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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陇南成县县城东南 3.5 公里

处，有峡曰“飞龙”。这里山奇草丰，

水碧林茂。1200 多年前，大诗人杜

甫因“安史之乱”经陇右入蜀，曾在这

里搭建草堂，寓居 40多天，因此，这

里成为诗圣辗转甘肃陇南的一个足

印，后人为纪念杜甫，在居住的旧址

上立祠建堂。

秋游太子山

一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

欢颜”，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是备受国人

敬仰和追忆的伟大诗人。如今，全国各

地共建有杜甫的纪念祠堂 30 余处，最著

名的当数位于成都浣花溪畔的成都杜甫

草堂。这应源于杜甫在成都住的时间最

长，传说最多。

成县杜甫草堂的最大特点是，它是

杜甫“入蜀第一草堂”。杜甫当年从长安

出发，一路西行，途经现在的宝鸡、天水、

礼县盐官、西和县城等地到成县，此前每

到一地都是住在客栈，只有到成县后才

搭建草棚，真正住了一段时间。故有“天

下草堂多，同谷第一家”之说。

去杜甫草堂交通十分便利，从成县

县城出来顺着青泥河一路南下，乘车只

需十几分钟便可到达。在去往飞龙峡的

路上，导游指着著名的鸡峰山脉夹峙的

峰峦问：“顺着我的手指方向望，看那座

山像什么？”

