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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迹：云南（2）
meipian.cn/3bqr7950

离开瑞丽沿国道往临沧⽅向。本来打算在临沧过夜，但是由于这⼀带没有⾼速公路，所以只能
沿着⼭道在群⼭中环绕，车辆⼜多，包括⼤卡车，开得很慢。最后决定在凤庆过夜。

 从凤庆开到景洪，中间在⼀个名叫圈内的地区的路边吃午饭。午饭很简单，但还卫⽣。沿途看
到坝⼦地貌，即⼭与⼭之间有不规则分布的平地，道路弯弯曲曲，很不好开，景⾊不错，但不
够壮丽，⼭也不⾼。顺便说⼀下，坝⼦地貌还分盆地坝、河⾕坝和⼭麓坝。途中经过临沧市，
顾名思义在澜沧江旁边。这⾥属于三江并流的末端。三江穿过横断⼭脉之后，到达这⼀⽚地
带，已经不再汹涌澎湃。

 好不容易开到宁洱，上了⾼速，中间经过普洱，由于天⾊已晚，没有进⼊普洱。这⾥应该是普
洱茶的原始故乡了。

澜沧江。江⾯宽阔，有船只航⾏。两岸树⽊郁郁葱葱。

https://www.meipian.cn/3bqr7950?share_dept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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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洪在傣语中的意思是“黎明之城”，古称“勐泐”、“景陇”，现在是西双版纳傣族⾃治州的政治、
经济、⽂化中⼼。进⼊景洪，道路中间是⼤象、孔雀的塑像，两旁的建筑物是花的形状，很有
异域风采。晚上在众多各种颜⾊的霓虹灯照耀下，宛如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Las Vegas）。想

不到景洪⼀个边陲城市如此繁华、多彩。
西双版纳地区可参观的内容很多，如基诺⼭寨、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勐腊⼝岸、市中⼼的⼤佛
寺、曼听公园等。

基诺是中国第55个少数民族，于1979年确定。中国共有56个民族，包括汉族。云南有13个少数
民族。基诺是最后⼀个少数民族，总共只有2万多⼈。这个⼭寨是⼀个重要的居住区。据传
说，这个少数民族的始祖叫阿嫫腰北（⾳译），是个⼥的。她把⼀对兄妹放在⼀个树⼲做的⼤
⿎⾥，天降⼤⾬7天7夜，把世界毁灭了，感觉是东⽅的诺亚⽅⾈。7天之后，兄妹从⼤⿎⾥出
来，后来结婚，⽣了7个儿⼥，他们互相结为夫妻。由于第⼀个是⼥儿，所以建⽴了母系社
会。⽽⼥儿的⽗亲同时⼜是舅舅。“基”就是舅舅的意思，⽽“诺”是后代的意思。所以基诺就是舅
舅的后代。所有重⼤事情皆由舅舅做主，延续到现在。他们过的是⼑耕⽕种的⽣活。由于以上的
缘故，⿎对基诺族是神圣的。

 另⼀种说法是，这些⼈是孔明南征时留下来的⼠兵的后代。的确⼥的都戴⼀个⽅⼱帽，也称孔
明帽。但是这⼀少数民族应该在孔明之前就有，难道孔明的⼠兵是基诺族⼈？应该不是。是个
疑问。

 基诺族有⾃⼰的语⾔，但是没有⽂字。所以语⾔和⽂化都是通过⼝⼝相传流传下来。现在还有
很多⼈住在⼭寨中，有的继续务农，有的从事旅游服务⼯作。⼭寨中的⼯作⼈员都是基诺⼈，
讲很好的普通话。但是也有很多⼈不会讲普通话。年轻⼈也有跟外族⼈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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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嫫腰北（躺在草坪上）和⼀对兄妹雕塑

戴⽅⼱的基诺妇⼥。织布⽅式很原始，但是现在还在这么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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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房 -- ⽒族之家，住着若⼲个有⽗系⾎缘关系的⼩家庭。村寨内有多少个⽗系⽒族，就有多
少座⼤公房。右边远处樑上挂着许多⽟⽶。介绍说，这不是给⼈吃的，⽽是给⽼⿏吃的。原因
是⽼⿏⽆法消灭，与其让⽼⿏吃⼈吃的粮⾷，倒不如专门给⼀些东西喂⽼⿏。这倒是实现和谐
社会，与⾃然共存的⼀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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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从他们⽂化的⾓度去理解。

