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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像猿的巨大生物存在
1951年11月8日，英国登山队队长

谢普顿和华德从圣母峰勘察归来，正
在探测万比冰川的西南坡时，在那里发
现了一串像人的巨大脚印。谢普顿拍
下了几张清晰的脚印照片，脚印长 31.3
厘米，宽 18.8厘米，拇趾很大而且向外
翻开，表示留下脚的是一个约有 2.2米
高的直立两足行走的动物，而且动作很
灵活，谢普顿深信，在喜马拉雅山“有一
种像猿的巨大生物存在，这种生物是
科学界还未能确定的，至少不在已知的
亚洲区动物中之列。”

居住在喜马拉雅山麓的舍巴族人
早已知道“雪人”的存在，他们称“雪人”
为“耶替”，说它栖息于喜马拉雅山最高
的森林地带。那里灌木丛生，人迹罕
至。它离开密林到雪原上时，人们才得
以看到它或发现它的足迹。舍巴人认
为，“耶替”到雪原上来是为觅食一种含
盐的苔藓。

“雪人”是远古时代亚洲巨
猿的后代？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国际考察
队前往喜马拉雅山寻找“雪人”，但大都
空手而归。1972年 12月 17日，英国动
物学家克隆宁、埃默瑞与两名舍巴族助
手在圣母峰与金城章嘉峰之间 3000多
米的高地上扎营。第二天凌晨，他们在
两个帐篷之间发现了一串两足行走的
动物的脚印。他们说，由于到达这里必
须攀登一处非常陡峭险峻的山坡，如果
不是力大无穷，身手敏捷的动物，是不
能爬越这样的障碍的，他们拍下的足印
照片，同谢普顿拍下的极为相似，看上
去好像是一只直立的巨猿留下的。他
们相信那是“雪人”的脚印。克隆宁后
来写了一本书，认为“雪人”可能是远古
时代亚洲巨猿的后代，这些巨形类人猿可
能在新生代中期，与更先进的直立猿人竞
争失败而逃进喜马拉雅山的山谷中。

1979年 11月，一支英国登山队从
尼泊尔境内攀登喜马拉雅山。11月 10
日，队员爱德华兹和艾伦在返回基地途
中，在海拔5000米处的一个天然洞穴附

近的雪地上发现了一些似人的脚印。
这时，两人忽然听到：“长达5～10

秒钟的尖叫声，完全不像人发出的，听
了令人毛骨悚然。”他们相信，附近一定
有“雪人”存在。

第二天，全体队员在队长怀特率领
下到那里，看到了更多的脚印，脚印有
大有小，显示有两个或更多的“雪人”到
过这里。怀特说：“我相信，山上必有一
种动物学家们所未知的动物。”

“雪人”的怪物尸体被白
白抛弃了

在喜马拉雅山北麓的我国西藏地
区，也多次有发现“雪人”足迹的报道。
特别是 1972 年 12月，驻伸巴地区的边
防部队曾接到藏民的报告，说两个能直
立行走的动物经常来偷牛羊，并说这两
只怪兽不是把牛羊咬死，而是成群赶
走，看管起来慢慢吃。边防军出于为民
除害，派一位副团长带着几名战士上了
山，很快找到了那两只怪兽。在相距
400多米处，战士们开枪打伤了一只，另
一只逃走了。但受伤的那只怪兽竟抱
起一块300多斤重的大石头朝开枪的人
冲来，没冲多远终于倒下了。据战士们
说，这个怪兽长得像猿又像人，尖尖的
头顶，长着 20多厘米长的棕红色毛发，
有眉骨，大嘴，牙齿尖利，前肢很长，没
有尾巴。在场的官兵没一个人见过这
种动物，但由于当时交通、通讯条件的
限制，这个很可能是“雪人”的怪物尸体
就被白白抛弃了。

由于缺少实物，人们至今仍不能肯
定“雪人”的存在。英国考察队曾在尼
泊尔一处寺庙里找到两个据说是“雪
人”的头皮。但头皮是寺庙的珍宝，他
们不能带出，只是进行了拍照和测量，
并获得几根毛发，这些毛发被送往伦敦
鉴定，鉴定结果，有的专家认为不过是
用羚羊皮伪造的，有的却说其色素粒的
排列方式与羚羊不同，而与猿类相似，
至今仍无定论。

到底有没有“雪人”？如果有，“雪
人”又是一种什么动物？这个谜到现在
还没有揭开。 摘自《探索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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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干饭盆，闷死
人，坏人进去就断气，好人进去吓掉魂。”“干
饭盆，干饭盆，就像焖饭闷死人。十人进去
九不生，一人出来掉了魂。”据说清朝末年，
一伙山东人到这里挖山参，20多人进去，一
个也没有走出来，剩下一个留在窝棚里做饭
的进去寻找同伴，也被“闷”在了里面。人们
说，这伙人被“焖了干饭”(意思是吃掉、消灭
了)，“干饭盆”因此得名。过去采参人、狩猎
者葬身“干饭盆”的不计其数，就是现在，迷
途于“干饭盆”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据当地老人讲，抗日战争期间，干饭盆
是王德泰将军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贮藏武
器粮草的地方。一次，上百名日伪军到这里
追剿，不但没有找到一名抗联战士，反而全
都迷失了方向，被“干饭盆”吞噬了。鬼子调
来两架飞机从空中寻找，谁知飞到干饭盆上
空，也双双栽了下来。这大概是一个后人附
会的传说吧，但“干饭盆”让人迷失却从中可
窥一斑。 曾有迷失者回忆说，在里面判断
方向，往往是完全相反的。这是什么原因
呢？有很多人试图揭秘，却一无所获。

