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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勤县城出发回乡间，我喜欢

从红崖山水库西侧抄近道穿过。红崖

山下，一道土岭，宽约四米，高约两米，

虽被洪流和路径撕开了许多道口子，

时断时续，却始终与山体保持一二里

地的距离，自东北向西南延伸，像是大

地暴起的青筋。

经过风雨侵蚀，土岭顶端有虚浮

的土，植物种子在各种机缘下落户安

家，它们纤瘦的腰肢或湿活或干枯，在

微风中摇曳，仿佛在诉说这方土地深

深浅浅的过往。

那土岭就是长城遗迹，乡亲们唤

作“边墙”。明代，这一带是防御北元

残余势力的前沿。游牧民族逐水草而

居，机动性强，擅长游击战，明王朝不

胜其扰，便仿效前朝，因地制宜，筑建

长城，以防范侵掠。按照权威说法，这

墙体是沙石、黄土间杂干草、红柳枝条

夯筑的。为增强墙体稳固性，据说还

会拌和糯米汤。

水流冲刷处，沙石土坷凌乱。用

来增强墙体稳固性的干草、红柳枝条

之类杳无踪迹。那里没有残砖碎瓦，

也未曾听说出土过刀枪甲胄，似乎与

周 遭 别 无 二 致 。 红 崖 山 山 石 棱 角 分

明 ，它 向 长 城 展 现 了 温 情 的 一 面 ：将

长城挡在身后，使长城不至于被风沙

淹没。

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河西走廊，

这样的遗存不少，它们或驰奔于平川，

或潜行于山脚，或盘桓于山腰，甚至雄

踞于山顶。

长城并非连续而独立的建筑物，

而 是 一 个 完 整、复 杂 的 体 系 ，包 括 城

墙、敌台、关城、卫所、烽燧等多种设

施 。 我 最 熟 悉 的 是 烽 燧 。 在 我 出 生

的小镇境内，“有名有姓”的烽燧就有

十数个。自我记事起，长辈们指着那

些烽燧反复念叨，终将“五里一小墩，

十里一大墩”像诗词一样深植于我的

脑海。

长 城 的 筑 建 是 一 场 旷 日 持 久 的

接 力 ，其 历 史 最 早 可 追 溯 到 西 周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列 国 相 互 征 伐 ，掀 起 了