西双版纳的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应该是中国最⼤的植物园。说是来西双版纳没有到植物园等于没
有来。园中有各种奇特的植物，如跳舞草。这种草在阳光的照耀下会晃动，所以称跳舞草。今
天赶上下⾬，所以没有看到跳舞。⼯作⼈员说，如果你对它唱歌，它也会跳。我深情地对草唱
了几⾸歌，它却连头也没有点⼀下。古有对⽜弹琴，今有对草讴歌，这两个⼈的智商估计都不
咋滴。

 园中有⼀种花，叫“臭美”，学名是疣柄磨芋。花蕊和花像⽕把⼀样，傍晚的时候会散发出粪便
般的巨臭，吸引屎壳郎来，以此达到传授花粉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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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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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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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美花

景洪的市内道路交通⾮常糟糕，堵车严重，道路设计和城市规划不好，明显感觉到城市没有规
划好就急于发展造成的后果。先到⼤佛寺，总共4公⾥路，开了约15分钟。⼤佛寺是⼀个新建
筑，虽然表⾯上显得很气派，但我选择不进⼊参观。⾸先，这不是古迹；其次，现在很多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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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敛财，都装修的富丽堂皇，欣赏价值远不如古朴的寺庙。

打⼀张卡吧

第⼆个景点是曼听公园。这是傣王的⾏宫和御花园。傣王统治的历史很长，总共600余年。宫
殿中有历代傣王年表，⼀直延续到1950年。傣王的历史就结束了。令⼈感慨吗？⾏宫建筑⾦碧
辉煌。周恩来总理曾于1961年4⽉来这⾥参加傣族的泼⽔节。院内有⼀尊他⾝穿傣族服装的塑
像。几年前的⼩学语⽂书说，周总理参加泼⽔节的时候，当地⼈都不知道。可是有⼀张照⽚是
周总理敲锣宣布泼⽔节开始。这应该说明当地⼈是知道的。这是怎么回事？曼听公园值得⼀
看，半个⼩时就够。

 公园门⼝有很多傣族风味的餐馆。如是饭点，不要错过。离午饭时间尚早，但由于喜欢傣族风
味，还是点了几道傣族菜放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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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听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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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王宫殿

离开景洪，前往普洱市孟连县娜允古镇。翻过几座⼭后，进⼊⼀个很⼤的平原地带，道路两旁
种满了⽢蔗。这⾥是红⼟壤，呈酸性，所以适合⽢蔗⽣长。途中经过⼀个茶叶批发市场，见到
⼀位从福建宁德来的余先⽣，30来岁，在这⾥做茶叶批发⽣意。异乡见⽼乡，特别亲热。邀
请我们⼊店喝茶。我问了很多关于茶的问题。他在宁德的时候主要做乌龙茶和红茶⽣意，现在
只做普洱茶⽣意。这⾥是普洱茶的原产地，所以全国各地来进货的⼈很多。他告诉我们普洱茶
有⽣熟之分，⽣茶颜⾊较淡，熟茶颜⾊较深。熟茶可以长期存放，越久越好。还有两种茶也可
以长期存放，即⽩茶和⿊茶。普洱茶好坏差很多，⼀般⼈以及初⼊⾏的⼈分辨不出。普洱茶可
以泡15道。他泡的普洱茶道道像红葡萄酒，越喝越好喝。

 喝完茶，看看时候不早，取出打包的傣族菜：菠萝饭、傣味⽜⾁和蔬菜，还很温热。⽴刻⼤块
朵颐。特别点赞的是菠萝饭。这是把糯⽶放在挖空的菠萝⾥蒸熟，⾮常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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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饭

傍晚时分到娜允古镇。这⾥有4个重要景点：孟连中城佛寺、孟连上城佛寺、孟连宣抚司署和三
井三树。两个佛寺都是保存完好的古建筑，雕花雕塑依然⼗分清晰，很有欣赏价值，⽐⼤佛寺
好多了。宣抚司署是傣王的衙门。⾥边的建筑和陈设都保存良好。规模不是很⼤，毕竟只是⼀
个地⽅政府的衙门。有两进。第⼀进正⾯是议事厅，⾮常宽敞；第⼆进正⾯是正厅，左右为东
西厢房。后⾯还有库房和粮仓。我觉得在我所参观过的衙门中，保存最好的是⼭西平遥古城的
衙门。

