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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说过天柱县高酿镇木杉村“一线天”
清凉无比，心中神往。今年夏季，应县作协之
邀，去“一线天”采风，内心欣喜，欣然赴约。

“一线天”前藤绕树，一路清凉一路欢。在
木杉村下车，走过几条弯弯曲曲的田埂，来到一
处如刀脊般陡峭的山梁上。山脊两边古树遮天
蔽日，长长的藤蔓像游蛇一般缠绕在树干上，再
垂下来。爬满藤蔓的古树遮荫着小径，小径折
尺百米，到达谷底。山风徐徐，一路清凉。一行
人顷刻间从蒸笼般的酷暑进入了清凉的世界。

“一线天”里赏奇景，天然空调更清凉。
前行十米，我们来到了“一线天”的入口。

入口宽约两米，高达百米。两边悬崖对峙，石壁
浑厚，形成了天然而壮观的“1”字，这就是“一线
天”的第一道石门。

进入石门，崖顶树木葱郁，碧绿的藤蔓紧贴在
崖壁上，叶尖儿整齐有序倒挂下来，在微风中飘
动；从崖顶倒挂下来长长的藤茎，在微风中摇曳，
不经意间拂过脸颊，柔柔的，浑身清凉；脚下的溪
水，缓缓流着，吻着脚，从脚到头都是凉的。

距离石门二十米处是深水潭，潭深齐胸，村
主任和驻村干部拿来了皮划艇，准备把我们渡
过去。大家陆续登艇，我一脚踩进软软的皮划
艇，脚下站不稳，身子一个趔趄，“哎呀”一声惊
叫，就朝水里栽去，旁人眼疾手快，一把拉住
我。同伴们提醒注意安全的同时，也不忘取笑
我，我自我解嘲：我是被“凉”倒了。又换来一阵
阵欢乐的笑声。

热心的村干部，走在水没到胸口的水潭里，
推着皮划艇，在欢声笑语中，把我们安全送到了

第二道石门前。木杉人善良淳朴，让人感动。
我们来到第二道石门前。第二道石门比第

一道石门宽敞。这里宽 3 米，长约 20 米，高约 50
米，像一个天然的大客厅。崖顶古树，旁逸斜
出，浓密的枝叶遮盖住了涧顶。涧底溪边一块
平整的大石头上，竟然长满了一株株珍贵的草
药——犁头草。它尖尖的叶子就像一把把小犁
头，叶片排列有序，就像给石头铺上了一块绿色
的地毯。悬崖的石壁上还布满了许多叫不出名
字的珍贵药材，清香无比。

来到第三道石门。这里空间狭小，宽仅一
米，长约三十米。穿过石门，豁然开朗，迎面而
来的是两堵天然的巨大石壁，这便是有名的“一
线天”瀑布。瀑布从六十米高空呈银扇形飞泻
而下，一水三跌，形成三级瀑布。水雾腾腾，与
空中的太阳光交相辉映，形成神奇的彩虹，绚丽
无比。飞腾的水雾，阵阵的涛声，使人们身上的
汗、心中的热，涤荡得一干二净。

进入“一线天”，幽深的洞穴里吹来阵阵凉
风，让我们倍感凉爽，“一线天”内就像一个浑然
天成的大空调，与“一线天”外热得像蒸桑拿似
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不禁感叹大自
然的神奇。难道您不想来“一线天”感受一下酷
热下的清凉吗？！

清清凉凉“一线天”
○ 通讯员 杨励兴

从江加榜梯田被誉为贵州最美

梯田，入选中国十大梯田。它的美，

美在了整体形态，美在了秀美风光，

更美在了人间四季。春天，梯田注

满了水，波光粼粼、晶莹剔透；夏天，

一片翠绿青葱，如一条条绿色彩带

迎风飘扬；秋天，根据海拔不同，梯

田颜色由浅及深，满山的金碧辉煌；

冬天的加榜梯田更是美成了一幅优

美的山水画。

在黔东南，很多梯田美景藏在

深山。它们依山而建，随山势地形

的变化而变化，因地制宜，山坡海

拔的高低、坡度的平缓及山坡的大

小决定了梯田大小和形态。

正值金秋稻谷成熟的时节，层

层梯田缠绕在山腰，漫山遍野的稻

谷一片金黄，梯田间的山村苗寨的

吊脚楼与梯田交相辉映，无不体现

出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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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县加榜梯田。
（通讯员 莫晓树 摄）

