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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4/2021_2022__E5_BF_83_

E6_BD_AE_E6_BE_8E_E6_c34_234723.htm 不久前，州旅游局

组织了一支探险旅游考察队，前往勐腊县象明乡内的孔明山

一带，实地对茶马古道探险旅游进行考察。这次考察既是一

次战胜和超越自我的探险之旅，又是一次向大自然朝拜的风

光之旅，还是一次怀古探幽的茶马古道之旅，同时也是一次

令人醉心的摄影之旅。整个考察经历让人心潮澎湃，久久难

以忘怀。 在这条线路的行程中，考察组沿路观云海，认知传

统普饵茶工艺，体验沿途淳朴的民风民俗，探奇大自然的壮

观美景。我们所欣赏和体验到的西双版纳原始森林的神奇与

壮美，以及探寻茶马古道上扑朔迷离而又幽深难测的普洱茶

源头兴衰之迷，莫不令人激情涌动、神思远游。整条线路可

以说是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旅游线上的西双版纳东线景观走廊

中一条经典线路和一个崭新的亮点。 一、美景总在路上 考察

队于2003年12月4日下午从景洪出发，于12月5日下午5时20分

到达坐落在孔明山下的石良子寨。所走的线路是：景洪勐仑

勐醒 易武乡岔路口八总寨普洱茶老作坊象明乡政府曼赛寨安

乐村石良子，全程约190公里。这也是难得的一次摄影之旅，

我们的镜头阅尽沿途的美景。 观云海 清晨，我们的车辆从勐

仑出发在勐醒岔路口转向楚捧公路后，路上随处可见山谷中

如轻纱般飘荡的云海。当上行至距离易武岔路口不远的大山

上，旁边山谷中壮观的云海让我们情不自禁地跳下车来，尽

情地观赏、拍摄。此刻，温暖的阳光已经懒洋洋地洒进山谷

里，林木繁茂的山间白茫茫的云雾缭绕，轻柔缥缈，缓缓地



向上升起，从翠绿的林子里招摇而过，悄然蒸发。远处苍茫

的青山和近处秀丽的树木丛，在朝阳柔和的光辉照耀下和涌

动而起的云雾轻轻缭绕下，格外朦胧而诱人，顷刻间让人疑

似闯入了梦中的仙境。 车行至象明乡的山路上时，两旁的树

木茂盛，迷雾正浓，几米外就无法看清路面。虽然是上午10

时多了，浓雾仍紧紧挡住太阳的光芒，让山林继续沉睡，继

续将我们引向一帘美丽的幽梦中。在浓雾中穿行了好大一会

儿，阳光拼命地挣扎，才穿过厚厚的云雾照射下来，却已经

变得黯淡无光。最后，太阳终于战胜了浓雾，把沉睡的山林

从梦中唤醒。一时间，山谷云海蒸腾，烟雾弥漫，一棵棵树

木在消散的光与雾中显露出婀娜多姿的轮廓，厚重的云雾和

苍白的阳光使山谷里的云海呈现出一种水墨般的色彩，好似

一幅色彩浓厚的传统山水画，诱惑着我们一路拍个不停。 看

传统普洱茶制作工艺 从楚捧公路进入象明乡，要穿过普洱茶

六大古茶山之一的“蛮专”（曼庄）茶山。距离象明乡政府

不远处的八总寨权记茶庄，就是以“蛮专”茶为原料，用普

洱茶传统工艺制作七子饼茶、砖茶而闻名，产品远销港台地

区和韩国等国。走进权记茶庄，我们在简单的作坊里参观、

了解传统普洱茶的制作工艺和流程，从中感受茶马古道上存

留下来的蛛丝马迹。“存钱不如存普洱茶”，一语道尽了普

洱茶的收藏价值。临走时，大家纷纷买了一些普洱茶。 品民

族风情 在乡政府匆匆吃过午饭，考察组前往石良子。从象明

乡政府到孔明山下的石良子村约30多公里的山路，也是一段

交织着风光和民俗的风情之旅。我们经过的几个村寨分别聚

