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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7_B3_E5_B3_A1_E5_c57_615101.htm 一路向南，翻越大、

小雪山，我前往中甸与丽江间的虎跳峡。 经历了滑坡、断路

和险象环生的山路，我终于抵达虎跳峡口的一处预选坝址。

蒙蒙细雨中，但见金沙江和冲江河大小两股浊流汇成一体，

浩浩荡荡向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间一条狭窄的缝隙涌去。雨

终于停了，浓重的白雾渐渐飘散，峡谷外的山岭在落日余辉

的映照下线条柔美，层次分明。 根据各方面的综合信息，这

条中国著名峡谷的水电开发已是迫在眉睫。继去年底云南省

与长江水利委员会签订了《滇中调水工程规划》合同，将虎

跳峡水库作为昆明的补给水源后，国家发改委也已审查通过

了云南《金沙江中游河段水电规划报告》，其中虎跳峡水利

枢纽被推荐为近期开发工程。 白云深处的纳西雅阁 “纳西雅

阁”是一家在徒步旅行者中声誉颇高的农家客栈，院子里三

四个中国游客正忙着洗衣服，三对外国游客则坐在茶几旁眺

望山景。六人分别来自苏格兰、法国和意大利。 询问他们如

何知道这样偏僻的农舍，一个法国游客随手取出一本厚厚的

旅行指南，上面印着手绘的虎跳峡登山路线图，赫然标着“

纳西雅阁”等一系列客栈的位置。书中还详细介绍了当年美

国的洛克博士如何在1924年“发现”了这条山间小路。 纳西

雅阁的男主人叫李元，纳西族。提到洛克博士，李元说他们

门前这条小道正是那个外国人考察的道路，小道本来就是茶

马古道的一部分，连接着中甸和丽江，“当年我们山里人就

是买根火柴也要在这条路上走上几天的。” 洛克把虎跳峡看



得极重，作为地理学家和西方纳西学之父，他于1924年春天

进入虎跳峡，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去领会大峡谷的壮美。他在

书中写道： 峡谷本身的景致真是无与伦比，顶上覆盖着白雪

的悬岩，像钻石的皇冠闪闪发光。17000英尺(5182米)的山峰

高高地耸入藏区蓝色的天空，而在山脚，约10000英尺(3048

米)以下，亚洲最大的河流在奔流。峡谷越深越窄，平静的江

水渐渐变为汹涌澎湃咆哮怒吼的洪流，飞溅的浪花冲击着狭

窄的峡谷。目睹这条江水的凶猛气势，不禁使人毛骨悚然。

这条江水冲破很多坚硬的黑石灰岩，冲击着雄伟的玉龙山山

脚。这条雄伟的大江越往前，开辟越深，冲决着一个个的山

岩障碍，甚至冲决了这座高近20000英尺(6096米)的大山阻拦

。 洛克深情的描述打动了无数西方人，80年代初，当中国刚

刚重新打开国门后，外国徒步旅行者就迫不及待地回到这个

地方。李元清楚地记得，1986年第一次有外国人推开了他家

的房门，向他讨水吃，李元把他当成大山里的稀客，做饭招

待他。后来游客越来越多，有徒步者向他建议办一个客栈，

供大家休息，补充水和食品，自己也可以增加收入。李元真

的办起了一间客栈。开始来的都是外国人，现在中国年轻人

背着背包爬上来的也越来越多了。 李元的妻子招呼我到灶房

烤火，高大通风的纳西灶房里，哔哔剥剥的炭火烤得我那双

被泥水浸透的登山鞋滋滋作响。李元不紧不慢地讲起了山里

人自给自足的生活：粮食蔬菜自己种，棉线自己搓，衣服鞋

帽自己做，天冷了就杀只羊鞣了皮子披上，烤烟自己种，酒

自己酿，甚至糖也是自己熬的。除了盐巴、火柴等小物件，

李元真正的花销都在孩子的教育上。 话题转到了虎跳峡建坝

上，一下沉重了许多。李元说这一段时间来勘测的人特别多



，到处测量打洞。问他们是否淹得到纳西雅阁，他们说这里

很高，水应该淹不到，但这里正在坝址上方，将来肯定要变

成工地，推土机载重卡车开上来，没法住人，还是要搬迁的

。勘测人员详细测量了李元家附近的一块巨岩，“他们说要

看看这块石头硬度如何，够硬的话要炸下去堵住大江。” 往

哪里搬呢？放眼整个中甸县，金沙江河谷是这里的最低点，

