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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卧底”打来电话说杜鹃花开
了，快过来看吧。

听说沈克沟有白色杜鹃的人越来越
多，诸位都期待花开，亲临观赏。来早的
花未开，来晚的花谢了。遗憾与扫兴的人
每年都有，唯有每天都上山的人消息最准
确，此人是先生二十多年前下乡认识的村
民老六，中年的他荣升为“羊馆”。

物以稀为贵，山有仙则灵。每天从四
面八方涌来羡“仙”的人，致使一个平常不
起眼的小山村，人来车往，热闹非凡。进
村的人都焦急万分地询问，杜鹃花在哪
儿。村民随手一指，不远，就在后山。

时令已是暮春，塞北的风还是凉凉
的，有一种后劲的冲动，一切都向着春光
去寻找希望。白色的这株兴许早就有，可
村民从没在意，不知是那会儿被翻山越岭
的摄影师发现，从此，白色杜鹃名声大噪。

杜鹃花又名映山红。枝曲而散，叶瘦
而单薄，花朵不大，呈粉红色，开五瓣，形
似五星，内生五蕊，像众星捧月，花心处有
着些许鹅黄色的绒。白居易比较喜爱此
花，曾移植未果，便写诗道“争奈结根深石
底，无因移得到人家”，这说明映山红以前
只适合生长在山上。被风吹的摔了好几
个跟头，终于爬到这株心念已久的白杜鹃
跟前。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竞相
开放，一簇一簇，激情如火，一片一片，艳
似朝霞。随风摇曳，风姿绰约，妩媚的犹
如清纯少女，难怪人们称她为花中皇后，
回眸桃杏的清淡，杜鹃的百媚千娇当之无
愧，实可谓六宫粉黛无颜色。

粉红色杜鹃花犹如身着嫁衣的伴娘，
包围着一株含羞待嫁白如灼灼云烟的新
娘。颜色绝配的搭衬,增加了一份清新明
亮之感，令人赏心悦目。众人排队等候，
细睹芳容与其合影，通过不同角度拍摄。
杜鹃花期超短，大约一周左右，倘若赶上
狂风冷雨可能会在一夜全部凋零。杜鹃
静静地开在不显眼的地方，任凭风吹雨
淋、太阳晒，用它的美悄悄地点缀着大地
山川，把她的美默默地奉献给哺育它的阳
光和土地。水灵灵、红艳艳的像火苗把绿
色的原野、山坡都染红了，它那顽强的生
命力，也是与众不同的。

小时候听妈妈讲过，杜鹃滴血的凄美
爱情故事。如今的我，再次搜索传说：蜀
国是一个和平富庶的国家，那里的人们丰
衣足食，无忧无虑，生活得十分幸福。正
是无忧无虑的富足生活，使人慢慢地懒惰
起来，他们一天到晚醉生梦死，纵情享乐，
居然连播种的时间都忘记了。蜀国的皇
帝，名叫杜宇，他是一个非常负责而且勤
勉的君王，看到人们乐而忘忧，他心急如
焚。为了不误农时，每到春播时节，他就
四处奔走，催促人们赶快播种。如此年复
一年，反而使人们养成了习惯，杜宇不来
就不播种了。如此积劳成疾的杜宇不久
就离开了人世，但他的灵魂化为一只小
鸟，每到春天就四处飞翔，发出布谷、布谷
地催叫。日日啼鸣哀嚎，直叫得嘴里流出
鲜血，鲜红的血滴洒落在漫山遍野，化成
一朵朵美丽的花，为纪念杜宇人们叫它杜
鹃花。皇后见到花瓣上那殷红的鲜血，明
白是丈夫灵魂所化，她万分悲伤，郁郁而
逝。

“杜鹃花发杜鹃啼，似血如朱一抹
齐。应是留春留不住，夜深风露也寒凄。”
花和鸟虽有连带关系，然而鸟有鸟名花有
花名，没一个是雷同的，惟有杜鹃却是花
鸟同名，犹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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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雾，如同梦幻一般漂浮。
早6时，我们乘大巴出发。今天，要游览

