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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金山

都说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就越藏着奇妙

美景，难以到达之处，往往笼罩着神秘的色

彩。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就是这样的所在。

阿克塞县城西南，绵延东进的阿尔金山

脉与河西走廊南部的祁连山脉在当金山的

“热情”衔接下，将甘肃、新疆、青海三省区紧

密连接。

阿尔金山是甘肃最西部的山脉，由新

疆、青海交界处延展，至当金山口。呈东西

走向，长约100公里，主要分布在阿克塞哈萨

克族自治县境内，一般山脊海拔 4000 米左

右，最高峰 5798米，山顶有金字塔形状的雪

峰，北距阿克塞县城不足30公里。山谷多为

干沟荒漠，无河流，植被主要是红柳、毛柳、

骆驼刺、沙蒿等旱生植物。

马鬃山

马鬃山位于河西走廊北端，地质属于北山

块断带，属于河西肃北蒙古族重要牧区之一。

山体呈东西走向，境内有黑山山系，山峦

起伏，远远看去，突兀的岩石就像被风吹起的

马鬃一样的耀眼，因形似马鬃而得名。这里

三面环山，周边岩石林立，地势比较平坦，从

山上看整个环境像个小盆地。

马鬃山主峰在肃北县公婆泉东南 35公

里处，山顶多为风化的残碎石块覆盖。气候

异常干旱，缺少水源，山间河道常年干枯，植

被稀少，只生长少量红柳、白刺、骆驼刺、沙蒿

等旱生植物。作为一处气候干旱的山脉地

区，马鬃山内的金属资源十分丰富，包括铜、

铁、锌、铅等，除此之外，其地下还蕴藏着大量

的陨石群资源。

合黎山

合黎山为天山余脉，是河西走廊的北部

屏障，它与南部的祁连山遥遥相望，共同构成

了千里沃野的河西走廊。

与遥遥在望的祁连山相比，合黎山显得

有些矮小。但是，据史料记载，合黎山乃是远

古时期的古昆仑山，与湟中拉脊山、六盘山是

燧人氏观星象、拜祭天的三大处所，由此合黎

山与祁连山存在的历史是不相上下的。

北山

北山，特指位于河西走廊北面的诸多山

脉，并不是单纯的某一座山，而是多座大山构

成的一个地理坐标，也叫作走廊北山。因其

地处河西走廊北部，故而得此名。

在河西走廊北侧，从西向东，依次分布着

马鬃山、金塔南山、合黎山、龙首山、红崖山、

阿拉古山等山脉，也就是从甘肃最北面马鬃

山起，众多山脉，一直沿着河西走廊向东，延

续到河西走廊武威东部一带。

相对走廊南山来说，走廊北山更加荒凉，

更加干旱。在河西走廊三条河流及其支流石

油河、讨赖河、黑河、金川河、石羊河的切割

下，北山被分为相对独立的山岭。虽然地表

荒凉，地下却蕴藏着丰富资源，有铁、锰、铜、

铅、锌、金、镍等。

马啣山

马啣山为榆中县与临洮县交界之分水岭，

祁连山从千里河西逶迤而来，于临洮驻足停

歇，即是马啣山。因其高耸，形成了临洮重要

的生态屏障，广袤连绵的群山，多样的地形地

貌，山高、峰奇、水秀、石异是马啣山的特质。

特别是一到金秋季节，这里的景致更加引人入

胜。马啣山有大石马、小石马、石棺材、石景峡

等著名旅游景点，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马啣山属祁连山余脉，主峰海拔3670米，