长城修筑的第一个高潮；秦灭六国统

一 全 国 ，连 接 和 加 固 战 国 长 城 ，始 有

“ 万 里 长 城 ”之 称 ；之 后 ，朝 朝 拓 抻 、

代代修缮，才在苍茫大地上树起了这

道抢眼的风景。

因 为 所 在 区 域 和 修 建 时 间 的 不

同 ，每 一 段 长 城 都 有 着 独 特 的 造 型。

修建长城讲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建

设者在充分利用地形的基础上，有土

夯土，遇石垒石。经年累月，它们已与

周 围 的 辽 阔 草 原、坦 荡 戈 壁、崇 峻 山

岭、苍茫林野融为一体。

修 筑 长 城 的 都 是 孔 武 有 力 的 汉

子。经过长年累月的劳作，他们都已

成为能工巧匠。筑垒城墙也是需要技

术的，否则，它怎么抵抗得住时光的流

逝、战火的蹂躏？

长城横亘，马不可跃，兵不可攀，

的确可以起到阻滞游牧民族侵扰的作

用。自古以来，西北边陲是男儿建功

立业的首选之地，无数人投身军旅，保

家卫国。多少难眠的夜晚，戍边将士

吹着猎猎朔风、望着寒星冷月、嚼着思

乡之情，枕戈待旦。

长城一线，骁将健儿辈出。据考

证，民勤人祖上大多是迁徙自江南的

军户，或许我身上就流淌着征夫戍卒

的精血。这可能就是我在行走中遇到

长城总要放慢脚步的原因。

跨越千年，长城已然成为一个文

化符号、一道精神图腾，刻在中华儿女

的 骨 子 里、淌 在 炎 黄 子 孙 的 血 脉 中。

很多人第一次在现实场景里见到长城

时，把身体贴在墙上拥抱长城，激动的

心情无以言表。

居庸关、八达岭、山海关等处的长

城，山石砌垒，高大坚固，扛得住风雨

的冲刷，经得起时光的打磨。它们是

长城的顶级配置，是豪华版，也容纳了

人们诗意的表达。

始 建 于 明 洪 武 五 年 的 嘉 峪 关 是

明 长 城 的 集 大 成 者 。 林 则 徐 途 经 嘉

峪 关 ，留 下“ 长 城 饮 马 寒 宵 月 ，古 戍

盘 雕 大 漠 风 。 除 是 卢 龙 山 海 险 ，东

南 谁 比 此 关 雄 ”的 诗 句 。 尽 管 心 驰

神 往 日 久 ，但 我 至 今 没 有 登 上 过 嘉

峪 关 城 楼 ，没 有 抚 摸 过 悬 壁 长 城 。

在 深 沉 夜 色 里 ，我 朝 着 它 们 所 在 的

方 位 张 望 ，并 不 觉 得 遗 憾 —— 心 意

系之，总有相逢！

□ 马超和

长城谣

一

古老的渭河迈着舒缓的步子，从

容不迫地流过老家的门前。那时，我

正站在天门山顶的观景台上，看百里

长川，袅袅秋烟。这里地势高峻，视野

辽阔，是观赏渭川秋烟的绝佳之地。

渭川秋烟，是甘谷一幅古老的画

图，一首遥远的歌谣，古朴飘逸，婉转

悠扬，回荡着人间烟火的味道、田园

牧歌的气息，也舒卷着挥之不去的乡

愁。小时候，我常常赶着一群羊，去

村后的堡子上，看一河烟波荡荡，两

岸烟霭重重，看烟笼秋山，雾失楼台，

仿佛在看一场神秘有趣的电影。雾

起身的时候，一团一团，乳白乳白的，

先是翻滚着，似乎在滚雪球，越滚越

大，越滚越快，转瞬整个河道就都变

白了，好像一锅烧开的水，雾气腾腾，

又好似披了一层旖旎的白纱，平日里

波浪滚滚的渭河，此刻也变得轻盈无

比，水灵灵的。一些好奇的雾，离开

河 床 ，悄 悄 爬 上 岸 ，爬 上 树 ，爬 到 山

腰，却迟迟不肯离去，缠缠绵绵，难分

难舍。雾里的辣椒，如一盏盏红红的

灯笼，明明灭灭，地头的苹果核桃大

枣 以 及 林 木 也 柔 媚 了 起 来 ，含 情 脉

脉。勤劳的农民，在山间收秋，只是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雾越来越大。我的眼前，白茫茫一