两个名胜景区——袁家界和天子山。大巴沿
着“索溪峪”山路蜿蜒爬行，峡谷四周树木茂
密、郁郁葱葱，巨石磷磷造型各异，谷底是索
溪峪湖水。索溪峪湖是一座人工湖，位于高
峡险峰，风光旖旎。因为湖水是供武陵源居
民饮用，所以没有向游人开放，游客只能乘车
凭窗跳望，感觉是车在山中行，人在画中游。
当大巴拐过几道S山路时，突然，我眼前为之
一亮：一枝红梅翘首岩壁，凌空怒放，那灿烂
的花蕊在万绿丛中格外醒目，让人惊艳叫
绝。真乃“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
多”呵！

穿过索溪峪，来到袁家界脚下，眼前一座
钢铁巨人般的天梯悬挂在岩壁上，称作“百龙
电梯”。它的垂直高度为 385 米，运行高度
326米，相当于百层楼的高度。主体由154米
山体竖井和 172 米贴山钢结构井架等组成，
采用三台便层全暴漏观光电梯并列分体运

行，是到达袁家界、乌龙寨、天子山的重要观
光交通设施。据了解，它的建成创造了三项

“吉尼斯”记录。
乘百龙电梯攀升令人心悸耳鸣。感觉是

后倚盈天的绝壁，前临万丈深渊，随着速度的
提升，两侧悬峰寡岩向下滑落，脚下深谷渺不
可测，好似误入了绝境，被囚禁在天涯的尽
头。约两分钟，袁家界景区便赫然展现在眼
前：极目远眺，峰峦叠嶂，千岩竟壑，武陵数以
千计的峰峦，层层叠叠的景致尽收眼底；百态
各异的奇峰怪石宛若一柄柄利刃齐刺蓝天，
好一派“峡谷翻澜千柱抵”的壮丽景象！俯瞰
清幽壑谷，云蒸雾绕，给人一种“人在壁上走，
云在脚下飘”的感觉。

袁家界被称为张家界森林公园的后花
园，景点众多，其中，松子岗、迷魂台、天下第
一桥、百鸟乐园都是难得一见的景致。最令
人惊奇的是天下第一桥。

在围有护栏的峰谷曲径上观赏漫步，走
着，走着，正当俯视深谷断去路时，眼前却出

现一座天然石桥，桥身凌空飞架于南北石峰
之巅，树木簇拥，桥下云涌雾绕，水气氤氲，深
不可测。自北端步行过桥，虽然桥面宽有两
米，但仍心有余悸，望而却步。

这座天然石桥因拱脊悬空，两侧如刀削
斧劈，形体逼真，惟妙惟肖，世之罕见，故被誉
为“天下第一桥”。我站在桥边久久冥想，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真是出奇造化，倘若鲁班再
世是否也会感到汗颜自叹

不如呢？游览完袁家界，来到被誉为“原
始风光自然美”的天子山。天子山钟灵毓秀，
仪态万方，这里遍布着古老的亚热带原始森
林，分布着近百个天然观景台，矗立着 2000
多座石峰和多处飞瀑流泉。天子山还有段美
妙的传说。相传，土家族起义首领向大坤，曾
引兵3万，自称向家天子，誓与朝廷抗衡。后
激战三日，兵败被围，他大喝三声，从袁家界
右侧神堂湾岩嘴上连人带马跳下，化成了“天
子坐朝”等奇峰异石，故统称天子山。俯视天
子山，峰林莽莽，如万马千军浩浩荡荡；萦绕

在峰林中的云雾、云海、云涛、云絮，变化迷
离，亦真亦幻。

临崖俯瞰出神入化的神堂湾，千壁万仞，
阴森恐惧。据说，有时会在阴雨天气，谷底朔
风呼啸，听到呼喊和战马嘶鸣的声音，传说是
向王天子魂聚于此，在操练兵马，伺机东山再
起。不过，至今神堂湾还是人迹罕至，无人揭
示神堂湾的秘密。

