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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讲好米线故事
    

晚清时期，蒙自过桥米线就已在当地流行。也是从

那时起，有关过桥米线的传说流传至今。无论是在过桥

米线店，还是在包装各异的方便米线袋子上，总能看到

过桥米线传说的记载。版本虽各有不同，但都代表了一

种美好的寓意，让食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还能了解过

桥米线的历史和文化。

据《蒙自县志》记载，清朝时，有位书生在蒙自南

湖边的书斋用功读书，随着学业不断提升，身体日渐消

瘦，妻子便变着花样为丈夫送餐。妻子偶然发现，鸡汤

浮油能够保温，便将鸡汤和配料、米线带到丈夫读书处，

再逐一放入，米线热气腾腾、鲜香滑爽。这个故事在当

地传为美谈，因妻子送餐到书斋要经过一座桥，书生便

给米线取名为“过桥米线”。除了过桥米线的传说，曾

在蒙自工作学习的西南联大师生，也有许多与过桥米线

有关的故事和记忆，这些也成为前人留给蒙自有关过桥

米线的宝贵历史文化财富。

除了做好文化溯源和传承，近年来，蒙自市还通过

多种渠道加大过桥米

线的宣传力度，让这

道“中华名小吃”为

更多人熟知。出版《金

汤银线——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蒙自过桥

米线》典籍；创作完成

过桥米线主题歌曲《甩

米线》、完成舞台剧《乡

愁·桥之情》的编排；

以弥蒙高铁开通为契

机，让米线相关文创

说起云南米线，

起源于蒙自的“过桥

米线”绝对算得上

是其中的代表。近

年来，蒙自市依托

“中国过桥米线之

乡”“国际（过桥米

线）美食名城”等身

份的加持，大力发展

过桥米线产业，为云

南加快推动米线产

业高质量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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