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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长城

〔油 画〕

孙立新 作

夏夜清爽，群星灿烂。星光下的旷

野一片静谧。远山，戈壁，都已沉沉睡

去，唯有一道城墙，从夜的深处缓缓走

来，又从容消隐在夜的更深处，仿佛是从

遥远的历史时空伸过来的一段手臂。干

燥、凉爽的夜风吹过，吹来戈壁独有的旷

古无垠、漫无边际的气息。

风从城门洞吹过，吹向城外边墙脚

下的一块空地。空地上，数十座傍晚刚

刚搭建起的户外帐篷内，透着影影绰绰

的微光，隐隐传来阵阵说笑声。一座高

耸 的 古 烽 燧 ，仿 佛 是 他 们 最 忠 实 的 卫

士。年轻人的精力真是旺盛，他们刚刚

结束了白天二十多公里的徒步越野，此

刻仍然睡意全无，兴奋地交流着白天的

见闻、感悟。

记不清从哪一年起，每年夏天，总有

几支徒步队伍，来到沧桑古朴的硖口城

外，在这里安营扎寨，徒步研学。他们沿

着蜿蜒起伏的汉明长城，一路走戈壁、越

绿洲、穿村镇，捡拾沿途的垃圾，向游客

和当地村民宣讲保护长城知识。东西纵

横山丹全境的长城，为他们的徒步提供

了最佳的穿越场地。每一堵墙体，每一

座烽燧，每一道壕堑，都吸引着他们驻

足、感叹、发思古之幽情。在长城沿线，

我还常常遇到一些孤独的徒步者，有退

休老人，有年轻学子，他们肩挎背包，手

拄拐杖，表情坚毅，目光灼灼，沿着长城，

走向远方。

这道古老的城墙被乡亲们称之为边

墙。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有文物部门

在边墙沿线竖立起一块块保护标识碑；

90 年代，山丹县长城陈列馆在新河驿建

起，东来西往的游客纷纷驻足于此，了解

汉明长城，感悟边塞风情，山丹“露天长

城博物馆”的美称，不胫而走。同时，沿

长城各村镇，也都有了文物部门聘请的

业余文管员。2009 年，《山丹县长城保

护管理办法》颁布实施，这是全省第一部

由县级政府出台的长城保护管理办法。

从那时起，徒步长城已形成一股热

潮，常有风餐露宿的背包客，沿着长城踽

踽独行。

朋友老陈，因着年轻时在新河长城

边一段短暂的经历，竟与山丹长城结下

不解之缘。二十余年前，他辞职来到长

城边，过起自发保护研究长城的日子。

多年来，他跑遍了汉明长城沿线的山川

沟壑，拍摄了大量风景绝美的照片，并

撰写出版了数本关于山丹长城和西北

地理风情的书籍，不遗余力地宣传介绍

山丹长城。老陈的长城岁月，寂寞而充

实。在他的小院，我经常会和许多来自

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长城爱好者不期

而遇。

明长城山丹县段于 2020 年被确定

为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山丹汉

明长城“甘凉咽喉”风景道示范段被纳入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保护规

划“三园、三段”之一。现已完成的硖口

至新河驿段建设，服务设施更加完善。

巡查步道随着长城在旷野中蜿蜒匍匐，

方便游客近距离观赏长城；数字化智能

导览标识，为游客提供更为便捷时尚的

体验；而荒野中的几座仿古驿站补给点，

则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服务。烈日之

下，长空浩荡，茅店朔风，古韵悠悠，胡马

阵阵嘶鸣，骆驼悠然踱步。历经战火淬

炼的古长城，赶上了好时代。

一年四季，常有来自邻近市县学校

的学生，来到硖口城外，在老师的带领

下，开始研学旅行，朋友老陈则为他们义

务宣讲。孩子们一路好奇地赞叹着、讨

论着、吵闹着，争抢着捡拾长城两边的垃

圾。待经过数小时徒步，回到起点，一张

张稚嫩朝气的脸庞上，闪动着疲惫而兴

奋的汗珠。

长城文化，在这里得到最为直观的

赓续和传承；长城故事，在这里得到更为

