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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石林国家地质公园

位于黄河上游白银市景泰县

境内的黄河石林国家地质公园，

金色的石林、黄色的土地、蓝色的

河流与夕阳下温馨的村庄共同织

就了一幅壮阔的图景，令游客心

向往之。

黄河石林生成于210万年前

的新生代第四纪早更新世，由于

地壳运动、风化、雨蚀等地质作

用，形成了以黄色沙砾岩为主，

造 型 千 姿 百 态 的 石 林 地 貌 奇

观。景区内石林与黄河山水相

依，绿洲与戈壁隔河相望，一边

是惊心动魄、粗犷凌厉的戈壁石

林，一边是阡陌纵横、绿意盎然

的小村，对比鲜明，刚柔互济，动

静结合，宛如一幅浑然天成的西

部风情画。如果想深度游玩石

林，推荐去神龙谷。沟深 1.8公

里，最窄处不足一米，仅可容单

人通过，沟内迂回曲折，山石奇

趣震撼，一定让你不虚此行。

寿鹿山国家森林公园

有这样一座山，面对数十里

戈壁荒原，背靠巍巍祁连山，在

沙漠和绿洲边 ，矗立千万年。

这 座 山 ，被 人 们 称 为 沙 漠 绿

岛 。 它 既 是 祁 连 山 东 段 的 延

伸，更是守护兰州西北的生态

屏障。它就是横亘在景泰、天

祝、古浪之间的寿鹿山。寿鹿

山在景泰县城的西南方向，距

县城约三十公里。

景区以森林、高山、花卉、

文化古迹为主体，集休闲娱乐、

度假避暑、观光览胜等功能为

一体。公园整体山水相依，层

峦叠翠，既有参天古柏，又有青

青绿草，山花点缀其间，美不胜

收。人们在这里充分体验满目

醉人的绿色，呼吸新鲜纯净的

空气，尽情享受大自然的乐趣。

顾家善村

顾家善，这座镶嵌在水川镇

西南部和黄河北岸的小村落，距

离白银市区仅26公里，是一个透

着历史脉迹的地方。

漫步村内，让人心旷神怡，

不由自主地拿出相机、手机拍照

留影。硬化一新的道路宽阔蜿

蜒、民宅白墙黛瓦、藤蔓绕壁，竹

园、花园、石园、梨园、农耕文化

园相得益彰。小桥流水缓缓穿

过村落，一不留心，你就跌落进

这幅画中。该村按照“春有草、

夏有花、秋有果、冬有绿”的花园

式农村庭院建设目标，在村庄道

路两旁集中栽植风景树、种植盆

景鲜花，在巷道中摆放木质花

箱，房前屋后栽花植草。这是一

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的地方。

水川湿地公园

水川湿地公园位于白银区南

郊水川镇，濒临黄河，距白银市区

23 公里。湿地水域平均水深 2

米，地渠系纵横，芦苇密布，是高

原鱼类和水禽的理想栖息场所，

每年夏冬两季都能吸引大量的鸟

类栖息繁衍，已形成了一个和谐

的自然生态圈。

湛蓝的天空下，成片的芦苇

金光点点，宛如一幅幅美丽画

卷，令人神往。驻足湖边，身旁

那些挺拔的芦苇在风中簇拥起

伏着，银白色的芦花穗格外柔

顺，在风中飘摆如阵阵波浪。不

远处的黄河边，弥漫着浓浓的春

的气息。太阳照在河面上银光

闪闪，柔美，清亮。

景泰条山农庄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

劳形”，鸟语花香，一条幽静的小

道蜿蜒进星罗棋布的木屋，一波

青碧色的湖水被夏日的暖风吹

起涟漪，清静优雅，“亭台水榭花

丛中，浮世喧嚣落尘埃”。如果

你来到位于景泰县条山农庄，便

可领略这里世外桃源般的境界。

农庄四周是一望无际的万

亩果园。苹果树、梨树、杏树多

姿多彩，随季节而呈现不同的

色彩，宛如七彩音符，让游客赏

心悦目。放眼望去，农庄东有

滔滔黄河，北临腾格里沙漠，南

依“沙漠绿岛”寿鹿山，长城、大

漠、黄河交汇于此。

这座古城位于景泰县城 27 公里处

的寺滩乡永泰村，虽不在河西走廊上，却

紧邻河西走廊，拱卫河西走廊。资料上

说，它是丝绸之路沿线现存最具代表性

