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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哀牢山。

过了蚕豆田。过了中树尾。过了干

海子。过了黄草岭。过了花箐。

山路弯弯，盘桓的山路就像一条拉

锁，把崇山峻岭一点点打开。

翻过爱尼山，翻过苏家山，翻过独田

山，翻过鹅头山，翻过老虎山……我在其

中艰难穿行，为的是去看绿孔雀，东方的

绿孔雀，世界稀有的绿孔雀。

一提“孔雀”，人们便容易以为是动

物园中常见的蓝孔雀的样貌，殊不知蓝

孔雀是引为观赏的外来物种。绿孔雀是

中国的本土原生孔雀，多为野生，很难饲

养，多栖息在这苍莽深邃的哀牢山中。

从古至今，绿孔雀都是美丽、吉祥、

幸福的象征，它那高雅的体态、美丽的羽

衣、优美的舞姿，格外惹人喜爱。

已经是哀牢山的深处，我们的车子

从楚雄市出发，已经在大山中盘绕了大

半天。无数道岭，无数座山，似乎永远也

翻不完。哀牢山，实在是太大，太深。然

而绿孔雀，就是喜欢待在这少有人打搅

的地方。

在野外亲眼看见绿孔雀十分不易。

绿孔雀体型比常见的蓝孔雀大许多，体

羽为翠绿色。雄孔雀有簇状羽冠，脖子

上的鳞片，金子般闪烁，所以当地也叫它

“金孔雀”。

二

车子在又一座大山间盘旋，下面深

谷里有一条水流，当地叫绿汁江。绿色

的汁液汇成了一泓水，这水该是多么绿，

多么清。

绿孔雀着实会选地方，它们也是走

南闯北，挑来挑去，最后选定在这一带落

脚，繁衍生息。现在的楚雄彝族自治州

双柏县，对绿孔雀也是格外在意。

孔雀体型大，加之它漂亮而醒目的

羽毛，很容易成为猎捕对象。而且绿孔

雀喜欢栖息在耕地附近，结伴去地里觅

食，它们偏爱农家种的豌豆和稻谷。早

年间，农家播种前会用农药浸泡种子，绿

孔雀误食后就会遭殃。

农家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将牛羊散

放在山林里，让它们随意觅食。而山林

中会生活着一些绿孔雀。农人为了赶回

牛羊，会大声吆喝，四处搜寻，这就会对

绿孔雀造成惊扰。后来，农家对山林有

了承包，绿孔雀的生存环境更加萎缩。

20 世纪 60 年代前，绿孔雀在云南数

量较多。到了 1995 年，云南全省的绿孔

雀只有千只左右。再到 2014 年，绿孔雀

分布区域已经很少。据推算，当时全国

的绿孔雀数量，不超过五百只。多么令

人担忧，从远古飞来的中国特有的绿孔

雀，就要在我们眼前永远消失了吗？问

谁，都不会答应。

各种声音紧急呼吁：不尽快采取保

护措施，十年内，云南野生绿孔雀很可能

灭绝！早在 1988 年，绿孔雀就被列为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2013 年，又被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2017 年，云

