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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你可还记得中学时学的那篇描写天山美景的文章。
如果你还记得，那你一定还记得里面那描写景色的句子有多么优美，多么迷人。
本书收录的文章均系此类散文，描写的都是云南丽江的幽美环境以及一些海外风光。
如果翻阅本书，你的思绪必将能跟随本书的作者，飘至那世外桃源。
　　　云南丽江、海外风光，你喜欢这些环境吗？
你喜欢这些景致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赶快翻开本书吧。
它必将满足你的这种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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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福泉，1955年生于丽江，纳西族。
文学学士，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现任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云南通志馆馆长、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副会
长。

    多年来主要致力于民族学、民俗学研究。
曾多次应邀德国、美国、加拿大、瑞典、意大利、埃及、泰国讲学访问。

    学术研究之余进行散文创作，在报刊发表过数十篇。
这本书是作者的第一本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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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静静的文海　　在玉龙雪山的西部丛岭中，有一个藏在深山高寒地带的村子，这就是文海。
文海在纳西语中称为“嘎搞”（gaggaq），有“在高地的村子”的意思。
文海村隶属丽江县白沙乡，位于玉龙雪山南麓，海拔3180米。
历史上是著名的“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
离县城约23公里山路，迄今尚未通公路。
人们可从几条道路去文海，一是经过“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外延村落束河（今称龙泉）村去，一
是从白沙街市经过著名的“解脱林”（福国寺）去，再就是从玉湖村或玉龙村翻过雪山西麓山岭去往
该村。
此外，还可以从丽江县拉市乡的南尧村启程去文海。
从前述三个地方去文海，还将路过位于称为“哈辽占”的雪山湖，最近由英国皇家植物园、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和丽江三方共同建立的高山植物园基地。
　　文海是丽江一个“特困”山区。
村子虽然贫困，但民风淳朴，村民热情好客，加之这儿有个碧澄如玉的高原湖，是云南省第一个湿地
保护区的三个高原湖泊之一。
文海湖是一个古老的天然冰蚀湖泊，海拔3100米，湖面面积2400亩，汇水面积23.3平方公里。
民间称此湖“嘎搞哦恒恨”，意为“如绿松石一般澄绿的湖泊”。
雪山倒影在湖里，静谧如神境。
从这里观玉龙雪山十三峰，另是一番不同的姿态。
这里是观看民间所说的“黑雪山”最好的地方。
“黑雪山”之名源于从此看到的雪山南端两角峰，其结合处恰恰是石灰岩与玄武岩交接处，黑白分明
。
此外，巨大的石灰石黑色峭壁与山顶积满皑皑白雪的山峰形成了鲜明的“黑白”对比，黑雪山与白雪
山共同构成了玉龙雪山神秘壮丽的容颜。
　　在秋、冬两季，文海湖满眼碧水，如一匹巨大的蓝色绸缎从天上悄无声息地落在静谧的山间。
明月高挂的夜里，星星在湖中闪烁，月光、星光和波光，还有湖畔村落里传来的几声寥落的犬吠，几
声暗夜里悠远的鸟鸣，构筑成一个缥缈朦胧而孤寂美丽的梦。
清晨早起，在湖畔漫步，近在眼前的玉龙雪峰在晨光中闪烁着晶莹的冰雪之光，那些从遥远的国度来
此过冬的候鸟在清冽的风中歌吟着，宛如一个个精灵掠过水面，他们的晨歌久久地在湖面上飘荡。
到初春时节，文海湖里的水逐渐从湖泊南面一个神秘的落水洞中不知流泻去何处，满湖绿波碧水逐渐
被满湖的芳草野花取而代之，秋冬时的巨大绿宝石，转眼间变成了一个五颜六色的野花海洋。
　　文海村是个历史悠久的山村，20世纪60年代，村民们在盖房子时，还挖出一个巨大的爬行状动物
的骨架，可惜当时没有人想到这可能是恐龙等类远古爬行动物的骨骼，被人们很快分光，作为药物来