天子山胜景之一的御笔锋，实乃天造地
设。一排约有百米的六根石柱，方正如削，形
成笔杆，从幽深的谷底向上挺立着，呼之欲
动。

在御笔峰旁，建有贺龙公园，园内矗立一
尊高6.5米、重9.3吨的贺龙铜像，身边依偎着
一匹剽悍的战马。贺龙手握烟斗，背倚群峰，
目视家乡，神采奕奕，与周围的壮美景观融为
一体。贺老帅，1896年3月22日出生于湖南
张家界西北端的桑植县。从小刚正不阿，疾
恶如仇，16 岁起靠两把菜刀闹革命，转战南
北，戎马一生，功勋卓著，成为我军当之无愧
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不幸
的是，在十年动乱中被林彪、江青、康生等一
伙残酷迫害致死。人们怀着对贺老帅的崇敬
之情，纷纷站在铜像前合影留念，久久不愿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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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黄金周，我们乘坐998次列车
从包头去陕西榆林旅游。榆林市是陕西省第
二大城市。也是陕西杂粮的主产区，它自然资
源丰富，被誉为“塞上明珠”。能源富集一地，
素有世界七大煤田之一的“神府煤田”之称。

当晚九点钟，我们到达榆林站。出了站台
口，打了一辆出租车。在车上，司机非常热情，
他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们介绍榆林风土人情和
特色小吃。我问他，榆林有啥特色小吃，他说
有醋泼羊头、清涧煎饼、羊肉臊子面……然后，
他又借着榆林的夜景，转过话题介绍榆林的城
市。半个小时后，来到我们预定的信邦国际酒
店入住。

游榆林古城
第二天早饭后，儿子和儿媳同我俩商量，

他俩要领着两个孩子先去游乐场。让我们去
市区附近的红石峡和镇北台两个景点，我欣然
同意了。我和老伴打车来到红石峡门楼前，门
洞上方镌刻着“红石峡”三个大字，是由著名书
画家、革命先驱刘志丹的老师王森然先生所
题。然后，我和老伴沿着前面的崖壁，向上攀
爬，崖壁最窄处，都用长长铁锁链子围着。在
悬崖峭壁上，建有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大小
四十余处石窟庙殿，崖壁上的飞檐、楼、阁、亭
相望，恍若人间仙境。老伴一边攀爬，一边用
手机录像，有时还用语音进行解说。

红石峡分南北两段,东西两壁。东崖、西
崖约长三百多米。北峡两壁中，上有天然湖
泊，下有飞流瀑布，水石穿击，石坝横截，北水
南流，普渡桥飞架东西，势如长虹。穿东壁石
刻而下，水石相击，如狮吼雷鸣，滚滚翻浪，似
雾云涌，蔚为壮观。南峡两壁对峙，鬼斧神工，
峭壁如削，一水中流，榆柳荫映，山水争秀。东
西数百米高、千米长的榆溪河穿峡而过，他的
源头是远在二百多公里的内蒙河套地区，是沙
漠中的一股清泉，古称为“源水”。这里三百多
米长的峡谷，是古代水流冲刷和人工开凿而形
成的，从中可见它的知名度和魅力。

红石峡最负有盛名的是琳琅满目的摩崖
石刻。峡东西两崖题刻达一百余块，行、草、
隶、篆俱全，诸家书体荟萃，是我国少有的石刻
书法宝库，被称为“塞上碑林”。题刻中，有赞
颂红石峡境地优美的如“中华天柱”“天外奇
峰”“潮海蓬莱”“天开图画”“天成雄秀”等；也
有形容军事地位之险要如“大漠金汤”“长天铁
垛”“天边锁钥”“雄镇三秦”“榆关雄山”“威震
九边”；还有表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如“还
我山河”“中外一统”“蒙汉一家”等等。在这一
百余幅题刻中，名气最大的是“榆溪胜地”，它
是清朝光绪年间，由湖南湘阴人，湘军著名将
领左宗棠所题。更有满文题刻，为红石峡摩崖
石刻瑰宝一绝。红石峡摩崖石刻，是我国罕见
的一处大型摩崖石刻群，被世人所瞩目。

