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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悠久的历史文化，雄伟的建

造奇观，独特的地理走向，宏大的世

界印象，构筑了它沉甸甸、响当当、亮

闪闪的厚重分量。

早在小学读书时就知晓，长城东

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蜿蜒绵亘两

万多公里。后来从电视屏幕和高清

画质的图片上欣赏到，它犹如雄壮的

巨龙一样，横贯盘踞华夏大地。

东西绵亘一千余公里的河西走

廊，位居祁连山和北部的马鬃山、合

黎山、龙首山之间。蜿蜒游走于走廊

上的长城，和同样闻名世界的丝绸之

路一样，并驾齐驱在苍茫邈远的西部

大漠戈壁上。

在 650 多年的沧桑岁月中，古人

心目中的嘉峪关，充满悲怆而雄壮的

苍茫感。万里长城和丝绸之路在此

交会缠绕，峡谷穿山，危崖逼道，地势

异常险峻。嘉峪雄关北连黑山悬壁

长城，南接天下第一墩，其险要的地

理位置和军事战略要义，不言自明。

将“天下第一雄关”“边陲锁钥”“丝路

要 塞”“ 河 西 咽 喉”等 桂 冠 赐 予 嘉 峪

关，并不是浪得虚名。

登 临 嘉 峪 雄 关 ，或 仰 望 关 城 雄

姿，或环视周遭山川风物，发思古之

幽情，追思修筑关城的壮举，是绕不

过去的关键话题。关城之地嘉峪塬，

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地带，东邻酒泉，

西接玉门，北依黑山，南临祁连山脉，

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公元 1372 年，

西征凯旋班师途中的冯胜在此驻足

盘桓，仔细勘察四周山峦地势，选择

嘉峪塬西麓，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

力，破土动工筑造关城。

冯胜筑城之后，历代的筑关豪杰

们 ，并 没 有 荒 废 前 任 筑 造 关 城 的 功

业，而是在此基础上一代接一代地巩

固、完善、保护下来，让筑造关城的接

力棒延续长达逾百年之久。正如《秦

边纪略》所载：“初有水而后置关，有

关而后建楼，有楼而后筑长城，长城

筑而后可守也。”

告竣后的关城，依山傍水，扼守南

北峡谷地带，有三重城郭，多道防线。

城内有城，城外有壕，形成重城并收之

势。主要建筑物由内城、外城、瓮城、

罗城、城壕、三座三层三檐歇山顶式高

台楼阁、南北两翼长城组成，城台、墩

台、堡城、烽燧等军事防御设施星罗棋

布，无缝关联。享誉“天下第一雄关”