片，百里渭川，烟雾横生，气象万千。时

而像转场的羊群，浩浩荡荡，连绵不绝，

如行云流水一般从容娴雅；时而像波涛

夜惊，万马奔腾，气势如虹，蔚为壮观。

山根露了出来，但爬在山腰的白雾，蠕动

着不肯再走，如流云，如炊烟，如无声的

音乐，缥缥缈缈，幽幽淡淡，低回婉转；又

如海市蜃楼，若隐若现……正感叹着造

化的神奇、大自然的奇妙，一眨眼，雾却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知去了哪里。

橘黄的太阳，如一盘开花的向日

葵，跳出地面，大地万物玲珑剔透了起

来。空气依然湿漉漉的，握一把，仿佛

能拧出水来。微小如芥的雾水，打湿

了农民的锄头，打湿了花草树木的叶

尖，也打湿了我的眉梢，我的心情。

一场雾，来了又去，去了又来。

二

我一直认为，一个有古河的地方，

就意味着繁华有根、兴旺有据、其来有

自，风中飘扬着歌声，河中流淌着故

事，烟霭中行走着先贤。

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也是甘

谷的母亲河，它发源于甘肃渭源，伏羲

在渭水边仰观俯察，一画开天，顿时，

天清地明，鸟语花香。于是，滔滔渭

河，奔向远方，奔向辽阔。

一场雾接着一场雾。或浓或淡的

雾里，一场又一场的风云际会，在历史

的长河中次第展开，名人先贤纷至沓

来，将军诗人接踵而至。西三十铺鸡

咀处的朱圉绝壁上“禹奠朱圉”四个大

字，至今清晰可见。因而，甘谷人把这

段 流 经 门 前 的 渭 河 ，亦 叫 圉 河 或 禹

河。圉河是热闹而风雅的。姜子牙来

到了渭河边；老秦人率领八百子弟，定

居渭水之畔的毛家坪，留下了“蒹葭苍

苍，白露为霜”的渭河风雅；三国名将

姜伯约来了，他喝着渭河水长大，渭河

滋养了他的灵魂和精神；大唐的诗人

杜甫来了，当他站在渭水边，看着眼前

的秋风渭水、秋烟渭川时，不禁吟出了

“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

秋烟里的渭河，是一壶陈年的老

酒，是一篇接着一篇的传奇故事。

三

秋烟是大地的思想，是河流的思

绪，是草木对草木的抒情，是高山对高

山的问候，是朦胧的梦，是飘逸的歌，

是意境深邃的诗。

袅袅的渭川秋烟，白似纱，轻似梦，

绰约多姿，舒卷荡漾，灵动了广袤的原

野，也灵动了庄严的历史。长烟里，生

过圣人伏羲的太昊山，坐着盛唐大佛的

大像山，长着千年牡丹的天门山，漂浮

在缓缓流动的烟霭里，仿佛海上仙山。

秋烟之美，在于朦胧。烟雾弥漫

之际，烟斜雾横之时，山朦胧，水朦胧，

树木影影绰绰，农舍忽隐忽现，宛如桃

源胜境，天门山顶的亭台楼阁，隐隐约

约，恍若天上宫阙。秋烟之美，在于飘

逸。山间蜿蜒的小径，像杜牧的诗一

样在烟霭中飘逸，起起伏伏的山际线，

像优美的旋律一样在天际飘逸，一川

秋烟，就是一首缥缥缈缈的歌，在百里

长川，起伏回荡，绵绵长长。秋烟之

美，在于意境。站立高处，俯渭川，瞰

秋烟，山水壮丽、包容、静谧、和谐，风

物内敛、含蓄、浓郁、大气，诗情画意油

然而生，是一幅情与景相融合、人与自

然相和谐的壮丽画卷。

渭川秋烟，是故乡的一个梦，故园

的一段情，故里的一缕乡愁。

□ 王 琪

渭川秋烟

秋 日 的 瓜 州 大 地，似 一 幅 浓 墨

重彩的油画，静静地呈在那里，绿得

发光，黄得透亮。那片片晾晒着的

新鲜枸杞，似燃烧的火焰，瞬间提升

了秋的亮度。

如 果 说 瓜 州 是 风 库，那 么 七 墩

乡 恰 处 于 风 库 口 的 位 置 。 谁 能 想

到，昔日布满青色砾石、荒旷、沉寂

的戈壁，如今已被茂密的林带、成片

的良田及蘑菇一样顶出地面的红墙

青瓦房屋覆盖。

最 初，村 民 们 试 着 在 贫 瘠 的 荒

地里栽种枸杞。枸杞耐碱、耐旱，易

于存活。村民像对待新生儿一样精

心培育枸杞苗，没有种植技术就学

技术，没有经验就向有经验的人学

习。一晃几年过去了，七墩乡枸杞

栽种面积不断扩大，枸杞产量也越

来越高，形成了“家家有田耕，户户

种枸杞”的可喜局面，枸杞产业已成

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每 到 枸 杞 成 熟 的 季 节，红 彤 彤

的小果子珍珠似的缀满枝头，闪出

诱人的色泽。枸杞枝条较细，上面

布满尖刺，这是枸杞自我保护的方

式，谁摘就戳谁。采摘工们熟练地

采摘、拉运、晾晒枸杞，收获的喜悦

压住了采摘时的疼痛。新摘的枸杞

要经过太阳暴晒，沥干水分，才能保

存长久。近几年，全乡已配套建成

集清洗、烘干、分拣、包装、加工、销

售为一体的枸杞种植基地和大型枸

杞果蔬加工车间。

为 进 一 步 打 开 枸 杞 销 路，七 墩

乡通过“筑巢引凤、以商招商”的模

式，先后与多地客商签订供货和物

流协议，稳定了枸杞销售渠道。除

此之外，还通过网站在线营销，让网

络“跑路”，为枸杞赋能，红果果变成

了村民致富的“金果果”。

到 七 墩 的 乡 间 走 一 走，街 道 两

