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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双版纳的“怪”实在太多！…

没去过西双版纳的明眼人打开本书，会发现书中不少东西奇怪

得实在离谱，现在大家“恐假”、“打假”的警觉性日益提高，有此

疑问也属正常。但这不能怪作者胡编乱造“神话故事”，要怪只能怪

西双版纳这个地方怪事太多。

天很怪。人人皆知一年分四季，可是那里不但没有冬天，而且

也没有春、夏、秋。

地也怪。地上长出了听见音乐就起舞的小草，长出了会吃蚊虫

的花朵，长出了会让人改变味觉的果子，长出了让野兽碰了就死的树

木……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这一特

殊地域世世代代生长的人，必然会形成一些特殊的生活习俗。

到一个天、地、人都神奇的地方，要适应环境，必须入乡随

俗！

什么叫“入乡随俗”，概括讲就是把你从小学到的许多天经地

义的常识当做“老皇历”暂时封存，以当地人的规矩为规矩。

比如，有时候你看到有人抢姑娘的头巾，不必见义勇为。甚至

看到抢年轻女子本人，都不可英雄救美；反之可以“学坏”，要是看

上某个姑娘，你也可以跟着“抢亲”…——包你没事，关键词是“有

时候”，也就是你必须选好时间与地点，至于如何选，书中自有

解说。

新娘可以抢，可是到傣族人家做客要十分斯文，主人再热情，

他的臥室也不要去窥视；走进佛寺，小和尚与你再亲热，他的头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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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摸。…

有时候你不招谁惹谁却被人家兜头一盆水浇个透心凉，千万别

破口大骂，但是可以回敬一盆，若不如此，反欠了人情。君不见有人

没赶上当“落汤鸡”，还花些“零碎银子”，去找人用水朝自己身上

浇呢！

因为天生地长的东西都怪，人造的东西也很怪，比如房子空中

盖，青苔、知了也当菜……佛教建筑还有怪，不像国内像国外。

早年我有幸趁考察、釆访之机进入西双版纳，并把这些充满情

趣的“怪事”，抖了点在报刊上，颇受欢迎，可见“怪”的魅力无

穷。之后为编写《云南古塔建筑》又作专题采访深入村寨，累计六进

六出，得以大饱眼福、耳福、口福，对这些“怪事”之所以怪，总算

看出些道道来，这就是学者们称之为的“文化”。

一个好餐馆，采购到的菜再新鲜再齐全，不等于只要做出来食

客就爱吃，还要看怎样烹调。作者一贯讨厌苦读枯燥的“催眠书”，

喜欢“悦读”寓庄于谐，有情趣的书。遵圣人训：“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所以自己执笔时，尽力发掘其中的情趣，书中实录的神

奇、怪异甚多，其中有神话，更多的却是似神话的现实。

此书，囿于时间、资料与作者的学识，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望

专家与读者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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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西双版纳

西双版纳是中国西南边陲一块神奇而美丽的地方，它是一个以

民族特色浓郁、亚热带风光迷人而闻名的旅游“热区”。

西双版纳历史悠久，古称勐泐，早在汉代就已划入祖国版图。

东汉属永昌郡（今保山）管辖。唐宋属南诏、大理国管辖。元朝于公

元1296年设置彻（车）里路军民总管府。明清置车里宣慰使司。…

明隆庆四年（1570年）开始称“西双版纳”。“西双版纳”

是什么意思？是表示稻田数量名称的说法！用傣语讲就是“十二千

田”，“西双”即“十二”，“版纳”是“千田”。当时的傣族 宣

慰使刀应勐将辖区划为十二个提供负担的单位，每一个单位称作一

“版纳”，自此始有此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成立民族自治州时沿用旧名，定名为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现在虽然地名依旧，却已非昔日各据一方的

