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桥是丝绸之路要塞山丹县的

一个乡，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

文化的乡。乡不是特别大，因有一座

水库，关乎县城的水脉，因而显得举

足轻重。

有秉性的村子总会给人留下深

刻的记忆。这种秉性，和地域、水土、

民俗、风情有关，和人物、环境、传承

有关，也与南来北往的客、东去西来

的车有关。李桥乡具有悠久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古代丝绸之路时期。在

历史上，李桥乡是一个重要的商贸集

散地，曾经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李桥乡保存着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

包括古建筑、传统手工艺品等。这些

文化遗产展示了乡镇的历史文化底

蕴，也为李桥乡和李桥水库的旅游业

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这

是唐代诗人陈子昂留下的诗句。诗

中提到的峡口，南为焉支山，北有硖

口 山 。 这 两 山 之 间 ，是 通 往 河 西 的

最 佳 通 道 ，也 是 河 西 走 廊 的 蜂 腰 地

带 。 李 桥 乡 就 坐 落 在 这 里 ，应 运 而

生的便是当地丰厚的历史沉淀与文

化特产。李桥水库不仅承载着灌溉

农 田 的 功 能 ，还 具 有 重 要 的 生 态 和

旅 游 价 值 。 李 桥 水 库 主 要 由 大 坝 、

输 水 涵 洞 、溢 洪 道 和 坝 后 电 站 等 建

筑 物 组 成 ，覆 盖 了 李 桥 乡 及 周 边 的

农田。

祁连山绵延千里，雪山巍峨，秋

日的原野泛出金黄，风吹草动，遍地

牛羊。秋风从祁连山掠过，草在风中

摇摆，水在草下漫游。如梦如幻的李

桥水库荡起层层碧波，泛着涟漪。李

桥水库，如一颗明珠镶嵌在山丹县的

怀抱中，它是大自然赋予李桥乡的一

份宝藏。

高庙是李桥乡的一个村子，处在

焉支山和山丹马场的十字路口，向东

南迎着朝阳的瑰丽，去焉支山寻觅曾

经的辉煌和奇松林立的自然风光；奔

西南沐着落日的余晖，去山丹马场看

万马奔腾的恢宏气势和丛草青黄的

秋日盛景。高庙是一座驿站，见证着

历史风云，留存着人间欢喜。

在高庙，万物蓬勃，白云飘浮，每

朵都好像隐藏着一个故事，悬在祁连

山上空，在青黄分明的田野散发着温

暖。峰顶的积雪在云层的间隙微微

闪光，让人分不清翱翔的鹰是飞向云

还 是 雪 。 放 眼 金 黄 的 丛 林 ，豁 然 开

朗，不疾不徐。行走在高庙，更多的

是遐思和心灵的触动。

花 香 果 香 ，层 林 尽 染 ，叠 翠 流

金，一幅恬静悠然、生态宜居的美丽

生态图景犹如巨型油画在高庙次第

铺 展 。 文 化 传 承 离 不 开 人 文 环 境 。

李 桥 乡 高 庙 村 依 托 独 特 的 地 理 位

置、自然禀赋、文化特色、民风民俗

等 优 势 ，致 力 于 高 庙 记 忆 民 俗 文 化

产 业 园 建 设 。 徜 徉 在 高 庙 ，亲 身 体

验旧时耧地、打麦场、石磨磨面的场

景，近距离观看旧时农家簸箕、土灶

等生产、生活物件，品尝旧时农家待

客的罐罐席，在农耕馆参观 20 世纪

50 年 代 至 80 年 代 中 国 北 方 农 业 农

耕 文 化 和 传 统 习 俗 ，了 解 农 业 活 动

和 农 民 生 活 …… 浓 浓 的“ 乡 村 味

道”，唤起了许多人的乡愁。

不少游客在罐罐席中寻觅家乡

的情怀和思恋。罐罐席是山丹人对

老席的叫法，其主要特点是主菜（即

俗称十大碗）均由砂罐炖制而成，故

称罐罐席，菜品形式以传统见长，菜

肴淳朴，口味浓郁、厚重，咸甜酸辣

俱 有 。 作 为 传 统 宴 席 ，罐 罐 席 里 面

包 含 着 山 丹 待 客 方 式 ，综 合 百 家 之

智 慧 及 养 生 理 念 、传 统 文 化 等 。 罐

罐席就地选料，烹饪技法基本是煮、

炸、炖、蒸，有严格的工序，其技艺主

要在选料、刀功、火候的掌握以及配

料 的 选 择 上 下 功 夫 。 如 今 ，想 吃 一

顿罐罐席，不仅是舌尖味蕾的品尝，