◀丹寨县龙泉高要梯田。
（通讯员 黄晓海 摄）

▶三穗县良上梯田。
（通讯员 曾胜斌 摄）

一直以来，我以极其虔诚的姿态阅读眼前
的雷公山。

行走在崇山峻岭、天地辽阔之间，连绵逶
迤的群山给我太多的诗意。比如，在雷公山上
近距离与一棵树、一只蝴蝶以及每一个细小的
生物对视时，你会发现苍莽的雷公山上，无数
的物种依靠良好的自然生态在生生息息，一套
完整的生态体系成就了眼前的生物多样性和
苍绿。

雷公山位于云贵高原，是苗岭的最高峰，
在苗语中，雷公山是深山密林的意思，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当今人类保存最完好的一
块未受污染的生态文化净地，是人类返璞归
真、回归大自然的理想王国”。

雷公山的崇山峻岭之间长满无数古树，遮
天蔽日的森林覆盖着连绵逶迤群山，使雷公山
成为众多古老孑遗生物的避难所。

每一株古树，都是一部绿色的历史。
早听说贵州雷公山上有株上千年的古

杉，我以极其虔诚的心走进格头村，目睹高 45
米，需 5-6 人才可合抱的“秃杉王”，它被格头
村村民视为护寨神树。秃杉作为古老孑遗物
种的代表，与银杏一样被称为植物王国的“活
化石”。

雷公山上各类生物近 2000 余种，列入国
家保护的珍稀、濒危动植物 43 种，尤其是“活
化石”植物秃杉。1984 年，当时的国务院环境
保护委员会公布了（首批）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名录，秃杉被列为 8 种一级重点保护植物之
一。雷公山的秃杉全国面积最大、数量最多、
保存最完整、原生性最强。雷公山是中国亚
热带唯一的天然秃杉研究基地。雷公山秃杉
对于研究古地理、古气候、古植物区系都具有
重要的科学价值。

我就这样在绿色的世界里穿行，见证了大
千万物在蜿蜒的群山之间诞生了生命。从农
耕时代进入工业革命以来，物质高度丰裕的同
时，也给环境带来严重的污染，生态系统遭到
破坏，物种的栖息地受到严重冲击，许多物种
消失或趋于濒危。20 世纪 80 年代初，人们在
开展自然保护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自然界中
各个物种之间、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都存在着
十分密切的联系。如何维护生态平衡，成了亟
待解决的问题。

“无数只蝴蝶，在翻飞/在风雨桥上翻飞/以
压顶之势/有秩序地舞蹈/它们像情窦初开的少
男少女/在早春的阳光下，舞蹈/把最美的部分/
留给了人间。”我天生对蝴蝶有着说不出的情
感，在我诸多的文字里，都有着蝴蝶的印记。

蝴蝶，是苗族人的崇拜之图腾。
上古时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的

九黎部落为寻找种稻的土地向北进发，与东进
和南下的炎帝、黄帝部落发生生产生活资源的
争夺战，经过长时间的征战，以蚩尤为首的九
黎部落在涿鹿地区战败，举世闻名的“涿鹿之
战”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振聋发聩的苗族大迁
徙。

为了逃避战乱与追击，苗族先民离开故土
中原，渡黄河、过长江，秦汉时期先后迁入山多
地少的贵州，部分苗族先民来到苍莽的雷公
山，在郁郁葱葱的森林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园，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世
世代代生活在大山深处的苗族人，对森林资源
与生态环境有独到的理解和深厚的感情，他们
与世间万物和谐共生。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苗族人民对生态
遭受灾难后进行了反思。他们对风雨雷电、
日月星辰、生老病死等现象无法破解，对万物
万事的存在与变化、自然灾害的产生等作了
各种臆测和解释并产生了许多神话传说，苗
族古歌《洪水滔天》就是对远古生态灾难的生
动描述。