山势险峻，气候多变，植物垂直分布明显，从

山下到山顶，有阔叶林、阔叶针叶混交林、针

叶林、灌木、草原、草甸、苔藓等依次分布，动

植物资源和水资源丰富。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七十二条沟，

奇景看不完”。这里的风景随着海拔高度的

变化，景致也随之变化。山脚下的梯田，山谷

中的小叶柳、荆棘丛，半山上的杜鹃林、灌木

丛，山顶的积雪，置身其中，美轮美奂。

离开敦煌时，朝霞刚刚升起，我的脑海里

还回响着鸣沙山悠远的沙音，萦绕着月牙泉

缥缈的云烟……

车子驶进茫茫戈壁，视野逐渐变得空旷，

天空变得辽阔高远。之前美丽斑斓的秋之色

彩被溢满眼眸的黄色替代，成为地老天荒的

苍茫与寂寥。

绿 洲 渐 渐 消 隐 ，流 水 没 有 了 踪 迹 ，我 的

心 随 着 车 轮 飞 进 ，偶 尔 有 大 货 车 从 我 们 身

边呼啸而过，一路上再无别的车辆，好长一

段时间都是我们一辆车孤独前行。手机信

号 中 断 ，真 的 是 山 大 沟 深 ，荒 无 人 烟 ，似 乎

与 世 隔 绝 。 不 过 两 侧 风 景 十 分 宜 人 ，湛 蓝

色 的 天 空 飘 荡 着 通 透 的 白 云 ，让 人 心 情 分

外轻松。

在这片人烟稀少的土地上，没有树木遮

阴 ，没 有 花 朵 招 摇 ，杂 草 也 是 稀 罕 物 ，更 难

听到鸟儿的鸣啾声。就连飘逸的云朵也是

匆忙而过。只有那自由的沙粒，跟着飞驶的

车 轮 落 下 、飘 起 ，穿 行 于 尘 世 间 ，轻 盈 地 舞

着，舒缓着，宛若丝带般的公路向前无限地

延伸。

望远大漠，视野的盛宴。无边的戈壁滩，

点缀着一丛丛树木，那是沙柳。那一丛丛沙

柳，给原本沉寂的大地注入了生命的活力。

为了能在缺水的戈壁中生存，沙柳凭借自己

顽强的毅力，把根深深地扎在沙土之中，长达

几十米，一直伸向有水源的地方。

浩瀚无垠的戈壁滩，那粗犷豪迈、雄浑壮

阔的神韵伴随着我前行的路，脑海里一直幻想

着我的诗与远方。前方隐约显现出了“海市蜃

楼”。车轮带着我急切的心飞速前进，“阿克

塞”三个大字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耀眼。

这里地处河西走廊西南端，阿克塞哈萨

克族自治县是在甘、青、新三省区交界处，东

接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北靠敦煌市，西邻新疆

若羌地区，南毗青海省海西州。我趁着胡杨

林铺天盖地金色的风，在这个陌生而又新奇

的地方浪漫着，幻想着。

在阿克塞县，零零散散的行人，幽静的街

道，我们仿佛在世外桃源里云游着。这里一

定有动听的故事，感人的传说。但对于我们

这样的匆匆过客，它是不想开口的。

黄沙在小城周围涌动，纤细瘦弱的胡杨、

红柳顽强挺拔与小城相依相偎，好像与小城

达成了默契，长相依，永相守。茫茫戈壁偶尔

看到一峰峰骆驼，在大漠的孤烟中慢慢移动

着身影，像小舟在大海里航行，乘着风，迎着

浪。一路所有的落寞与思绪在单调的黄色中

转为向往与憧憬。

眺望远方，远处的祁连山雪峰洁白，显示

出独特韵味。主峰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

肃穆大气。祁连山脉自东南向西北延伸，斜

卧于青海和甘肃交界处，如同大西北的天然

屏障一般。随着暖湿的水汽逐渐减少，景色

也从森林过渡到草原，再变成塞外戈壁，让人

顿生豪迈之心。

季节以动人的韵律传递着明确的信息，

转眼间沙漠、戈壁被我们一一抛在身后。当

金山静静地等候在前方。目光穿过阳光的遮

挡，心止不住地狂跳，仰望横亘在我面前像巨

人一样的当金山。

听同行的朋友介绍，当金山地区平均海

拔 3300 米，冰雪期长达 9 个月。有人形象地

描述它：“抬头不见鸟，低头不见草；风吹石头

跑，六月穿皮袄。”