更多的是追忆。

高庙，是端在手中的那碗野蘑菇

揪面片、捧在手中的那杯红枣水、香

悦味蕾的那桌罐罐席、醉在心间的那

杯“塞酒”，氤氲着对生活的热爱。

□□ 赵武明赵武明

蓬 勃 李 桥
民歌，似更适宜冬夜饮酒的场合。晚来天

欲雪，几个相投的朋友围炉小坐，高兴处，一起

怂恿其中一个，来一段，来一段。

听书，听宣卷，人还要多点，几十个。再多

了，外圈的人听不清。

卷 子 和 民 歌 ，在 民 间 以 手 抄 本 的 形 式 存

在，多数纸不好，卷了折了抚平，污损磨破了修

补起来。最凑合的是用方格信纸圆珠笔抄的，

纸本来就薄脆，圆珠笔的油墨时间一长渗洇

开。每一本上都有时间的擦痕。

有一年春天，和同事们一起去访问一位肃

州民歌传承人，那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为此还

专门穿上了折痕明显的深蓝色中山装。二胡

声起，他似乎就忘了四周之人，只沉浸于音乐

和唱词之中了。

这些民歌我在当地文化部门印的民歌集子

里见过，听人唱出来还是第一次。其中一支用

乐曲和唱词讲述了一个女人的一生。老人的老

伴坐在旁边，不时跟着唱一两句、抹一下眼泪。

后 来 ，我 看 到 吉 他 演 奏 大 师 伊 戈 尔 的 视

频，忽然就想起唱肃州民歌的那个老人，一个

是大师，一个是无名的民间艺人，他们平静地

叙述和演唱的神情及状态却如此一致，一样具

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单调的三弦和二胡声里，有比故事更多的

内容，一支曲子，似乎把一辈子都说尽了，又似

乎还有更多的事情没有说出，这里面应该是对

时光的理解，还有对人世间和自然的理解。

我所见到的唱这种小曲和宣卷的人，多是

中老年男子。他们的面貌和声音，都有了一种

岁月的风尘。二胡和三弦的音量都不高，传之

不远，加之演唱的乐曲单一且少变化，有点像

我们普通人的一辈子。

我 在 那 位 老 人 的 歌 声 里 听 到 了“ 怀

念 ”—— 应 该 是 对 曾 经 出 现 在 自 己 生 命 里 的

人、事、物、乡土的一种感情。年轻的时候，这

种感情通常是不浓厚的。

有专业人士也学习这种民间艺术。我听

过其中一位老师的演唱，完整、声音明亮圆润、

技术纯熟。我喜欢听不完整的、声音不光滑圆

润的、没有太多技巧的那种。

有一次，一位朋友有几分醉意，在草地上边

舞边唱，舞姿随意，歌词含混，曲调似乎也随意

含混。我听着听着，猛然意识到他唱的是《塔里

木河》。在此之前，我听过这首歌，从没想过会

有另外的唱法。他随意地调整和组织曲调、歌

词，就像面对文章的草稿，兴之所至，涂涂抹抹，

添添减减，文思往哪个方向去都是对的。

那些流传已久的，原来就在河边、街巷、村

庄……鲜灵灵地活着。

□ 杨蕴伟

胡弦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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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峰 作
那一天大雪纷飞

那一天大年初一

莫高窟九层楼前

来自兰州一只船的小伙子

取出怀中的蒲团

入静，沉思

飞舞的雪花环绕着祈愿者

一片一片缀连成诗

气流升腾如袅娜的飞天

渐渐，幻化出宏大叙事

两千多年的画卷

与思想者融汇一体

雪霁，三危山金光再现

脱胎为《敦煌本纪》

敦煌来的朋友

绘声绘色讲述着这段传奇

面对求证的目光

作家笑而不语

□ 秉 俊

那天大雪纷飞

一个有梦想的家园

在一块玉米地上孕育

把三月的桃花雨打湿

把五月的青杏孵化

把七月的麦黄举高

九月的棉蕾吐出云朵

这些高兴的事情

被一口金玉良言说出

让秋风蘸满黄金的色彩

描绘一幅黄灿灿的版画

隆冬，这块玉米地

覆盖一床水花被子

温馨地露出莞尔笑口

□ 马迎途

有梦想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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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镇原县城出发，沿着镇殷公路

