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辰早春时节，在南方海边，
意外接到老诗人贺敬之先生打来
的电话，相互问好之后贺老说是
有记者采访关于他二十年前回延
安的一些情况，因为当时我是全
程陪同，并且写过散文《“回延安”
的诗人回来了》，贺老希望我也能
同记者谈谈。我欣喜地感觉到年
近百岁的老人家，还同从前一样
思维敏捷，口齿清晰。感觉他的
身体还同几年前见面时一样精
神。这使我在惊叹之余，眼前呈
现出一丛盛开的山丹丹花。

时值三四月间，南国的三角
梅开得正艳，我联想到了北方夏
季盛开的山丹丹花。在我心目
中，诗人贺敬之和他的大量诗作，

就是永不凋谢的山丹丹花。
众所周知，美丽的山丹丹是

陕北山野随处可见的一种火红艳
丽的花。它开放在夏季背阴的
坡坬上，火红火红的一片，远望
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山丹
丹的花朵很精致，是对称分列的
六瓣，花蕊是金黄色的，犹如金
红色的礼花怦然绽放，热烈而激
情似火。“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咱
陕北有个好延安……”歌声一下
就把你带入到峥嵘岁月中的革
命圣地。正因为山丹丹花开美
丽绝伦，且花期很长，她更像当
年延安培养的革命战士，能够在
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经受住
考验。无论是寒风席卷、烈日暴
晒还是大雨冲刷，它总是娇美宜
人、卓尔不群。虽是草本植物，
却更具有松柏的品格、杨柳之柔
情。宛如贺老那美丽奇特的诗
象，令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之陶
醉。难怪这山丹丹花不言而喻
地早已成为革命圣地延安的形
象代言，更成为人们心中诸多美
好事物的标志与象征。著名的
诗人、国家文化部正式命名的

“人民艺术家”、百岁老人贺敬之
先生，就是我心中一丛永开不败
的山丹丹花。诗人是抗日战争
爆发由故乡山东枣庄辗转奔赴
延安参加革命的，解放战争开始
后，又从延安走出去的战士诗
人。他那经历半个多世纪仍然
脍炙人口的信天游体新诗《回延
安》和经典歌词《南泥湾》，还有
歌剧《白毛女》中的大量名曲，
《北风吹》《红头绳》等等，更像是
盛开在社会主义文艺园地里的
一丛丛诱人的山丹丹花。带着
陕北山地的泥土芳香和晶莹露
珠，足以代表整整一个大时代的
文艺高峰和人们的精神风貌与
情感取向。贺敬之老前辈的诗
作与歌词、歌剧，崇高而妙曼，足
以提升人们的审美境界，净化青
少年的灵魂。是几代人心中盛
开不败的山丹丹花，且日久弥
香，经霜益浓，令人百赏不厌、难
以忘怀。那些朴素新奇的美好
诗境与崇高意象，滋养着一代又
一代的人们，也滋养着百岁老人
的本体人生。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每次回到延安，耳边都会响
起《回延安》的配乐朗诵和经典歌
曲《南泥湾》的动人旋律。特别令
人震撼的是，今年春节，网上看到
九十多岁高龄的电影艺术家田华
女士深情朗诵《回延安》。那声情
并茂的朗诵，配之以大型交响乐
团的娴熟演奏《延安颂》，共同把
线上线下的亿万听众带入当年的
革命熔炉。听着这大师级的深情
朗诵红色经典，我就想那些自命
不凡的“自闭症诗人”呀，劝你们
不要再闭目塞听啦。睁开你们被
滚滚红尘蒙垢的双眼，竖起你们
被西方哗闹和市井喧嚣充斥的耳
朵吧。看看什么是经典演义，听
听什么是有生命的新诗朗诵。《回
延安》这首历经 75年，仍然感天动
地的经典诗歌的魅力丝毫不减当
年。田华声情并茂的朗诵，感动
了老延安，也感动了新一辈。盛
夏里开放的一束山丹丹，仍然能
够使人闻之灵魂震颤、泪湿青
衫。《回延安》创作于革命圣地延
安。二十年前笔者在延安工作，
恰逢贺老回到延安。《回延安》的
诗人回来啦！人们奔走相告。我