“十二千田”了，它已统一号令，各民族人民一心建边疆，成了经济

繁荣、人民生活面貌一新的旅游胜地。…

西双版纳位于云南南部，州府景洪距省会昆明575公里，全州面

积为19700平方公里，辖1市2县。东西南三面与老挝、缅甸为邻，拥

有966.3公里长的国境线，州内有3个国家级口岸，1个省级口岸。西

双版纳地形多为低矮的山丘与群山环抱的坝子。境内有无量山等山余

脉分布，有澜沧江等江河奔流。

西双版纳地处北纬21°08′~ 22°36′，东经99°56′~ 101°50′，属

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湿润区，这是个没有冬天的地方，具有“常夏无

冬，一雨成秋”的特点。这里也没有四季，一年只分两季，即雨季和

旱季。西双版纳到处青山绿水、森林繁茂、植物盛多，是我国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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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为国际生物圈保

护区。

从世界地图上一眼看去，会发现与西双版纳同一纬度的世界

上其他地区，几乎都是茫茫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或戈壁，唯有这里

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像块镶嵌在皇冠上的绿宝石，格外耀眼。在这

片富饶的土地上，有占全国1/4的动物和1/6的植物，是名副其实的

“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西双版纳由于气候条件优越，蕴藏着

丰富的南药物资源，还被称为“南药王国”。

西双版纳森林占全州总面积近60%。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

件，孕育了丰富的生物资源。境内共有植物20000多种，其中食用植

物10000多种，热带植物5000多种，野生水果50多种，速生珍贵用材

树40多种，珍贵药材数10种。也许西双版纳是“造物主”的宠儿，几

乎没有受到第四纪冰川南移的破坏和影响，被地质学家称为“古热带

地区”。这块风水宝地，让一些生物逃过了一劫，世界上大部分地区

早已绝迹的许多古热带植物在这里被保存了下来，桫椤就是少数幸存

者之一。走进热带雨林犹如进入童话世界，那里会给您许多意想不到

的惊喜与震撼！许多植物都来历不凡，要么是树木中的稀客，难得一

见；要么神通广大，令人叫绝；要么相貌奇特，出乎想象。有抗癌药

物美登木、嘉兰，治高血压的罗芙木，健胃的槟榔；有被誉为“花中

之王”的依兰香，可制成高级香料；有1700多年前的古茶树；有闻乐

起舞的草、会吃蚊虫的花、见血封喉的树……

广大茂密的森林，给各种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生息场所。目

前已知有鸟类429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2/3；兽类67种，占全国兽类

总数的16%。…西双版纳的鸟、兽种类之多，是国内其他地方无法相

比的。其中被列为世界性保护动物的有亚洲象、兀鹫、印支虎、金钱

豹等；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牛、羚羊、懒猴等13种，还有许多二、

三级保护动物。到西双版纳旅游，有时会看到美丽的孔雀、白鹇、犀

鸟在林中飞翔；有时会看到大象在公路上漫步；有时会看到羚羊、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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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兔在奔跑……这是在其他地方难以领略得到的奇观和乐趣！

西双版纳境内风光迷人，主要景区分三大块，即景洪市风景片

区、勐海县风景片区、勐腊县风景片区。…每一块内又有若干景区，

共有19个风景区，800多个景点，总面积1202.53平方公里。有多个景

区属国家旅游局3A级以上旅游景区，还有顶级的5A级景区——勐仑

植物园。

西双版纳境内现有80多万人口，是一个以傣族为主的多民族聚

居地，世代居住着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布朗族、基诺族等13个少

数民族，各民族都有较为集中的聚居区。文化强国，文化必然多元，

西双版纳的文化从宏观看主要由本土文化、东南亚文化、中原汉文化

组成。13个民族的文化又各具特色，一个民族如一朵花，每朵花都

有它与众不同的美丽。傣族姑娘艳丽的筒裙，哈尼族五彩的服饰、拉

祜族古朴的长衫……傣族的泼水节、布朗族的三次婚礼、基诺族的大

“长房”……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各具特色的节庆活

动，使西双版纳的民族风情丰富多彩、异彩纷呈。…

各民族生活习惯不同，烹调也各具特色，以酸闻名的傣味菜在

云南菜系中独享盛誉，以糯米、酸味及烘烤肉类、水产食品为主的傣

味，多用野生栽培植物做香料，口味十分独特。　　

傣族、布朗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村村寨寨遍布着具有民族

风格和宗教色彩的佛寺、佛塔和井塔。由于这一佛教宗派在全国独一

无二，所以这些造型美观、风格奇异的建筑，唯有在西双版纳等傣族

聚居区才能见到。佛教建筑似异国他乡，又非照搬“他山之石”，而

是糅进了傣族、汉族的文化色彩。今天在全国千城一貌的大背景中走

进傣乡，立即给人步入异国他乡之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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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奇的“三大王国”探秘  

