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高路险到孟达天池

孟达天池自然保护区1980年建立，
2000年4月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誉为 “青藏高原上的西双版纳” 及香
格里拉， 它是青海省避暑、 疗养和旅
游胜地。 其景区面积9544公顷 ， 主要
保护对象森林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林 。
孟达天池面积约300亩， 池水清澈碧澄
与蓝天一色 ， 群峰倒影 ， 随波微动 。
湖中水鸟飞翔， 鱼儿舒然游动。 据说
还有不少如狼这样的稀有动物。

在导游的推荐下， 我们踏上了前
往孟达天池的路途。 该地区位于青海
省东部循化撤拉族自治县东部， 地处
巴颜喀拉山支脉西倾山的当蕊———五
台山区。

从西宁市出发不久 ， 即踏上了崎
岖不平的山路。 一路上我们都惊讶于
司机驾驶技术的高度娴熟。 只见窄窄
的山路也就能同时过来往的两辆小车。
但见山路两侧都是各种造型的丹霞地

貌山脉。 或是一点绿色也没有， 或是
陡峭的悬崖峭壁。 同路的人有的额头
上出了冷汗。

巧遇撒拉族小伙子

汽车在山路奔驰。 经过了几个暴
土扬长的小县城， 四个小时后到达了
循化县的孟达天池 。 正是中午时分 ，
这里按照国内的旅游景点的情况应当
是人流如织 、 熙熙攘攘 、 车水马龙 。
然而， 除了我们一行人几乎未看到任
何游客。 景区大门的正前方正是此处
最大的清真旅游餐馆。 只见餐馆里没
有一个游客， 几位撒拉族的小伙计正
在楞在那儿出神。 看到我们一行人涌
了进来， 不禁喜上眉梢。 不一会儿菜
就端了上来， 都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的日常炒菜， 所做的都索然无味。 我
们以快马加鞭的速度三下五除二地吞
下了简陋的午餐， 从中午一点钟开始
拉开了对孟达天池的旅游。

我们坐上了景区提供的电瓶车，用

了不到15分钟就到达了爬山的入口处。
由于此时正是中午，大家都很累，想想
如果爬一个小时上去，还不如改骑小骡
子上山呢。 赶骡子的人都是撒拉族的
人，年龄大小不一。 最大的五十岁左右，
最小的才八九岁。 给我赶骡子的是一个
年近20岁的撒拉族小伙子。 他见到我属
于不胖不瘦， 属于比较好拉的游客，所
以自始至终都很友善。 说实在的，供骡
子走的山路人实在不太好走，但常年的
奔波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泥泞的山路。
我不习惯地在骡子背上晃来晃去，这头
骡子也是太熟悉这条山路了， 无须人
赶，就自觉地望山上爬去。 我问这个姓
马的撒拉族小伙子为何不上学， 他说，
自己在县城上完高中就没有再考大学，
他想参加明年的高考。 不过，他说自己
已经结婚一年了，孩子刚刚9个月。 听到
这儿，我不禁吃惊地张大了嘴。 他看出
了我的疑惑，自豪地说，他周围的男孩
女孩结婚都早， 这是他们当地的习俗。
他的父亲才42岁。 他对每天赶骡子上山

的营生已经腻烦了，虽说每次运一个游
客可得25元，交了管理费，还能赚20元，
收入还可以。 他自己的小家就有9间房，
应当是吃喝不愁。 但是没有文化，眼界
狭窄，他也实在不甘心。 我在路上一再
鼓励他，他也很高兴，不过，看得出，他
对电脑、网络似乎不懂，更别说用电子
邮箱了。

宛若世外桃源的孟达天池

终于用了40分钟就来到了天池的
山顶。 只见宛如翡翠的天池在阳光下
静静地躺在那里 ， 悄无声息， 真是静
谧得不能再静了。 加上游客稀少， 这
里宛如世外桃园。 在青山绿影中， 我
们轻轻地撩起水花， 发现它清澈得不
能再青了。 问了问当地人才知道， 孟
达天池面积近20公顷， 平均水深10米，
蓄水二三百万立方米。 由于此地没有
任何工业 ， 也没有任何的人为破坏 ，
所以孟达天池的青山绿水还处在极度
的原生态中。