一路向北，蹚过交口河，就进入了庙

渠镇。

走在庙渠山塬相间的大地上，放

眼望去，黄土高原的独特地貌在这里

猛地旋卷着涌入眼帘；苍蓝的天穹

下，雄浑的黄土高坡层峦叠嶂；长长

的盘山路犹如一条飘逸的绶带，缠绕

着苍苍茫茫的大山，区分着远山近塬

的真实面貌。

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曾是农

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文化的交融之处，

也 是 汉 唐 时 期 通 往 西 域 的 交 通 枢

纽。这里出土的众多文物，用无声的

语言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与繁荣。

庙渠文夏村出土的北宋宣和五

年（1123 年）雕砖胡人牵骆驼、牵马

雕 砖 图 ，牵 马 胡 人 身 穿 窄 袖 长 袍 ，

系 腰 带 ，足 蹬 高 筒 靴 ，头 戴 尖 顶 毡

帽，帽顶有缨，深目高鼻，腮下有长

须，装束打扮呈异域风情。牵驼的

胡 人 一 手 提 缰 绳 ，一 手 拿 短 棒 ，作

驱赶骆驼状。骆驼健壮雄健，头上

昂 作 嘶 鸣 状 ，呈 昂 首 迈 步 的 姿 态 。

“ 胡 人 牵 驼 ”画 像 生 动 刻 画 了 当 时

胡人的形象，再现了北宋时期丝绸

之路上商贸往来的繁荣场景。

清水河是编织庙渠山沟的经脉，

在漫长的岁月更替中，在庙渠镇店王

村的山沟内与数百米高的石崖相遇，

继而从断崖绝壁呼啸流下，跌落崖下

潭坑，落水冲崖漱石，卷起雪白的水

花，构成碧波潭神奇的自然景观，四

面沟壑纵横，气势磅礴，具有扼关带

水、地险山雄的特殊地理环境。

清水河是一条古老而文明的河，

滋润方圆百里的万物生灵，催生了这

里的农耕文明发展。

1989 年，人们在清水河边的老

虎咀遗址，发现了 37 节陶水管。老

虎 咀 遗 址 南 北 长 约 400 米 ，东 西 宽

约 200 米，面积约 8 万平方米，这里

先 后 出 土 了 陶 水 管 ，还 有 石 斧 、石

刀 等 器 物 。 这 种 陶 水 管 为 红 陶 制

作，管子两头接口，一大一小，大端

为 母 口 ，小 端 为 子 口 ，母 口 可 与 另

一节水管的子口相连接，然后依次

套接，直至达到所需要的长度。老

虎咀遗址属于常山下层文化，距今

四千多年。

庙渠境内稠密的烽火台，是一道

壮美的风景线。连绵起伏的丘陵上，

一墩墩烽火台兀立山顶高处，一个连

着一个，从连绵起伏的山梁上，一路

向北延伸，进入浩瀚沙漠。

登 上 烽 火 台 ，总 能 引 发 人 们 无

限的遐想。千百年前，在此守边的

人，在烽火台上点起的柴火浓烟升

天，得到边关告急，关内人喊马嘶，

昏天黑地，十万火急调兵遣将的情

形似在眼前。

“狼烟已共胡沙远，岭上空留烽

火台。”烽火台被风雨剥蚀，但它依

然端端正正屹立在高高的山顶上，

屹立着幽渺的古意和一种不可征服

的坚强。

烽火台古老的容颜，彰显着一种

厚重之美。烽火台神秘的古韵与这

里神奇的自然风光，共同构成多彩的

旅游资源。

沿 着 山 间 的 小 路 迤 逦 前 行 ，那

一山醉人的绿让人惊羡不已，此刻

槐花开得正欢，云气缭绕的山间弥

漫着甜甜的花香；鸟雀成群结队在

林间穿梭，不知疲倦地展示着嘹亮

的歌喉；躲在草丛中的山鸡突然振

着翅膀嘎嘎飞起，惊得正在吃草的

野兔撒欢逃窜……

庙 渠 ，一 个 美 丽 神 奇 的 地 方 ，

从历史烟云深处走来，迈着阔步走

向未来。

□ 秦克云

走 进 庙 渠

河流是弯曲的。自陡坡下来，

马莲河的第一个弯，从源头便形成

了。从一开始，就是黄颜色，在逼

仄的水道翻滚，缓缓向前。遇一个

山根就拐道，于豁口处迂回，很快

便至重峦叠嶂，游走其间，复又游

弋在山的夹缝。拐弯、拐弯、拐弯，

这河路过环县、庆城、合水、宁县，

由政平流入泾河，所经基本上在庆

阳境内。马莲河于河弯中奔腾不

息，与黄河息息相通。

这是马莲河的样貌。

越往下走，在每一低处，便有

谷溪汇入马莲河。先是筷子状的，