在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不可
能正确认识神奇的自然界，只能把生活中的成
功与失败，看作是神灵的恩赐或惩罚，把自然
现象加以崇拜，以求得精神上的安慰。例如被
建筑界赞誉为“民族建筑之瑰宝”的苗族民居
吊脚楼就是实践苗族生态伦理观的典型代
表。吊脚楼因山就势，最大限度地保留着地形
地貌的建筑理念，不仅是对自然的尊重和善
待，还符合现代科学原理。雷公山的苗族吊脚
楼一般都建在 20-70 度的山坡上，尽量少开
挖，不破坏地层结构，有利于地层稳定，减少山
体滑坡灾害的发生。在建筑过程中，因涉及与
自然物有关的环节都要举行庄严的宗教仪
式。比如在砍伐木材修建房子时，要举行祭祀
仪式，向山神树神报告。开山取石料砌屋基
时，也要举行类似的仪式。这些，是苗族人民
发自内心的敬畏，无论是对有生命的树木还是
无生命的山石，都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尊重。

远望梯田在漫漫云海笼罩下直连云天。
绵延如腰带的梯田，一层层一片片，宛若镶嵌
在雷公山上的翡翠。苗族人民千百年来用心
血把崇山峻岭雕琢而成的梯田，最大限度地保
留着地形地貌的梯田理念，从上至下，做到尽
量少开挖，展现了雷公山的地质地貌、植被类
型、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景观，突出体
现了雷公山的生态价值。这既是对自然的尊
重和善待，也符合科学原理。

从居住的吊脚楼可以看得出这个民族“天
人和一”思想。苗族人民修建的木屋依山而
建，形成了丰富的建筑文化，成为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这就充分说明了有什么样的生态
环境，就有什么样的适应生态环境的民居，体
现了苗族人民寻求住所与自然环境最佳适应
状态的追求。

苗族人民对枫树和蝴蝶崇拜到无以复加
的地步。

枫树是苗族村寨的图腾树、风水树、护寨
树，有着神圣的意义。苗族古歌里吟唱，苗族
先祖蝴蝶妈妈是从枫树心生出来的。这是一
个妙趣横生的故事：远古时候，地球上光秃秃
一片。有个叫榜香的神人将枫树栽在水塘边，
东方飞来的白鹤在枫树上做窝，它们偷吃了水
塘里的鱼秧。因白鹤飞走了，理老断案时就判
枫树是“窝家”，便砍倒了枫树。倒地枫树朽烂
的躯干孕育了蝴蝶妈妈，蝴蝶妈妈与“水泡”结
合后，产下十二个蛋，孵化出苗族的祖先姜央
以及雷、龙、虎、水牛等。姜央是苗族的父系始
祖，而“蝴蝶妈妈”就是苗族的母系始祖。

苗族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历经苦难，人口
锐减，希望子孙繁衍、人丁兴旺，从某种意义上
说，“蝴蝶妈妈”神话是苗族生殖崇拜，希冀子
孙繁衍的一个体现。

2018年，雷公山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保
护区内巡护时拍摄到一种褐色底白条斑纹的
蝴蝶，经鉴定为孤斑带蛱蝶。孤斑带蛱蝶是首
次在贵州被发现，为贵州省新纪录。至此，雷
公山保护区蝶类纪录从2007年《雷公山景观昆
虫》一书鉴定的119种增加到129种。

从相关资料获悉，贵州已知无脊椎动物达
10400余种，被称为“中国的物种基因库”，特别
是蝶类资源丰富，其中雷公山上的雷公山金灰
蝶为中国独有。

贵州的地表破碎复杂，每一个物种在大自
然中有它生存的条件，它对环境的适应性不一
样，这就造成了贵州生物多样性。大自然给了
这块神奇的土地得天独厚的条件，物种因地制
宜选择了这块土地。

雷 公 山 其 地 理 位 置 在 东 经 108°09’-
108°22’，北纬 26°15’-26°22’之间。属长
江和珠江流域分水岭，是清水江和都柳江水系
主要支流的发源地。雷公山地区属中亚热带
季风山地湿润气候区，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
暑、雨量充沛的气候特点，年降雨量大致在
1300-1600毫米之间。由于雷公山光、热、水资
源丰富，气候类型多样，为多种多样的生物物
种生长发育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苗族无论迁徙到哪里，苗族人对自然的敬
畏无处不在，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调适内心世
界……千百年来，苗族人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保护了雷公山的山山水水、树木花草。正是由
于森林生态环境植被保护完好，才使得雷公山
的生物能够大量的繁衍和完好地保存下来，这
对促进生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对雷公
山成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森林生态环境旅游胜
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物竞天择。每个物种有它的生态空间，在
研究物种演化过程中，解译物种演化的秘密很
重要。无疑，雷公山给出了一个样本。

阅读雷公山
○ 通讯员 姚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