 娜允有几个少数民族，如傣族、佤族和拉祜族。这⾥⼈有的不会讲普通话。
 晚餐，我们还是选择傣族风味。点了“舂⼲巴”。⼲巴就是⾁⼲。把⾁⼲舂成条状，再炒。⽐较

⼲，但越嚼越有味道。⽶饭有糯⽶和⼤⽶。
 ⼀直纠缠⼀个问题：傣族和泰国是否有什么联系？傣⼈、泰⼈？傣族⼈喜欢吃糯⽶，泰国也是

如此。这⾥的菜肴跟泰国也有⼀些类似，服装也类似。
 宿澜沧，虽然名叫澜沧，但是跟澜沧江距离很远。倒是临沧县靠近澜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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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连中城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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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带佛祖塑像的脸都是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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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连宣抚司署--傣王的衙门，建于1406年。

议事⼤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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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城佛寺

翁丁佤寨是沧源县靠近缅甸边境的⼀个村落 – 中国最后⼀个原始部落，有400多年的历史。旅
游书说，这是⼀个从原始社会直接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佤族村寨。全寨有500⼈。地处边陲，
需要翻越群⼭⽅可到达。可能是由于开发成旅游景点的原因，沿途都是柏油马路。路上经过⼀
个新⽯器时期的⽯佛洞遗址。

⽯佛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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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洞⾮常⼤，⽽且很深。由于没有完全开发，洞内没有灯光，⾃然光有限，未能深⼊其中观
看。

途中



19/62

梯⽥与远处的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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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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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飞鸟

有趣的地名

翁丁意思是“云雾缭绕的地⽅”。这⾥跟缅甸交界，周围群⼭环抱，⼀年有半年雾天，所以名副
其实。

 在寨门⼝，看到周围的⼤树、柱⼦和屋檐上挂了许多⽜头⾻，有点令⼈⽑⾻悚然。进⼊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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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个过道，两旁古⽊参天，都挂着⽜头⾻。我想这可能是佤族先辈显⽰威严的办法。过
道尽头是⼀个⼤广场，广场后⾯有⼀些图腾柱，旁边是佤王府，上⾯摆着佤王的座椅，两旁放
着⼑枪。但是⾥边没有灯光，只能靠从窗外照射进来的⾃然光看到⾥边的摆设。我拿了把枪，
在佤王座椅上坐好，摆个pose，咔嚓来⼀张，把照⽚调出来⼀瞅，果然是⼀个⼭寨版的佤王。
广场的左边和后⾯就是佤族民居，盖在⼀个平缓的⼭坡上。从⾼处望去，⼀⽚茅草屋顶，⽴即
给⼈⼀种原始的感觉。新⼀点的屋顶⽤⽯棉⽡，上⾯盖茅草；旧的则是⽤⽊头或⽵⼦。房屋清
⼀⾊为两层，下层是储藏和⼯作的地⽅，如⼿⼯纺织，上层为居所。从外⾯看，没有看到房间
中有蚊帐。这⾥周围都是树⽊，想必蚊⼦很多。他们不怕蚊⼦吗？
村寨由⼩径连接，不能通汽车。沿着⼩径路⾛，看到⽣活中的佤族⼈在洗⾐、织布、做饭、带
⼩孩、玩耍。此时近黄昏，正是做饭时间，几处茅草屋升起袅袅炊烟，闪烁在落⽇余晖中。这
只能⽤“原始”来形容。这⾥的佤族⼈就这样在⼑耕⽕种、采集狩猎中⽣活了几百年，到1957年

