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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怒江峡谷的游览观光为主，兼及民俗风情、逸闻传说、社会文化、风土掌故、历史地理
等为一体的旅游、民俗、文化、休闲类图书。
本书以流畅优美的笔触、以生动风趣的见闻实感、以有稽可考的方志史料、以靓丽精美的摄影图片、
以简洁实用的旅游资讯，全面形象地揭示了怒江峡谷作为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地的神秘、神奇和神圣，
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欣赏性、趣味性和参考性，尤其适于旅游、探险、文化、民俗、社会学人士参考
，也适于普通的大众读者阅读。
　　本书作者凭借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八次深入怒江大峡谷，对那儿的景观、民俗、社会、生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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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舜礼，1964年6月生于山东。
1984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1994年调入国家旅游局，2004年初被选派云南省挂职。
现为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政策研究处副处长。
 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硕士学位。
长期从事旅游行业宏观发展问题的政策研究，系该部门重要文稿的执笔人之一。
专门参与了旅游业对外开放和中国加入WTO谈判中的旅游业政策的研究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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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薪火燃起的希望之光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是近年来在中国大地常可看到、
极富人情味的标语。
这在怒江大峡谷的简陋校舍上，也是频频出现、屡见不鲜的文字。
但是这里的教育依然很穷、求学的孩子依然很苦，它穷得让人心寒，苦得令人伤悲。
    山高水险、居住分散、经济贫困，使怒江孩子受教育遇到很多困难。
为了使地处偏远的孩子都能享受义务教育，全州兴建了600多所“一师一校”，这类学校只有一位老师
，这位老师负责教所有年级的学生，当然，学生的数量不多，据说最少的只有3个。
为了保障离家较远的学生上学，很多学校都设有学生厨房和宿舍。
其中，属于教育部门认可的寄宿制学校，由公家出钱请人为学生做饭；未经认可的非寄宿制学校，则
由学生自己在课间做饭。
2004年5月16日，我在老窝乡银坡完小目睹了小学生自炊自餐的情景。
    银坡完小坐落在老窝乡韦办瀑布附近，学校建在远离公路约5公里的半山腰，也是一条乡间公路的尽
头，站在校门口可以看到山半腰的农田和山脚下的村落。
登上10多级台阶，就进入了学校的大门，四边排列着校舍，中间是活动场地，还有见缝插针的绿化，
给人简朴中透出整洁、贫寒中露出有序的印象。
学校有1—6年级的7个班128名学生，包括少量学前班的孩子，他们来自附近数公里范围内的村庄，最
远的回家一趟需要爬山越岭几个小时，因此，绝大多数学生需要住校，需要在学校自己做饭。
    我们到这里的时间是10点半，正好是上了早自习和两节课以后，学生开始做饭、吃饭的时候。
据老师讲，这一带的老百姓一天吃两顿饭，学校也是按照这个节奏开饭，上午是10点至11点半做饭吃
饭，12点钟开始再上4节课，然后学生再做第二顿饭，饭后要上晚自习。
在一个水泥砌成的水池旁，几个孩子正在择菜和洗菜，各人忙各人的；登上几级台阶，来到孩子们做