旁清一色的拔廊房，门前院内皆用

水泥地坪衬砌，很干净，很整洁。红

红的枸杞铺满村里的晾晒专区，它

们 用 最 热 烈 的 色 彩 点 缀 着 大 漠 戈

壁，让人的心情跟着激荡，沸腾。这

是满腔热情结出的硕果，是乡村振

兴的美丽乐章！

□ 吴 春

燃烧的枸杞

九月的清晨，阳光柔和而宁静，

轻轻洒在灵台县城的每一个角落。

怀着敬畏与好奇，我踏入了古灵台遗

址这片神秘的土地。此时的遗址，在

晨曦中散发着独特的韵味。

望见古灵台的第一眼，便被一份

庄重之气深深吸引。这座始建于公

元前 11 世纪的古迹，不仅仅是一堆

砖石的堆砌，更是一段鲜活历史的见

证者，穿越千年的时光，静静诉说着

往昔的辉煌与沧桑。

走近古灵台的主体建筑——文

王祭天台，其两侧的靠山亭，两层楼

阁式的结构，飞檐斗拱，精巧别致。

木质的门窗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

虽历经岁月的侵蚀，却依然能看出当

年工匠的精湛技艺。每一道刻痕，都

仿佛是一个故事的印记，记录着那个

远去时代的审美与文化。牌坊门巍

峨耸立，高大的石柱上刻满了岁月的

痕迹和历史的沧桑。

沿着辅道前行，整个景区台、亭、

廊、坊相互呼应，和谐对称，上下左右

贯通，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脊兽

立于屋顶，昂首挺胸，展示着一种威

严。明柱上的彩绘，虽有些许褪色，

但透过某一处的艳丽仍能让人想象

出它曾经的明艳。在这里，每一步仿

佛都是在穿越时空，与历史擦肩而

过。名家荟萃的碑碣，犹如一部部无

声的史书，书写着历史的印迹。驻足

在一块碑前，我仔细辨认着上面的字

迹，这是一位古代文人写给古灵台的

赞美之词。这些碑碣不仅是书法艺

术的瑰宝，更是历史文化的珍贵遗

产，它们见证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古

灵台的敬仰和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在古灵台的后院，那座放置明代

铁钟的钟亭显得格外幽静。钟亭内

悬挂着一座古朴的铁钟，钟身布满了

锈迹，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却也增

添了它的神秘色彩。我轻轻抚摸着

钟身，感受着它的冰冷与厚重。想象

着在过去的岁月里，每当钟声响起，

悠扬的声音回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

上。它或许曾在清晨唤醒沉睡的人

们，或许曾在重要的节日里为人们奏

响欢乐的乐章……

在这个秋天的清晨，我沉浸在古

灵台遗址的宁静氛围中，思绪开始飘

飞。在古代，人们在这里举行盛大的

祭祀活动，表达对天地的敬畏之情。

而今，这里依然延续着我们对历史的

敬仰和文化的传承。在遗址上漫步，

我感受着每一个角落散发出来的历

史气息。

阳光逐渐强烈起来，洒在古灵台

遗址上，仿佛为它披上了一层金色的

光辉，显得更加庄严。我坐在一块石

阶上，闭上眼睛，静静地聆听着周围

的声音。风声、鸟鸣声、树叶的沙沙

声，宛若交织成了一首美妙的交响

曲。在这首交响曲中，我仿佛听到了

历史的声音。

□
徐
玉
向

寻
访
古
灵
台

戈壁

天山的血脉 昆仑的逶迤

祁连山倔强的脚步 驻足

挽住贺兰山的手臂

筑起气壮山河的使命

我们做了腾格里的邻居

荒芜 野蛮生长

蒸干了所有水分

更容易点燃风沙中的火种

那弯腰弓背的耕犁

是我们种植沙砾的勇气

绿洲

凿穿翻波涌浪 拾级而上

只需一条容身而过的

攀爬的通道

一滴河水提灌千里

把戍边的坚守

和刀耕火种的磨砺

洒入厚重的风尘和延绵的期冀

与腾格里的肆虐和

戈壁滩的孤独 道声珍重

梭梭树把念想收回脚下的渠垄

血脉的赓续

欣欣向荣

□ 俞 恒

景泰川笔记（二首）

夜色中的天马湖，

水流哗哗，

碧波涟漪。

我在湖畔漫步，

听水吟浅唱，

赏浪花飞舞。

夜色中的天马湖，

灯火璀璨，

清风习习。

游人渐稀，

四围静谧。

我在湖畔漫步，

遥想古西凉的非凡前世，

再看新武威的天翻地覆。

令人感慨，

令人欣喜。

我眷恋天马湖的夏夜景色，

我愿故乡的明天越发美丽。

□ 徐银川

夜色中的天马湖

祁连山，向北向西

甩开的一截布带

斜系在河西走廊的脊背

冷了，勒几下

热了，松一扣

走廊，搭在肩头的褡裢

掏一把

小麦、玉米、瓜果、苇丛——

向后，掏一把

犬吠、牛哞、羊咩、鸟鸣——

拐弯处，桥湾古城

戳在风口

让河，弓拉半月

□ 李 浚

疏勒河

讨赖河

西风轻轻披在身上

落日让一路炊烟低下头颅

所有弹唱

摇醉渐渐变黄的秋叶

一轮皓月

站在流水经过的地方

□ 马幸福

讨赖河即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