红石峡是集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融为一
体的旅游胜地，是了解蒙汉风情、边塞文化，休
闲娱乐旅游的胜地。它点缀了塞上文化名城
榆林古色古香和边塞的自然风光。

乘车去距离红石峡1.5公里的红山之巅镇

北台。它是明代长城遗址中最为宏大、气势最
为磅礴的建筑之一，素有“万里长城第一台”之
美誉。它巍峨挺拔，北瞰河套，南蔽三秦，锁长
城要津，控关陇门户。明朝万历五年(1577
年)，时任陕西三边总督的刘敏宽，亲临榆林巡
视，他登上镇北台，举目远望，心潮澎湃地写下
一首《镇北台》的诗句：

重镇秋声霁色开，巡行不是为登台。
千山远向云霄列，一水还从沙漠来。
戍阁崔嵬天阙近，塞垣缭绕地维回。
凭高极目狼烟靖，恍是逍遥阅苑偎。
镇北台共分四层，当我爬到第三层时，腿

酸疼的有点爬不动了。老伴说，再坚持一下就
上去了。我咬着牙爬到了台顶。站在台顶向
下俯瞰，镇北台呈正方梯形，台体为内夯黄土
外包砖石的实心构造，它由下而上逐层减小，
台之各层均包砌青砖，每层台楼四周围以墙雉
堞，各层台顶外侧砖砌约两米高的垛口，垛口
上布设有瞭望口，各层垛口内四周相通，总高
约三十余米，基北长八十余米，南长七十余米，
东西各长六十余米，是古长城沿线现存最大的
边防要塞，也是明长城遗址中最为宏大的建
筑，位列长城三大奇观之一。镇北台是明朝

“隆庆议和”和“和平互市”的产物，是“蒙汉一
家”共同开创边关和平环境的历史见证。

我们大约用两个多小时，游完了红石峡和
镇北台两个景点。晚上，逛榆林“夫子庙”夜
市。逛夜市的人挺多，越往里面去，各种特色
小吃的摊位以及在小街两边摆设的物品琳琅
满目。在往里边走，不尽的人流涌向夜市。有
的摊位排着长队，都争先恐后买各种特色小
吃，孙儿愿意吃烤鱿鱼串，她妈妈排了好长时
间队才买回来几串鱿鱼。我和儿子在旁边的
熟食店，买了一盘爆炒羊头肉，吃完后，我们又
来到一家夫妻开设的清涧煎饼店，清涧的煎饼
也是榆林的一种特色小吃。男的坐在店里的
煎饼撑子面前摊煎饼。他手里拿着一个木制
刮板，在煎饼撑子上下来回刮着面皮，把面皮
刮得像粉皮一样薄而透明。孙儿愿意吃鸡蛋
煎饼，我给他买了一份，一份是八个煎饼卷，整
齐摆放在盘子中，然后，女老板端来一小碗蘸
料，告诉孙儿吃煎饼蘸着料吃。我坐在一旁，
看孙儿吃得津津有味。眼前的清涧煎饼，却让
我想起清涧是路遥的故乡。路遥是中国现代
著名作家，他一生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上
个世纪八十年代写的中篇小说《人生》，是中国
改革开放四十年最有影响力的小说，作品影响
了一代年轻人。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作品所表达出的精神内
涵，正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精神传统的继承。这对底层奋斗者而言，
无疑具有“灯塔效应”，因而产生广泛深刻的社
会影响。作为我个人而言，非常崇拜路遥。遗
憾的是他英年早逝，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上午，从红石峡景点回酒店时，我特意问出租
车司机，从榆林到清涧县有多远，他告诉我有
二百余公里，打车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我这
次来榆林，事先就打算去清涧县，到路遥的家
乡看看，走访他的故居和他的纪念馆，深深地
祭拜他一下，顺便再品尝一下清涧的煎饼。可
是，这次和儿子全家一起来榆林，因路途远，时
间来不及，去清涧的想法只好放弃了。逛了一
晚上夜市，品尝了榆林的特色小吃，夜间十点
多钟，才返回入住的酒店。