所有人定睛细瞧，但见山岩高耸突

兀，山峰跌宕起伏，峰顶宛若一个仰卧

的男人头部，根根直立的短发，智慧的

额头，挺直的鼻梁下是一簇浓密的八字

胡……像极了鲁迅先生，这座山也被人

们称呼为鲁公山。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游客们感慨不

已，一边是现代文坛巨匠鲁迅，一边是古

代诗圣杜甫，隔峡谷而相邻，似乎在进行

着一段跨越时空的文坛对话，不能不说

是一处自然与历史的造化。

其实，鲁公山还有一个名字，叫凤凰

台。诗圣杜甫流寓同谷的时候，写过一

首诗《凤凰台》，描绘的正是此地的风光。

杜甫草堂就坐落在飞龙峡谷口，背

倚子美崖，面临青泥河，草堂内有庄严肃

穆的祠堂，有飞檐琉瓦的亭子，有曲径通

幽的台阶，有小桥、有假山、有奇石、有花

卉，蝶飞蜂舞、百鸟鸣唱、芳草萋萋、古柏

森森、修竹青青。走进草堂，让人感觉不

仅环境幽雅，还有浓浓的书卷气息。

二
到了杜公祠，山脚是一条通往沟里

的公路，草堂景区的大门建在一个高坎

之上，左右各修了一组台阶。

端详大门，这是一座始建于北宋宣

和五年的古式建筑，檐顶青瓦覆盖，主体

为土木结构，三开间房子，正面的门窗连

为一体，门是四扇开，两边固定，中间双

扇开合。

进了大门，迎面是三四十级的台阶，

台阶尽头矗立着一座明清风格的牌坊，

雕梁画栋，古色古香。牌坊上方正中“杜

少陵祠”四字匾额，是当代著名书法家启

功先生所题。拾级而上，便是草堂前院。

草 堂 一 进 两 院 ，二 级 台 阶 ，前 院 的

南北有两座厢房，现在开辟为展室。沿

阶而上，便是后院，也是草堂大殿所在

处。院内正中的亭下是杜甫汉白玉全

身雕像，诗人俯首伫立，忧国忧民，形态

逼 真 。 正 西 为 大 殿 ，供 有 诗 人 石 雕 坐

像，诗人的神情虽然困苦，但目光深邃，

心中似乎正在酝酿着疾风劲雨，亭上的

“气吞江海”横匾正是诗人内心世界的

绝妙写照。

在塑像周边，曾有 8 株参天古柏，一

棵国槐和一丛海棠，人称“八柏一槐一海

棠”，相传为杜甫亲手所栽，现在只剩下

几株古柏，苍劲有力的树干和郁郁葱葱

的枝叶，是杜甫草堂千百年来衰败兴盛

的见证。

后院南北各有一个月洞门，南门通

往后山坡，直达子美崖。后山上白皮松

遍布葱茏，瀑布飞流而下。北门接碑廊，

连亭引桥，又是一派庭园景象。

院南北两侧都是碑廊，有杜甫同谷诗

及历代游人题词碑刻 24 方，诗圣《凤凰

台》和《同谷七歌》的诗篇被刻写在最醒目

的位置，让游人在吟诵杜甫诗句的同时，

还观赏了书法艺术，可谓一举两得。

面向大殿，沿着回廊可走去建有杜

甫石像的亭子。这一段路，最值得一提

的便是那些镌刻在回廊墙壁之上的杜甫

佳作。

三
诗 圣 当 年 流 寓 同 谷 有 其 时 代 背

景。公元 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

杜甫曾西奔凤翔投靠唐肃宗，被任命为

左拾遗，不久被贬出京城，放任为华州

司功参军，乾元二年（公元 759 年）七月

辞官回乡。接着杜甫接受在秦州为官

的侄儿杜佐及好友赞公之邀，当年九月

携妻子西行，来到秦州，一个月时间，杜

甫写了百余首描写陇右自然风光和社

会文化的诗歌。

据史料记载，杜甫是应当时的同谷

县令之邀来同谷的，他听说同谷物产丰

富，林中多橡子，山坡多野菜，崖间多石

蜜，于是抱着“无食问乐土”的美好愿望

前来。没想到当杜甫一家人满怀希望来

投奔同谷县令时，他却端起官架子，打起

官腔，不肯慷慨解囊。杜甫只好在当地

群众的帮助下，在南山飞龙峡口搭建草

屋栖身，在草堂里住了一个月，这也是他

一生最艰难的岁月。

“ 有 客 有 客 字 子 美 ，白 头 乱 发 垂 过

耳 。 岁 拾 橡 栗 随 狙 公 ，天 寒 日 暮 山 谷

里 。 中 原 无 书 归 不 得 ，手 脚 冻 皴 皮 肉

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

来 ！ 长 镵 长 镵 白 木 柄 ，我 生 托 子 以 为

命 ！ 黄 独 无 苗 山 雪 盛 ，短 衣 数 挽 不 掩

胫 。 此 时 与 子 空 归 来 ，男 呻 女 吟 四 壁

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闾里为我色惆

怅……”杜甫带着复杂的心情在居住期

间写出了《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这组长诗，真实记录了诗人一家困居同

谷时艰苦的生活。

看 着 眼 前 回 廊 墙 壁 之 上 杜 甫 的 佳

作，字里行间里悲惨遭遇让人不禁潸然

泪下。

《同谷七歌》七首诗之间，既独立成

章又结构相同，形成了一个有内在联系

的完整艺术体系，丰富了杜诗多样化的

写作体裁。明代的王嗣爽曾评价说：“七

歌创作，原不仿离骚，而哀伤过之，读骚

未必坠泪，而读此则不能终篇。”

杜甫在同谷无法正常生存，于当年

十二月经河池郡之栗亭（今徽县伏镇栗

亭一带），向南翻越木皮岭到达徽县嘉陵

镇的白沙渡，在这里杜甫一家乘船沿嘉

陵江顺流南下至成都。

诗圣走后，当地百姓感念杜甫在这

里度过他人生最困苦的一段岁月，却写

下《凤凰台》《同谷七歌》不朽的诗作，历

代吏民皆修葺扩建，建成了一座规模宏

大、古色古香的杜少陵祠，也就是今天的

杜甫草堂，成为游客饱览自然风光、缅怀

诗圣遗迹的必游之地。

□ 刘小雷

路线特点路线特点：：海 拔 变 化海 拔 变 化 26802680 米 —米 —41734173

米米 。。 沿 路 风 景 奇 美沿 路 风 景 奇 美 ，，山 花 灿 烂山 花 灿 烂 ，，山 峰 多山 峰 多

姿姿 ，，鸟 瞰 群 山鸟 瞰 群 山 ，，不 绝 连 绵不 绝 连 绵 。。 安 全 风 险 点安 全 风 险 点 ：：

登顶峰之路碎石较多登顶峰之路碎石较多，，防止滑坠防止滑坠，，防止上防止上

方落石方落石。。

景点介绍景点介绍：：太子山太子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是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护区，，位于临夏回族自治州与甘南藏族自位于临夏回族自治州与甘南藏族自