殊荣。

黄 土 建 筑 的 嘉 峪 雄 关 ，历 经 风

霜雨雪的洗礼，依旧固若铁壁铜墙，

足以见证古人建筑工序的科学合理

和 施 工 质 量 的 严 格 程 度 。 史 书 记

载，修筑城墙用的黄土，首先要平摊

在 青 石 板 上 以 烈 日 炙 烤 。 出 土 的

“长城工牌”详细记载了修筑长城的

分 工 情 况 ，并 刻 有 各 工 段 工 程 队 长

的 姓 名 。 工 程 结 束 验 收 时 ，要 在 距

城 墙 一 定 距 离 内 用 弓 箭 射 向 墙 体 ，

以箭头能否射入墙体来断定工程质

量的优劣。

一个夏日的黄昏，天空出奇的明

净 ，炎 热 的 暑 气 消 退 后 ，我 登 临 关

城。斜阳映照下，土黄色的关城犹如

镀上了一身古铜色，铜墙铁壁似的威

武刚强之势愈加明艳照人。雄关之

下，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

鸣，失却了马蹄得得、驼铃声声。巍

峨的城墙上，彩旗飘飘代替了战旗猎

猎。一大群蓝翎鸽舞动着欢快的翅

膀，划着优美流动的弧线，扑棱棱从

关城上空掠过，为古铜色的关城增添

了几许祥和的气氛。踩着夕阳远眺，

戈壁滩上一波接一波的沙粒石子泛

着淡红色的光芒，明净的祁连山雪线

恰 似 洁 白 哈 达 绵 延 蠕 动 在 半 山 腰 。

静观关城，内城与外墙勾连回环，角

楼与箭楼犄角相望，南北方向长城如

游龙一样蜿蜒于大漠黄沙间，似乎在

诉 说 着 金 戈 铁 马 时 代 的 传 奇 故 事 。

登上城楼，宇宙浩渺宏阔、天地苍茫

邈远的感慨油然而生。古老的大漠

关城，坐落在现代化的绿洲新城上，

处处呈现着碧波荡漾、绿意盎然的繁

茂景象。俊美的海豚形气象塔高高

地矗立在绿树繁花芳甸间，闪烁着明

亮的艳光。硕大明净的东湖和迎宾

湖，犹如苍穹中质地通透的翡翠珠玉

降落人间，瑰丽的霞光云影在明镜似

的湖水上随波荡漾徘徊，使嘉峪关这

个戈壁明珠，多了几分江南水乡泽国

的温婉和灵秀。

夕阳西下，凉风劲吹，关城门外

那棵左公杨的千枝万叶又恢复了婆

娑舞姿。一代接一代的关城人，马不

停 蹄 地 在 大 漠 戈 壁 上 取 沙 石 、填 肥

土，植树播绿。一道道绿色长城，在

雄关城下焕发出昂扬向上的勃勃生

机。戈壁明珠的无穷魅力，愈加彰显

得神采奕奕。

□ 王振武

古道雄关焕新颜

此刻的石羊，衔着赤橙黄绿

浪花，是绿洲的幼芽

带领我们唱起歌

歌颂涛声和稼穑丰稔的心情

此刻的河，滋养着生命

运走了时光

胸怀敞开，惊涛似雷电

点亮五谷丰登的日子

□ 桑宗仁

石羊河

我有一双除雾的眼睛

目光踮起脚尖

就看见万物的起伏

清新的祁连山可以作证

四坝湖畔，柳叶和花瓣

刚刚舒展，树木

正在煽起一场绿色的风暴

远处，塔影气质缥缈

成了我心灵歇息的

又一个地理坐标

看看前后没人

我试图用自己丰满的影子

擦拭栈道上的白霜

一转身

听见鹊语的秘密

雨中行

真是有意思

车轮在一场五月的雨中转向

雨水抚摸着额头和胸口

那么柔情

太阳不巧入眠

整个下午，我的目光

都在挡风玻璃上任性地漂泊

陶醉于一片久违的雨声

在漂亮的小广场

我数着一尊城雕上的鸽子

一任雨水的清凉

落入脖颈

两只或者三只

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似乎从它们的眼中

读出了一道彩虹

□ 倪长录

有雾的早晨（外一首）

树枝上亮起石榴灯柿子灯

同饮一江水的各族儿女

围着太阳这堆篝火

跳起牛角琴伴奏的锅庄舞

同舟共济的人们同唱一首歌曲

土桥村的葡萄熟了

进入依山搭建临河居住的村落

要通过月洞形的土桥

绿荫走廊上悬挂一嘟噜一嘟噜

举手便可以品尝的星星

□ 潘硕珍

舟曲在唱（外一首）

大都麻独有的秋色，藏在祁连山

北麓的褶皱里。那是一抹最勾魂的

秋色。

从张掖向西南方向的肃南县马