结束。
既然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在进⼊现代社会之前，必定有⼀些东西，或是传
统或是⽂化或是做法，未经任何打磨或取缔。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墓地和⼈头桩。佤族⼈的坟墓
不设墓碑，也没有坟堆，⽽是与⾃然界完全融合，到处是草和树⽊。⼈的死亡只根据死在家中
和死在外⾯来区分。死在家中的算是善终，死在外⾯的均是恶终。葬礼的⽅式也以这两种死亡
来区分。前者隆重，后者简单。葬礼多由舅舅来主持，这⼀点很像基诺族。我想在原始社会和
母系社会中，舅舅的位置应该都是⾮常重要的。死⼈下葬之后，家⼈只在第⼆天到坟地上看看有
没有塌陷或被野兽破坏。如有，则表⽰未能⼊⼟为安，需要再补充⼀些祭祀活动。之后，家⼈
再也不上坟。他们认为死去的⼈应该和活的⼈⽣活在⼀起。现在看来，这倒可点赞为⼀种原始
的⽂明。现在在西⽅国家和⽇本，墓地和住宅区经常是相连的。
⼈头桩，听起来就让⼈觉得害怕。这确实是安放⼈头的⽊桩，其后⾯是令⼈恐怖的猎头活动。
原始农耕村寨的佤族⼈为了祈求风调⾬顺，每年在播种之前都要猎取外族⼈头祭祀。⼈头中以
⾯孔⽩净有络腮胡⼦为珍贵。猎到⼈头后，通过诡秘、恐怖的程序，最后把⼈头安放在⽊桩
上。这让我想起好莱坞电影Indiana Jones中所描绘的原始部落的场⾯。看来在⽣活中还确实
存在。50年代初期，当解放军进⼊这⼀地带的时候，也被猎头。由于这是⼀个民族问题，不能
⽤剿灭⼟匪的做法。所以解放军只能跟部落⾸领谈判、解释。最后猎头改为使⽤⽜头。这就是
为什么现在的村寨中挂有许多⽜头⾻的原因。在1957年村寨正式解放时，村寨中有170多个⼈
头桩。⾄于猎头做法的起源⽆可考证。只是据说孔明在南征的时候把煮熟过的包⾕种⼦给当地
⼈，当然不会发芽。后来把好的种⼦给他们，但是说必须猎杀⼈头祭祀才会发芽。于是这⼀习
俗就这么建⽴起来了。有点不可思议。
参观翁丁后，我在想，现在由于⼤规模和⼤踏步的现代化，有⼀些古迹和⽂化消失了。有时候
我们觉得很可惜，觉得古⽼的⽂化应该保留。但是这种猎头⽂化⼜确实不可保留。似乎应该以
不反社会的⽅式保留古⽼⽂化。
想起在学⽣时代的⼀⾸歌曲：阿佤⼈民唱新歌
村村寨寨哎打起⿎敲起锣

阿佤唱新歌
⽑主席光辉照边疆
⼭笑⽔笑⼈欢乐
社会主义好 哎架起幸福桥
哎...道路越⾛越宽阔 越宽阔
哎江三⽊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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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岭哎歌声起红旗飘
闪闪银锄落
⽑主席领导咱清清河⽔上⼭坡
茶园绿油油 哎梯⽥翻⾦波
哎...五彩花开千万朵 千万朵
哎江三⽊罗

 

各族⼈民哎团结紧向前进
壮志震⼭河
⽑主席怎样说阿佤⼈民怎样做
跟著⽑主席哎跟著共产党
哎...阿佤⼈民唱新歌 唱新歌

哎 江三⽊罗
哎 江三⽊罗
注：“江三⽊罗”是佤族⼀个英雄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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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族寨民载歌载舞

有点阴森恐怖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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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版佤王

佤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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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

炊烟升起的佤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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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都是幸福的

⼈头桩。照⽚光影效果不错，但后⾯的故事令⼈⽑⾻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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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翁丁千万建⽔附近的元阳梯⽥。从双江开车到建⽔500多公⾥。如在⾼速公路，500多公⾥

不算什么。但这⾥是坝⼦地貌，没有⾼速，路窄、弯多，还有⼤雾。从上午10点开车，晚上10

点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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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图-2，从元阳往东川。最后折向贵州荔波后返回昆明（蓝⾊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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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附近有⼀座佛教寺庙--黄龙寺。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寺庙中的许多塑像，如四⼤⾦刚、弥勒
佛的形象都⾮常接近⽣活中⼈物的形态和表情，如⼤笑、翘腿⽽坐、抓脑袋、嬉笑等等。旅游书
上说，塑像的形象很像卡通⼈物，确实如此。

弹琵琶的⾦刚好像是在弹吉他，⽽且还⾃弹⾃唱。旁边的⾦刚翘着⼤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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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第⼆尊是弥勒菩萨，像是⼥的。感觉云南这⼀带的佛像都很接地气。

