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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每一座山都很重要，或许是屏

障，或许是险阻，或许是背景，也或许是人们的

向往和崇敬。茫茫苍苍的华家岭横亘在会宁

县南部、通渭县北部，是我们那一带的名山。

岭上有一条古老的大道，是西安和兰州之间的

必经之路，曾形成过盛极一时的驿站和兵站，

经历了丝绸古道、陕甘驿道、西兰大道、312 国

道的变迁。

我常常感觉华家岭像一个巨人，后背上背

着通渭，前胸抱着会宁。有时也觉得会宁和通

渭像两只筐，被华家岭的一根扁担挑着，跋涉

在岁月的长途上。有不少会宁人祖上是从通

渭移民来的，会宁人说起通渭，就像很多地方

的人说山西大槐树。那些移民是翻过高高的

华家岭，还是沿着华家岭的山脚来到会宁的，

他们一路上都经历了什么呢？所有的细节都

已隐入历史的尘烟。

1934 年，作家张恨水经过这里，他在一篇

散文中写到了华家岭的荒凉、贫瘠、落后，以及

惊险，“曾经走过西兰公路的人，谈到华家岭，

谁都会头痛。这原因并不在岭上出强盗一件

事上，因为这岭实在太长了，长有二百四十华

里。”“这华家岭的梁子，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滴

水，自然，没有一户人家。”

1940 年，作家茅盾来到华家岭，他这样写

道：“在这条公路上，每天通过无数的客车、货

车、军车，还有更多的胶皮轮的骡马大车。”“四

野茫茫，没有一个人影，只见鹅毛似的雪片，漫

天飞舞……”