西双版纳是个“大特区”又是“三大王国”你知道吗？但它并

非经济特区，而是“自然大特区”——全国唯一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

和国际生物圈保护区。它也并非君主王国，而是“动物王国”、“植

物王国”和“南药王国”。

西双版纳目前已知有鸟类429种，鸟类品种居全国第一。兽类67

种，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3种。有被列为世界性保护动物的亚洲

象、兀鹫、印支虎、金钱豹等；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牛、羚羊、懒

猴等13种。西双版纳共有植物20000多种，其中热带植物5000多种，

许多植物还是珍贵的药材。

1.  体验原始森林公园

看关在笼中的动物意思不大，有动物王国之称的西双版纳，让

我们直接看到了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动物，而且还让我们当了一次猎

人。这地方叫“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在莱阳河山谷内，位于景

洪城区以东约8公里处，是距城区最近的一处森林公园。……………

公园地处海拔720~1355米的河谷地带，占地面积3万亩，以开展

西双版纳热带原始森林科考观光旅游为主，兼容民族风情展示、休闲

度假避暑等内容。

园内有北回归线以南保存最完好的热带沟谷雨林，孔雀繁殖基

地、猴子驯养基地、大型民族风情演艺场、 尼山寨、九龙飞瀑、百

米花岗岩浮雕、民族风味烧烤场等10大景区，50多个景点。　　

热带沟谷雨林横亘整个公园区，美丽的莱阳河宛如一条金腰

带，流淌在绿色的丛林之中，整个公园向游客充分展现了原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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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野生动物、民俗风情三大主题。

在观光旅游区，游客可顺着游览通道深入林中探秘。河谷两岸

繁多的热带植物遮天蔽日，龙血树、大板根、独木成林、老茎生花、

植物绞杀等植物奇观异景不时进入视野，峡谷幽深、鸟鸣山涧、林木

葱茂、湖水清澈。雨林内有猿猴栖息，有彩蝶繁殖，可以看到奔跑的

鹿、悠闲的鹤，猿猴在古藤上荡悠的情景。据说幸运的游人偶尔也能

目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牛和犀鸟的身影。行进在雨林中可以真切感

受到大自然的神秘。

公园内最有特色、最诱人的是狩猎活动，它让我们体验了一次原始

猎人的惊险与刺激。这里备有原始的狩猎工具弓弩，让我们用弓弩亲

手猎捕动物，当然这些动物是园内饲养的。打中猎物自己动手收拾，

自己就地点火用西双版纳的烹饪方式烤熟，趁热进口品尝。从狩猎到

品尝鲜肉，这一有趣的全过程，是我一生中难得重复的一次体验。

到 尼山寨还可以体验“玫瑰梦”，山寨笼罩在晨雾中，一片仙

境的样子。如果你看中了寨中的某位“仙女”，可以找人帮你策划一

次“抢亲活动”——这并非无法无天， 尼人（哈尼族支系）有“抢

亲”的古风，如今只是游戏罢了。这样的参与无疑是一次颇具特色、

很有情趣的民俗体验。

园内还建有西双版纳傣族宫殿的仿真建筑，以宏大的场面、多

彩的服饰、精湛的西双版纳民族歌舞来展示召片领登基仪式的隆重

场面。

另外还可以在丢包寻侣活动点，观看傣族青年精彩的丢包表

演。还可以加入小伙儿、姑娘们的队列，去玩一次丢花包寻“意中

人”的浪漫游戏。不想找“情侣”，也可以在莱阳河中随水漂流，体

验一把与大自然搏击的快慰。旅游区还建有一座孔雀园，饲养着400

多只绿孔雀，让人观赏孔雀开屏，与孔雀共舞、与孔雀合影。

原始森林公园让厌倦了紧张而嘈杂的城市生活的身心，充分享

受到了清新和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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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奇花异木荟萃的植物园

