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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院、三进院及“四合五天井”“三坊

一照壁”“跑马转角楼”传统建筑院落

中，抚摸雕镂花格门窗扇和石刻砖

雕，品味眼花缭乱的绘画、书法、楹

联、诗词，你即刻就可以明白为什么

团山也被称为“云南的楼兰古城”“媲

美徽州”，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的原因。

开矿经商，走南闯北的辉煌早已

成为了过去。如今团山人除了清明节

踩着老皇历成群结伙，严格按照古训

举行隆重的祭祖活动外，就是没完没

了讲述过去，回味一去不复返的美好

时光。

（二）

团山人同属张姓家族，明朝洪武

年间，他们随开拓边疆的官军自江西

饶州府移居至此，那时朝廷鼓励或者

是强征大批内地农民迁徙云南。族谱

记载，先祖张福的两个儿子，一个叫

张海，去了大理洱海；另外一个叫张

山驻留团山与彝族杂居。

到了清朝末年，也就是团山张家

分支的十三、十四和十五代时，他们

开始有人到附近的个旧开矿挖锡，结

果他们找到了富矿。“肥水不流外人

田”，开矿人即刻回乡招集子弟兵大规

模上矿山帮工，自己当起老板来。矿

含量之高到了必须掺杂质才能符合当

时最高标准的程度，这使得帮工又成

了老板。这时恰逢法国人修建的滇越

铁路开通，精明的团山人便将“大

锡”远销香港和东南亚，并经营起纱

线、盐巴和百货买卖……他们在生意

场上连连得手，最多时七十二家团山

张姓商号遍及云南和东南亚各地……

几乎是一夜暴富的团山人从各地赶着

驮银子的马帮队伍荣归故里，一方面

买官晋爵、修建学堂光宗耀祖，另一

方面开始大兴土木建造豪宅。

团山成了远近闻名的暴富村，一

时间各地木匠瓦匠泥水匠木雕匠石刻

匠云集这里，载运建材上品的车辆车

水马龙络绎不绝。三五年间，拔地而

起的一座座青砖灰瓦的大宅院，如同

争先恐后的雨后春笋。宅院修建好

后，团山富豪乃至全体住民又开始把

他们的竞赛标准放到了门窗、斗拱、

飞檐、廊檐、柱础、墙裙，甚至是天

花板上。相传木雕匠雕刻下来的木屑

就可以换得重量相等的银子，各种工

匠使出浑身解数，将千百年从祖先那

里承继下来的所有智慧甚至小聪明都

倾泻到了这里，使得团山民居不仅雍

容华贵，甚至还有些繁琐俗套。更有

甚者，团山人还用轿子请来了滇南的

各路文人骚客助兴。

抗战初期，日寇占领沿海和法属

印度支那的安南（即越南），很快香港

沦陷。团山无法将“大锡”外运换

汇，很快就衰落了下来。新中国成立

后，随着矿山国有，团山的辉煌一去

不复返。

（三）

尽管团山民居从百姓居家标准衡

量可能过于奢华，但是它保存了中

国传统建筑风格的精品，具有相当

高的历史价值。特别是富起来的团

山人还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伦理道

德规范刻画在宅院里，让后人在耳濡

目染中传承。

在那些书法楹联中出现最多的是

“百忍”两字。“百忍”之说源于唐

代，张姓先祖张公艺，一门九世同

堂，家庭美满和睦。唐高宗封禅路过

他家门口，问他如何管好这样一个大

家庭，张公艺没有直接回答，在一张

白纸上写下一百零九个“忍”字，高

宗大悦将“百忍”赐给张氏。从此，

张姓便以“百忍”作为家风。

虽然富矿和滇越铁路的开通是

团山致富的难得机遇，但是千百年

中国传统文化的艰苦奋斗、勤俭持

家、和气生财以及“退一步海阔天

空”的精髓，才是团山人民致富之根

本，所有这些都浓缩到了“百忍”之

中。相反，团山人致富后过于张扬

和 奢 华 ， 也 从 反 面 说 明了“百忍”

之重要。

团山因完整保存了十九世纪原生

态村落风貌特色，越来越受到外人的

注视，慕名寻访的游人接踵而来。团

山人也自发搞起农家乐，出现了导游

行业。2006 年，世界纪念性建筑保护

基金会 （WMF)，以“完整保存十九

世纪风貌特色的原生态村落”和拥

有 “ 云 南 最 精 美 的 古 民 居 群 ” 为

由，将团山古村列入世界纪念性建

筑遗产保护名录，此后，团山更是

名声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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