饭的食堂区域，三个一堆、几个一伙的孩子正在忙碌着，或蹲着，或站着，有的择菜、有的洗菜、有
的切菜、有的淘米，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着，见不到这个年龄段孩子通常应有的追逐、打闹、嬉
戏。
供学生们烧火做饭的是一间约40平方米的“大厨房”，靠两面的墙和房屋中间砌了几排简易炉灶，共
有57个灶膛，供128个学生使用。
孩子们有的单独“作业”，有的三两人分工协作，全都烧着木柴，冒出很大的烟。
我间合伙做饭的小孩，她们（她们)或是邻居，或是亲戚，也有一些大孩帮小孩的。
一位6年级的女孩说，从3年级就开始独立做饭了，弄一顿饭约需要半个小时；一个动作较快、站在墙
根开始吃饭的男孩说，自己炒的菜好吃，并透出无忧无虑的神态；一些独立操作的孩子，需要先煮上
米饭，然后再炒一个菜，严格地说实际上是“煮菜”，菜主要有土豆、豆芽、西红柿、扁豆、卷心菜
、豆腐皮、豆腐等。
为了把烟雾泄出去，墙壁上砌有若干十字形通风洞，透过这些个洞口，耀眼的阳光射进烟雾弥漫的厨
房，在光线暗淡的房间里形成了几道光柱，光柱打在一个个幼小的身躯上，形成了令人心酸和心悸的
聚焦。
据说，现在柴火还不很旺，等会儿大家都进来做饭后，烟熏得要比这还厉害。
我强忍着泪水，进入厨房拍了几张照片，等退出时已经眼泪盈眶了。
试想，这般年龄的孩子如果生在城市，是会被当作“小皇帝”一样宠爱着，而在这里则需要完全的自
理和独立了，这个反差不啻于天壤之别。
    毕业于怒江师范学校、已有10年教龄的校长是一位富有事业心的年轻人，他似乎看出我的疑问，也
想对学校的条件作一番解释。
他说，学生自己做饭在怒江州是普遍现象，银坡完小的条件相对还是较好的。
当然，对于学校来说，也很想专门雇一人来做饭，但由于不是寄宿制或半寄宿制的学校，雇人的这笔
费用无处开支，现在学校正在积极做这方面的申请。
此外，每个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同，有的可以供给大米，有的则只有玉米面，有的能带来蔬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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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则没有蔬菜，如果混在一起吃饭也不大好说。
他宽慰我说，自己当年上小学的条件比这还差，小孩只要逐步学着做饭，老师指导一下、大的孩子帮
助一下，到二年级的时候就差不多可以独立做饭了。
这大概就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道理!有道是“自古英雄多磨难，纨绔子弟少奇才”，但愿这些从
小就吃了苦的怒江子弟，长大成人以后都有出息。
    孩子们做饭煮菜所需的柴米油盐放在厨房旁边的一间储藏室。
屋子不大，四周一圈靠墙搭了若干层的架子，每层架子上面放了很多木箱子、纸箱子、竹背篓，还有
一些成捆的包装，这里面盛着学生一周要吃的东西，如包包菜、土豆、西红柿、米、油、盐巴，还有
洗衣粉等生活日用品。
做每一顿饭前，都要到这里来取东西；有时正做着饭，也需要临时到这里拿东西。
校长说，要保证一星期的生活消耗，每个孩子大概需要背10公斤的各类物品，包括一捆烧火的柴。
年龄很小的孩子是背不动的，就由家长背着送了来。
一年级的杨老师说，这些孩子很艰苦，尤其是刚上学的小孩，还完全处在应该玩耍的阶段，就面临着
必须进行生活自理，老师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经过这个艰难的阶段以后，小孩很快就适应了。
学生住宿的条件也是艰苦的，所有学生住在三个房间里，靠校门口的那间是住年龄最小的，男孩女孩
子住在一起，双层的架子床，不足一米的铺面要睡两个小孩；另外两间宿舍住大一点的孩子，一间是
男生宿舍，一间是女生宿舍，由于人多，比较拥挤。
尽管如此，这里的家长对孩子能进这样的学校很满意、很放心，遇到周末下雨，家长们多是接孩子回
家或送孩子返校，他们离学校近的有两三公里，远的则是七八公里。
    在绝大多数孩子已经进入做饭和煮菜阶段时，发现还有个别小孩仍在洗菜、切菜。
我看到一个正在慢慢切菜的男孩，以为他是由于作业没有做完、来迟了。
他告诉我，自己做饭的动作比别人慢，每顿饭都是这个样子。