林则徐、左宗棠、范长江等著名人物，也曾

从华家岭上走过，他们见证过那个时代的华家

岭。斗转星移，华家岭早已是另一番景象，经

过这里的人们已是另一种心境。

那是初秋的一个下午，我乘坐一辆吉普车

从会宁县城出来，七绕八拐上了西兰公路。天

高云淡，岭两边可见万亩梯田；玉米深绿，金黄

的油菜花在灿烂的阳光里依然开得热烈。那

时，岭下的麦子已经收获，而海拔两千四百多

米的岭上，小麦正绿中透黄，还得等十天半月

才能成熟。打开车窗，清风扑面，满心都是秋

天的舒适。

再去华家岭，是一个深秋，穿过岭上笼罩

的浓雾，就像穿行在云海之中。那天，雾在缓

缓移动，树上全是当地人称为浓霜的晶莹霜

花，这就是玉树琼花的华家岭雾凇奇观。停车

观望，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除了惊叹，还是

惊叹。

据介绍，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这里被纳入

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经过华家岭林场几代人

的 植 树 播 绿 ，营 造 出 绵 延 300 公 里 的 绿 色 长

廊。四季分明的华家岭，每个季节都展现着不

同的风景。

又是一个秋天，朋友邀我去看看会宁的一

个土堡，然后走走华家岭，我当然高兴。

土 堡 极 普 通 ，是 华 家 岭 周 围 众 多 座 堡 子

中的一座。堡子位于山间，建于清代，当年住

着一大户人家，因兄弟三人中两人考中进士

一 人 考 中 拔 贡 ，而 被 当 地 人 看 成 是“ 耕 读 传

家”的典范。近年来，县里在堡中布置了家风

传承和文化教育题材的展览，吸引了不少人

去参观。会宁重视教育，土堡里的展览馆是

这里的人们热爱教育的一个缩影。一张张图

片、一件件实物、一个个故事，令我对这片土

地心怀敬意。

从土堡出来，朋友说，去看看华家岭湿地

吧。这里会有湿地？朋友看出了我的疑惑，便

解释说，以前这里的确干旱少雨，但现在的华

家岭一带，因为草木多了，空气湿润了，雨水广

了，地下水位上涨了，发源于那里的厉河水量

也比以前大了，自然就有了湿地。

约半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两山之间的

一片平阔处，一片连着一片的花地里，除了波

斯菊、雏菊、向日葵等少数几种，多数花我不认

识，不认识没关系，只要灿烂就好。比花地更

引人注目的，是一条大坝拦出的一大片水域，

蓝天白云倒映在水面，水天一色。轻风吹拂，

微波荡漾，两岸的芦苇随风起伏。水鸟向着水

面俯冲，接着又飞向远处，然后又飞回来，像是

特意表演给我们看似的。我问，水里有鱼吗？

朋友说，有啊，只是不能随便钓。沿着大坝行

走，我有走进水乡的错觉。那时，不远处的山

坡上，有人正在播种冬小麦，过一段时间，那里

就会披上秋天的新绿。

离开湿地，我们就上了华家岭。到达主峰

时，已是黄昏，看到路边的一间小房子，里面

已亮起了灯光，我问是小卖铺吗？朋友说是

护 林 员 的 房 子 。 我 想 ，如 果 从 远 处 看 ，这 盏

灯 就 是 落 到 岭 上 的 一 颗 星 。 我 们 在 几 棵 左

公 柳 前 停 下 脚 步 ，注 目 满 身 疤 痕 的 老 柳 树 ，

它们仿佛一个个身披铠甲的将军，经历了多

少 风 雨 ，恐 难 以 计 数 ，但 威 武 的 气 势 依 然

在 。 朋 友 说 ，华 家 岭 上 现 存 28 棵 左 公 柳 ，当

地 正 在 筹 建 以 保 护 古 树 名 木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森林文化公园，左公柳和更多的古树都会被

得到保护。

据 说 ，近 几 年 来 华 家 岭 的 游 客 越 来 越 多

了，有来休闲的，有来写生画画的，有来摄影

的，有来写诗的，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各自

需要的感觉。站在傍晚的秋风中，我忽然想起

这样几句诗：“雨雪年年都来，年年秋都凉，只

是今年的秋天，比去年暖和。”