逛榆林老街
第三天，去榆林老街。老街中央镇远门

前，矗立着一尊石骆驼，它是榆林城的地标性
建筑，尽显榆林骆城的风骨。在它面前拍了一
张全家照，随后从镇远古城的门洞穿过，恍若
穿越时空的隧道。榆林老街由南端文昌阁起
步，到北街至鼓楼，全长约有两公里。依次排
列为文昌阁、万佛楼、星明楼、钟楼、凯歌楼、鼓
楼等6座明清建筑风格的楼阁。“北台南塔，六
楼骑街”是榆林独特的标志性建筑。由南至北
纵列排开，形成独树一帜的历史风貌。老街一
直保留着原始的生态，处处体现着烟火气息。
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商贾云集，人来人往，热闹
非凡。自古以来，老街一直是榆林城内的商
业、文化、贸易中心。在榆林老街，琳琅满目的
特色小吃干炉、油糕、油旋、豆腐、醋泼羊头、羊
杂碎、羊蹄、碗托、黑粉等。榆林的豆腐都是纯
手工制作，无论你怎么烹饪，煎、炸、炖、熬、煮、
拌都是豆腐为主，肉食为多，炒菜为辅。听榆
林人说，榆林人吃饭有“三怪”：“ 粉浆稀饭不
嫌酸，羊油烩菜不嫌膻，各种菜肴一锅端”。遇
到红白喜事，一般要吃“老榆林十二件”。传统
的榆林饮食，在用料上，讲究荤素搭配，粗粮细
作；在烹制技法上，采用烧、烤、炸、炒、蒸、煮、
熬、炖等工艺交替使用，制作过程精繁细致，不
厌其烦，以求达到色、香、味俱佳的境界，让你
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食特产。在老街上，孙儿
很懂事，他性格内向，一路上，他看见街上摆放
的各种美食不惊喜。不给他买，他也不主动去
要，我只好主动给他钱，他却买了一串山楂冰
糖葫芦和一根烤香肠。我问他买冰糖葫芦，咋
不要草莓的呢？他说，草莓冰糖葫芦比山楂的
价格贵三块钱，他没买草莓的。孙女和他就不
一样了，虽然她幼小，像个小精灵，非常的可
爱。有时也任性，妈妈有时让她三分。在老街
上的幼儿电动车，玩了一会儿，不想离开，哄着

她爸爸妈妈一路抱着她。
老街两面的房屋都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古

香古色的商铺河南名吃、唯小调、鑫凤大型、福
喜凉面、然包子、羊杂碎、乖乖兔、古今工艺店、
十字街头、镇川手工干炉、麻辣肝碗托、福冠
轩、土家酱香饼、德玉堂、广济堂、玉器店、龙宝
德、榆林老金匠等店铺二百余家。阡陌街巷，
一直通向旧时的四合院，院里居住的大多是榆
林古城的居民。老街上的七十余条巷道，多形
成于明代嘉靖初年至清代乾隆末年，每条巷子
的名称都有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其中，有一
条“品二师巷”99号巷子，映入我的眼帘，门头
上方是伟人毛泽东在 1958 年 12 月 14 日题写
的“榆林品二师下巷”几个烫金色大字。巷道
门口上方悬挂着一块木牌写着：“品二师巷，巷
内住有吕氏兄弟二人，进学任师，故名。”品二
师究竟何许人也！却没有其他相关的详细文
字介绍。老街的中央是榆林市榆阳区文化馆，
门口上方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旅游部
授予的“国家一级文化馆”的金色牌匾。院内
门前是一座雕梁画栋砖瓦式的屏风墙，墙中间
刻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识，整个屏风
墙显得格外的美观和大方。越过屏风墙，院内
是楼阁式建筑四合院，它共有三层，一楼左侧
楼室分为石雕、木雕、剪纸、银匠、柳编、玉雕。
右侧一楼楼室分为泥塑、彩绘、刺绣、数字非遗
等。二楼是非遗综合展厅、陕北说书传习所、
榆林小曲传习所。三楼是办公室。整个房屋
建筑装饰和门窗全都用深红色油漆粉刷。地
面上用黑理石铺设，十分的平整和光滑。我走
进一楼石雕室，屋内橱柜上摆放着石人、印章、
石狮、砚台、手镯等各种物件玲珑剔透。石雕
艺人正在接待来往的客人，室内参观和购买者
进进出出络绎不绝。