且保存比较完整的明代军事城堡，更是

明长城边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

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行驶在荒芜的戈壁滩上，少了花草

树木的点缀，更显辽阔，也更显荒凉。行

驶途中，会看到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初夏的时候，简易的乡村公路两边，

会看到一方方紫色的花田，这种酷肖薰衣

草的颜色会使人产生一种浪漫甜蜜的错

觉，实际上，这是芝麻的亲兄弟“胡麻”，来

自张骞通西域之后的物品流通，紫色的小

花不过是它的副产品，榨油奇香。

到了夏天，白花花的戈壁滩上点缀

着星星点点的绿色蔓藤，阳光确实毒辣，

蔓藤被晒得蔫头耷脑有气无力，但瓜蔓

上竟然结着一个个圆滚滚的大西瓜，因

为接受了格外强烈的日晒，所以糖分更

高，比其他长在水草丰美地区的西瓜更

甜，更脆。

秋雨绵绵之时，雨水落在干燥的土壤

或岩石上时释放到空气中，带着一丝凉

意，散发着泥土的香气。周边的祁连山东

端余脉老爷山、寿鹿山等区域出现晨雾缭

绕、白雾穿城的美景。从空中俯瞰，古城

像是蒙着一层轻柔的面纱，如梦似幻。

冬季到来，阳光照耀着古城墙，金碧

辉煌，晶莹剔透、银装素裹的山川形胜，

真乃北国风光无限。沐浴着温暖的阳

光，羊群从城里走向城外，白雪覆盖的戈

壁滩留下了串串蹄印，生命的希望就在

洁净的雪中孕育。

所以，在漫无边际的戈壁上，遇到一

座城，委实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跟北方绝大多数被废弃掉的城一样，这

也是一座土城，但相比残垣断壁已经看

不出模样的城来说，它是完好的，边边角

角都在，就像那些我们熟悉的古城一样，

有城墙、城门、角楼、瞭望台……

但它终究还是不一样。

这是一座椭圆形的城，还长着四只

爪子一颗脑袋，像趴着的某种动物。

当地人并不太了解这座城的历史，

一直到文保专家、媒体等开始频繁地出

入这里，他们脸上带着惊喜的目光审视

着这里的房屋、水井、羊群，一边还用相

机拍下些什么……此地人心口舒展起

来，这座城，有几百年的历史呢，“我们祖

先，厉害着呢。”

镜头开始往上移动，夕阳开始渐渐

落山，隔着取景框，人们清晰地看到这个

在广袤的西部大地上“趴”了几百年的土

城的轮廓，此地在半空中“嗡嗡”作响的

小飞机的镜头中，才好像第一次，有了标

准的“定妆照”。

偶尔暮色上合的时候，城里的人家

还会飘起细细的炊烟，丝丝缕缕，但很快

就找不到了，令人生疑，这到底是不是一

场暮色中的幻觉。又似乎不是，这里还

住着百来号人呢。

不 知 走 了 多 远 ，当 古 城 渐 渐 逼 近

时，外围土黄色的墙体在阳光的色调中

慢慢显露出层次。

下车步行，沿着斜坡登上十几米高

的土墙，整个城垣尽收眼底，这些浑厚

的夯筑土层，宛若厚重的史籍堆积在那

里，诉说着过往的沧桑。

西北的城，大多数与防御有关。

有了城，自然就有了守城的人，守

城的人一茬一茬生活在这儿，就像戈壁

滩上的红柳一样，坚固地扎了根，大漠

的风沙再也刮不倒庄户人家的院墙了。

那是场叫“松山”的战役，让我们跟

着时间溯流而上，来到明代的此地。

据专家考证，景泰一带的长城主要

修建于西汉与明代，而汉长城又是明长

城修补利用的主体与基础。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兵部尚

书田东、总兵达云、分守道张南等人率

领了一万多人的将士发动松山之战并

获 得 胜 利 ，扫 清 了 留 在 此 地 的 残 余 势

力。按照当时的习惯，立即将这件事记

在石碑上，千秋万代。

距离松山 300 公里左右的古城大靖

曾经出土过《定松山碑》：“宣庙略于河西，

靖边烽于漠北，奏龙沙之捷，屯虎城之田。”

于是在第二年“建城修都，奏筑新边。”