蹄乡大都麻村进发，沿途果园里硕果

盈枝，小枣已迫不及待染上红晕，正

收割的玉米地一片金黄，写满了秋的

欢畅，色彩纷繁流转。

草木知秋。驶入临松薤谷，河谷

里杨树深绿如故，高处山坡上的秋草

却显微黄。

山势渐高，起伏的山峦无尽地向

天 边 延 伸 。 爬 上 一 面 坡 ，转 过 一 道

弯，时而在山顶缓行，时而又在沟底

穿行，隔窗远眺近观，俯仰平视，一幅

如诗如画的祁连秋色图在眼前徐徐

展开，让人应接不暇，不忍移目。抬

头仰望，湛蓝的天空，宁静深邃。这

里峰峦叠嶂，远处的雪峰清晰可见，

圣洁明亮。每座山、每条沟都风姿绰

约，美不胜收。草是山的底色，马兰

花 谷 已 换 上 金 黄 色 的 盛 装 ，灿 烂 耀

眼，让人不由想起夏日蓝幽幽的马兰

花海的景象。山坡上膘肥体壮的羊

群随意啃食着饱满的秋草，咀嚼秋的

味道。

树是山的风韵，一洼洼、一沟沟、

一坡坡墨绿色的云杉成片、成林、成

海，忽隐忽现，似高明的画家随意涂

抹，自然成趣。隐藏于沟崖中的上、

中、下观音洞，有的赤壁丹崖，被郁郁

葱葱的大小云杉掩映着、包裹着，阴

阳分割得清晰明了，却又巧妙地融于

一体，自然别致。

深山藏古寺。按行程安排，我们

的 车 穿 村 而 过 到 金 塔 寺 ，在 村 外 三

公 里 的 刺 沟 口 下 车 步 行 。 谷 道 狭

窄 ，绿 植 密 布 ，阳 坡 乔 灌 相 杂 ，阴 坡

生 长 着 茂 密 的 云 杉 ，穿 行 在 静 谧 的

松林间，“鸟鸣山更幽”。风不吹，树

不动，阳光透过密密的树隙漏下来，

如同舞台上的射灯射下千万条柔美

的 光 ，落 在 松 软 的 苔 藓 上 ，斑 驳 相

杂 ，明 暗 相 宜 。 沿 沟 底 台 阶 登 上 峭

壁上的金塔寺，置身窟中，1600 年前

的雕塑壁画，栩栩如生。

站 在 窟 外 栈 道 上 ，阳 光 纯 净 明

亮，揽秋色入怀，心旷神怡。对面巍

峨 的 山 峰 近 在 咫 尺 ，植 物 的 分 布 层

次分明，从寸草不生的裸露岩石，到

悬 崖 峭 壁 上 零 星 散 布 的 圆 柏 ，再 往

下 便 是 成 片 云 杉 一 直 延 伸 到 沟 底 。

阳 坡 的 色 彩 就 斑 斓 多 了 ，山 顶 墨 绿

的松柏，坡上黄刺如燃烧的火炬，绚

烂热烈，野杨树顶着明艳的亮黄，耀

眼夺目，蹁跹似蝶。红的像火，黄的

似 金 ，绿 的 如 墨 ，参 差 披 拂 ，互 嵌 互

衬 ，黄 更 黄 ，绿 更 绿 ，红 更 红 。 我 惊

艳于这热烈的绽放，有些眩晕，瞠目

与欢喜，不忍移步。

午后，返回大都麻村，美丽山村

展现在眼前。阳光伏在村庄周围田

地 的 麦 茬 上 ，折 射 出 温 暖 迷 离 的 光

芒。田头山上散落的羊群悠闲自在，

令秋的韵味更生动了。

秋天的水展现出最美的颜值，村

旁山脚下蜿蜒流淌的都麻河，水流平

静处，澄澈宁静，水流奔腾处，飘逸灵

动，闪闪亮亮，如绸似带。水缠着山，

山依着水，共同孕育出了美丽如画的

大都麻村。

安卧于山谷中的大都麻村，透出

牧人生活的惬意安宁。在村里边走

边 看 ，一 幢 幢 白 墙 红 瓦 的 民 居 依 次

排 开 ，村 道 两 旁 松 柏 成 行 ，八 瓣 梅 、

秋菊怒放，整洁靓丽的房屋，干净平

坦 的 柏 油 路 延 伸 到 了 家 门 口 ，文 化

彩 绘 墙 内 涵 丰 富 ，引 人 驻 足 观 望 。

走 进 一 个 农 家 乐 小 院 ，院 外 门 口 花

池松柏成行，秋菊绽放，院内南北两

排 平 房 相 对 ，拱 形 钢 架 顶 把 院 落 封

闭了个严实，冬暖夏凉，绿色地毯上

摆 着 餐 桌 ，年 过 花 甲 的 主 人 热 情 地

介 绍 道 ：“ 南 面 一 排 为 客 房 ，北 面 为

客 厅 、餐 厅 。 手 抓 羊 肉 、灌 羊 肠 、烧

壳 子 、蘑 菇 揪 面 片 、铁 板 羊 肉 、灌 汤

包子、酥油奶茶、风干肉、酸奶、糌粑

等是我们的特色美食。”