接着是麻绳状的，再下来有人的胳

膊那么细的、像碗口那么粗的、像

人腰杆那么粗的、像驮水的木桶那

么粗的。这样不断发展壮大，马莲

河的水势就不一般了，从涓涓细流

成滚滚波涛之势。这是因为流域

几乎所有的沟、渠、谷、川道，都有

渗 水 、泉 眼 ，是 真 正 的 山 高 水 长 。

现 在 ，马 莲 河 仍 然 不 失 其 浩 荡 气

势，清澈时，透亮见底，白日映云千

山树；混沌时，浊浪滔滔，泥浆拍遍

河两岸。

马莲河在北，山势硕大，山色

多褐而少绿；马莲河在南，山仍庞

大，但却有高大的树和密致的草。

往 古 而 言 ，马 莲 河 一 旦 来 到 庆 州

（今庆城县）以南，包括合水、宁县

一带，受子午岭茂密的森林调节，

气候显得湿润了许多，河谷水草丰

美，宜林农、宜养牲畜、宜候鸟栖、

宜人类居住。

河 流 如 移 动 的 历 史 档 案 馆 。

马莲河见证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

一切。顾名思义，马莲河边生长着

旺盛的马莲，马莲河因此得名。庆

阳历史悠久，周人在马莲河流域开

天辟地，将荒芜之地变作粮仓。马

莲 河 也 记 录 下 了 这 里 丰 富 的 文

化 。 先 秦 时 代 ，先 民 狩 猎 与 耕 作

时 ，欢 欣 亦 歌 ，苦 焦 亦 舞 ，载 歌 载

舞，聊表心迹；春秋战国时期的采

风 者 ，于 赤 日 炎 炎 似 火 烧 的 情 景

下，奔走于岭下塬上，而撰四或六

字句，或字数少而不长的句式，成

就《豳风》中的数篇，丰富了伟大的

《诗经》；至西晋时期，以傅玄为代

表的傅氏家族，文脉延绵，累代相

传 —— 身 为 文 学 家 、思 想 家 的 傅

玄，其祖父傅燮，系东汉汉阳太守，

父亲傅干，乃魏扶风太守；唐时狄

仁杰、宋代范仲淹一前一后涉足马

莲 河 ，前 者 于 宁 州 刺 史 职 位 上 历

练，后者则调任庆州后，为当地做

了许多要事……

马莲河流域物华天宝，地上至

宝，地下也是至宝——油浪滚滚，

乌金遍地，天然气聚集，其全貌被

通识，才是近些年的事情。

□
武
国
荣

马
莲
河
畔

沿苍绿层叠的山坡，从白云起

处，顺着蜿蜒起伏的小道，依山缓

行，走进旦马牧场的盛夏。

山谷、溪流、森林和草地，渐次

呈现在眼前。惊艳这种词，就是为

旦 马 牧 场 的 草 木 山 水 量 身 打 造

的。每一步都是一道风景，越往深

处 走 ，越 有 不 知 归 路 的 惊 喜 与 闲

适，仿佛走进一幅画。

山远，巍峨俊秀，云烟缭绕，少

有人迹，整座山显得空旷，但空山

又不空，霞光映照，闻得林中鸟声

婉转，很是悦耳。一群鸟拖着快乐

的尾巴归巢，穿越婆娑的树影，落

在山的更远处。

山坡上全是草，层层叠叠，目

之尽处还是草。草丛里有林，林间

老树盘虬，草木间开满了不知名的

野花，清辉中花木疏朗散漫，馥郁

芬芳盈满胸腹。

偶遇多处清泉绕石而出，石旁

长满青苔，胭脂色的藤蔓顺水伸长

枝叶。小径深幽清露沾衣，瞬间洗

去一身倦意。清澈蜿蜒向前的小

溪水，亦醉心于这苍茫的山野，一

溪千年闲云，如丝绸润凉，不惹半

点尘埃。

凉爽的风掠过群山，牛羊俯身

低眸，听天籁之音，在苍茫无垠的

绿意中，捕捉草叶上下坠的露珠，

捡拾自己的瘦影。

山谷幽深，处处风光旖旎，看

到的都是美景，闻到的亦是清香。

万物悠然地盛放着，不由人眉眼从

容 ，心 也 澄 明 起 来 。 身 边 美 景 浩

荡，说不出的清寂。

风吹，不是风，是旦马草木的

模样。雨来，不是雨，是旦马山水

的模样。对着一个盛夏季节，旦马

的草木山水完成了相遇，是稠密的

惊喜，是浓郁的甜蜜。

光 阴 在 牧 场 上 走 走 停 停 ，路

过 旦 马 的 人 们 ，留 下 故 事 。 一 座

山 ，一 坡 草 ，一 溪 水 ，锁 住 故 人

心。

尘寰苍茫，月色缱绻，旦马的

草木山水不凋，这光阴就不会老。

在旦马牧场，与万重草木山水

相逢，看天地浩大，让人无限眷恋

这世间美好。

□ 朱莲花

牧场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