松山收复后，晋升为三边总督的李

汶上奏朝廷，要求在兰州至武威间的古

丝绸之路沿线共修建了永泰、镇虏、保

定三座城堡。遗憾的是，如今保存下来

的只有永泰一个。

根据地图显示，兰州距离天祝 200

多公里，景泰恰好在两者的中间。实际

上景泰与天祝之间还有不少乡村公路，

走 近 路 可 能 不 到 百 里 ，在 这 样 的 情 况

下，统治者在此地建防御之城，也是最

佳 选 址 ，牢 牢 地 将 敌 人 锁 定 在 松 山 之

外，三座城堡连成一道防御的屏障，一

有动静就会互通有无。

在现代战争中，通过墙体、堡垒式

的防御已经式微，但在冷兵器时代，这

样的防御，还是像一道楔子，牢牢地扎

入大地，震慑着边关的意欲入侵者。

至此，永泰第一次成为通往青海、

河套、新疆和西藏的咽喉之地，开始具

有了政治、军事、外交、商业发展的多重

要义。

残阳，照在城墙上，有

几棵草随着风微微晃动。

玩耍的孩童，在城墙上

来来往往大声嬉闹尖叫，麦

色皮肤，精瘦而灵活，金色

的夕阳给他们脸上镶了一

层金边儿，镜头略微推进一

些，越过孩子们的肩膀，能

看到城墙里的光景。

这是一座跟北方所有的

村庄没有任何区别的聚集区，

低矮的平房，墙是土坯房，窗

户上的油漆已经斑驳到辨不

清颜色。

全村房顶上盖着赭石色

瓦片的是唯一的学校，小而体

面，有拱形的门和砖雕，据说，

这是一幢民国时期的建筑。

本地人并不太当作它是

一座城，在他们眼中，这个被

城墙圈起来的村子，跟附近

的村庄并没有什么两样，他

们在同一片戈壁上放羊，在

同一块土地上种地，区别仅

仅在于，有的村庄，边沿种满

了树，他们的村庄，被一堵堵

高墙围了起来。

被围起来的这座城，修筑

于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

1608年），距今已有400多年

历史，是中国古代军事古堡的

典范之作。

它“隐藏”在甘肃省白

银市景泰县的戈壁之中，默

默记录了 400 多年的历史

沧桑。从空中俯瞰，这座古

城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城墙

边突出的瓮城等就像一只

趴在地上的金龟，因而也名

“永泰龟城”。

永泰古城 时光深处的守望者
□ 张子艺

固若金汤是对城池的最高赞美，铁

桶一般紧紧箍在大地上，任凭外面如何攻

城，里面岿然不动才是最高境界。古城壁

垒森严，再加上城外烽火相望的墩台，都

说明这不是一座普通城池，而是一座有重

要价值的军事堡垒。

城墙高 12 米，夯土制造而成。城

墙上有炮台 12 座、城楼 4 座，城下有瓮

城、护城河，城南北两侧分别指向兰州

和 长 城 方 向 建 有 绵 延 数 十 里 的 烽 火

台。如此完备的设计，堪称中国古代军

事要塞教科书式的典范之作。

在西北，农民的房屋、田地间的小

屋，甚至戈壁滩上的羊圈，都可以清晰

地看到夯土的痕迹。如今，当地人还

是习惯性地按照几百年前的叫法，把

长城叫作“边墙”，边墙又大又厚，里面

还掺杂着沙砾、稻草，三四米宽，至少

有 6 名成年男子可以并排在城墙上行

走，最早的时候，骑兵都可以骑着马在

城墙上巡逻，永泰龟城的城墙，也是按

照这个规模打造的。

从高处俯视，整座城就如一只金

龟伏在戈壁滩上。呈椭圆形的龟城，

周长 1500 米左右，城池的规模并不算

大，但布局非常紧凑合理，防御区、住

宅区等都有基本规划。

正门朝南，外面是半圆形的，用专

业的说法叫“瓮城”，在城的东、西、北

三面都筑有封闭式的瓮城，构成了“龟

脚”和“龟尾”，为了平衡起见，头尾相

对，四只脚也互相对称。

敌 人 冲 破 城 墙 的 第 一 道 防 线 之

后，就会进入到一个半封闭的空间中，

此时紧锁大门，围墙四面都有虎视眈

眈的弓箭手持剑向下扫射，前路退路

又都被切断，上空中密密匝匝编织成

剑雨，就会形成“瓮中捉鳖”之势，插翅

难逃。

根据专家考证，永泰龟城内还建有

军事机构察院一条街。城南有太极圆

池，当地人称为“涝池”，这是一种挖在

村头、路边的存储地表水的蓄水塘。南

面还有牧马的场地和军需草料储存处，

这可以说明，战马，在当时是非常重要

的军事行动保障和出行工具。这些军

事设施痕迹依稀还可以辨认，除了此

地居民为通行方便和取土造房而拆落

的部分城墙，还完整地保存着大部分

城墙、城门。

在古城里行走，细心的人不难发

现，古城的城墙上面还建有像锯齿一样

的垛口墙，用来保护当年守城的士兵。

作为一座军事要塞，永泰古城内的格局

遵循“城门不相对，道路不直通”的原

则。巷道交错相通，在城内形成一个个

丁字路口。这些丁字路口，对今天到访

的游客来说，虽不至于迷失方向，但仍

有无法顺利抵达的“死角”。

城墙内靠近城门的位置，有一扇

非常隐蔽的小门，窄窄的木门，仅能容

纳一人侧身进入。但进入之后，就会

发现城墙内别有洞天，里面并不狭隘，

宽敞的位置甚至可以容纳两人共同行

走。这里藏着大批的武器，只要战争

一开动，士兵就可以从此地紧急取出

武器，大大节省了从城内获取武器的

时间，将敌人打得措手不及。倘若战

争不幸失利，这也是一个相当隐蔽的

藏身之所。

阳光照着古老的城堡，色调辉煌

而凝重，矗立的城墙依然高大坚固，傲

然而立。

夕阳的余晖染红了天角，天光地色

浑然相融，城墙上玩耍的孩童，在来来

往往地跑着，大声嬉闹尖叫，金色的夕

阳给他们脸上镶了一层金边儿，古城即

将迎来一天最热闹人最多的时候。

孩子们的目光望向不远的戈壁——

牧羊人正赶着羊群，走向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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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周边景点推荐

一

二

三

顾家善村 田 蹊

黄河石林

黄河水川湿地公园 田蹊

永泰古城永泰古城（（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古城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