我眼前的当金山似乎并没有祁连山那般

高大巍峨，尽管高处的山峰依旧有积雪覆盖，

峰峦叠嶂，尽管北坡山势依旧陡峭，但当金山

总体以缓坡和“U”字形沟谷出现，金灿灿的戈

壁红柳，白皑皑的山体与灰褐色的戈壁滩装

点成一道风格独特的风景线。

当金山令世人震惊地守望着西部戈壁滩

的荒芜，守望着沙漠无言的岁月，守望着人类

能够穿越大山的这条路。

我 们 下 车 稍 作 休 整 ，回 望 无 垠 的 沙 漠 ，

来 时 的 路 像 一 条 丝 带 飘 在 身 后 。 此 刻 ，当

金山像一位苍老的神人，在我们胆怯之时，

用 慈 祥 和 蔼 的 眼 神 ，给 予 我 们 信 心 和 鼓

舞。它陡峭的崖壁以及被大自然切割的沟

壑，就像时光老人皱褶丛生的脸谱，他用睿

智、神秘的眼神为过往的车辆指引道路。

当金山用它宽阔的胸怀接纳着每一位到

访者。山中没有更多的景物，除了山崖还是

山崖，褐色的山体，褶皱纵横，谷底全是土块

和砂石，偶尔点缀几丛荒漠植物……

盘旋在山腰的路，犹如缠绕的蛇，被大山

斩断，才让人能够通行。九曲回肠，弯弯曲

曲，起起伏伏的山路，像一位勇猛的西部汉

子，伸长脖颈，挥舞着拳头，闷头闷脑地向前

冲去。它不管是攀上山顶，还是下到河谷，给

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当 金 山 为 甘 肃 和 青 海 画 上 了 明 显 的 界