治州的交界处治州的交界处。。甘南藏语名为阿尼念青甘南藏语名为阿尼念青，，

即万山首领的大神山即万山首领的大神山。。熠熠生辉的峻峰熠熠生辉的峻峰，，

横空擎天横空擎天，，山顶常年云雾山顶常年云雾，，积雪不化积雪不化，，故也故也

有雪山之称有雪山之称。。

太子山西端有海拔太子山西端有海拔 40004000米以上山峰米以上山峰 33

座座，，分别为公太子山分别为公太子山、、母太子山母太子山、、乃旺岗乃旺岗。。

海拔在海拔在 30003000米左右的山峰就有米左右的山峰就有 2525座座。。

太子山不仅蔚为壮观太子山不仅蔚为壮观，，而且因时常被而且因时常被

云气笼罩云气笼罩，，朦胧神奇朦胧神奇，，在当地各族百姓心在当地各族百姓心

中是一座神山中是一座神山。。居住在太子山附近的藏居住在太子山附近的藏、、

汉同胞每年六月初六举行祭祀山神活动汉同胞每年六月初六举行祭祀山神活动，，

以 表 对 山 神 的 崇 拜 和 敬 意以 表 对 山 神 的 崇 拜 和 敬 意 ，，祈 祷 风 调 雨祈 祷 风 调 雨

顺顺、、国泰民安国泰民安。。

太子山资源丰富太子山资源丰富，，南北山麓南北山麓，，丛林遍丛林遍

布布 ，，雪 线 附 近 为 针 叶 林 带雪 线 附 近 为 针 叶 林 带 ，，以 下 渐 次 为以 下 渐 次 为

针针、、阔叶混杂林带阔叶混杂林带。。春夏一片葱茏春夏一片葱茏，，入秋入秋

红叶满山红叶满山，，与山峰白雪相得益彰与山峰白雪相得益彰，，熠熠生熠熠生

辉辉。。山间栖息着喜马拉雅雪豹山间栖息着喜马拉雅雪豹、、梅花鹿梅花鹿、、

藏羚羊藏羚羊、、盘羊盘羊、、牛羚牛羚、、香獐香獐、、野猪野猪、、狼狼、、狐狐、、

雪 鸡雪 鸡 、、马 鸡马 鸡 、、柳 鸡 等 珍 贵 动 物柳 鸡 等 珍 贵 动 物 。。 矿 藏 有矿 藏 有

铁铁、、铜铜、、锑锑、、金金、、锡等锡等，，整个山体为取用不整个山体为取用不

竭 的 石 灰 石 原 料竭 的 石 灰 石 原 料 ；；临 夏 北 麓 小 关 一 带 则临 夏 北 麓 小 关 一 带 则

是大理石矿等是大理石矿等。。

太子山四周高山拥簇太子山四周高山拥簇，，森林茂盛森林茂盛，，可可

谓风水宝地谓风水宝地。。它也是临夏与甘南众多河它也是临夏与甘南众多河

流的发源地流的发源地，，水资源丰富水资源丰富。。太子山区水流太子山区水流

量四季稳定量四季稳定，，且冬季不结冰且冬季不结冰，，蕴藏着较大蕴藏着较大

的开发价值的开发价值。。代表性的河流有广通河代表性的河流有广通河、、牛牛

津河津河、、胭脂河等胭脂河等。。其水质优良其水质优良，，多为天然多为天然

矿泉水矿泉水。。

途程手记途程手记：：太子山太子山，，虽多有险要虽多有险要，，却山却山

清水秀清水秀，，颇具灵气颇具灵气。。它雄伟连天它雄伟连天，，峰顶厚峰顶厚

雪雪，，百里可见百里可见；；自然界的大山高峰自然界的大山高峰，，常会呼常会呼

风唤雨风唤雨，，这也使太子山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这也使太子山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然 而然 而 ，，爬 山 的 意 义 不 在 于 登 顶爬 山 的 意 义 不 在 于 登 顶 ，，而而

