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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游

贵州是山地公园，也是洞穴王国，大到龙宫、织金洞，小到哪些

叫不出名的山坳地缝，地下秘境不胜枚举。在贵州双河洞景区，法

国人让·波塔西因为探洞，留在了这里。村里人喊他“老让”。

老让
我们兜兜转转走了不少山路，抵达了藏在群山幽谷的双

河客栈度假村，这里由保存完好的老民居改建而成，颇显古朴

之风。老让住的地方，就在挨着度假村的一户当地村民家里。

我们来时差不多是晚上7点，老让正在阳台上，把一捆捆

的尼龙绳收进麻袋。

他个子不高，一头卷发，穿着一件朴素的白色背心，眼睛

深邃，鼻梁宽挺，额头纹很深。借着仓库透出的灯光，眼前的

老让，与我记忆中的印象形成了重叠——2015 年，记者曾在

浙江衢州的一次绳索救援交流会上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当时，这个50多岁的男人，向十余家国内顶尖的户外组织、陆

地搜救队演示了精炼纯熟的单绳上升下降技术，令人印象深刻。

“他总是早上 6 点半左右出门，晚上七八点回家，平时很

忙呐，偶尔才会来我这儿买几瓶可乐。”65岁的王治富是老让

的房东，经营着一家杂货店。

大年三十那天，王治富把独自留在楼上的老让叫到家里，

和大家一起吃顿热乎乎的团圆饭。“他喜欢吃酱肉和豆腐，可

就是不喝酒，劝也没用。”一向酒风豪爽的双河村，住进了这样

一个“不解风情”的老外，王治富觉得很有趣。

雪莲
85后北京女孩雪莲是老让的得力拍档。

在雪莲看来，探洞就像是在占卜洞穴：“比方说根据水流

的痕迹，我们推测左侧的分路会通向暗河，等走到分路尽头，

却会发现一无所获。”每一天，他们都在试图理清各个扑所迷

离的洞穴之间的关系。

期间也会偶尔发生意外。“那老家伙曾经在探寻地下河时

不小心翻了船，装备全掉到了水底，他很懊恼地跑回来，带上

潜水用具把装备都捞了起来，特别是那几节电池。”双河洞的

地下河网繁多，一部分还是地表河流的直接水源，如果把电池

或垃圾留在洞内，对水资源会形成不小的破坏。在这点上，奉

行环保主义的老让和雪莲都不马虎。

听说第二天她也会和老让一起去探索新洞，记者征求雪

莲能否连同捎上我们。她爽快地答应了：“只有一点请求，希

望在我和老让准备下洞时不要打扰，我们需要专心梳理一遍

装备和道具，漏掉一样都会很麻烦。”

双河洞
双河洞顶着两项桂冠：国家地质公园、亚洲第一长洞。

它是一个庞大的洞系，成百上千的洞穴如同迷宫一般分

布在延绵大山的深处。老让主要研究的是洞系勘探。16 年

前，他带领一支由 6 名法国洞穴专家组成的洞穴探险队来到

绥阳，第一次探索双河洞。期间，他们还探索了与之相关的麻

黄洞和罩子洞，并在当时绘制出了2公里的洞穴测量图。

截至目前，老让已在双河洞一带探明了超过200.427公里

的洞系。一辆以 80 公里/小时匀速行驶的汽车，走完全程至

少也需要2.5个小时。

北京姑娘是如何搭档法国探洞专家深入地心的？游客到

双河洞也能探索地平线下的秘密吗？观看探洞视频，扫描版

面二维码。 叶晨

双河洞人老让

上接B6版上接B6版

扫码看探洞故事
关注后回复“中国

天眼”阅读全文

关注后回复“中国

天眼”阅读全文

秋收的意味已浓，家住贵州平塘克度镇的杨天信在自己

经营的轮胎店里，端着盛着浓茶的大保温杯坐在门口，看着镇

上的熙来人往。

自去年 9 月 25 日“中国天眼”落成启用，想要一睹这座世

界上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的游客络绎不绝；最

近，“中国天眼”又发现两颗新脉冲星，这让科技迷们愈加兴

奋，来的人也就更多了。

“山猴子”杨天信
1997年，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筹备在平塘县克度镇为

“中国天眼”项目选址，经过科研人员与测量单位的实地探访，大

窝凼成为了符合射电望远镜建设的众多严苛条件的落脚地。结

合地势考虑，科研人员需要为这口“大天锅”找一个排水处。

科研人员找到了居住在大窝凼的村民杨天信做向导。“科

研队说，他们打算在这儿建一口‘天锅’，会比世界上任何一座

射电望远镜都要大、要灵敏。有一回，他们还聊到了美国的那

架阿雷西博望远镜，说它附近的小镇最初只有6万多人口，但

落成后每年光是去当地天文台参观的游客就有十来万人。”

杨天信暗暗记下了科研队员的“预言”，他相信，等到中国

人这口的‘大天锅’落成后，克度镇肯定也会更加兴旺。

2011 年 3 月，“天眼”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杨天信也与家

人从大窝凼搬了出来。

他用积蓄办起了一家轮胎店，专门为往来于此的商旅车

辆提供服务。这是他被“天眼”改变了的营生。

“黔渝酒店”杨姐
2012 年，杨姐结束了在广东、浙江的打工，返回家乡，接

着在克度镇上开起了一家售卖餐饮设备的店铺。

“中国天眼”落成后，为了辅助当地旅游业的开发，克度镇

乃至整个平塘县开始大规模修建旅游公路与大型酒店，一家

家施工单位开始奔赴小镇。“有一天，有家施工单位的采购突

然找上门来，说是想买煮饭的大锅。我给他推荐了好几款，他

都嫌小，嚷嚷着‘一只大电饭煲怎么够用’。”在外学习营销多

年的杨姐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商机。随即，她从重庆挖来厨

师，投资20多万元，办起一家镇上罕见的大型餐厅。

去年 12 月，她的“黔渝酒店”开张了。“黔渝酒店”外立面

装饰颇有几分布依族的民族风情，里头的17间客房虽然谈不

上特别精致，但也弄得整洁亮堂。驻店经理说，今年以来酒店

月平均入住率基本都在80%以上。

当地旅游部门数据显示，目前专程前来观看“中国天眼”

的游客每月就有6万人次左右。“现在来的多是游客或者旅游

投资商，从餐饮到开客栈，我们都是沾了‘中国天眼’的光哩。”

国内最“静默”的景区
为了保证射电望远镜的运行正常，距“中国天眼”观景台

5公里的范围必须划入旅游项目开发的红线。

该区域屏蔽所有移动通信信号，被称为“静默区”。因此，游

客须在天文小镇的景区服务中心内存放手机、数码相机等一切

带有通信信号的设备，然后换乘景区的观光巴士前往观景台。

游客登高观景之前，还需经历一道安检，以确保没有携带

电子设备入场。在这里工作人员撰写报告都是手写的。一边

是当今世界上最精密、最尖端的利器，另一边这里的人却远离

网络，用最传统的方式记录下一天的要事。这样的搭配颇让

人感到奇妙。 叶晨

“山猴子”与返乡人

结束探洞，老让要理装备、写笔记。吕之遥 摄

这天，老让准备探一个新洞。吕之遥 摄

建设中的“中国天眼”。建设中的“中国天眼”。

建成后的“中国天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