除此以外几乎都是高海拔高寒地区，是种青稞、养牦牛的地

区。由于中甸改名香格里拉后，正要借势撤地设市，所以不

希望移民外迁。一旦按计划向高山草甸地区搬迁，不但河谷

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大大降低，对一些老弱者来讲，生存都

会出现问题。李元当过村长，现在还是乡里的人大代表，他

说大家都想到搬迁后气候会不适应，“病痛会有的，但国家

这么大的工程，当地村民作出牺牲也值得。只是这景观是好

的，把我们赶走也不该破坏。” 山里人本来看惯了房前屋后

的峡谷高山，山里人原来也毁过林子，特别是在大跃进时候

，砍得太多了。本来哈巴雪山山顶下面有个黑海子，叫这个

名字是因为林木太茂盛了，白天进去要打着火把才看得见，

湖里鱼多得不得了。现在树砍掉了，黑海子该叫白海子了。

这两年带着外国游客爬山看景，更多理解了这山的价值，这

林子的价值，大家都自觉地开始保护林木，平常只是拾点落

叶放到猪圈里踩，然后洒到坡上肥田。 外国游客也听说了虎

跳峡建坝的计划。李元就多次被游客问到这个问题，当他回

答说电站已经在勘测了，可能下次来就开工了，竟然先后有

三个外国人就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不起来，望着江水放声大哭

。“他们跟我说，他们那里没有这样的峡谷，要人工修建很

多景点，吸引别人来看。而我们这里天然就有了，天上是玉



龙、哈巴雪山，下面是草甸、原始森林，再下面是咆哮的大

江，这样的景色在世界上都没有几个。” 有没有见到中国人

哭过？李元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也许遍布全国江河上

的八万座水坝，早已让我们对峡谷激流的消失见怪不怪了。

但所有的峡谷都天然应该变成水库吗？我们不该为这片壮丽

的土地，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吗？ 虹销雨霁虎跳峡 

早上8点启程，出门不久就来到了著名的二十八道拐，这是一

段连续急转弯的陡坡，路刚刚修过，结果路基刨松了，让雨

一泡全成了泥浆，听着雨声、松涛间悦耳的马铃，我们深一

脚浅一脚地揪着树枝爬行，有时候连随行的马匹都几乎失蹄

。 爬过二十八道拐，站在俯瞰上虎跳的最佳位置，只见脚下

的山谷仿佛舞台上的干冰制烟机一样，将湿润的雾气一团团

喷射上来，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闷雷似的水声。在经过两

个多小时的攀登后，翻过2670米的高点，此时云雾开始消散

，透过挺拔的松林，终于看到了对面的玉龙雪山那青黑色的

山体，以及绝壁下回旋翻滚的金沙江。山顶云雾缭绕，海拔

将近5600米，而金沙江海拔不过1600多米，山体好像刀劈斧

削，直上直下，就像一堵墙，一堵4000米高的大墙。在这样

近的距离，面对这样庞大的一个物体，自己的视觉好像广角

镜头似的产生了扭曲变形，强烈的压迫感让人透不过气来。 

喘口气再细看玉龙，只见大山包裹在黑色中，但里面的岩石

是汉白玉的颜色，流水在岩石上冲刷出晶莹剔透的白色痕迹

，仿佛是一道道上千米的瀑布。举起相机，马上就生出和洛

克博士一样的感叹：虎跳峡山水的规模太大了，以至镜头无

法把壮丽的悬崖和奔腾跳跌的金沙江同时取到一张照片上。

而在峡谷的最窄部分，本来该是最壮观的景色，金沙江却隐



身到悬崖之下。若要看清它的真面目，就非得站到对面玉龙

雪山近乎90度的绝壁上，难怪当年洛克博士最终要冒死驾机

飞越这道峡谷。 穿行在哈巴雪山山腰的古道，壮丽的风景与

绝壁小路上老乡牵马背篓的一个个坚实背影，让我耳畔不断

回响起《三峡传说》的那首主题歌《乡恋》： 你的身影，你

的歌声 永远印在，我的心中 明天就要来临，却难得和你相逢 

只有风儿 送去我的深情 昨天我们告别了三峡，今天我们真要

告别虎跳峡吗？ 下到中虎跳时，为躲雨走进了张老师客栈，

这又是一家在当地很出名的客栈。等雨渐小，我迫不及待地