生动的讲述和宣扬。

夕阳下，长城如巨龙般蜿蜒盘绕，攀

上龙首山顶的一片金色霞光里。又有几

顶帐篷，在硖口城外的露营地搭起。

□ 张 乐

长城脚下的眷恋

出漳县武阳镇，沿国道 212 线一

路西行至大草滩乡谢店子村，隔漳河

南望，茫茫苍苍的遮阳山神秘幽深的

风光就近在眼前了。

伫立在浪花飞溅的漳河岸边，只

见遮阳山的奇峰异石云遮雾绕，似乎

要向我们扑来。极目山巅，玉笋峰、千

仞峰、君宝峰，险峻而伟岸。

我们最先领略到的是遮阳山奇美

的峡口风光了。这里有最具魅力的飞

流泉，让人流连忘返。大约走了 30 分

钟 ，石 地 蓦 地 变 窄 了 ，像 一 条 曲 折 甬

道，左右不过百米。这时，只见两面石

崖峭立，崖上点缀着艳丽的野花，透出

丝丝纯净的氤氲。而谷底呢，细细的

沙砾渗出一股清亮亮的小溪，甜甜的，

绵绵的，像银蛇一样窜动。

峡谷越来越窄，蓝天终于挤成了

一道透亮的缝，显得出奇地幽密。这

时出现了一块横亘于峡谷的巨石，像

屏风一样挡住了去路，这就是闻名的

“一线天”，溪水绕着它从两边流出，

我 们 只 得 蹚 过 清 澈 的 水 流 。 经 过 这

道“关口”，“柳暗花明又一村”，奇观

出现了。只见一个绿色的水潭，犹如

天 池 一 样 晶 莹 ，静 静 地 躺 在 峡 谷 之

中 ，路 已 经 完 全 被 切 断 了 。 站 在 潭

边，依稀可以听见高处有飞瀑倾泻的

轰鸣，只是被巨石堆垒的石坡遮掩了

视线。经过短暂的踌躇之后，我们紧

贴着凹进去的石崖，屏息凝神飞越了

过 去 ，接 着 攀 上 了 溪 水 飞 溅 的 石 阶 。

说是“石阶”，并无石阶可登，只有于

嶙峋处任你踩踹罢了。

上了石阶，峡谷显得豁然开朗了

一些。放眼望去，千奇百怪的巨石遍

布其间，有的像引颈的骆驼，有的像反

刍的黄牛，有的则像石案石桌，在阳光

的沐浴下，散射着青蓝色的光。坐于

其上，能感到温热；将脚没入石下的溪

流，拍打着，能获得一种童趣。此时，

那水，从一块巨石跳到另一块巨石，形

成 小 小 的 瀑 布 ，虽 乏“ 疑 是 银 河 落 九

天”的雄威气势，却也美得独具特色。

那 小 小 瀑 布 所 发 出 的 声 音 ，清 脆 悦

耳。此处正是所谓的“青岚紫气绕群

峰，崖滚云涛泻碧空。破壁急流飞白

练，逆光烟霭烁霓虹”的绝妙景致。

在这瀑布群中，令人最为心动的

是西溪瀑布。站立在瀑布旁边的巨大

岩石上，那凌空而下的素绢轻纱化作

大大小小的水珠，乘着风的翅膀，时断

时续地飘洒而来。细看，才发现那面

经 千 百 年 流 水 冲 击 的 高 悬 瀑 布 的 绝

壁，凹凸不平，飘落的瀑布在断层岩石

上碰撞飞溅，向空中抛洒出珍珠般的

水珠，看起来就像舞动薄雾的水绢，向

我们的头上飘洒。

再 看 ，只 见 那 飞 瀑 落 地 之 处 ，有

一汪小湖似的碧水，名曰“千丈潭”。

潭 里 溢 出 来 的 清 水 从 石 缝 里 悄 然 滑

下 ，汇 成 涓 涓 细 流 ，在 黑 褐 色 的 奇 岩

怪 石 上 荡 起 朵 朵 白 色 浪 花 ，淙 淙 水

声，犹笙箫琴瑟共鸣，让人心旷神怡，

惬意之极。

沿西溪而上，迎面而来的是遮阳

山最负盛名的景观“题诗崖”，不远处

就是玉笋峰，玉笋峰下便是龙潭。在

“云叟洞”前，我们久久伫立，这里是遮

阳山最具人文气息的景观之一，是北

宋诗人张舜民流寓遮阳山时居住的地

方，洞壁上的楷书题刻清晰可见。接

着，我们在九曲回肠的山中缓缓穿行，

九曲峡、一线天等在蓝天白云的映衬

下，更具气韵。

在西溪的源头，但见一片莽莽苍

苍的云杉林海，荫郁茂盛，遮天蔽日，

那 林 中 的 树 木 仿 佛 不 是 出 自 造 化 天

成，而是经过艺术家精心布局似的，也

更像严整的队伍，一棵棵几乎是一般

的高大粗壮，一样的伟岸俊秀，以一种

相同的姿态，傲视天空。

怀着深深的敬意，我们离开了那

片让我们留下些许牵挂的云杉林海，

来到了大王洞前，这里是游览遮阳山

的必到之地，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在这