回到岭下，已是万家灯火，回头望去，夜色

中的华家岭仿佛一条星河，那么多“星辰”在岭

上闪烁，那是风力发电的风车上的灯在闪。华

家岭的风电也是一道景观。

如 今 ，因 为 有 了 高 速 公 路 ，很 少 有 人 再

翻 越 华 家 岭 了 ；因 为 有 了 高 铁 ，西 安 和 兰 州

之 间 不 再 有 人 走 西 兰 公 路 了 。 高 高 的 华 家

岭 ，仿 佛 一 位 饱 经 沧 桑 的 老 人 ，站 在 陇 中 的

高天大地间，慈祥地注视着这片土地上的春

华秋实……

双石门在渭源县南山分水岭附近，因山

谷中两道狭窄的石门而得名。三国邓艾、北

宋王韶等名将都曾将这里作为用兵通道。如

今这里风光旖旎、群峰含黛，森林、草原、雪山

错落分布，溪流如织，草原密布，宛若遗落的

秘境……这里就是我心中的世外桃源。

双石门位于渭源县会川镇以南 10 公里，

距渭源县城 50 公里，距兰州市也仅 150 公里，

一日即可往返。

这里峡谷、溪流、草甸和森林，美得让人窒

息。11 万亩高山大草场，牧草青青、牛羊成

群，让人感觉似乎到了陇上的香巴拉……

双石门独特的景观，与它所属的山脉是分

不开的。在双石门峡谷深处，群峰相连，最高

峰是被誉为“撑天银碑”的露骨山，主峰海拔

3941 米，是临近数县海拔最高的山峰，同时也

是漳县、渭源、卓尼三县的交界处。

提起露骨山就不得不提分水岭。分水岭距

兰州 160 多公里，早已成为国道 212 线上的一

景，它海拔2980米，是渭源县与漳县的界岭。

我们一行人驱车至双石门峡谷口时，一

群牦牛正在沟口悠闲地吃着草，就像一颗颗

黑 珍 珠 镶 嵌 在 绿 色 的 绒 毯 上 。 虽 是 正 午 时

分，扑面而来的风儿，送来了高海拔特有的凉

爽。进沟口没走多久，便是第一道石门，两座

山石相对而立，石门的宽度可以供一辆小车

通行，但满地的碎石，尖锐而突兀，一般情况

下，人们开车行至这里，只能“弃车”于石门

外，徒步进入。

穿过第一道石门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崎岖

难行的山石路，路面很窄。眼界却豁然开朗。

山体四周是陡峭的山坡，但眼前却是生机无限

的大片高山草甸，呈斜坡梯田式，从峡谷中间

的溪水两侧开始，逐渐升高。

深入峡谷，以溪水为界，水之南逐渐开始

出现原生林，水之北依旧还是草甸。从无人机

升空的镜头中看，草甸与森林对称分明。最

后，草甸消失，眼前的景象全部被山石与密林

所包围。

乱石间，一道溪涧漫流而来，想要一探第

二道石门的奥秘，就必须涉水前行。这里的水

势相较于峡口大了很多，石头的阻拦让水流变

得湍急。

绕过眼前这道急弯，便能看见第二道石门

了。溪流汇成了一泓深潭，潭水的尽头是两座

拔地而起越往内越逼仄的山石，就好像山体裂

开了一道细缝，溪水从中流出，寒意更甚。这

便是双石门中的第二道石门。

相对于第一道石门，这一道石门显得格外

宏伟壮观，难怪在当地人与驴友中又被称为小

石门与大石门。

这两座石门说是相距一公里，但靠双脚涉水

走下来，竟觉得有点“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意味。

进入第二道大石门，一种沉重的压迫感迎

面而来。容一人通过的石缝中，两侧的石壁

上，居然还有明显的人工开凿留下的栈道孔。

据说，这里是三国名将邓艾偷渡阴平开凿栈道

的起点。

按照史料记载，公元 255 年秋，邓艾正是

在这里穿崖架木，一路修成栈道，并且在渭源

招募了五千羌胡精兵，进击蜀汉。

如今这石门内的栈道已经不存在了，但是

古道遗迹犹存。石崖上当年栈道上穿架木梁

的凿孔仍然整齐地列于崖壁……

待穿过溪水相伴的狭窄山谷，眼前立马

豁然开朗，远处的雪山、两侧葱绿的草场、牧

民的围栏分散开来，牦牛、羊群、马一同出现，

星罗棋布地点缀在绿油油的草场之上，相伴

在那闪着金光的溪水之旁，水声清朗悦耳，潺

潺淙淙，仿佛在倾诉大山的秘密。那些小丘

的线条是那么柔美，就像只用绿色渲染，不用

墨绿勾勒的山水画卷那样，到处翠色欲流，轻

轻流入云际。

置身于此，放眼望去，整个草原碧绿如茵，

蓝天、白云、绿草浑然一体。那些叫不上名字

的野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让草场更显生

机。呼吸着让自己感官愉悦的空气，取出相

机，记录所有的美妙。

这里每一步有每一步的风景，每一眼有每

一眼的感觉。登上一处陡峭之地，又是另一番

景象，远处的雪山，多彩的霞光映染雪峰，白雪

呈绯红状与彩霞掩映闪烁，相互辉映。

不知不觉中，几个小时已悄悄流过，转眼

到了傍晚，夕阳西下，余晖映山顶，把雪峰染抹

得像一位披着红纱的少女，亭亭玉立。返回途

中，依依不舍之情挂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我

想，双石门的每一处风景，馈赠给每个人的不

仅仅是身处其中的心旷神怡，意醉神迷，更有

离开后记忆永远的雕铸与凝固。

□ 刘小雷

□ 牛庆国