沿着一条被称为“张老师小道”的石径走下几百米深的中虎

跳峡谷。转过一片巨岩，就看到眼前一道巨大的石门，两侧

的岩石上几乎寸草不生，青黑色的表层被江流凿去，露出耀

眼的白色岩体。金沙江在越过一片被称为“满天星”的乱石

滩后，正是在这里最终切穿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间坚硬的山

体，坚定地流向东方，成为中国人的母亲河的。雨过天晴，

一道彩虹升起在石门之上，美得让人难以置信。但这份绚丽

仅仅维持了短暂的几分钟，就消失得了无踪迹了，冥冥间好

像虎跳峡脆弱命运的暗示。 夜深人静，明亮的星斗从黑黢黢

的崖壁上升起，近得仿佛唾手可得。窗明几净，张老师斟满

了自酿的白酒，讲起了他的虎跳峡开发计划。他叫张丽坤，

父亲是汉族，母亲是纳西族。他在当地村办小学教书，是大

山里难得的读书人，见多识广。据他讲，从1965年以来，水

电部门对虎跳峡的勘探筹备工作就没停过，所谓的“张老师

小道”，本来是60年代为水电勘查在绝壁上开凿的。张老师

一有机会就和调查队混在一起，小时候只是出于好奇，而90

年代初从山顶村落里独自搬下来开发旅游后，他更加留心水



电调查工作，因为这切实关系到他的产业了。 让张老师欣慰

的是，到1996年调查队已经把上虎跳到下虎跳间的整个大沟

走了一圈了，没能找到两侧山体都适合建坝的坝址。现在虎

跳峡工程面临决策，武汉和昆明的几大水电开发设计单位正

在加紧搞资料，但曾经布满探洞的中虎跳十分平静，勘测的

重点已经上移到上虎跳，这意味着中虎跳将不会被淹没。基

于这一判断，张老师建设了客栈。 酒酣耳热，张老师道出了

他的烦恼。昆明一家本来在澜沧江上建水坝的公司搞了个旅

游公司，从中甸县政府购买了虎跳峡、哈巴雪山、白水台和

碧塔海四个景点的独家经营权。自去年以来，这家公司已经

多次来过，声明张老师等当地人在这些地区修建的建筑和开

辟的小道全部为破坏行为，要求他们恢复原状，退出中虎跳

。 受经济条件限制，村民们搞旅游，只是简单地整出山间小

道，遇到瀑布跌水就搭一些木质悬索桥，供徒步旅游者穿越

。这样的设施环境影响小，与景观相对和谐。可旅游公司不

能满足于这样的小打小闹，他们感觉峡谷太险，准备要在中

虎跳修建一条数公里长的索道，来吸引大众游客。第二天一

早，张老师在晨光中把我领上了他家的屋顶平台，指看整条

缆车线路。他家旁边一片草坡，将来会建成一座大型水泥停

车场，缆车自北向南穿越峡谷，直穿玉龙哈巴间的天然石门

。昨天彩虹升起的地方，明天将高耸起一排排穿空的铁架；

今天震耳欲聋的水声，明天将被空中游客的欢声笑语取代；

而上游大坝建成后，大量江水将沿隧洞输往下游电站，今天

拍岸的惊涛、沸腾的险滩也将长时间归于沉寂。 激烈角力的

大山与河流 由于路基垮塌，穿越虎跳峡的公路完全中断，张

老师给我们叫了一辆车。司机叫沈光亮，36岁，家住上虎跳



附近的永胜村。这辆北京吉普开起来四处都响，司机的驾驶

技术也很糙，加上坡陡路滑，着实让人害怕。沈师傅承认，

他开车才没有多长时间，买车也是迫不得已的。他本来在上

虎跳给客人抬轿子，收入还可以，两个孩子都上了初中，一

年教育费用将近1万元。可去年虎跳峡包给公司了，要本地人

退出旅游景点，改由他们自己的职工来做。抬轿子生意做不

下去，只好花8000元买了辆接近报废的车。“当时想的就是

要挣钱让孩子念书。我自己不识字，不能让孩子再吃亏了。

可谁知路又垮了下去。” 整条道路在哈巴雪山的山坡上开出

来，向上看危岩耸立，向下看陡坡直下金沙江，上面布满了

乱石。接近上虎跳，滑坡滚石越来越严重，其中一段上百米

的路段上下看不到草坡，大大小小的白色石块和着疏松的沙

土，从一处山坳的顶端直铺下来，好像是凝固的瀑布。沈师

傅说这是为开一条运送钨矿的道路造成的，“我们这里山太

松了”。此时又想起纳西雅阁老板李元的话：“哈巴雪山坡

上的土有几十、几百米厚，一动它就会像剥皮样一层层掉下

来。” 山里人质朴的感受是有科学依据的。虎跳峡岩质疏松

，工程建设很可能进一步破坏山坡的平衡，从而引起大规模