南省又将绿孔雀列为极危物种。

双 柏 县 是 绿 孔 雀 的 聚 集 地 。 当 地

为保护绿孔雀，建立了绿孔雀自然保护

区，并不断扩大保护区面积和范围，加

强对绿孔雀的巡护监测，严厉打击危害

绿 孔 雀 的 违 法 行 为 。 根 据 绿 孔 雀 的 生

活习性，在保护区内还建设有水源点、

投食地，解决干枯季节绿孔雀的饮水、

觅食问题。

双柏县境内的绿孔雀种群终于得到

有效保护，数量明显增长，是云南省乃至

全国野生绿孔雀种群密度最大、分布数

量最集中的区域。据了解，目前云南全

省的野生绿孔雀有五百五十多只，而双

柏县境内，就有两百多只。

三

车子还在向哀牢山腹地前行。终于

从低谷盘上了又一座山峰，到达一个名为

孔雀岭的地方。站在山巅看对面的山，能

看到很远，视野里都是层层叠叠的山峦。

陪同的双柏县工作人员张正丽说，

她曾经在这里看到过绿孔雀。她说，自

己常年在城里工作，偶尔回来一次，睡不

着了，开门出来看到了绿孔雀，当时就好

像是做了一个梦。好半天了，还在想着

那几丛活动的绿色，那份惊喜和惊艳让

她兴奋地逢人便讲。

我就此越发知道，双柏县的人们对

绿孔雀是多么上心。

我 们 来 到 坐 落 于 山 巅 的 小 村 。 村

子不大，建得整齐干净。问了才知道，

是后来的迁居房，集中起来居住，改善

了居住条件，也给绿孔雀留下了更多的

活动空间。

我说孔雀岭这名字好，村委会主任

说这里原来叫大岭岗，由于这一带有了

绿孔雀，又在一个制高点上，就改成了孔

雀岭。

顺着村中的小路往前走，一个小女

孩骑着童车过来。

问她可知道绿孔雀？她说当然知道

啦，我还听到过绿孔雀叫呢。啊，那一定

是醒来得很早，因为绿孔雀每天都会早

早起来，在林子里玩耍。那绿孔雀怎么

叫呀？女孩说，就像是小妹妹在叫喊。

女孩说，妈妈说绿孔雀是他们的好

朋友，大家在一个山上住着，所以绿孔雀

来的时候，就会向朋友们发出问候。女

孩还说，老师说了，绿孔雀是镇子最稀有

的鸟儿，我们大家都要好好保护。学校

的宣传栏里有绿孔雀的照片，同学们都

知道绿孔雀是我们镇子的光荣。

告别了孔雀岭，我们继续赶路。我

们要赶到绿孔雀栖息的中心地带。

四

终于赶到了龙树村。龙树村紧挨着

恐龙河自然保护区。

恐 龙 河 自 然 保 护 区 是 2003 年 建 立

的，主要保护对象是绿孔雀，还包括黑颈

长尾雉、滇南苏铁等濒危野生动植物。

2020 年保护区再次扩展，面积由一万多

公顷扩展到一万七千多公顷。同时成立

了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加大了绿孔雀保

护的投入力度，不仅有专业人员，还聘请

了一百多名群众为绿孔雀监测员和生态

护林员。

我在街头随便问一个当地人，知不

知道绿孔雀？

怎么能不知道呢？到处都是绿孔雀

的宣传，节日里还有关于绿孔雀的表演。

村党总支书记叫王庆英，她裹着一

身迷彩服，穿着绿胶鞋。王庆英说，随时

都要到山里去，穿这身方便。龙树村村

委 会 管 辖 着 多 个 散 落 在 山 里 的 小 自 然

村，因为是绿孔雀栖息地，工作上也会格

外在意。譬如加强宣传，使人们有爱鸟

护鸟的自觉意识，还有就是培训和引导

保护区周边的群众发展绿色农业，减少

农药施用量，消除绿孔雀误食中毒的事

件。王庆英说，现在好多了，对绿孔雀的

保护意识已经深入人心。

院子里来了几位身穿迷彩服的人，

两位村干部下乡回来了，还有三位是监

测员和护林员。

先问六十岁的朱学才，在护林时可

曾见到过绿孔雀？朱学才很健谈，一听

绿孔雀眼睛就亮了。他连声说见过、见

过，接着说了一连串的地名。

问起绿孔雀的模样，朱学才找了一

根树枝在地上画，三两下就画出了一个

绿孔雀的形态。绿孔雀到底有多大？差

不多有十斤重，雄孔雀可以长到三米长，

光是尾羽就有一米五。

五十多岁的李云才，是附近的麦地

村人。说到绿孔雀，他说在龙树山等山

上见到过。

我们开始行动，跟随李云才进入恐

龙河自然保护区，去看绿孔雀。

山间的小路很窄，李云才骑着摩托

车在小路上盘绕，我们的车子跟着他，无

数转弯，无数攀升与下降。

终于停下。下面是很陡的陡坡。而

