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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湖北的恩施大峡谷来，恐怕知
道的人很多； 但若是提起云龙河地缝
来，估计知道的人就不会太多了。在雄
奇壮丽的恩施大峡谷内，深藏着一道绝
美景观———云龙河地缝。 这条地缝中，
蕴藏着诸多独特的奇异景观：世所罕见
的U形地缝、形态各异的瀑布群、多姿
多彩的喀斯特象形石……

恩施大峡谷被誉为全球最美丽的
大峡谷之一， 十里深壑幽长、 百座独
峰矗立、 千丈飞瀑流芳、 万米绝壁画
廊， 天坑、 地缝、 绝壁、 峰丛、 溶洞、
暗河众多， 秀美、 雄奇、 险峻的世界
地质奇观令人震撼。

云龙河地缝纵贯恩施大峡谷前山
绝壁脚下，全长约20公里，平均深度为
100米。地缝上窄下宽，呈“八”字状，上
宽平均约为16.8米， 下宽平均约30米，
地缝入口最宽达100余米。 地缝内怪石
遍布，五彩斑斓，古木苍翠，碧流潺潺，
尤其是地缝两岸的数条飞瀑流泉，令人
震撼而心旷神怡。

当大巴车行至云龙河大桥上时，我

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树木丛生的大
地突然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犹如巨
人劈了一刀！ 这条裂缝长不见头尾，深
不见底，两侧绝壁兀立，草木繁盛，狭窄
处两侧树冠几乎碰在了一起，耳边还依
稀有轰隆的水声传来！站在横跨地缝的
云龙桥上向下看， 只见地缝幽深， 树
木蓊郁， 看上去仿佛深不见底。

随着人流， 我们开始走入地缝。说
是走入 ， 其实就是在峡谷的腰部穿

行———景区在峡谷的腰部位置，开出了
一条人工栈道。人行栈道上，往下，可以
俯瞰地缝的暗河 ，狭窄 、幽深 ，怪石横
生，水流湍急，怕有数十米深，看一眼便
令人心惊胆战！仰观，则可以看到峡谷
上方的天空被峡谷劈成了一条明亮的
细缝，蓝天白云就在这条窄窄的细缝间
慢慢地游走。细缝的下面，依然是地缝
的地貌：刀砍斧削般的深槽，突兀光滑
的崖壁，仿佛大地在这里现出了悸人的
伤痕！远处，几座横跨地缝的风雨桥将
地缝的两端连接在一起，像是在缝合着
地缝的伤口。两侧崖壁上，时不时就出
现一条垂下的瀑布，水花飞溅，訇然作
响，令人既惊叹又生畏！其中最大的一
条瀑布是五彩黄龙瀑。瀑布高60余米，由于
瀑布中富含黄铁矿，天长日久冲刷，岩壁
以及卵石都被冲刷成五彩的颜色了。

一路战战兢兢地行走，一路不断地
感叹和惊呼！国内的奇绝山水倒也没少
游览， 但是像云龙河地缝这般奇险之
地，却是平生仅见！壁陡虹帘瀑水飞，青
山绿水自追随，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辛
跋涉，全身汗水淋漓的我终于登上了80
多米的高台，完成了云龙河地缝的探秘
之行。站在高台上转身回望，一条深色
巨龙匍匐、蜿蜒于裂谷之中，可谓几番
惊险，几番神秘，几番壮观！被地质学家
们誉为“地球上最美丽的伤痕”的云龙
河地缝，就这样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
了：神龙飞天渊犹在，隐秘仙境现人间。
地缝飞瀑惊人胆，雄奇险秀自成仙！

昌平十三陵当中的明昭陵， 里边
埋葬的哪位皇帝？

如果突然问这个问题， 估计绝大
部分人都答不上来。 即使是比较熟悉
明史的学者， 也未必能熟悉其中的状
况。 其实， 这并不奇怪。 因为明昭陵
的主人是明穆宗朱载坖， 这个皇帝的
存在感实在不算高。 朱载坖在位只有6
年， 也没有留下多少趣闻轶事。 他的
父亲是明朝在位时间第二长的嘉靖 ，
他的儿子则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万
历， 这样一来， 夹在中间的朱载坖就
更加没有存在感了。

但大明王朝却正是依赖这样一位
知名度超低、 存在感不强的皇帝， 才
得以中兴与续命的。 明穆宗堪称明朝
承上启下的枢纽。 他在6年的执政时间
里， 做出了几个重大决策， 深刻地影
响了明朝的国运以及中国历史的进程。

初春时节 ， 我们走进了明昭陵 ，
因为昭陵是明陵中修复得最好的工程。
但我们的兴趣并不在了解明陵的建筑，
而在于了解这位昭陵主人短暂而极富
历史影响力的一生。

朱载坖生于公元1537年， 其生母
为杜康妃， 其母生前很不受宠， 作为
第三子的朱载坖在继位顺序上也不靠
前， 因此， 作为皇子的他被封为裕王，
就是个太子的备胎。 事实上， 直到嘉
靖过世， 这位备胎也没有得到太子的
册封， 只是作为唯一的在世皇子， 不
得不即位为帝。 1566年， 年近30岁的
朱载坖登基了， 可他并没有什么惊人
的表现， 也没有发表什么高调的施政