用。
直至20世纪90年代，纳西族传统的族长制遗风在文海村还很浓厚，家族首领主持本家族祭祀、婚丧礼
仪，调解纠纷等事务，村民开展歌舞活动时，族长也常常走在队列前当领唱者。
　　这个村子在历史上是著名的“茶马占道”的必经之路，其路径从丽江古城经白沙束河村（今龙泉
）至文海，然后经龙蟠、中甸、德钦进藏。
自1993年以来，我作为中美联合举行的玉龙雪山生物、文化多样性保护和社区发展项目的负责人之一
，多次到这个村子进行田野调查，据村里上年纪的老人说，过去，来丽江和普洱等地贸易的藏民每年
都把上千匹的骡马放牧于文海草甸，他们亦搭帐篷住宿歇息于此，还到城里买青稞等生活用品，亦经
常去龙蟠买一些羊来杀吃。
有时一住就是几个月，待到骡马被放养得膘肥体壮后，才驮着从丽江买来的各种货物和从普洱买来的
饼茶、圆茶、沱茶等赶赴西藏。
　　当我在文海村进行田野调查时，当地人领我去看相传是藏传佛教“大宝法王”噶玛巴的神杖所化
的一个岩石，它位于高原季节湖文海的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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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噶玛巴去鸡足山路过此地，在此放下手中的拐杖歇息，不一会公鸡啼明，他便往拉市（今丽江拉
市乡）方向赶路，拐杖化成一根石柱。
从此文海上下两村的地脉便被这根神奇的石柱护住。
村民说美国著名学者洛克（J.F.Rock）博士在20世纪30年代来文海时，专门拍摄了传说中的石棍和石帽
。
　　历史上，几世噶玛巴法王都到过丽江，如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八世活佛弥觉多杰在明嘉靖七年
（1528年）应纳西族木氏土司之邀访问丽江，史载木氏土司曾出动上万名士兵和很多大象组成的仪仗
队迎接法王；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在与格鲁巴（黄教）的教派斗争中失败的噶玛噶举派黑帽
系十世活佛曲英多杰逃难到丽江，长期避居在木土司家里。
在土司木增的大力支持下促成了噶玛噶举教派（白教）在滇西北和康区的繁荣。
显然，几世噶玛巴的丽江之行都与这条“茶马古道”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才在文海、拉市等“茶马
古道”驿站留下了不少有关他的圣迹的民间传说。
　　在文海，当地人又指给我看文海南面不远处拉市的一片山峦，说这山称为“凑美居”，过去是纳
西情侣最喜欢去殉情的山。
此外还有花冷哺、根盘居等著名的殉情山，其中补世山可说是一个殉情的胜地，此山森林茂密，连绵
起伏的玉龙雪山横亘眼前，做为封建社会牺牲者的殉情者可北望玉龙雪山的冰雪世界，俯视拉市神湖
的一片碧蓝，与人世告别得从容和安详。
　　1993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和美国加州大学联合开展“玉龙山区域村寨发展和生态调查”项目，
中外学者数次走进文海调研，形成了以生态旅游方式扶助村民脱贫的思路。
在课题组的帮助下，文海上村成立了一个股份制的民间生态旅游合作社。
课题组还资助合作社购买了作为接待地点的一个民宅，全村69户村民中有65户人了股。
合作社的组成完全遵循国际“工合”组织的通行原则，通过社员大会选举成立了理事会，由社员大会
选举产生理事、监事以及出纳和会计。
　　这个完全由村民来决策和经营的旅游合作社成立后，文海不断吸引着一些喜欢徒步游的旅人到这
个安静而孤寂的山村，领略玉龙雪山的另一种神韵和纳西、彝族山民的文化习俗。
后来，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云南项目办事处又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合作，继续推动这
个以生态旅游促进扶贫的项目，获得日本驻华大使馆的社区扶贫项目资助，帮助文海村生态旅游合作
社设置了“大棚沼气”、太阳能、污水处理等设备，改善了生态旅馆的接待条件。
并由国内外专家培训了第一批村民导游员。
如今，这些经过培训的年轻山民开始向国内外的旅人讲述自己的文化和地理环境。
　　文海，一个宁静、孤寂而神秘的高原山村和湖泊，深藏在“纳西古王国”的神山深处，但愿那些
对大自然怀着挚情，怀着敬畏和关爱贫困山民的人们，有缘走进这个宁静和美丽的山村。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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