后弃车而行，漫漫长路，陡陡山谷，不知

要走多远。

走起来才知道，那根本就不是走，而

是与走较劲，让整个身体后仰，脚尖抓

地，以尽量减轻惯性的俯冲。山林里密

不透风，浑身汗水蒸腾，我们一个个狼狈

不堪，而护林员还在前面疾走。

渐渐地，坡度变缓，再往前走，出现

了较为平展的山地，树木也稀疏起来。

李云才说，绿孔雀喜欢在林中空旷的开

阔地或河岸边活动，它们不喜欢过于浓

密的雨林。

看到李云才小心翼翼的样子，我们

感觉一场好戏即将上演。他不断地摆着

手，意思是步子再小一些，再小一些，不

要弄出大的声音。

能听到风吹过灌木的声音，听到喜

鹊的歌唱，不知名的鸟儿在身边划过，神

秘的哀牢山依然神秘。

好像越来越接近目标了。李云才已

经 把 腰 弯 下 来 了 。 转 过 最 后 一 片 小 树

丛，荒草遮没的视线里，终于出现了一片

开阔地。开阔地上一个水塘，水塘里清

水涟涟，一些稀疏的长草，轻轻摇动。水

塘边有一片沙池，是人工搭建的，以便绿

孔雀洗沙浴。大家蹲在原地四处望着，

并没有绿孔雀的身影。

李云才又往前走了，他的脚步依然

小 心 翼 翼 。 难 道 绿 孔 雀 在 这 里 喝 饱 了

水，又痛快地洗了沙浴，到前面的林子里

散步去了？大家继续跟着走，走到一棵

树下，李云才站住了，原来这里挂着一个

红外线监测仪。

李云才打开手机，按了几下，屏幕上

立刻出现了绿孔雀的身影，一只，两只，

三只，一共四只。是一只雄孔雀领着三

只雌孔雀光顾了这里。它们有的在水塘

边喝水，有的在啄食，有的在洗沙浴。

是什么时候拍下的？时间显示在半

个小时之前。

五

李云才的神情不免有些遗憾。

李云才告诉我们，绿孔雀多成群活

动，由一只雄孔雀和数只雌孔雀组成小

团 体 ，有 时 也 会 见 到 单 只 或 成 对 的 活

动。绿孔雀善于行走，步履轻盈。如果

遇到危险便大步疾驰，速度较快。

李云才说，绿孔雀早晨和下午活动

较多，中午多上树或在林中阴凉处休息，

晚上就栖息于树上。它们十分机警，活

动时会时不时抬头观望周围动静，如果

发现有人，会马上逃跑，如果想追过去看

看，它们便鼓起羽翅奋力向远处飞。

说到巡护，李云才说，现在保护区一

般是进不来的，都有关口，但也要防止有

人偷猎偷捕，还要防止引发火灾。发现

了外人，首先要跟他们要打火机，杜绝了

火源再问他们进来的目的。另外，巡护

员的重要职责就是不断地到处行走，及

时发现情况，及时补救。

在恐龙河自然保护区内，我还认识

了一位女巡护员，叫王晓燕。她从小就

在山林中放牛放羊，熟悉这里的一切，也

知 道 越 来 越 多 的 绿 孔 雀 到 这 里 栖 息 繁

衍。2018 年，自然保护区招聘监测员，王

晓燕主动报名，成了一名巡护监测员。

一开始，家人和村里人都觉得她只

是一时冲动，坚持不了多久。山林中那

么多野物，那么多不确定因素，多危险

呀！可王晓燕铁了心，就要参与到守护

绿孔雀、守护美丽生态的队伍中。她不

是没有遇到过危险，她遇到过蛇，遇到过

野猪。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小心点就

是。一个女子在山林里穿来穿去，比起

那些男巡护员，更加不容易。而这不容

易，不也坚持下来了吗？并且已经坚持

了五个年头。

巡山、记录、监测、护林、宣传、调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王晓燕体验到了大

山中的孤独和艰辛，也体验到了看到绿

孔雀的欣慰与快乐。

除了日常巡护，王晓燕还有一项工

作，那就是要对老石羊片区十多台红外

线监测仪进行管理和运维，再加上整个

保护区一百余台红外线监测仪每月一次

的信息收集整理。

王晓燕说，一切为了这美丽的精灵，

只 要 能 多 一 只 ，就 是 十 分 让 人 高 兴 的

事。你想啊，在我们的保护下，绿孔雀在

这片土地上长久地定居下来，数量渐渐

增多，不就说明这里的老百姓和绿孔雀

融为一家了吗？

在一次巡护时，王晓燕捡到了两根

孔雀翎，她知道绿孔雀又一次换装，也就

又平安地长大了一岁。她小心翼翼地捡

起来。这么多年，已经跟绿孔雀有了感

情，有时候外出几天就想回去，她是想绿