居着彝、傣、苗和基诺四种民族。每接近一个村寨，每走进

一个民族当中，都让人有不同的触动。路过的曼赛是一个傣



族村寨，寨里的竹楼排列得错落有致，一条清澈的小溪从寨

旁穿过，很有特色。我们的车爬上曼赛附近的半山坡，大家

纷纷下车将曼赛寨的全貌摄入镜头，对这个特色浓郁的傣族

村寨充满了赞叹。来到坡顶的安乐村，路边有一个新建的苗

族寨（近年来有不少苗族从省内的红河、文山一带迁徙到象

明乡的原始森林中，如今大部分已在乡内就地安置了，总体

上都处于贫困状态），房屋全都是政府统一建盖的水泥砖墙

、石棉瓦顶房，村里孩子特别多，不少光着身子，妇女们则

都穿着本民族传统的服饰。村民们的穿着和精神面貌，一目

了然地显示了他们的贫困状态，让人在感受到他们浓郁的特

色时，也不由自主地生出深深的怜悯之心。 夜宿石梁子 进石

良子寨的时候，山路两旁都是开阔的高山草甸。我们的车辆

沿着枯黄的杂草突然驶上一个草坡上。原来，坡顶有一弯“

月芽泉”，是活动在这一带的野牛及其它野生动物的水源地

。站在坡顶上，视野很开阔，四周尽是苍茫的群山，山上映

着白云的阴影。就连前面遥遥在望的孔明山看起来也不怎么

高了。我们在那个山顶上还意外地发现了豹子的粪便，粪便

上都是毛，据说石良子村民们养的牛常常遭到豹子的袭击。

下了坡，我们继续下行，来到石良子村后已近黄昏。我们随

后在村子附近的一个草坡上安营扎寨。天色终于黑下来，我

们进村时，热情的村民早已备好了丰盛的晚餐。晚饭后，队

员们与村民一起在我们露营的那个长满草的小山头上举行篝

火联欢晚会。夜空中半圆的月亮透下淡淡的光芒，天上的星

星点点，山坡上的篝火红旺旺，“咚、咚、咚”的三弦声在

篝火旁弹响。大家与基诺族村民手拉手，围着篝火，和着欢

快的节奏，跳起了“三跺脚”。一个美好而开怀的夜晚不知



不觉就这样度过了。 在石良子这个基诺族村寨，我们领略到

的则是基诺族人民热情好客的一面。 沿途的各民族都有一种

亲和力，让人们情不自禁地融入与茫茫热带雨林化为一体的

各森林民族神奇而美丽的世界里。 二、孔明山探险 “世之奇

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罕至焉，故非有

志者不能至也。”宋朝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在《游褒禅山

记》中对自己不能“极夫游之乐”曾经发出了这么一句感慨

。孔明山可以说就是这种“人之罕至”的“世之奇伟、瑰怪

、非常之观”，考察组队员却做了一次“有志者”，既挑战

了自我，又饱览了美景。 险峻的孔明山 孔明山是一座石灰岩

山，海拔1788.2米，坐落在象明乡内普洱茶古茶山“革登”附

近，方圆10平方公里。象明就是以孔明山、野象山（在象明

乡倚邦村委会驻地西北7.5公里处，主峰海拔1076米，以山中

野象多而得名）合名而得。俗传山顶上有一块平石为孔明当

年祭风的“祭峰台”，整个山峰上有四个险峻悬崖峭壁，远

远看去，就像孔明所戴的帽子，所以称之为孔明山。当地人

又叫它龙谷岩。据说，傣族的一本古书中对孔明山曾有这样

的描述：“千万种蕨树都比不上铁树，千万堵悬岩都比不上

龙谷岩”。爬上孔明山后，我们发现此言真是不虚。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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