有幸陪着贺老，从鲁艺旧址桥儿
沟到了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杨
家岭，从延安中学到了延安大学，
又由杨家岭到了枣园。78岁的老
诗人不顾车马劳顿，还兴致勃勃
登上宝塔山和清凉山，此后还去
了诗人朝思暮想的南泥湾，最后
我们来到当年的延安交际宾馆，
回忆那个难忘的夜晚，诗人创作
《回延安》的点点滴滴。那是 1959
年 3月，全国青年植树造林大会在
延安举行，诗人应邀参会，并欣然
为大会献诗，新中国欣欣向荣，诗
人风华正茂。全中国人民都沉浸
在迎接新中国十年大庆的喜悦之
中。为大会联欢会所需，《回延安》
应运而生。那一历史节点：天时、
地利、人和齐备。一首发自年轻诗
人肺腑的新诗诞生了。信天游体
诗歌《回延安》很快成为家喻户晓、
风靡全国的名篇。“几回回梦里回
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手抓黄
土我不放，紧紧捂在胸口上……”
这是诗人的真情流露，更是千万中
国人梦中的共同心声。一首诗歌，
亿万人吟诵。文字如此的朴素，却
在亿万人的情感之海掀起了滔天

波澜。这是新诗影响力的最高纪
录，更是古往今来许多诗人求之不
得、望尘莫及的。石破惊天的《回延
安》，的确就像一束阳光里绽放的山
丹丹花，她不仅代表了大批老延安
的心声，也抒发了全国无数青少年
的共同祈愿。《回延安》不仅是老延
安的情愫，更代表着亿万人向往革
命圣地延安的感情。直至今日，六
十多年过去了，《回延安》仍然回响
在祖国大地，成为人们朗诵的保留
经典。这首新诗，曾经一度被有些
人从中小学课本中删除，但却无法
把她从人们心中抹去。新诗能够产
生如此大的影响力，实属罕见。

如此想着的时候，我正又一次回
延安走下飞机。在通道里，耳边又响
起熟悉亲切的《南泥湾》的旋律。“我
们走向前，献花送模范。”这显然是当
年延安劳模颁奖大会上的一首歌，竟
然成了老歌中的经典。从郭兰英开
始，一代又一代的歌唱家和老年、青
年、少年，大家久唱不衰，终成一丛永
不凋谢的山丹丹花。我为百岁诗人
贺敬之点赞，更为中国新诗创作有这
样的收获自豪。我情不自禁吟出两
句诗：山丹丹开花红又红，贺敬之永
在咱心中。山高水长隔不断，老诗人
梦中回延安。

不落的山丹丹
忽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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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而言
你还有一个名字叫“心脏”
三秦锁钥，五路襟喉
生命的传承从这里无限生发
轩辕黄帝开启了华夏文明耀眼的篇章
中华民族的璀璨历史
从这里走向源远流长
中华人文挥洒的笔墨里
是从你的血脉中以生命酿就的期许
你头顶的秦时明月和星汉灿烂
早就预言了几千年的风雨
和百年的沧桑
你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
在黄帝陵珍重地收藏
再用开天辟地创未来的魄力
去开启一扇象征着勃勃生机的大门
绘就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
延安！延安！
你不屈不挠的生命律动
是从壶口瀑布借来的惊心动魄的力
势不可挡地
唤醒沉睡的东方巨龙
宝塔山不动不摇地伫立
正如铮铮铁骨的人们誓不做奴隶
支撑起五十六个民族永不折腰的脊梁
革命的惊雷
从你的脚下震荡到神州大地
延安！
你是最美丽的梦开始的地方