孔雀了。

2022 年 1 月，双柏县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其中一个主

题就是自然保护区和绿孔雀的情况。作

为县人大代表，王晓燕对绿孔雀如数家

珍，很多信息全都在她心里装着。

六

早晨的林子沾了太多的露水。

每只绿孔雀都像是一首诗，一首如

纯粹的翡翠样的诗。你看，它轻轻地提

着 自 己 的 裙 裾 ，小 心 地 走 过 松 软 的 土

地。它们打闹，你来我往地追逐，羽翎

发亮。

绿孔雀有很多玩伴，它们和红原鸡、

猕猴、赤麂、白鹇、豹猫、箐鸡和野猪都能

和平相处。绿孔雀和大多数禽类一样，

喜欢吃蘑菇、草籽和幼树的枝叶、芽苞，

也吃蟋蟀、蛾子、白蚁、蚯蚓和蜥蜴。

绿孔雀是跳高健将，一只绿孔雀突

然起跳，它捉住了一只草蜢。从地上腾

起的一瞬，身上的青苔和草丝纷纷下落。

双柏的大山中，绿孔雀正式进入了

繁殖期。雄孔雀整装上阵，一席长长的

尾羽十分耀目，如果扬起来，就是世上绝

美的扇屏。它的翎尾光艳无比，翠绿带

着金黄与绚红，一排眼状斑纹同时闪动。

4 月，雌孔雀进入孵化期。一个月以

后，刚出生的小孔雀开始摇摇晃晃地跟

着 妈 妈 认 识 世 界 。 黄 喉 貂 是 孔 雀 的 天

敌，还有老鹰，同样很危险。刚刚生下的

小孔雀，更加脆弱，更容易遭到伤害。尽

管孔雀妈妈精心陪伴，但还是会发生各

种情况，孔雀妈妈身边最后能剩下一两

只小孔雀已属不易。也就是说，绿孔雀

的成活率非常低，因此弥足珍贵。

哀牢山人一直都想打造这样一个乐

园，让绿孔雀永远在这里繁衍生息，快乐

成长。

近年，楚雄州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

物研究所、西南林业大学、云南大学及云

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等单位合作，建

立了一系列绿孔雀科研基地、野外观测

站和教育实习基地。

彩云之南，楚雄双柏，正吸引越来越

多的绿孔雀来做客，让哀牢山成为它们

的永久栖息地。

飘渺的云在一丛丛的林木间缠绕，

在傍晚火红的天空缭绕。总觉得有一种

气息，在高远的天空流淌。哀牢山，云雾

缭绕的地方，绿孔雀出没的地方。

图①为恐龙河自然保护区的绿孔雀。

图②为双柏县乡镇风光。

以上图片均为颜谦摄

制图：张丹峰

绿孔雀的天空
王剑冰

郓城，鲁西南一座穿越千年时

光的小城，对我来说，是根脉所在、

牵系一生的地方。人到中年，我越

发强烈地感受到与家乡难以割舍的

情缘。

我出生的村庄距离县城十多公

里。小时候，进城是我和伙伴们最

盼望的事，无论谁跟随大人到城里

走 上 一 遭 ，回 来 都 会 炫 耀 好 长 时

间 。 年 岁 既 长 ，眼 界 宽 了 ，能 耐 大

了，大伙儿都学会了骑自行车，因此

常常一起结伴进城。每次除了街头

游逛，留恋乡间没有的风景，还会抓

住难得的解馋机会。色泽金黄、外

焦里嫩的壮馍，散发着特殊焦糊香

味的糊粥，咸香可口、味道醇厚的驴

肉……都是郓城的特色美食，让人

味蕾激荡，齿颊留香。

当时的郓城，除了影剧院、百货

楼 之 外 ，最 具 特 色 的 建 筑 当 数“ 唐

塔”，那是小城的制高点。可惜当时

唐塔矗立在一片浑浊的浅水里，塔

顶坍塌，塔身残破，唯有云燕环绕飞

鸣。城东郊的宋金河是每次进城、

出城的必经之地，也是我们欢乐嬉

戏的好场所。夏天，河水清澈，水草

丰茂，大伙儿总要撂下车子下水畅

游一番，二三百米宽的河面，用不了

几个猛子就能到达对岸；冬天，寒风

凛冽，河流封冻，水面成了天然滑冰

场，欢声笑语溢满了河滩。

随着年龄增长，学到的知识渐

多，特别是读了《水浒传》，我才恍然

大悟，脚下的土地原来竟有这么多

的故事。小城自春秋时期鲁成公四

年就已筑城得名，有着两千六百多

年的历史，而作为水浒故事的重要

发 生 地 ，郓 城 素 有“ 水 浒 一 百 单 八

将，七十二名在郓城”之说。

真正融入小城，是在我从乡中

学考上郓城一中之后。学校新建的

教学楼又新又气派，尽管只有五层，

与周边低矮的平房相比，仍显得高