离黄龙寺约4公⾥，有⼀个团⼭村。⼀些当地⼈在20世纪初在开发锡矿中发了财，抱团在这⾥
盖了各种房⼦。钱多的，盖⼤房⼦；钱少的，盖⼩房⼦。团⼭村的起名就是取抱团的意思。跟
现代美国富⼈在佛罗⾥达州某个地⽅扎堆建豪宅的做法有点类似。最⼤的是张家⼤院，共有119

间房。有三坊⼀照壁、四合五天井等建筑。房屋中的⽊雕、⽯雕和砖雕都⾮常精细、表现历
史、⼩说、诗歌中的故事和⼈物。何处储⽔、何处植树、何处需⾼、何处应低、何处该长、何
处要短，都有讲究。张家以“百忍”为家风。实则是以柔制刚；但张家⼜以严治家，其中有家法
⽤具，思过房，因⽽⼜是内严外宽。

 有⼀户住宅，称秀才府，因为这⼀家的两兄弟都中了秀才。⼀门两秀才，可喜可贺。按照⼀般
的推理，⼆⼈应该后来都为官或成为什么名⼈，可是后来两个⼈都弃学经商，赚了不少钱，盖
了房⼦。以前考中秀才要⽐现在考上⼤学难多了，他们却更看重赚钱，不禁引起⼈们许多思
考。秀才府受到很⼤破坏，⽬前在修建。

 另有⼀户住宅称将军第，原因是这家有⼈从军，投在蔡锷麾下，成为将军。
 村落中还有其他的房⼦，很多在⽂⾰中遭到破坏。有些家庭在后来破产、没落了，房屋归国家

所有，在⽂⾰期间成为⾰委会所在地，结果房屋反⽽没有受到什么破坏。看来破产对于保护⽂
物也有好的⼀⾯。

 去过很多古镇，印象是：现代化南⽅古镇的标配是青砖灰⽡红灯笼，或者是漆⽊灰⽡红灯笼，
总之离不开成排的红灯笼，或者红伞、红节之类的。虽然增加了喜庆的气氛，但是千篇⼀律则
失去了古镇固有的韵味。相⽐之下，团⼭村则更多地保留了原本的特⾊。虽然有点年久失修，但
还是很有看头。保留本⾊的装修很有必要，但是过分的装修则是舍本求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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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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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第

破旧的天井和照壁诉说着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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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往⽇的富丽堂皇



38/62

张家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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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花园中的池塘和戏台

美丽的雕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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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长在屋顶成为漂亮的装饰

从建⽔到元阳的新街镇多是弯弯曲曲的⼭路，⽽且不平。新街镇距离元阳梯⽥还有28公⾥的⼭

路。这⾥有许多哈尼族⼈。晚上点了⼀道哈尼族的菜，炸排⾻，⾮常好吃。吃完了问厨师如何
料理。⽅法是在排⾻中加⽩糖、盐、味精、酒、鸡蛋（包括蛋黄）和⼀些淀粉，从上午开始浸
泡，晚上炸。

 在新街镇已经能看到⼀些梯⽥，但是规模不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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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到新街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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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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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雾中的新街镇

新街镇的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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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阳有很多梯⽥，主要有箐⼝村、⽼虎嘴、多依树、坝达和龙树坝。这⾥的梯⽥是整座整座
⼭，⼀⽚连⼀⽚。选择⼀个好⾓度和好时⾠，就能拍出好照⽚。如果还拍不好，那多半是相机
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箐⼝村是⼀个哈尼族村落，房屋原本是⽊头或⼟坯墙，茅草屋顶，也称蘑菇顶。本来应该是⼀
个很有历史和⽂化⾊彩的哈尼村落，但是现在到处修建、翻新，道路不通，只能步⾏进⼊。感
觉到好像整村的⼈都在进⾏建筑，有些房屋已经修建完毕。从那些正在修建的房屋外观来看，
修建后的房⼦是新式的砖房，虽然屋顶还⽤稻草，但只是⼀种装饰。我感觉整村都在建设⼀座
新式的⽼村落。这⼜让我想起许多其他经过修建的古城、古镇 – 千篇⼀律。来箐⼝村主要是看
⼟坯墙蘑菇顶的哈尼族房⼦，没有了。村⾥有⼀个博物馆，⾥边有关于哈尼族的介绍。在这⾥
倒是能了解到这⼀民族的⼀些历史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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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阳梯⽥线路图