大都麻的秋，韵味十足。

□ 王延军

大都麻秋韵

大漠边缘，青土湖畔，距离民勤县城

60 多公里的地方，便是我的故乡。

民勤县不少乡镇名字与水有关，诸如

东湖、西渠、夹河、大坝、南湖等，以及那个

令 我 魂 牵 梦 萦 的 地 方 —— 中 渠 乡 水 盛

村。村子里藏着我的整个童年，是如今的

远方，是曾经的摇篮。

水盛村是小小的绿洲，离戈壁沙漠

不远。小时候，站在屋顶可以看到很远

很远的地方。那是一块块农人赖以生存

的庄稼地。渠道边成排的白杨树，站在

戈壁边缘，守护着村庄。村庄是散落在

时光里的种子，深深地扎根在每个沙乡

人的心中。

岁月如刀，将家乡雕刻成了故乡模

样。中渠乡已是一个遥远的名字，因行政

区域规划，中渠乡被并入西渠镇。后来，

除了老一辈人会继续沿用此种叫法，其他

乡镇村落，再也无人谈及。

今年国庆期间，我再次回到老家，看

着蔚蓝天空中富态的白云，摘下一串串红

彤彤的沙枣，沿着房前屋后走了一圈又一

圈。我听喜鹊报喜，看麻雀聊天，当远处

的布谷鸟传来熟悉的叫声，好像一下子回

到了从前。

推开老家的街门，院内的石板砖缝里

长满了草，顿时万千情思，使我无语凝噎。

父母都是念旧的人，早些年搬到县城

生活，但老家的一切都保留在原来的位

置，他们也会时不时回家住上几天。

上房的土炕上，被子垛还在，十几年

前爷爷就经常背靠着它。不同立柜的抽

屉里，放着很多老物件，以前觉得没用的

东西，如今都觉得如文物一般珍贵。相框

里都是老照片，记录着最为珍贵的瞬间，

每张照片都让我伫立失神。

院子里，下午的阳光很温暖，刚好落

在书房和小屋的墙面上，这悠然惬意的时

光，让我想起那时候母亲在窗台边唱秦腔

的场景，我们在院子里吃着西瓜泡馍，而

慵懒的橘猫就卧在窗台上晒太阳。

街门道右侧是一个大棚，放着一把

木梯和一些无用的部件。小时候我们在

院子里打羽毛球，老是打上屋顶，那把梯

子曾无数次把我们送上本不属于我们的

高度。

在民勤农村，每家的厨房，都是差不

多的样子。要说我最怀念的，便是厨房

了，谁不怀念那口感特别的柴火饭呢。童

年时期，冬日的中午，母亲在案板前切着

手擀碱面，我就坐在灶火前，一边取暖，一

边添柴。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母亲的良苦

用心，做人做事，跟炒菜煮面一个道理，掌

握好火候，才能做到称心如意。

记忆里的老家，宅后有六畜，宅内有

农机，宅前有果园。在村里上小学时，我

从来都不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夏天我能

吃杏子吃到饱，那一颗颗杏子虽然个头不

大，也叫不上品种，却香甜无比。等到秋

天，毛桃熟了，早酥梨脆甜多汁，苹果梨更

是多得压弯了枝头，将摘下的果子装箱，

放进地窖里，冬天时也有的吃。

现如今，逢年过节，我和兄长从兰州

回到民勤，父亲总是会带我们回一趟老

家，哪怕匆匆回去看一眼，也定是要回去

的。哪怕老家不住人，春联和福字也定是

要贴的。