滑坡，甚至威胁电站的安全，这一点地质学界早有论述。已

故著名长江地貌专家沈玉昌在1961年发表的《河谷地貌研究

的主要内容与水利工程建设的关系》一文中就曾指出： 水坝

常常选择在峡谷区，它的谷坡一般说来是不稳定的。例如金

沙江虎跳峡，两岸山顶高出江面2500～3000米，江面宽度30

～60米，悬崖峭壁，惊险万状，这是对于筑坝有利的一面；

但崖高坡陡，容易发生滑坡，如虎跳峡就曾因山坡崩坍而引

起断流。如果坝址的岩层破碎，山坡岩层疏松易坍，施工后



坝的位置会因此而改变，事实上也有过这种例子，造成了一

定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施工过程中也可能破坏山坡的平

衡，而引起滑坡。除岩层以外，坡积洪积层的滑坡亦应引起

严重注意，古代滑坡亦有潜在危险。 虎跳峡多次因山崩引起

断流，这一方面是由于山地岩土疏松，另一方面也由于金沙

江所处的川西、滇西北地区是一个活跃的地震带。从康定、

理塘到稻城、中甸，地震活动的遗迹到处可见。1996年丽江

发生的7.0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虎跳峡内

震感强烈。当时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巨大岩体坠落江中，滔滔

金沙江瞬间变成了涓涓细流。在这样的地震带建设374亿立方

米库容的大坝，其安全性难免令人忧虑。 在上虎跳下了车，

走下数百级石台阶，就看到让虎跳峡名闻天下的那块虎跳石

。这处景致又称“金沙劈流”，本来平缓的江水，到此突然

被挤进一道30米的巨型石门，当中又屹立着三角状的虎跳石

。金沙江被彻底激怒了，它狂暴地跃过高坎，裹挟着细沙与

石块，以雷霆万钧之势摔砸下来，真好像连天喷雪。高坎下

江水仿佛煮沸的开水，一个个漩涡回旋翻滚，水汽在峡谷间

蒸腾弥漫，丝丝缕缕地打湿了我的全身。 登上岩石，望着西

南天际间滚滚而下的金沙江，设想眼前忽然升起一座278米的

水泥墙体，这样的峡谷还有那摄人魂魄的魅力吗？即使那时

的人们再来到虎跳石上，聆听斑斓猛虎跳跃金色大江的传说

，还会有这份壮美的感觉吗？ 回到公路上，紧张的心情刚刚

有所放松，路边石块上一个血红的“慢”字又让我的心悬起

来。仔细一看，本来还能容两辆车错车的道路到此忽然收窄

了，而头顶上悬挂的巨大岩石露出惨白的断茬，一片片岩层

间缝隙又宽又深，随时有坠落危险。此时前方有老乡向我招



手，吆喝着要快速通过落石地段。紧走了几百米，眼前出现

了难以置信的一幕：柏油公路忽然缩成了一条线，一边是悬

崖峭壁，一边就是百米深渊，而小路的尽头堵着一辆卡车。

我也经历过滑坡阻塞道路的情况，但看到作为路基的百米岩

石整块坍塌，坠落到金沙江里，只剩下一条小道紧贴崖壁，

仿佛悬在半空，还是禁不住目眩神惊。 从地质学上来讲，板

块碰撞形成隆起的高原和巨大的山脉，使本来平坦的地表变

得起伏崎岖，而自然界的风霜雨雪，又不断地侵蚀这些山体

，再靠流水将其搬运到下游，最终夷平这些巨大的山岭，这

一自然规律，恐怕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山和水的“脾气”。在

眼前这片大山与大江激烈对抗的峡谷中，不适当地以人工建

筑去阻滞河流，导致不断堆积的巨量侵蚀不能被冲向下游，

这必然打破自然力的脆弱平衡，最终难逃自然规律的惩罚。 

石鼓镇不相信毁灭 随着虎跳峡旅游热的兴起，虎跳峡镇获得

了迅速发展，如今饭馆、店铺林立，车流、人流往来穿梭，

一片繁华景象。镇上的人可以非常兴奋地跟你谈旅游，谈徒

步，谈峡谷的景色，但一提到水坝，你会马上看到沉默、忧

伤和深深的无奈，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无论按照何种方案建

坝，自己的镇子都将首当其冲，淹没在万顷波涛之下。 从虎

跳峡镇溯流而上，转过一道山梁，就能看到著名的石鼓镇了

。本来和怒江、澜沧江并行南来的金沙江，到了石鼓忽然转

了一个135度的大弯，掉头向东北去了，此处因此得名长江第