我很钦佩他的诚实，衷心希望他的速度提高一下，以免每顿饭都落在别人后面。
    银坡完小教师的生活条件也不太好，每人一间小厨房，上完课后要自己做饭；每个老师一间宿舍，
如果家里来了亲戚，就要到附近农户家里借宿；在这里外出买东西很不方便，由于山路崎岖，一般不
能骑自行车，要么骑摩托车，要么就搭拖拉机。
但肖老师觉得这里的条件已经不错，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收入从不拖欠，生存条件和当地群众生活也
好于福贡、贡山，不用为因家境贫困而中途辍学的现象发愁。
校长更是对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充满了信心，他说每年学校向学生收18元钱，用于购买粉笔、黑板擦等
教学用品，剩下的钱用来搞校园绿化，从一点一滴做起逐步使校园美化起来；学校前边有一片桐树林
，收了桐籽可以卖钱，去年价钱好，卖了700元，价格不好的时候只能卖两三百元，这些就是勤工俭学
的收入。
现在银坡完小在怒江州的教学质量名列前茅，被评为教学的先进单位，相信今后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好
。
    银坡完小在怒江州属于办学条件上乘的，很多乡镇小学要比这儿艰难得多。
泸水县秤杆乡中心完小的校长给我看过一些小学校舍的照片，其破旧简陋的情状更是难于言表，如双
麦地小学、海南古堵小学、阿尔大地小学、安子罗小学、王玛基小学、格河小学、打阳洛小学等，都
是大山之中破败不堪的校舍和桌凳，那石棉瓦、篱笆墙、木板房，夏不遮雨、冬不避风，摇摇欲坠、
危在旦夕。
它们大多距离怒江公路很远，从乡里去学校需翻山越岭、披荆斩棘、打草驱蛇、扑打蚂蟥，有的需要
爬过五六十度的山路走上一两天。
对于长期生活在东部地区和城市里的人来说，怒江大峡谷的教育条件确实是艰苦，教育状况的确是落
后，但与解放以前根本没有学校相比，这已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历史性进步。
秤杆乡1952年才有第一所学校，而如今全乡已发展到57所学校、140名教师、1700多名在校生。
    教育条件的简陋和困苦是令人悲伤的，但这并不等于完全都是劣势，甚至恰恰相反，它培育出的学
生吃苦耐劳、自强自立，教师爱岗敬业、教书育人，这种锐气和精神是一般城市学校所难以比拟的。
秤杆乡双麦地小学教室门口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海南古堵小学厨房墙上写的“书山有路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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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都是对这种艰难困苦的无声抗争和不屈不挠精神的体现。
怒江大峡谷小学生们艰苦自炊的点点薪火，点燃的将不仅是艰难的学海生涯，而是怒江经济发展和振
兴的希望。
怒江大峡谷美好的未来，真正需要他们去开辟和拥有!    瑞雪松风、飞瀑流泉，不仅为山中隐士、槛外
高人所追求，即使芸芸苍生、世之俗人也心向往之、心陶醉之。
据说，亚坪最美在深秋，但这早春之美已足以动人，不知最美之时当美之几何?亚坪的飞瀑流泉是驰名
的，中外摄影家多有拍摄和发表。
此次亚坪之行，我们可谓眼界大开、刻骨铭心!沿途所见瀑布不下十处，至于不好认定的就更多了，不
得不赞叹“飞瀑流泉”一词搭配得巧妙。
如做个简单的区分，那么大的为瀑布，远望如银河落地，近看似水幕狂泻，声势如雷；小的则为流泉
，如溪如练，飞泻飘洒，金声玉振，潺喧口琴。
在山路的一个转弯处，远远传来轰然而泻的巨瀑声，举头望去只有从山而泻的汹涌涧水，等走到近处
一看，原来涧水漫过山路之后又坠下悬崖，生成了一处挂在路基上的水帘垂瀑。
游人若要继续前行，必先通过瀑布上边被水漫过的山路，此等气势的确是对人胆量的检验。
幸好被水漫过的山路中间，有若干散落凸起的石块可充当“垫脚石”，但如此跨越仍像业余人员走平
衡木，左摇右摆、趔趄踉跄、心惊胆战，好在我们都勉强闯过了这一险关。
此后，又经过五六处的飞瀑流泉，我们在一个较大的瀑布旁停下，前面是座孤零零的石头房，据说更
大的瀑布还要往前一公里，那儿的景观还要更美。
但看到积雪快要融化完了，蹉跎的山路变得泥泞，有些路段泥水汪汪，走在上面已像猪八戒穿越薄屎