是 享 受 整 个 过 程 中 的 坚 持是 享 受 整 个 过 程 中 的 坚 持 。。 当 征 服 了当 征 服 了

前 进 路 上 的 每 一 个 困 难 后前 进 路 上 的 每 一 个 困 难 后 ，，则 会 享 受 到则 会 享 受 到

回 归 自 然 的 喜 悦回 归 自 然 的 喜 悦 ，，平 添 征 服 困 难 的 豪平 添 征 服 困 难 的 豪

气气 ，，感 受 到 无 比 的 兴 奋感 受 到 无 比 的 兴 奋 、、快 乐 和 满 足快 乐 和 满 足 ，，感感

受 到 历 经 艰 难 到 达 巅 峰 后 的 独 特 境 界受 到 历 经 艰 难 到 达 巅 峰 后 的 独 特 境 界

和乐趣和乐趣。。

九天飞坠水帘洞
□ 邓书俊

□ 蝈蝈

诗仙阁

碑廊
成县杜公祠风景区

诗韵悠悠杜公祠诗韵悠悠杜公祠

水帘洞位于离武山县城 25 公里渭水之

北的洛门镇。这里群山环抱，石峰巍峨，峡幽

洞奇，景色绝美，享有“人间仙境”之美誉。

水帘洞风景区，主要由拉梢寺、千佛洞、

显圣池、水帘洞四个石窟群组成，被誉为“丝

路明珠”。据拉梢寺摩崖大佛左下角摩崖石

刻记载，北周明帝武成元年（公元 559 年），柱

国大将军，秦州刺史尉迟迥在此筑寺建庙，愿

天下和平，四海安乐。后经隋、唐、五代至宋、

元、明、清各代增建和重修，遂成为全国著名

的石窟群之一。

一入谷底，迎面扑来的氤氲之气悄然荡

漾心间，“水帘洞”三个大字跃入眼帘。沿沟

而进，花木芬芳，溪水潺潺，欣赏着醉人的美

景，不知不觉间就到了“古洞穿山腹，无风六

月 寒 ”的 显 圣 池 ，相 传 是 麻 线 娘 娘 显 圣 之

地。这里是一个天然洞穴，滴水叮咚。洞周

围 野 花 烂 漫 ，而 洞 内 却 寒 气 袭 人 ，沁 入 骨

髓。每年冬春季节，百丈冰凌悬挂，晶莹透

亮 ，蔚 为 壮 观 。 窟 壁 现 存 北 周 壁 画 25 平 方

米，悬塑残桩二尊，因年久风化剥蚀，几乎散

尽。窟壁及四周还有打子洞、圣贤壁、马鞍

石等景点。

峰回路转，豁然开朗，抬头仰望，随着视

角变换出现的两座飘逸秀美山天相接的山

峰，就是附丽着让人着迷的神话故事的试斧

山。阳光照耀下的试斧山被巧手神工从中分

开，现出一线苍天，据传是鲁班与众菩萨斗法

所为。水帘洞就在试斧山东侧峭壁之上，是

一个长约 50 米，高 30 米，深 20 米的拱形自然

洞穴。每当雨季，水线垂空，似珠帘悬挂，故

名“水帘洞”。

洞内寺院殿宇，分上中下三层布列。上

有菩萨楼、老君阁、摸子泉，中有四圣宫和五

公菩萨楼，下有圣母殿、三霄殿、药王殿、邱祖

宫、土地祠及砖塔等。其中，菩萨楼最为华

丽，分上下两层。上层楼内塑有麻线娘娘的

雕像，气度娴雅。

与试斧山遥相呼应，从峡丛崛起一峰，直

插云天，崖壁上的浮雕气势宏伟，古朴壮观，

堪称世界第一大摩崖浮雕大佛，拉梢寺，又名

大佛崖。拉梢寺摩崖壁画，据地方文献记载，

大部分是北周、北魏时期的杰作。最大的浮

雕约占总面积的 50%，高 40 余米，盘腿端坐

于莲台上，双手掌心向上重叠，作禅定印，圆

脸身着通肩袈裟，相貌庄严，面目慈祥。两旁

菩萨头戴花蔓冠，手执莲花，虔诚宁静，神态

安详。莲台正中石胎泥塑的一佛二菩萨旁边

塑有各种动物图案，狮、鹿、象等，布局巧妙，

形象逼真。还有各种小佛浮雕，神态自然，栩

栩如生，其身姿之轻盈，与敦煌莫高窟飞天有

异曲同工之妙，堪称艺术佳作。

站在大佛崖下面，笔尖峰、天书洞近在眼前，

只是那奇险高峻的石磴栈道，让人望而生畏。

过渡仙桥，沿着峡谷向西北而行，山愈来

愈高，路愈来愈陡，树愈来愈大。桦树、椴树、

松树、槐树等树木枝枝叶叶你拥我抱，路旁木

槿、桂花等花草随风摇曳，山鸡、画眉、黄鹂、百

灵鸟等在浓密的树丛中尽情歌唱。

沿途观赏着优美的自然景色，很快就到

了千佛洞。该洞因壁画千佛而得名，又因原

摩崖悬塑七佛故称“七佛沟”。壁画和悬塑均

分布在崖洞一侧的崖面上，木桩栈道将其分

为上下两部分，上部造像庄严肃穆，自然古

朴。下部造像与上部手法不同，正中大佛像

呈低平肉髫，面相方圆，含有西魏遗风，又具

北周特点。洞口新建有三圣楼一座，为二层

歇山顶结构。洞内壁画多为吴带当风盛行时

期的中唐及五代作品，亦有典型的北周双飞

天壁画，因避光作画，至今色泽鲜艳，线条流

畅，给人以满壁风动之感。尤以南壁一处中

唐作品为最佳。这是一幅以大佛、菩萨、飞

天、供养人等群像组成的精美图案。

驻足眺望，整个山体与石窟群及古建筑

布局奇巧，不由让人惊叹山川地理之奇妙。

夕阳西下，斜阳晚照，挥手告别这方胜景，眼

前幻化出一道道蜃景，与迷人的晚霞融为一

体，若隐若现，扑面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