时光匆匆，关于故乡，看一眼都觉得

温暖。关于大漠深处的印记，永远会是我

梦想中最闪耀的星辰。

□
李
树
琦

藏
在
故
乡
的
印
记

在先周公刘教百姓稼穑五谷之地的

大塬，所产的主粮之一就是冬小麦，人们

喜食用它磨面蒸的蒸馍和擀的面条。一

包面粉，在一位普通妇女手中会被做出花

样 奇 巧 、精 妙 无 比 、气 味 喷 香 的 百 样 面

食。蒸馍作为日常主食中的一种，更是被

她 们 做 得 花 样 翻 新 ，醇 香 味 长 ，惹 人 青

睐。面花，是蒸馍中的一种，又谓之牛馍、

花馍、喜馍、礼馍，有招眼养目的观赏性，

又有吃之饱腹的实用性，且历史悠远，久

负盛名。

在大塬漫长的农耕时光里，产生了用

自产冬小麦磨的头茬二茬面，以艺术想象

的手法和灵巧的双手，创作出具有生活吉

祥、健康长寿、幸福安康等象征意义的花

鸟鱼虫及各种动物造型的面塑食品，久而

成俗，传承延续。这就是面花艺术产生的

环境。

当地做面花的妇女，别看没有经过专

门的艺术培训，却对面花有执着的艺术追

求和匠心。一团被揉得软硬恰好的面团，

经过她们的手揪、刀切、剪绞、梳子篦子轮

换压、锥子扎、筷子夹、手捏，一件件喜鹊、

仙鹤、梅花鹿、游鱼、飞龙、玉兔、耕牛、骏

马、猛虎、肥猪、绵羊、公鸡、寿桃、石榴、莲

花、艾叶、荷叶、枣山等动植物造型的面塑

作品，就活灵活现地呈现人们面前，令人

呼绝！她们用面团压片、搓条、捏成各种

花的模样，贴在仙鹤、玉兔、猛虎等主题面

塑作品上，并根据不同动物的特性点睛。

耕牛的眼睛用黑豇豆，显示它们的厚道耐

劳；绵羊的眼睛用刀豆，显示它们的温顺

善良；玉兔的眼睛用赤小豆，显示它们的

机灵活泼；狗的眼睛用黑豆，显示它们对

主人的忠心不二；老鼠的眼睛用黑黝黝的

椒籽，显示它们狡黠的本性……总之，搭

配的骏马有骏马气势，老虎有老虎威风，

寿桃有寿桃的寓意。

面花做就，上笼进锅，急火蒸熟。待

到出锅晾个微凉，她们执起彩笔，蘸上颜

色，点红着绿，涂黄抹紫，精画细描，把它

们打扮得更美。那五颜六色浓妆淡抹的

色彩，是从心灵深处流淌出的对美好生活

的挚爱。

大塬面花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节庆面

花，如十二生肖动物造型，俗称的牛馍，民

间以能代表勤劳吃苦等优秀品行的牛替

换了居于十二生肖之首的鼠而有此称谓；

艾叶馍、莲花馍、荷叶馍等，多用于逢年过

节送亲友和自家改善生活。另一类是喜

庆、婚嫁、祝寿等的面花，如小儿满月舅家

送的“圈圈馍”，闺女出嫁时娘家送的插花

馄饨花馍，老人过寿时亲友送的“寿桃”

“寿糕”“金瓜”“石榴”等，祭奠逝世老人送

的俗谓礼馍的“仙鹤”“蝴蝶”等。

面花不论是做成什么造型，都有俗定

的寓意和寄托，而吉祥、平安、喜庆、祝福、

和顺则是其中常见的主题。造型百态、内

涵丰富的面花，是董志塬民俗文化特别是

饮食文化最直接的表现。

□ 石 颢

大塬面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