线。虽然走进了它的怀抱，但对它的认识或许

是肤浅或许是表象的。放眼沉静的山崖，穿行

其中，我们对当金山除了敬畏又多了几分新的

认识，在认识中带着浅浅的思考。曾经看过一

篇《神话地理》的文章，讲述的是西北大昆仑山

脉以及美丽的传说。传说昆仑山是华夏民族

的发源地和记忆，在很多的神话故事中，昆仑

山是修仙的地方，也是各路神仙聚集的地方。

那么这当金山与昆仑山能否有关联，我不得而

知，传说中的四方天神在雪峰、江河、蓝天白云

画幔上诵经书，观地界时就站在大昆仑上。虽

然昆仑山让人敬仰，但这舒缓延绵，坦荡萧瑟

的当金山也有自己的风骨。

天空深蓝的色调里，当金山润染了水墨

似的一层，非蓝、似黑、青黛色里浸润着浅浅

的绿色，是一种高雅的淡淡的靛青色，它是大

自然用神笔描绘出的一幅山水画。

在千转百折的盘旋辗转下，我们的车子

终于登上了海拔 3648 米的当金山垭口。驻

足眺望，白雪笼罩着山峰，万物呈现出前所

未有的美丽。看着这万千景象，心中顿然升

起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气。

让所有同行的人一起见证了当金山的巍峨

和险峻。

翻过山梁，道路变得平坦起来，路面宽阔，

路况很好，村庄一座连着一座。道路两侧田园

里的青稞地，黄色绿色交织在一起，加上村庄

的红顶屋，如同一幅五彩斑斓的油画。至此，

我们已经成功穿越当金山，前方无限的风光正

等待着我们，一座又一座不知名的小山也在期

待着我们去认识，去跨越，去欣赏……

远处的青黛，在天际勾勒出几缕清新，为

湛蓝的天空涂抹上几点秀丽，这就是美丽的

焉支山，焉支山是一幅油画，远观比近看更和

谐、更有风韵，充满遐思，多了美感。

因 其 独 特 的 地 理 位 置 和 深 厚 的 历 史 文

化，焉支山成为大唐诗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

边塞意象之一，许多脍炙人口的边塞诗中都

能找到和焉支山有关的描述。

晴好的周末，相约好友一起前往，汽车在

戈壁上飞驰，不久进入了祁连山，弯曲的山路

曲折绵延伸向云端，渐渐地，满眼都是墨绿，

弯弯绕绕的路随着高高低低的山峦，一切都

是曲线组成的。远处的山色暗得深沉，头顶

的蓝天和白云似乎触手可及，美不胜收。

行驶大约 2 小时就来到了“果子沟”入口

处。“果子沟”是进入焉支山的必经之路，素有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顺着果子沟一

路走来，焉支山入口远远映入眼帘。

停车步行，山门前的巨石上，“焉支山”三

个大字夺人眼球，与高大的门楼遥相呼应，对

面的长形巨石上，镌刻着李白“虽居燕支山，

不道朔雪寒”的诗句。

坐上观光车，沿着新修的山路向山顶进

发。抬头远望，蓝天白云如锦缎裹挟着一山的

绿。我的思绪仿佛回到了那个金戈铁马，彩旗

飘扬的年代，隋炀帝的万千护卫，气势如虹，走

向焉支山的腹地，留下一路的烟尘和壮烈。

爬上山顶，森林深处传来钟山寺的隐隐

钟声。林间松柏常青，小鸟啾啾，抬眼望去，

树的顶端是一抹淡蓝和洁白。

循着草木的芳香，踏着一地的轻柔，沿着

林间的木板路，向森林更深处进发，心情逐渐

变得宁静。

在木栈道上，游玩的人络绎不绝，时常看

见一群人围坐一地，品尝着美味佳肴、欢声笑

语和清风流水相互应和，谱成了一曲动人的

乐章。

隋大业五年（609 年），隋炀帝西行，为了

统一河西地区，对伯雅、吾吐屯等西域 27 国实

行怀柔安抚政策，并御驾西巡张掖，颁诏下令

27 国君主使臣前来焉支山朝见，隋炀帝在山

丹焉支山举办“万国博览会”，焉支山因此有

“国博故里”“世博圣地”之称，使焉支山成为

世界博览会最早的发源地而闻名天下。

一边走，当地友人一边介绍，焉支山景区

中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十分丰富，其中有

杨四郎泉、西北民族风情苑、玉皇观、万佛塔、

隋炀帝行宫，钟山寺、百年焉支松、焉支玉溪、

万寿岭等，每处风景都有耐人寻味而又不一

样的精彩。

驻足于此，这里的松杉树高得霸气，矮得

不卑，直得挺拔，斜得有致，造型各异，伴着清

风，依偎在山之巅，山与亭台楼阁巧妙地契合

着，极目远方，隐于林间的高塔，依靠着起伏

的山峦，给人“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意境。

不一会，我们来到钟山寺。钟山寺，原为

宁济公祠，又称后寺。唐天宝十三年（公元

754 年），玄宗李隆基诏封焉支山神为宁济公，

即安宁匡济的意思。该祠立于悬崖，依山势

立柱，石道索绳为径。钟山寺前殿有玉皇殿

一处，依次建山门三楹，均以木结构为主，飞

檐斗拱，雕梁画栋，古风今韵，气势恢宏。

从钟山寺走到玉皇观，是远近闻名的朝

山圣地。每到农历六月初六，成千上万的游

客来这里朝山观景，避暑消遣。楼、阁、亭、

榭、塔、坊、游廊巧妙布局，依山造势，以林掩

幽，飞檐翘角，画栋雕梁，达到了自然与人文

的和谐统一。

继续前行，踏上木栈道，深黄色的栏杆和

楼梯，在高大的绿树映衬下显得格外好看。

在这初冬的山野，虽然错过了花期，在花凋草

枯时，松树却舒展开它的枝叶。它的叶子像

一根根绿色的长针。一束束针一样的叶子在

秋风中摆动着，茂密的松叶一片挨一片，几乎

没有缝隙。松叶被风一吹，上下摆动，好像在

招手欢迎我们。

山下的路上，一望无际、莽莽苍苍的戈壁

滩，一直延伸到脚下的公路两边。蓝天白云

之下，一切都美得像一幅油画。

返回途中，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

焉支山，坐在车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透过

车窗看着隽秀山色，我想，静待来年，春草泛

绿、山花烂漫之时，一定会再来焉支山，静听

山风物语，坐看云卷云舒……

□ 滕建民

□ 王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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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支山（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探秘当金山 河西走廊上的那些山

合黎山

“国博故里” 焉支山

当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