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由钟乳石构成

的石鳄、石瀑、千佛山等，形象逼真，色

彩艳丽，蔚为壮观，叫人不由得感叹自

然的奇妙。

到遮阳山一游，使人领略到了一

种恬然悠谐的情趣，感受到山河秀美

惬意的律动。

□ 刘居荣

遮阳秀色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张掖三

中 任 教 。 这 所 学 校 的 基 本 条 件 较

好，且有藏书量大的图书室。在忙

完上课、备教案、批作业后，我便借

阅中外名著和文学杂志，做读书笔

记，经常看书至深夜，还尝试各种文

体的练笔。

学校位于距县城 16 公里的大满

乡 ，这 里 是 城 南 的 中 心 集 镇 ，有 邮

局、银行、医院、粮站、饭馆、供销社、

电影院、农具厂等，班车畅通，街道

热闹，生活颇为便利。

我 喜 欢 去 邮 局 寄 稿 件、翻 阅 新

到的报刊，由此，与邮局一位工作人

员成了好朋友。在与其交往中，我

得知有农民自费订阅报刊的事儿，

为此，根据提供的信息，写了一篇题

为《大满邮局发动村社增订报刊》的

消息。之后，又采写了一篇稿件，报

道了城西闸一社社长赵定国自费订

阅 15 种报刊，并利用学到的知识改

良果园品种、向农户传授技术的事

迹。这两篇报道相继在《甘肃日报》

上 发 表 后 ，又 在 电 台 播 出 ，这 样 一

来，我便成了报纸上有名、广播里有

声的业余记者。

1984 年 ，我 被 调 入 县 委 报 道

组。在新岗位上，我先后采写了一

批有分量的新闻报道，分别在《甘肃

日报》等媒体发表，其中有 10 多篇作

品获奖。特别是报道张掖五中青年

教师吕鹤年见义勇为保护学生的新

闻，引起广泛关注。

1989 年初，我又先期被调入地

委报道组，与后来调入的同事齐心

协力，出色地完成了报道任务，积极

配 合 邮 局 开 展《甘 肃 日 报》征 订 工

作，并曾在有关发行会上，代表地委

宣传部介绍了经验。

1992 年春，我进入一家报社工

作，一步步练就采访、编辑、排版以

及撰写评论的过硬本领，并最终成

长为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如今，回首往事，我深感从事新

闻工作的 20 多年，是一段十分愉快

而难忘的时光。

□ 谢德彪

广采博闻向新行

蓝天，白云，碧水，雪山。微风

送来阵阵的花香，悠扬的歌声在原

野上回荡。洁白的羊群，撒满草原，

绕过山岗。毡房外，牧人深情地弹

着冬不拉，琴声如泣如诉，给人无限

的遐想……

这就是阿克塞，一颗靓丽的明

珠，说不尽的美。

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青崖子

的岩画，诉说着先民的智慧；汉代的

烽燧，承载着历史的辉煌；乌孙曾在

这里狩猎，月氏曾在这里牧羊。丝

路古道，西出阳关，行人在这里整理

行 装 ，补 充 给 养 ，往 西 ，往 西 ，再 往

西，就是浩瀚的大漠，就是神秘的楼

兰。汉唐的使臣由此西去，西域的

客商经此往返，驮走的是丝绸，送来

的是香料，还有真诚、友谊和善良。

雄伟的阿尔金山，俯瞰着神州

大地。广袤的海子草原，传来丰收

的信息。湛蓝的苏干湖上，百鸟争

鸣。多彩的胡杨峡中，流水欢唱。

这就是阿克塞，一颗靓丽的塞

外明珠，说不尽的美。

你见过野生的双峰驼吗？它的

自 然 保 护 区 ，就 在 阿 克 塞 的 安 南

坝。你见过巨型的盘羊吗？阿克塞

的 阿 尔 金 山 ，有 它 的 自 然 保 护 区 。

这里还有无数的河流，大大小小的

冰川，让无数的游人为之倾倒，为之

迷恋。

这就是阿克塞，一颗靓丽的塞

外明珠，说不尽的美。

荡气回肠的赛马、扣人心弦的叼

羊，是智慧与智慧的比拼，是力量与

力量的较量。还有浪漫的姑娘追，高

高扬起的马鞭下，是百般的情，是千

般的爱，还有对幸福的期待。

这里的美食名扬天下。香甜的

奶茶、飘香的手抓肉、唇齿留香的马

奶酒，还有奶疙瘩、酥油茶、酸奶子、