有人认为“干饭盆”的地下森林多瘴气，
这些瘴气来自山谷底的动物死尸，常年弥散
于林间岩缝，把“干饭盆”造成了一座“云雾
山”。瘴气会让人中毒，产生幻觉，所以迷路
乃至死亡就理所当然了。

也有人认为，这是人们先入为主，心里

太过于害怕，“心魔自生”，看见相似的环境
就以为自己迷路了。如果不为外物迷惑，就
不容易迷路了。他们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
从来没有进过干饭盆的小姑娘，无意中闯进
这里，她心无杂念，竟然顺利地横穿过干饭
盆。这种说法确实有些道理，但没有办法解
释指南针怎么会失灵的问题。

其他的说法是，整个“干饭盆”地下森林
的一般树木，绕着一个圆圈生长，形成了一
个肉眼辨别不清的“椭圆形树圈”。所以在
指南针失灵的情况下，在树上削皮做记号辨
别方向的方法也无济于事。

最后一种说法是：古陨石群迷惑人。长
白山及周边属多陨石地带，所以有人推断，
干饭盆可能是由远古时代陨石群落下砸出
来的坑凹形成的，由于古陨石本身形成强大
的磁场，人进去受其作用，人体生物钟失衡，
记忆混乱，所以容易迷失方向。奇怪的是，
人们带的指南针到了这里，也会紊乱方向。

长白山地区在亿万年前是渤海，“干饭
盆”上石块漫山遍野，神秘的陨石是否就隐
匿其间呢？这些怪石下面，是否存在有别于
地球本身的磁场呢？它是造成指南针失灵
的原因吗？在这个神秘磁场的作用下，人的
身体、思维会发生改变吗？生物钟紊乱、迷
失方向的现象也会随之出现吗？疑雾重重，
却始终没有答案。

摘自《文摘报》

关于“干饭盆”有许多传说

“干饭盆”迷踪
《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曾经摆出一个八卦阵，在这个八卦阵里，如果不熟悉阵

形那就意味着迷失方向，永远也走不出去。八卦阵是真是假还是个谜，但在现实生
活中，“干饭盆”就是这么一个诡异的地方，就像大西洋中的“魔鬼三角”百慕大充满
了恐怖和神秘一样，长白山地区的“干饭盆”在当地人的心目中也成了“死亡之谷”
的代名词，人们谈之色变、敬而远之，很少有人敢涉足其中。

当地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从前长
白山下有个挖参的小青年叫金良，心地善
良，乐于帮助别人，把自己的东西都给了别
人，自己却穷得叮当响。山神于是给了他一
个神奇的饭盆，只要添一瓢水就能做出干
饭。好事多磨，金良的嫂子觊觎饭盆很久，
蓄谋抢夺。结果饭盆被砸坏了，变成奇峰耸
立的盆形山谷，具有神奇的魔力，金良嫂子
就在这个山谷里转了又转，始终走不出去，

结果活活饿死了。此后，人们就把这个地方
叫做“干饭盆”，纪念金良和山神的故事。

这毕竟是个故事，当不得真，但在“干饭
盆”里迷路，却是当地人人尽皆知的事实，就
连极少数对里面路径较为熟悉的当地人也
经常迷路。令人不解的是，迷路方式大致相
同，即不论怎样往前走，不论走出多远，最终
还是会回到原来的地方。迷途者走过的路
线，是圆形或椭圆形，所以，总也走不出去。

关于“干饭盆”的来历

其实“干饭盆”不是地名，而是指长白
山原始森林中，由那些山峰相似、沟谷雷
同、峰回沟转、极为相像的地形地貌所构成
的特殊地带。在里面指南针会失灵，通信
信号会全部消失，让人无法求救，最终被困
迷谷。

“干饭盆”不单单只有一个，仅吉林省

抚松县境内就有三处之多，但最出名的是
江源县大阳岔境内的干饭盆。这是一个没
有主峰、被环形山岭围起的一个盆形的大
峡谷，南北最长处有 20公里，东西最宽处有
15公里，方圆约 300平方公里。干饭盆并非
硕大的一个，而是大盆套小盆，个个相连，
据称有九九八十一个盆儿。

那么，这“干饭盆”到底是什么呢？

北美有“大脚怪”，亚洲的喜马拉雅山脉有“雪人”。北美有“大脚怪”，亚洲的喜马拉雅山脉有“雪人”。
18871887年，英国军医、法学博士兼林奈学会会员瓦德尔少校，在锡金年，英国军医、法学博士兼林奈学会会员瓦德尔少校，在锡金50005000米高米高

的雪地上，看到一些像人脚印的巨大脚印，当地挑夫告诉他，那是“雪人”的足迹，的雪地上，看到一些像人脚印的巨大脚印，当地挑夫告诉他，那是“雪人”的足迹，
瓦德尔在他所著的《喜马拉雅群山之间》一书中写到了当地人讲的“雪人”，但声明瓦德尔在他所著的《喜马拉雅群山之间》一书中写到了当地人讲的“雪人”，但声明
他自己并没有见过。从此“雪人”这个名字便出现并传播开来。他自己并没有见过。从此“雪人”这个名字便出现并传播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