纲领。 《明史》 称赞朱载坖 “端拱寡
营， 躬行俭约”， 实际上就是说他实在
没有拿得出手的个性亮点， 只是沉默
寡言， 比较节俭， 如斯而已。

可就是这样一位个性平庸、 口才
很差的君主 ， 在短短的6年执政时间
内， 却干了两件经天纬地的大事。 这
不能不让后世史家为之啧啧称奇。

明穆宗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 “隆
庆和议”。 自明朝开国以来， 大明与北
部的蒙古族的敌对矛盾就从未断绝过，
明英宗在讨伐蒙古部落时，还不幸成为
了俘虏。 嘉靖在位时，北部边患又趋于
严重， 嘉靖坚决不同意与蒙古部落和
谈，酿成了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围攻北
京城的“庚戌之祸”，直到嘉靖离世，明
朝始终无法维持北部的安全， 为此消
耗的军费以亿万计， 但这一切在隆庆
手里却以光速得以解决 。 隆庆四年 ，
蒙古鞑靼部落首领俺答的孙子因为家
庭纠纷愤而投奔明朝， 俺答举全鞑靼
之兵到明朝边界要人， 双方形成紧张
对峙。 随后在内阁大学士高拱和张居
正的策划与安排下， 隆庆同意派出使
者与俺答谈判， 事态得以和平解决。次
年，朱载坖亲自下令执行和蒙古的通贡
互市协议，册封俺答为顺义王。 通过开
展互市贸易，招抚蒙古族首领，很快缓
解大明与北方蒙古族的矛盾， 使北方
汉、 蒙人民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 北
部边境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和平安宁
景象， 自此以后百年间， 再也没有爆
发蒙古族大规模入侵的事件。

对于 “隆庆和议 ” 的历史意义 ，
史家纷纷给予高度评价。 即使到了晚
清， 著名学者魏源仍然缅怀这一历史
功绩： 高拱、 张居正、 王崇古， 张驰
驾驭， 因势推移， 不独明塞息五十年
之烽燧 ， 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 。
仁人利溥， 民到今受其赐。

朱载坖办的第二件大事就是 “隆
庆开海”。明代朱元璋就颁布了禁海令，
朱棣予以开禁， 并组织郑和七下西洋，
但宣德时已经停办此事。 到嘉靖时期，
由于东南沿海的倭患，明朝的禁海令更
加严苛。嘉靖所处的15世纪正值欧洲的
大航海时期， 西班牙、 葡萄牙的航船
已经来到了中国周边海域， 东西方通
商的新航路已经贯通， 但明廷仍然固
守禁海的陈规， 造成走私泛滥， 而海
患更加复杂。 隆庆元年二月， 明穆宗
登基不到一个月 ， 就诏告群臣说 ：

“先朝政令有不便者 ， 可奏言予以修
改。” 福建官员即上书曰 “请开市舶，
易私贩为公贩” （私贩指走私商， 公
贩指合法商人）。 明穆宗当即批准了这
一奏请。 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 调整
海外贸易政策， 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
西二洋， 史称 “隆庆开海”。 此时的海
上贸易虽然仍有着诸多管理和限制 ，
开放的月港也只是一处小港口， 但明
廷毕竟认可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合
法性， 并设立了港口允许通商。

朱载坖的开关贸易政策成效非常
明显，史载隆庆初，仅月港一地，“所贸
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然而，
“隆庆开海” 的巨大收益还远远不止于
此，从1567年大明开关肇始，直到1644
年明朝灭亡，大明的海上贸易始终繁盛
不衰，从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银总数大
约为3亿3千万两， 相当于当时全世界
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 由此开
启了中国的白银时代。 可以说， 正是
隆庆的这一举措， 为日后在内忧外患
中苦苦挣扎的明朝提供了延长70年寿
命的资本。所以，有学者甚至指出， “隆
庆开海” 堪称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

仅举这两件事， 已经足以证明没
有个性和才情的朱载坖创造了历史性
功绩。 可惜他不善于摄生与控制欲望，
最终因纵欲而丧生， 享年35岁。 如果
他能够在位时间再长一些， 相信他完
全可以为大明多干出几件辉煌政事 。
由他培养并扶植的张居正， 后来顺理
成章成为万历的帝师与首辅， 万历早
期的大明中兴局面， 其执政班底也是
由朱载坖奠定的。

站在昭陵之上， 正对着十三陵水
库， 夕阳的余晖洒在明陵的古柏之上，
十三陵水库的粼粼波光回荡着倒影 。
历史的尘烟已经消散。 但历史深处的
经验与智慧， 却并未随风而去。 包容
与开放， 应该是朱载坖最值得称道的
两大智慧。 包容才能集思广益， 和衷
共济。 开放才能融通四海， 聚集天下
财富。 看来这两点， 既是个人可贵的
品格， 也是兴国安邦的宝贵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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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云龙龙河河地地缝缝：：地地球球美美丽丽的的伤伤痕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