炕锅肉……无穷的美味，总是给味

蕾留下持久的念想。

这就是阿克塞，一颗靓丽的塞

外明珠，说不尽的美。

要领略迷人的哈萨克族风情，

就来阿克塞做客吧！来欣赏闻名遐

迩的对歌，男女对唱，群体对唱，一

人 唱 ，众 人 和 ，酣 畅 淋 漓 ，激 情 飞

扬。来观赏婀娜多姿的舞蹈，擀毡

舞、套马舞、天鹅舞，或柔情万端，或

刚健有力，或诙谐幽默。

这就是阿克塞，一颗靓丽的塞

外明珠，说不尽的美……

□
陈
自
仁

阿
克
塞
，说
不
尽
的
美
（
散
文
诗
）

雄鹰拨转时光

祥云安居蓝天的地方

高架桥举起的钢轨

韧性之力，开拓直线距离

乌鞘岭脚下，隧道洞口

射出火箭一样的银色列车

一刹那间，牧歌抒情的长音

回旋在碧绿的大地

视线的海拔升高

河流怀揣喜悦，赶往大海

回望马牙雪山的银光

内心，奔驰浪花的白羊

草原的红嘴雁，来了又去

悬挂彩虹的崭新站台

鸣笛起跑的身影，戴着一条

格桑花飘香的哈达

□ 扎西尼玛

高铁穿过乌鞘岭

在我们的意识里，黄河一直都

有它特殊的颜色

那抹黄已经成为潜在它骨子里

的色调

而在永靖，我看到了另一种黄河

它的蓝，让我们看到了天空一般

的黄河

它倒映着蓝天白云，沉浸在梦

一般的蓝色里

让我们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它也让我们看到了青草一般的

黄河

它的绿，已长成青山里的眺望

长成渔网里的徜徉

那片山林倒出它们的影子

听一首古谣曲，掠过心上的波澜

□ 万有文

黄河的色调

龙景村的麦子熟了。

当 我 又 一 次 来 到 龙 景 村 的 时

候，在绿树掩映的道路两旁，眼前掠

过一块又一块金黄的麦田。这是一

个瓜果熟稔的季节，蜜瓜在沙漠深

处透出诱人的橘黄色，杏子尚在人

们的口齿间留存一丝香甜，龙景村

的麦田仿佛在一夜之间就被水彩大

师晕染成一幅幅金黄的画布。

一 个 节 气 就 是 一 个 季 节 的 驿

站，麦田里的气脉和时光里的表情，

让人想起岁月的积累和沉淀。龙景

村的麦田很小，也没有牛马套犁，如

果上推到 20 世纪 80 年代，我可能像

麦客一样，撸起袖子，在泼墨画般的

麦田里挥舞镰刀。麦子熟了，我要

拿出一斗粮食，蒸馍、酿酒，招待远

方的客人。

麦子不是龙景村的主色调。我

是从中牌村向西进入宁远镇的，一

条平坦的柏油路，蜿蜒伸入龙首山

的 幽 深 处 。 龙 景 村 的 山 还 是 那 座

山，水依然汤汤急流，因为一代又一

代龙景人的奋斗，龙景村呈现着勃

勃生机。

龙景村还是一首属于金昌人的

山水田园诗。缘溪西行，忘路之远

近，路的尽头就是梨园农庄。归园田

居、知陶居、归去来兮居等。每一居

都洇染着一种泥土朴实的伫望。“方

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暧暧远人

村，依依墟里烟。”……最质朴的风

景，蕴藏着最有亲和力的情感。“如归

居”的黄色门楼前，我久久驻足畅想，

一千六百年前的那位五柳先生，晨兴

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他最终把身心

安放在了坚实的泥土中。

我很喜欢乡村牧归的黄昏，日

之夕矣，羊牛下来，夕阳的柔鞭驱赶

着归家的羊群，蜿蜒曲折的小道，腾

起薄暮一样的烟尘。龙景村也有羊

群，离开村庄，它们散养在野狐湾的

沟壑深处。

夕阳在山，黄澄澄的麦田正吐

出它在一天内所吸收的热，披上了

一层绚丽的金色。

□ 陈汉春

麦熟时节

客从远乡来。那年

背着故乡的月牙儿

走村串户打零工

现在手握方向盘

驾驶崭新的收割机

穿越大半个中国

只图东西南北的丰收

分享着他乡与故乡的快乐

他乡的阳光多么明媚

故乡的月亮如此娇柔

这些蝉鸣，那些蛙声

是不是来自他乡的麦客

总是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 马迎途

麦 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