于我而言
你还有一个名字叫“太阳”
百年屈辱，生灵涂炭
在亡国灭种的血泪挣扎中
你顽强地屹立
纵然一开始你被压迫着发不出声音
纵然无数只黑暗的手要扼杀童年的你
你顽强地屹立
虽然没有一个人知道
你献出所有的所有
最终会走向什么样的结局
你像天边光芒万丈的太阳
慷慨地将自己全部的热力
平等地献给惨淡的岁月
献给受伤的河山和疲惫的土地
献给痛苦中麻木的百姓
和挣扎着摸索前路的灵魂
延安！延安！
彼时你从未想过
你的名字将开启怎样辉煌的历史
你只是用你的全部
去爱，去守护，去创造
在国家即将坠入无底深渊的每一个历史节点
你都义无反顾地站出来

用你彼时还未长成的肩膀与羽翼
力挽狂澜！
你曾一次次在生死存亡的斗争中
把独属于中国人的骨气与血性
谱成一首又一首豪迈的英雄赞歌
在每一个有血泪有苦难的角落唱响
延安！
你是升起的太阳
永永远远挂在全国人的心上！

于我而言
你还有一个名字叫“生生不息的希望”
一个民族用几千年铸就的根基
在你这里拔节生长
长成了参天的巨树屹立在世界的中央
你从世世代代的惯性中
看到了打破宿命枷锁唯一的道路
那就是让真正的生命去获取真正的自由
若创造这一切奇迹的只有人民
那就把主体的地位还给人民
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一切
为人民而服务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你从祖祖辈辈承受了一切的哑忍中

喊出了第一声“不”
向冷酷的自然说“不”
将黄土高原改造成绿野千里
向压在百姓身上的重重大山说“不”
向着自由和自主的方向一步一个血脚印
却从未想过一丝一毫的妥协
你用“不”
蹚出一条求“真”、求“是”、求“无限可能”的路
绿意里藏着千年万年的生机
纪念里诉说着永不忘却的爱与期待
延安！延安！
你的基因早已注定你生而不凡！

延安！延安！
你是永不磨灭的信仰
是母亲那温暖而又慷慨的胸膛
你用饱经沧桑的土地
从血与肉中酿出最甘甜的乳汁
将摇篮中的新中国无私地喂养
你是初心的最初
是使命的起点
在你的土地上
最伟大的人们孕育了最伟大的构想
再把那构想

一点点变成了奇迹一般的现状
我们永远牢记着名字的那些人
毛泽东、习仲勋、张思德、刘志丹、李克农……
在你的怀抱里坚定着意志走向最好的

升华
你呵护着星星之火在黑暗中执着发光
直到它化成可以燎原的红太阳
把整个东方大地照亮

延安！延安！
你把黄土地的质朴和坚韧深藏心中
带着由你孕育的几千年中华文明
去寻找它与世界最惊心动魄的碰撞
你满目的红是信仰的颜色
是心脏跳动的源头
是爱的灿烂和太阳的温暖
你不屈的绿
是生命的底色
是希望的星辰落到了现实的土地
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最浪漫的表达
三种颜色的和谐交融
勾勒出革命人在历史洪流中执着的

奋斗
是初心的永世不忘
和坚守使命的砥砺前行
延安！延安！
你是过去，现在和未来
你所有的梦想汇成四个字
国泰，民安！
中国！延安！

延安！延安！
谭贻国

一座山巅
俯瞰了全城美景
这是凤凰变化的西岭
注入天地灵气
传承千古神话

这里
经历了多少狼烟
秦皇设寨六郎转兵

尉迟恭、范仲淹
多少文人名将，
成为划过长空的流星

今朝伟人
登山为峰
谈笑风生定乾坤

文昌殿
往来墨客吟
万里飘墨香

山也文昌，树也书童
山高路阔，花魁鸟鸣
孩童寿星相聚

曰春夏、曰秋冬，四季人不穷
恍若入仙境，神游几重重

延安凤凰山
刘玉花

延安久负盛名，名为“革命圣地”“红
色摇篮”，延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地位众
所周知。延安的发展有目共睹，延安人
把清澈如水般的碧空万里自豪地称为