洞那般狼狈，于是决定把更美的风光留待下次了。
但在返回到“垫脚石”路段时，由于融雪加快、水量加大，路上的石头已被大水淹没，有的只剩下一
个尖顶，我左思右想、盘桓徘徊，包括鼓了鼓勇气，但觉得胜算概率太低。
同行者中有一位性急的朋友，结果为勇往直前付出了代价，鞋子、袜子及半截裤腿全湿透了，也有被
激流卷落悬崖的危险。
这个情形警告我，逞匹夫之勇风险太大，还是应该老实点为好，于是就采取了最笨的办法，脱掉鞋袜
、挽起裤腿、斜背着相机包，赤脚涉水。
浸料到这水竟然这般寒冷，简直就像冰一样，这种滋味恐怕大众旅游者是难以领略的!    下午4时，我
们从亚坪开始下山。
不一会儿，那挖雪修路、跋山涉水的疲劳很快就发作了，我在汽车摇晃颠簸之中进入了梦乡。
后来，汽车被筑路的土石堵住了，在商量如何清理道路时，传来了一位山东民工的口音，这乡音一下
子把我彻底唤醒了。
他说自己是山东苍山人，这是与我同属一个地区的老乡，就如同怒江州下属的贡山与泸水。
正当我为此兴奋并溢于言表时，同行者的一句玩笑话让我难受了半天“说不准还是一个逃犯呢!”我一
下子沉默了，同时，头脑进入了快速“运算”和推断之中：山东苍山相距云南福贡3000公里，经济状
况也明显好于这儿，如系外出打工为何选择此地?再者，山东苍山自古多豪侠仗义之土，也不乏强梁盗
匪之徒，因此，潜入峡谷避难也是说不准的!但我内心希望他不是坏人，也只有这样，才不负我亚坪之
行的美好记忆和心灵感受。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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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怒江在哪里?怒江大峡谷在何方?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答案的人并不多，因为那里很遥远，因为那里
很闭塞！
但如稍加提示，它在滇缅、滇藏的交界，它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它在横断山脉之间，它在大香格里拉
旅游圈，它在三江并流世界遗产腹地，那你很可能就意识到了它的地理方位。
那儿确实是一片过于神奇的土地!    大凡踏上这片土地的人，无论是世袭罔替的历代土司，还是近代纷
至沓来的百位洋教士，无论是解放之初的中央民族访问团，还是文学艺术、影视创作人员，以及当今
的商务、探险、科考、旅游者，无不赞叹怒江峡谷的特别与非凡!有人以野陆与神秘来比喻，有人以人
类生态园来形容，有人以东方大峡谷来称谓，都难以说尽它的风流与雄奇!    怒江峡谷美在哪里?魅在
何处?恩之再三，莫过于其神秘、其神奇、其神圣!    怒江峡谷的神秘，在那扑朔迷离、高深莫测。
关山重重、边陲迢迢、峡谷阻隔、瘴气病疬，使解放前的怒江峡谷几乎与世隔绝，它1／2的地盘为土
司统治，1／2的地盘为无政府的自由状态。
有学者感慨。
    “没有哪一个地方比怒江峡谷被外界误解得那样深”，原因就是缺乏人们的了解和认知。
就在云南省内，也常遇到谈论怒江之士，看那侃侃而谈的风度，还以为他对怒江多么熟悉，其实他却
从未到过怒江，只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
由于对怒江缺乏了解，加上它突出的地域特色，如那凶险无舟的怒江水、三百里沿江一条路、90％以
上的少数民族、遍布村村寨寨的洋教堂，更使怒江充满了神秘之气。
    怒江峡谷的神奇，在那超乎寻常的奇妙、神乎其神的魅力。
长时间的与外界隔绝，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自然风物、民俗凤晴，闻之怪异，观之神奇。
那冬春时节碧绿如蓝的江水，大声喧闹可惊扰降雨的听命湖，高黎贡山的亚热带雪原林海，庞大如屋
的峡谷滚石；那延续千占的干脚屋、石板房、木楞房，峡谷江畔集体沐浴的澡堂会，四声部唱响的傈
僳古歌；那人类起源创世的神活，万物有灵的原始崇拜，谈蛊色变的怪异传说；那已是历史活化石的
茶马古道，风水宝地的老母登，“废城”知子罗，四季桶的“响水别墅”，丙中洛尽头的仙境翁里；
那风情浓郁的民族节日，傈僳族的阔时节、怒族的仙女节、生殖崇拜的桃花节；那令人神往的美女村
，登上互联网的丁大妈，馥郁飘香的峡谷幽兰，深受世人关注怒江鱼，追咬车轮的怒江犬，在历史的