箐⼝村蘑菇顶建筑

中间是⽤⽵⼦⽀撑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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箐⼝村梯⽥

⽼虎嘴、多依树和坝达的梯⽥都⾮常庞⼤，其中最⼤的是⽼虎嘴。整座⼭都布满了梯⽥，⽽且⼭
连着⼭。沿着⼭坡像台阶⼀样层层分布，形状不同，但错落有致。梯⽥灌满了⽔，通常从11⽉

到4⽉灌⽔养⽥，然后播种。有的梯⽥还有浮萍和红⾊的植物，从远处望去，如同⼀幅⽔墨画。
我上到⼀处的⽥埂上。⽥埂窄的地⽅只有10厘⽶左右，如同⾛平衡⽊，不⼩⼼踩空就会掉到⽥
⾥去。这⾥没有看到⽔库。我⼀直在想灌溉的⽔是从哪⾥来的。现在可以⽤⽔泵，以前的⼈是
怎么灌溉的？坝达梯⽥是拍摄落⽇最好的地⽅。我们到的时候刚好近黄昏，⼀批摄影爱好者成
排地⽀好三脚架站在那⾥等待⽇落。我看看天空，⼀⽚云层，觉得⽇落之时未必有精美的画⾯，
就离开了。

 最后到龙树坝。旅游书说，龙树坝不⼤，但是梯⽥的形状⽐较特别。约步⾏了3公⾥，到达龙
树坝。刚好赶上⽇落。倒不觉得梯⽥有什么⼗分特别的形状，但是这⾥的落⽇没有什么云层，
所以落⽇余晖照在梯⽥上确实⾮常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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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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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嘴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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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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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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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树坝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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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族⼩⼥孩很可爱。卖鸡蛋，不说钱，把鸡蛋塞到游客兜⾥，或汽车上，说鸡蛋好吃，就转
⾝⾛了。但是⼤家都不会不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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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南部基本上游完，下⾯将从新街经元阳、个旧开到昆明。从新街到建⽔的道路虽然直线距
离短，但是太多弯曲的⼭路，很不好⾛，所以选择从个旧⾛。虽然绕⼀点，但是好⾛多了。个
旧是⼀个盛产锡的地⽅，号称锡都。城市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地⽅。
注意到云南有很多以动物起的地名，如⽜街、⽺街、马街、狗街、猫街、鸡街、兔⽿。
很早就听说云南有红⼟地，⽽且地图上标出的有几个，最好的应该是东川红⼟地。东川位于昆
明的北⾯，没有⾼速公路，只能从寻甸下来，⾛乡道，⼗分难⾛，有的地段像⿇花⼀样。不过
沿途的景⾊很美，很值得⾛。其实这⾥20平⽅公⾥都是红⼟地，不同的地⽅有不同的⾊彩组
合。东川红⼟地尚未正式开发成旅游景区，所以没有围墙或关卡，也没有收门票。估计不会持
续太久。

东川红⼟地 是⼀个神奇的地⽅。红⾊是这⽚⼟地的主导颜⾊、主旋律，但陪衬她的还有许多其
他颜⾊，如黄、绿、紫、⽩、橙，构成了各种鲜艳的画⾯。有的如同⽕焰⼀般红艳，在蓝天之
下尽情地诠释姹紫嫣红；有的画⾯如同⼀条红⾊的纱⼱，配上绿或黄的线条；有的则是黄绿之
中点缀点点殷红；有的如红黄绿蓝⽩紫拼成的⼀件百家⾐。这些颜⾊盛宴中，还有收获的⽟
⽶、⽣长的蔬菜、犁地的⽜和耕作的农民……。如果说元阳梯⽥是⼀幅清新的⽔墨画，那么东川
红⼟地则是⼀幅重彩的油画。东川红⼟地，梦幻的⼟地。

导航仪上显⽰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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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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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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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红⾊的⼟地？
 这是⼀块花⽯头*？

 不，这是⼀块调⾊板，
 ⼀幅⾊彩斑斓的画卷，
 ⼀卷铺在地上的彩虹，
 ⼀桌颜⾊的盛宴。

 这⾥是彩云栖息的地⽅。
 

*注：地名

 

东川红⼟地之后，折向贵州，然后回到昆明，结束这⼀程的旅⾏。云南北部的旅⾏见“我的⾜

迹：云南（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