在老街最引人注目还是“凯歌楼”上的“榆
林民俗博物馆”。我和孙儿一起走进馆里。馆
内一楼大厅展示着榆林地区的《城殇》与《解放
榆林》为主题的大型图片展。馆里的讲解员告
诉我，楼上还有展出的内容。我看二楼的楼梯
又陡又窄不好上，孙儿就先上去打探，然后，他
又下来搀扶我来回上下楼梯，一边给我当向
导，一边帮我筛选资料拍照。二楼和三楼大厅
分别展示榆林明、清时期遗韵、庙宇文化、榆林
八景、婚嫁习俗、民间技艺、市集场景、榆林小
曲、六楼骑街、榆林饮食、古城记忆、金银局、解
放初期以及榆林从60年代到90年代的城市发
展变化。

时光荏苒，昔日历经风霜的古城，如今已
被那些金砖碧瓦；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所淹
没。走过榆林老街、老巷，那些承载着榆林人
美好记忆的老物件，多半已随着城市的发展，
时间的推移退出了历史舞台。陈列在这里的
藏品虽然为数不多，仍保持着当初的容颜，写
满了沧桑，或许让我听到回荡在老街的“浅唱
低吟”。漫步榆林老街，让我深切地感受“老榆
林、小北京”的古城遗韵，也能细细品味塞上驼
城的沧桑历史。

散文

塞 上 行
■张玉良

四月，春暖乍寒，风一阵雨一阵雪一阵。
狂风沙尘时不时光临造访。看看勤快的我新
擦的玻璃窗，留下了夜里斜风细雨夹黄沙的
踪迹。楼下的私家车，面目全非。我裸露的
额头被风沙亲吻得生疼，用纸巾擦拭，瞬间变
色。在这样的天气，我依然心存梦想，期盼春
暖花开。民国才女林徽因写有《你是人间的
四月天》和晏殊的佳句“最美人间四月天，不
负春光不负卿”，让我心生美意，欣然奔赴四
月的盛宴。

四月，是经过三月的洗礼，慢慢静下来的
铅华。没有了三月的狂风肆虐，尽显它的柔
情，它真的能慢慢融化内心。那风不再生硬，
天空呈现清新的淡蓝、悠然的白云，暖阳温柔
不灼烈，照在身上，是从内到外的暖，心情也
如沐浴春风。大地完全苏醒，草木发芽，吐露
新绿，空气中混合着泥土的芬芳，倔强的杏花
露出娇羞的笑脸，浅吟清唱，随风飘舞。困扰
我的几桩心事，也都随着日子的沉淀一一破
解。当然，那可都是人生的大事情啊。

四月，自从每日听国学讲座、用几副中药
调理以来，自己的心灵似乎受到了浇灌，身心
得到了滋养，脾气也越来越好，微笑也越来越
多，好运不请自来。工作学习虽然忙碌，但内
心却平和富足。一个多月，学习笔记累计达
到近10万字，各项工作紧张有序，努力保质
保量完成。忙里偷闲参加亲人团聚、朋友小
聚、文友欢聚、同事大聚等几次开心愉快的相
聚。疫情几年的折磨，疫情放开后的煎熬，都
随着时间的流逝散去。人心向善，无病无灾
就是幸福。不计较、不物质、不利欲，内心平
和就是快乐。据统计，人类70%的疾病都和
情绪有关，当真正内心强大，与自己和解，战
胜自己，就不会被世俗困扰，泰然安之。求人
不如求自己，每天拜拜自己的五脏六腑，多一
点人情味儿，感恩一切万事万物，让内心安
稳，凡事顺其自然，生活才会越来越好。传递
真善美、传递正能量，让更多的人得到滋养和
润泽，为人类和谐美好幸福的生活贡献我们
的绵薄之力！

春暖四月，花开四月，美好四月……让我
们尽情拥抱四月！

散文

最美人间四月天
■鲍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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