大雄伟、窗明几净。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的设施依旧简陋，学校只有伙

房没有餐厅，每到开饭时间学生们

蹲在地上露天吃饭的场景，至今仍

深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周末或课

余时间，我常和三两同学在街头巷

尾漫步，北门街、魁星巷、李氏祠堂、

刁家祠堂、夏公馆……从青砖灰瓦、

飞檐翘角和斑驳的光影里探寻岁月

的足迹，也激发着少年满满的好奇

心与强烈的求知欲望。

那 是 我 们 青 春 岁 月 里 的 快 乐

时 光 ，改 革 开 放 已 然 春 风 浩 荡 ，搭

上 时 代 快 车 的 小 城 与 我 们 一 起 成

长，让人时时感受到它日新月异的

变化。高中几年的生活，让我更深

入 地 了 解 这 座 城 ，也 爱 上 了 这 座

城。随后升学工作，尽管走出了郓

城 ，但 我 对 家 乡 并 没 有 日 渐 疏 离 ，

反而更感亲近。

有几年，退了休的父亲不愿赋

闲在家，就在我的母校郓城一中当

起了校工，从事后勤、保洁等杂务。

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专程看望他，

同时也直接见证了母校和这座城市

的发展变化。学校新建的办公楼、

实验楼、艺术楼、宿舍楼、图书馆等

陆续拔地而起，近年还新建了更加

优美的南校区。学生餐厅更是宽敞

明亮、整洁卫生，看着学子们不再遭

受露天就餐之苦，羡慕之余，我更多

的是欣慰。

出校门东行仅一公里路程就可

到达的唐塔，也启动了修葺工程，这

可是全县人关注的大事。社会各界

慷慨解囊，在外地的郓城人也纷纷

响应。很快，重修后的八棱四门楼

阁式古塔焕然一新，巍然屹立，周边

也建起了广场公园，成了市民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

郓城尚武之风代代相传，这里

拳种繁多，源远流长，大洪拳、小洪

拳、黑虎拳、梅花拳、少林拳、佛汉拳

等 十 余 个 拳 种 ，祖 祖 辈 辈 ，习 练 不

衰，这里更是孙膑拳、水浒拳的发源

地。“因武而生”的武术之乡也“因武

而兴”。各地爱好武术的人们纷纷

慕名前来，在推动武术交流、传播的

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理念和信息，为

小城增添了更多的激情与活力。

新时代迎来新机遇，激发了郓

城人敢干敢闯的进取精神，逐步走

出了一条创业富民、创新强县的道

路。原本在人们的心目中，郓城只

是一座平原小城，有的是豪放粗犷，

如今却尽显江南水乡的温润柔美。

当年我和小伙伴畅游的宋金河，连

同城内城外北沙河、东溪湿地等水

系，经过多年治理、建设，打造成了

“ 三 河 联 袂 穿 城 过 ，一 碧 万 顷 天 上

来”的壮美景观。这里是鸟栖鱼游

的生态长廊，也是美丽迷人的风景

带。美丽河湖，点亮了郓城人的幸

福生活。

今年“五一”假期，我再次回到

家乡。一进城，眼前的美景让人目

不 暇 接 ，我 决 定 弃 车 步 行 ，也 来 个

“沉浸式体验”。从已成为郓城新地

标和城市会客厅的南湖湿地公园出

发，沿湖岸、河畔一路向东，沿途处

处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不愧“国

家园林县城”的称号，让我沉醉在这

古城水乡的无限春光里。

作为郓城老乡，我被拉进当地

的“ 郓 城 摄 影 交 流 群 ”和“ 郓 城 文

学”两个微信群里。群内气氛格外

活跃，志趣相投的群友们每天交流

着信息，传递着温情。欣赏着记录

家 乡 巨 变 的 照 片 、视 频 和 文 字 ，我

得 以 时 时 见 证 这 座 千 年 古 城 焕 发

着的绚丽光彩，仿佛我从来没有远

离这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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