双石门风景区（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相 关 链 接

马营镇华川村

青瓦白墙的村落依山而建，村子干净整

洁，一条条平坦的水泥路通向家家户户，色彩

夺目的一幅幅墙画融入乡村特色，与秀美田

园风光相映成趣。这就是通渭八景之一的

“华川芳草”故地。如今，岁月的车辙碾过，原

来的芳草难寻，但是，满川的斑斓之色、啁啾

的鸟鸣以及淙淙的流水，诠释着时下华川村

的美丽与芬芳。

清人王秉宪《华川芳草》诗曰：“绿野晴川

过午桥，翠微平接茂林遥。莺歌留得行人懒，

按辔闻嘶系柳条。”诗人笔下是不折不扣的古

华川，那时候的华川大地到底如何，我们只能

凭诗句想象，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让人在短时

间内就能饱览如此优美的自然风光。

如今，横卧在蟾姆山之下的华川，静默的

远山与斑驳的村庄在层林尽染中交相辉映，

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共同默契成一道道

田园风光。清澈蜿蜒的溪流，叮咚着欢歌，辉

映着蟾姆山高昂的头颅，飘忽的云朵以及苍

翠的云杉，恰到好处地将人间仙境定格于此。

不远处的乡村历史博物馆，犹如一位饱

经沧桑的老人，默默伫立在村庄安静的角

落。展馆内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仔细观看

每一幅积淀深厚的历史遗珍，认真听取当地

老人的讲解，深刻体会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和

生产生活工具的快速变迁和发展变化。

襄南镇隔里沟村

踏足通渭县襄南镇隔里沟村，百年柳树

枝繁叶茂，华盖般顶起硕大一片林荫，舞榭歌

楼矗立在广场两边，柳池中碧水微澜，一片长

势繁茂的芦竹随风舞动，和宁谧守望的古堡

动静呼应，勾勒出一幅和美安恬的乡村画卷。

隔里沟村位于襄南镇政府南部1公里处，

村庄坐落在通甘公路边的一道形似“U”的山

沟里，因其土地肥沃、避风温暖，物产丰富，自

古为富庶之地，孕育了诸多文人雅士，形成了

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耕读文化。

穿过烟雨迷蒙中秋日的田野，进入村庄，

不经意就会和隐藏在古松古柏下的农家小院

撞个满怀，“耕读第”三个书法大字在门顶框

上十分醒目，村史馆如农家四合院，静守在村

党群服务中心隔壁，成为留住乡愁和农村记

忆的一部分。

襄南传统村落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传

统，保存了大量的民居、戏台、寺庙、古树、古寨

堡、古长城等各类物质文化遗产和木雕、石雕、

砖雕、匾额等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今，干净的柏油巷道穿村而过，万寿菊

在田间地头怒放，隔里沟村似一幅美丽的画

卷，柏油马路延展到村文化广场，路两边金灿

灿的油菜花在风中摇曳，自然风光无限好，游

客在油菜花间赏花、观景，看美丽新农村。

平襄镇孙庄村

孙庄村位于通渭县平襄镇东南部，距县

城13公里。村落居于一小盆地内，四面环山，

风光秀丽，气候宜人，漫步于此，抬眼仰望，蓝

天、青山、白云融合在一起，这仙境般的美景，

让人不禁想起“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世外

桃源。

金秋时节，这里秋叶五彩缤纷，黄得如金，

绿得如玉，红得如火，把秋姑娘打扮得格外妖

娆。一阵凉风拂过，金黄的树叶，摇曳着一把

把小扇子，从空中飘飘而下，似乎在诉说着一

个美丽的童话。村落散落在绵延数里的山脚

下，村前屋后金色围绕，梯田如链似带、穿插交

错，如一幅幅线条简洁明快的木刻版画。

村内还有一塘坝，碧水潋滟，岸边芦苇丛

生，高壮茂密如青纱帐一般。微风吹来，摇摆

舞动，沙沙作响。坝水为“活眼”，为村庄增添

了几分生机和灵气。

榜罗镇文树村

文树村位于通渭县榜罗镇东北部，坐落

在半山腰，民居疏密有度，距县城50公里。而

“文树”二字并非原字，明万历《重修通渭县

志》中记其为“瓮熟”，因其地为一瓮形山间小

谷地，气候温和，农作物比相邻地区成熟较

早，故名之为“瓮熟”。

村内庄园和山顶栽植有大片桃林，每逢

阳春季节，花满枝头，景色迷人。漫步其间，

微风拂面，鸟语花香，蓝天白云，呼吸着清新

乡野空气，时间仿佛都在此停顿。

村里还有一座保存完整的古堡，战国秦

长城穿村而过。长城、古堡，桃林、民居，农

夫、犬吠，夕阳、炊烟，构成了一幅恬静、优美、

怡然的山村画卷。

华家岭秋景

山水胜境山水胜境 渭源双石门渭源双石门

华家岭记华家岭记

通渭美丽乡村游通渭美丽乡村游
穿行于通渭大地的梁峁之间，不经意转过一个弯，就会和一些古老的

村落相遇，它们宁静而祥和地躺在黄土地的某些时光皱褶里，记录着时间

划过岁月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