“不到葫芦岛，等于没有到西双版纳。”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

话，就观赏热带植物而言，此话完全正确，至于民风民俗，还要走出

岛外看。

葫芦岛虽不是仙境，其迷人之处却不亚于仙境，我以为把它称

为“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大观园”，或是“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缩影园”

更能传神。如果认真在此岛走个遍，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精华也就大体

了然于胸了。

葫芦岛在哪里？它位于勐腊县罗梭江与勐仑镇交汇处，因岛似

葫芦而得名。葫芦岛之所以名气大，是因为1959年热带植物园迁入岛

上。植物园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当地人则

称“勐仑植物园”。勐仑植物园是我国著名植物学家，热带植物研究

的开拓者蔡希陶教授带领一批年轻的植物科学工作者创建的。

植物园占地面积13500亩，保

留有大片原始森林，有引自国内外

近万种热带植物，其中国家重点保

护植物占了100多种。这些奇花异

木，分布在棕榈园、榕树园、龙血

树园、苏铁园、民族文化植物区、

稀有濒危植物迁地保护区等35个专

类园区。园内建有科研大楼、植物

标本馆、展览馆、蔡希陶纪念馆、

蔡希陶塑像和民族度假村等人文景观和接待游人的各种服务设施。这

片佳木竞秀、繁花似锦的热土是集科学研究、物种保存、科普教育为

一体的国家级旅游风景名胜区。1999年勐仑植物园被云南省旅游局评

选为全省10个名牌景点之一。…2011年7月，勐仑植物园荣获国家旅游

局授予的5A级景区桂冠。

走进这奇异的葫芦岛，千姿百态的花木竞相争夺眼球，让人眼

勐仑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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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缭乱、应接不暇。植物园内芳香扑鼻，令人心旷神怡。碧潭映日

的水生植物区内，睡莲、王莲争妍比美；棕榈林中有120多种婀娜多

姿的棕榈科植物，占了世界棕榈科植物的8％左右；那大腹便便的槿

棕，仿佛“肚子”里藏了什么宝…。

百余种粗细不等的秀竹，在竹类植物区中争荣竞艳。龙脑香林

内，羯布罗香、版纳青梅、婆罗双等珍贵树种“争稀比贵”；苏铁、

水杉、鸡毛松等植物在裸子植物林区茁壮生长。药用芳香林中，安

息香、紫桂、丁香、檀香等“香树”，争奇“斗香”。珍稀濒危植

物林区，原始森林遮天蔽日，暗淡的光线下：隐藏着残忍的“绞杀植

物”，狠毒的“见血封喉”树，布下路障的“板根大王”四薮木，巨

叶植物海芋，还有重新焕发青春的“老茎开花”，令人心惊的似蟒蛇

飞舞的巨藤。

园中还有会变颜色的花，会随音乐而动的“跳舞草”，能使酸味

变甜味的“神秘果”，按时开花的时钟花等奇花异木，让人惊叹不已。

我们游遍整个西双版纳后，觉得植物园的确堪称版纳这颗“绿

色明珠”的巧妙缩影。当然园中也有极少数景观仅是标本，较为明显

的是“林中巨人”望天树，唯有在勐腊县补蚌望天树景区，才能看

到成片生长的望天树和奇异的“空中走廊”；要观赏典型的“独木成

林”奇观，在整个版纳只有勐海县打洛森林公园，才能见到名副其实

的独木构成的森林。

在名人名树园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名树，还看到树后面的故

事，看到社会名流对植物园的深切关爱。勐仑植物园建园以来，先后

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中科院的领导来园视察，很多知名人士和国

际著名学者纷纷前来访问和开展科技合作与交流，对植物园的发展给

予了高度的关心和支持。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植物园植树纪念，再加

上园中收集的一些珍奇名贵树种，促成了名人名树园的诞生。名人名

树园占地面积55亩，共收集展示343种热带植物。在该园区中有纪念

创始人蔡希陶教授的石雕群像——“树海行”和几十位国家领导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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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知名人士亲手种植的名树。如江泽民同志种下的种子呈心形的相