一弯。石鼓镇著名的悬索桥“铁虹桥”历史悠久，曾是周边

马帮进入西藏甚至远赴印度的唯一通道。这里又是民族交汇

的孔道，居住着纳西、藏、白、彝、苗、傈僳、回等多个少

数民族。纳西人的祖先当年一路从河湟地区迁徙过来，也是



渡过这条冲江河后定居下来，最终在金沙江谷地完成从游牧

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化的。 说起建坝，石鼓亭的义务讲解员

和建永说调查队已经到过他在冲江河上面的小村子了，估算

会淹掉多少房子和树木。但作为民办教师的他还是不相信石

鼓镇会就此毁灭：“这里是联合国定下的世界自然遗产，冲

江河上游的老君山有好多原始生物，景色好得很。”和建永

不了解的是，按照云南“三江办”官员的说法，水电开发与

保护没有任何冲突，因为在申报世遗的过程中，已经考虑到

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三条大江及其沿岸都被排除在遗产范

围之外。 镇政府大楼是古镇的最高建筑，登上楼顶平台，四

周青山环抱，金沙江划出那道美丽的弧线，静静地流向天际

，天光云影间，古镇的街巷尽收眼底。暮色中下楼碰到镇政

府干部熊世宽，谈起建坝的事情，他认为很快会有一个决定

。据熊先生讲，因为这里生活很舒适，多数老百姓不愿意搬

，但政府支持修电站，因为毕竟全镇一年财政收入才200万，

上了电站马上就能翻几番，“这对大家都有好处”。问起他

如果石鼓镇整个淹掉了，没有了立锥之地，政府还如何收税

，居民还如何受益，他愣了一下，随即表示古镇和长江第一

弯应该保住。“有一个方案是在第一弯上面下面各拦一道大

坝，在山中钻洞，把两股水分别输到下游电站和昆明去。” 

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这位镇政府的官员讲话的神情是认

真的。他提到的两股水正是促成虎跳峡建坝的两大因素，一

方面，金沙江中下游已经被列为我国最大的水电基地，规划

建设“一库八级”，其中虎跳峡水库处于龙头位置，它还将

与金沙江上其他水库共同担负起为三峡拦截泥沙的重任；另

一方面，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滇中地区面临严重



缺水问题，以滇池为代表的一系列湖泊河流污染严重，而建

成虎跳峡大坝，再开挖400公里的运河，每年可以从水库中抽

取25亿吨长江水，输送到昆明、楚雄、大理等城市，既可增

加供水，又可冲刷滇池等污染湖泊。按照和瑞尧先生的讲法

，这是要“牺牲十万人帮助几百万人发展”。面对这么大的

计划，石鼓小镇自然无力回天，但这般“伟烈丰功，费尽移

山心力”，到头来真能挽救滇中因污染而造成的水荒吗？ 第

二天一早下起了雨，我被一阵乐声吸引。一间屋子里，几位

老人正在调试胡琴，墙上挂着丽江纳西古乐石鼓分会的牌子

。 老人们情绪不高，因为最近他们那里淹没搬家的风声越来

越紧。“前两天村上来了八九个人，量了房子、土地和猪圈

，计算了林木，他们说搬不搬今年9月份就会拍板。”曾干过

三任村长的和汝先老人表示村里人都不想搬，“这里是鱼米

之乡，自古一家有一个孩子就能独立赡养老人，1949年到现

在只淹过一次水，地好，气候好，环境好，再无这样一块地

盘了。”老人们纷纷讲，他们祖辈大多是从明朝洪武年间就

迁过来了，“祖坟上有记载的”。故土难离，对未知的新环

境更有很多顾虑，“60多岁了，再去入一次人(适应新的社会

人际关系)，不行了”。 会员们渐渐来齐了，屋子里坐得满满

的，没有演出服装，没有灯光布景，没有观众，但自有一派

绝唱般的肃穆庄严。一把把褪色的旧乐器，一双双满是老茧

的手，就在古老的石鼓下，奏响了民族的古韵遗音。那悠扬

沉郁的乐声，穿透狭小的房间，盖过风声雨声，和着金沙江

的滚滚波涛，回荡在古镇，回荡在长江第一弯，回荡在峡谷

里的村村寨寨，回荡在历史和现实的天际线上。1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