草料、犁頭等農具。人畜同院雖然方便村

民餵養牲畜，放置牲畜被偷，可是衛生狀況較差，夏季更容易氣味難聞、滋生

蚊蟲，影響人們的健康。 

隨著人們衛生觀念的增強，現在新修房屋時會把牲畜圈和人的居住空間隔開，

有的民居是在整個院落中用一道牆將這兩個空間隔開，有的民居會將牲畜圈修

建在遠離人居空間的角落，有的會增加人居空間的高度，避免牲畜圈和人居空

間同一平面，而改善衛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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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 

村寨的文化景觀隨著其內在、外在的諸多原因，係一不斷變化的有體體，

從本次的調查中發現，透過與外界的聯繫與交流，尤其是國家政策、交通、通

信、經濟等的互動，為村寨帶來快速的改變。此一改變，明顯的可以從村寨物

質景觀與非物質景觀轉變觀察的到。特別是桃源村白族村民在民風習俗上本就

與漢族頗多類似，復以該族村民之思想本就相當開通，因此許多傳統文化已被

簡化或是產生形式上的轉變，並未被嚴格的循守。許多過往之村民記錄，僅零

星的保存在老人記憶中，年輕一輩已經無法追索傳統文化中的細節。藉由本次

之調查，調查工作人員嘗試儘量完整記錄老人記憶或文獻中尚存之部分，並進

行交叉比對，輔以觀察與測繪，凡記憶版本不同者，皆以併列留存，對於該村

之文化景觀，已略見初步之雛型。 

本次調查人員在與村民互動中，充分感受該村上至領導下至婦幼凡民之熱

情、友善與慷慨，並與受訪者建立了萍水相逢起之情誼，調查結束之後，猶有

諸多不捨。特別是調查之際，亦得知該村目前正由政府進行測繪評估，有建水

庫之計，此事若成，桃源村將部分成為水庫，村民將搬遷離開，物質景觀將可

能有劇烈改變，不復存在，因此更顯本次文化普查之重要，既為首度又為絕響。

調查人員與村民均覺責任重大，但也增添幾分感慨。本次調查內容雖僅有實

況，並無建議，然對桃源村民而言，特過政府之力，此一村落歷史已有書寫，

未來後者，將有可追尋之跡，實為國家整體文化與族群村民記憶之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