□赵 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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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达天池：
青藏高原的一个世外桃源

■人在旅途

建盏是建窑黑釉瓷的统称。产于福
建南平，创烧于晚唐，兴于两宋，为宋代
皇室御用茶具， 中国宋代八大名瓷之
一。建盏有着“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
美誉。在匠人日复一日的守望中，由一
定的温度和气氛中自然“窑变”的结晶，
是“天工”和“人巧”的完美邂逅。瓷器有
史以来，唯有在宋代，一大名窑，只烧一
器。在建窑的匠人手中，瓷器能够变换

出无限的炫彩。 或黝黑似漆或黑中泛
青，或如毛如霜或辉光曜变，演绎出中
国陶瓷史上华美的乐章。

此次展览精选了现代多位知名建盏
制作传承人和民间工艺师的优秀建盏
作品50余件。透过众多展品，让社会大
众感受两宋时期风靡于世的饮茶文化，
体会建盏变幻莫测自然天成的视觉魅
力和现代建盏艺术家们勤勉专研、精益
求精的匠人精神。以此激发人们对千年
技艺的热爱之情，让更多人了解建盏的
前世之梦，走进建盏的今生辉煌。

据介绍， 建盏虽因茶而兴 ， 但却
让茶更加的璀璨。 在宋代， 不仅有当
朝皇帝宋徽宗以帝王之尊撰写 《大观
茶论》 推广建盏， 还有蔡襄等众多的
文人墨客对建盏情有独钟。 建盏作为
中国陶瓷史上的一笔浓墨， 其独有的
艺术韵味， 在美国、 日本等国家也都

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据日本 《君台观
左右帐记》 中记载： 曜变斑建盏， 乃
无上神品， 值万匹绢 。 充分说明了建
盏文化在国际舞台中的影响力。

宋代时期，随着品饮方式由“煎茶”
到“点茶”的转变，斗茶习俗早已在福建
闽北地区兴起。建盏的兴衰可谓是“成
也点茶，败也点茶”。建盏火过了宋代，
又火过了元代，却在明代明太祖朱元璋
时期慢慢陨落。 朱元璋为减轻民众的
经济负担， 废除团茶， 改用散茶， 最

后演变为沸水冲泡的方法， 沿袭至今。
自明代销声匿迹之后， 建盏的烧制也
成了不解之谜。 数百年间， 窑神之作
尘封历史。 如今， 几代人求索终寻回
这一千年技艺。 千百年后， 匠心独具，
古与今完美融合，在土与火的交融中迎
来了新的生命。

此次展览意义非凡，不仅是对中国
优秀历史文化和传统技艺的一次弘扬
和推介 ，更是千年 “石经文化 ”和千年
“建盏文化”相互交流交融的良好契机。
同时利用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
以“请进来”的精品内展和“走出去”的
文化外展为契机，大力提升云居寺的文
化品位和文化影响力，使优秀文化资源
得以充分利用并发扬光大，让社会大众
进一步感受到云居寺独有的历史底蕴
和文化内涵。

本报记者 博雅 文/图

■边走边看

新年，和云居寺赴一场“建盏”之约

一提起青海的景点， 大家都会脱口而出青海
湖、 塔尔寺等， 孟达天池似乎名不见经传。 这也不
能怪大家， 因为此景区开发时间短， 又缺少相应的
宣传， 即使到过青海的游客也很少知道。

新年伊始，云居寺迎来了新春首展———《见盏———寻味千年造盏工艺》，展览
持续到3月5日结束。在冬日的北京，带你寻味一个别样的感动。

撒拉族已婚的小伙子 孟孟达达天天池池散散养养的的山山羊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