思树，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会长英国菲利普亲王种植的“热带雨林巨

人”——望天树，日本秋筱宫亲王及夫人种的版纳黑檀等。在这个园

中还收集了多种奇花异树，如蔡希陶教授发现并且手植的能够提取名

贵南药“活血圣药”的柬埔寨龙血树（1981年，蔡希陶教授病逝后，

其骨灰的一部分葬在了他手植的这棵龙血树下），傣族佛教植物制作

贝叶经的——贝叶棕，似孔雀开屏的沙漠贮水之树——旅人蕉，还有

西双版纳最古老的铁树——雌雄异株的千年铁树王等等，这些奇花异

树组成了色彩斑斓的名人名树园。

徜徉在神奇、美丽的葫芦岛上，不断面对新奇的刺激，让人忘

记时光的流逝，只恨不能拉住西沉的太阳！

3.  学过“魔术”的榕树

在自然界中一般是一种树有一种形态，可是有种树却变出了多

种姿态，这种树叫榕树，民间叫“大青树”。在西双版纳这个“植物

王国”里，生长着许多高大的榕树，它属桑科乔木。榕树是个“大

家族”，有高榕、薄叶榕、歪叶榕、小果榕、平叶榕、聚里榕、气达

榕、枕果榕、金毛榕、黄葛榕等几十种。这些榕树不择土壤，不怕干

旱湿热，既可在雨林中、沟谷内茁壮成长，也能在寨边、道旁、山梁

上长得枝繁叶茂。

在众多的榕树中，有20多种特别善于充分吸收土壤中的养料。

它们能够生长更多的根，这根叫气生根。

气生根排成的“瀑布”

初长的气生根细如麻线，飘飘悠悠，宛若拂尘。树势旺盛、枝

干粗壮的榕树，气生根顺着横伸的树枝往下长，一根挨着一根，排成

一排，吊在树上，越长越长，有的已扎入泥土，有的还飘在空中，就

像一道帘幕吊在树上，塑造出一种被人们称为“树帘”或“树瀑”的

风景。在勐腊县勐仑景区的石灰山雨林中，有株百年古榕就塑造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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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有名的“树瀑”。那棵榕树的枝干上长出的气生根多达200余条，

这些气生根，有粗若碗口的，有细如麻线的，有着地后盘住石块固定

不动的，有随风飘动的……那些粗细不等的气生根互相交织，曲曲卷

卷，那形状犹如一道飞瀑从高处跌落下来。由于酷似水帘，有人称它

为“树瀑”。也有人说，像道绳子编成的帘子，把它叫做“树帘”。

这“树瀑”、“树帘”成了石灰山雨林中的一道奇观。

独树能成林

变“树帘”和“树瀑”只是榕树的第一步变形，还有下一幕，

这些气生根不满足于在风中飘荡，它们纷纷扎入泥土，形成一种既像

树干、又像树根的支柱根。众多的支柱根与主干的枝叶连在一起，独

树成林的奇观便形成了。

独树成林在景洪、勐海、勐腊都广有分布，但在版纳独树成林

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的，唯有勐海县打洛森林公园内的那株。这株高

榕，树高约为28米，树龄已达200多年。在主干距地面10米的地方，

分出两条粗枝伸向左右两侧，形成一个“丫”字形。枝干上并排长出

30多条气生根，或垂直落地扎入泥土，或缠住主干生长，形成了粗

细不等的支柱根，支撑着主树伸向两侧的主枝。这些支柱根的形状和

颜色都与母树一样。这株高大成林的独树，被载入了《云南古树名

录》，几乎成了人们游西双版纳非看不可的一景。

我到勐海慕名来到中缅边境就是为一睹独树成林的风采。离景

点老远一眼望去，只见这片“树林”背靠山丘，面对平坝，有翠竹

掩映，有竹楼作衬，十分有气势，“树林”就像一排列队的战士站立

着，待走到近前才看清了它的主干与气生根，似各自独立又连为一体。

除了打洛这株独树成林外，勐腊县城和州内普文、景讷、基诺

山、嘎洒、勐往和勐满等乡镇都有大小不等的独树成林的高榕。

榕树的另类变身

其实榕树不管是独树变成林还是变“树瀑”或“树帘”都不稀

罕，因为这只是它的常规戏法，它还有另类变法，勐养镇的象形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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