发展长河中，在无尽的时空隧道里，怒江峡谷拥有了太多的回平常态，表现了与众不同的神奇!    怒江
峡谷的神圣，在那崇高而庄严的精神华彩，在那不可亵渎的诚敬情怀。
神圣的评价不是笼统的对怒江峡谷，不是商旅游客走马观花的空感，而是透彻体验的内心灵动，是格
物致知的禅悟体验。
只要潜心深入怒江峡谷，就不乏神圣灵感的萌发和激动。
那从青藏高原断然南折的横断山脉，缔造的不仅是三江并流的大地奇观，也显示了大自然雄奇不朽的
创造力；那高高耸立的片马抗英纪念碑，不仅是纪念守七卫国的英烈之举，也昭显着脚下每一寸土地
的神圣与庄严；那峡谷百姓对大自然的敬畏尊崇，不仅源于数千年原始宗教的教义，也显示了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天籁之音；那世居民族虔诚的信仰信念、淳朴的民风民俗、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虽不
等同于高尚的人生观、世界观，但与信仰危机、追逐名利、物欲横流相比，这种人生哲学也不乏神圣
之气!    神秘、神奇、神圣，是怒江的三个特色，是观察怒江的三个阶段，也是体悟怒江的三个层次。
这是一个逐步递进、演化、腾跃的过程。
未接触怒江之前，怒江是神秘的；接触怒江以后，怒江是神奇的；深入接触或感悟怒江以后，怒江又
是神圣的。
或许有人会说，神秘、神奇、神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以随意套用到每个地方，其实很不然。
凡是有过最起码旅游阅历的人，只要他神智健全和感悟常态，就会深有体会：一些足迹未及之地，是
陌生的，但不神秘；当亲自踏上那片土地，可能是司空见惯、似曾相识的，但并不神奇；当深入了解
以后，不仅难以产生美好的体验，反而后悔到此一游。
因此，不少人戏谑，旅游是“不去遗憾，去了后悔”。
这正说明，神秘、神奇、神圣之难得与可贵!    朋友们，请到怒江来!唯有到此一游，方能领略神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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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神圣之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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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以怒江峡谷的游览观光为主，兼及民俗风情、逸闻传说、社会文化、风土掌故、历史地理
等为一体的旅游、民俗、文化、休闲类图书。
本书以流畅优美的笔触、以生动风趣的见闻实感、以有稽可考的方志史料、以靓丽精美的摄影图片、
以简洁实用的旅游资讯，全面形象地揭示了怒江峡谷作为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地的神秘、神奇和神圣，
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欣赏性、趣味性和参考性，尤其适于旅游、探险、文化、民俗、社会学人士参考
，也适于普通的大众读者阅读。
　　本书作者凭借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八次深入怒江大峡谷，对那儿的景观、民俗、社会、生活，有
密切的接触和感受；搜阅了大量方成、史料、期刊、对当地历史、掌故和社会现象有一定把握，避免
了一般游记、体验、实录类书刊的平庸和浮浅；对当地人士的大量访问，对当地出版物的充分阅览，
不仅搜集了一些风土、民俗、传闻、逸事，也收到了立足前人、扬长避短之效。
　　迄今为止有关怒江峡谷的最具观赏性、文化性、知识性的高品位图书之一。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怒江印象>>

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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