“圣地蓝”，心底的自信与豪迈，令人艳
羡，今日“圣地蓝”相比四十年前“雾霾
天”境况，天壤之别！

1983年秋是我人生转折点，在千军
万马过独木桥的岁月，我幸运考上距家
乡不远的延安大学，背起行囊，扛起老木

箱，脚踏棉布鞋，身穿绿布衫，我独自坐
班车去学校报道。

那时的大学校园比中学强不了多
少，教室是二层楼房，饭堂是粗糙水泥
地，没座椅板凳，吃饭蹲地围圈，边吃边
聊；操场没硬化，跑道铺的是煤炭灰渣，
雨后跑步泥水乱飞；住的是窑洞或薄壳
房，取暖用煤炉，冬天北风呼啸，窗玻璃
震得哗哗响，室内炉火熄灭，人团缩在被
窝里瑟瑟发抖。

大学五年，我没离开延安。记忆最
深的是冬天的雾霾，人不敢在外面多待，
鼻孔过不了多久就成了“黑烟筒”，一点
都不夸张。宿舍烧煤炉，烟筒易被烟渍
塞满，烟会倒流。我们住在半山腰的窑
洞里，周围居民家散养的鸡时不时在我
们眼皮下晃荡，你说它们是白鸡吗？羽
毛青紫黑乌，说是乌鸡吗？又不像，黑烟
污染的鸡若给洗个澡就会变成白鸡。

记忆中有次体育课尤为铭心，1984
年冬，我们上了唯一一次滑冰课，是之前
从未接触过的体育项目，小时候在河滩
冰面上滑冰车、溜冰摔跤的体会尚有，穿
上窄如刀锋的冰鞋，站都站不稳，别说滑
了，同学们坚韧不拔，摔倒后爬起来，再
摔再爬来，原来冰面沉积的厚厚的煤烟

灰，在我们一次次摔倒中擦得干干净净，与
周边冰面形成鲜明对比，我们穿在外面的
棉衣，更是脏得不堪入目，洗了不知道多少
盆黑水，才有了常色。

冬天我们盼望下雪，即便雪后气温骤
降，冻手冻脚，但洁白瑞雪让人心悦，“山舞
银蛇，原驰蜡象”的美景叫人神往，盼的是
雪后的天空雾霾减轻不少，天变蓝了，空气
清新了，人也清爽许多。短暂而爽心的日
子很快过去，风轻了，雾霾如幽灵般死灰复
燃，唯有静静期待春天降临。

1988年大学毕业，我逃离般远走他
乡，不仅是想尽早独立，更重要的是受不了
严重雾霾，然而，我却没走多远，到了北方
一个县城工作，住在小县城，冬季烧煤取暖
做饭，雾霾是必须有的，比原来的空气好不
了多少。

回望过去，80多年前，一群筚路蓝缕
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
者，为寻求民族解放缔造崭新中华人民共
和国，历经千难万险通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来到红色根据地——延安，那时的延安人
烟稀少、偏僻落后，中共中央进驻后，为解
决被国民党封锁导致的缺衣少食现象，在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指引下，开荒南泥
湾，发展经济，自给自足，不仅上演了“兄妹

开荒”的秧歌剧，提升老百姓拓荒意识，也
由此缔造了南泥湾精神。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面性，随着
解放后延安区域人口增加，无序开荒种
地破坏了植被，导致水土流失，延河的水
浑浊了，延安的天模糊了，延安的山变秃
了。春天黄沙漫卷，冬天雾霾罩城……
社会的发展需要付出一定代价，改革的
终极目标是为子孙后代造福，退耕还林，
整治雾霾，一切都在变，延安的变化有目
共睹，国家级卫生城市、国家级森林城
市、国家级文明城市、国家级旅游城市等
等，所有荣誉背后都是在可持续发展理
念下延安 200多万优秀儿女为之奋斗的
非凡成果。

在外工作16年，幸运之门再次打开，我
因工作缘由，调回母校工作，回到故乡，格
外亲切，延安的天变蓝了，延河的水变清
了。近年来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展理念的鼓舞下，冬季单位小区集中供
暖，山体居民燃煤取暖做饭禁止有烟煤；
为疏解旧城拥堵、人口密度过大现象，延
安削山造城，一座现代化的新城拔地而
起，站在新城学习书院，俯视新城，再仰望
天空，如宝石般的天空让人心旷神怡，遐
想万千。

“圣地蓝”的前世今生
贺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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