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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夏广袤的西北部，有
一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它
静静地躺在黄土高原的怀抱
中，诉说着自己独有的故事。
这片土地就是延安——中国革
命的摇篮，自然与人文交织的
璀璨瑰宝。

延安的山，雄浑而壮丽，
它们连绵起伏，宛如大地的脊
梁，展现着不屈不挠、勇往直
前的精神。宝塔山，作为这座
城市的灵魂，高耸入云，在四
季更迭中，它始终如一地屹立
着，守护着这片土地和人民。
登上宝塔山巅，俯瞰延安城，
错落有致的窑洞、熙熙攘攘的
市集、远处层峦叠嶂的山脉，
构成了一幅生动而和谐的生
活画卷。一砖一瓦，都仿佛在
诉说着往昔的峥嵘岁月，让人
不禁感慨万千。

延河，这条穿城而过的母
亲河，以其温婉的姿态，滋养了
延安的每一寸土地。河畔边，
杨柳依依，清风徐来，带着河水
的清凉与花草的芬芳，让人心
旷神怡。老人们喜欢在河边垂
钓，享受着宁静与安详；孩子们
则嬉戏于水边，欢笑声与潺潺
流水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
曲悠扬的田园交响乐。

说到延安，不得不提的是
它那独特的窑洞文化。在这片
黄土高原上，窑洞不仅是延安人民的居所，更
是他们生活方式的象征。走进窑洞，一股质朴
而温馨的气息扑面而来。墙上挂着的辣椒串、
玉米棒，炕上摆放的绣花鞋垫，都透露出延安
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在
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简单而纯粹的生活态
度，那是对自然的敬畏与顺应，也是对生活的
珍惜与享受。

延安的风土人情更是让人难以忘怀。延安
人民以其淳朴善良、热情好客的性格特点而闻
名遐迩。无论是田间地头的辛勤劳作，还是街
头巷尾的欢声笑语，都展现了他们坚韧不拔、乐
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在延安，你可以品尝到地
道的羊肉泡馍、面皮、油糕等美食，这些美食不
仅满足了味蕾的享受，更让你深刻感受到延安
人民的热情与好客。

此外，延安还保留着丰富的民间艺术形
式。信天游以其高亢激昂的曲调、朴实无华的
歌词，唱出了延安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安
塞腰鼓则以其粗犷豪放、气势磅礴的表演风格，
展现了延安人民的激情与活力。这些民间艺术
形式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成了
延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着无数游客前
来观赏和体验。

延安的红色记忆更是让人肃然起敬。走进
枣园、杨家岭等革命旧址，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
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那些简陋的窑洞、斑驳
的墙壁、陈旧的家具都见证了革命先辈们的英
勇奋斗与无私奉献。他们的智慧与勇气如同璀
璨的星辰照亮了新中国的道路。在这里可以深
切地感受到延安精神的伟大与不朽，它激励着
我们不断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努力奋斗！

延安这片土地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淳朴
的风土人情以及厚重的红色历史成了无数人心
中永远的圣地。它让我们在喧嚣的现代社会中
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与精神的寄托。

来吧！这里是延安，一个充满故事与魅力
的地方，它正张开双臂欢迎你的到来……

南泥湾，像是穿过暗夜的一束光，响彻在耳边。
金灿灿红彤彤的党徽，在指尖摩挲又摩挲，整装待
发。黎明的天空涂满厚重的油彩画，深秋的陕北大
地，浓翠挟裹点点铬黄，更多是无边无际绵延的绿，
如锦缎般在车窗外起伏。

转过山脚，一马平川，远远地，金灿灿的稻田闪
着光，红彤彤的镰刀斧头党徽广场浮现在金光之
上。南泥湾像是一个发光体，亮闪闪地撞入视野来。

向党徽行注目礼之后，俯下身，向大道边迎上来
的蒲公英问好，还有它高举的明黄小花朵。它们有
着舍生取义朴素的美，要怎样凝眸才懂它？地坎上，
硕大的狗尾巴草，它们是最早把秋天讯息带到陕北
大地的信物。当它们在山沟坡洼一大片一大片铮铮
摇曳时，是在吟诵着秋的一种风骨，一种陕北的，不
同于其他的，带着金属回响，集体意义的秋。还有那
些，一团一团绽放的淡蓝色野菊花，一波一波绽放的
黄色旋覆花。它们是绽放在战场上，绽放在马蹄边
战道上，绽放在战士胸口的英雄花。

上世纪40年代初，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进
驻南泥湾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将曾经荒无人烟的梢沟泥潭变成了米粮
川。南泥湾因此成为“陕北好江南”的地理坐标和思
想高地。沉浸实景研学，重温昔日征程，炮兵营房，
炮兵书吧，炮兵作训场，宝塔文艺队伍高擎旗帜开
跋。天空浓云重墨，似乎烽烟滚滚而来。炮兵学院
窑洞左右守护着的两株古松，松涛阵阵，倾斜着身
姿，像是庞大的树的炮弹就要弹射而出。学院大道
边两排直刺云天的青松，苍劲的枝叶交错，队伍一般
昂扬挺立，塔形身姿像待发的一株株绿色炮弹。乱
云飞渡，天公似乎也在配合着战场气息。

投弹，刺杀，纺线，徒步运输。他们说，于枪弹，
她是专业的，让瘦小的她自惭得紧。做百姓中的一
员，到百姓中去，坚守岗位直到最后一刻。鱼水情
深，她视百姓为亲人，百姓视她为亲人，那些血泪交

融的日子，是她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宝塔山下，延河
岸边，风霜雨雪，奔过来跑过去的她，每每被百姓们
豪爽淳朴坚韧不拔的家国情怀感动得热泪盈眶。作
为一名人民警察，和百姓们在一起，是她此生无怨无
悔的幸福。

运输接力赛，肩挑箩筐金黄的玉米棒。教官说:
“穿越烽火硝烟，脚步要稳，一粒粮食都不能丢。当
年从几十里外的延长县，乡亲们往这里运粮食，就靠
一双脚一双手……”忽然在长长的运粮队伍里，映现
出祖父祖母年轻的面容，祖父的白羊肚毛巾，祖母的
斜襟蓝花花衣衫，兴冲冲的乡亲们和运粮队伍曲折
蜿蜒，缭绕着信天游，隐入山峁坡梁深处。

织布纺线，手摇纺车。恍惚间，敬爱的周总理端
坐纺车旁，端坐在百姓间。端详，再端详，是总理，是
我们爱戴的周总理。1973年夏，宝塔山下，身患癌
症回延安看望老区人民的周总理，乘坐的那辆小车，
陷落在河滩淤泥熄火，被百姓们一双双手臂托举得
那么高，定格在历史的那一刻。“北国风光/千里冰
封/万里雪飘”，身穿打着补丁军装的毛主席在延安
枣园油灯下苦苦思索的身姿，镌刻在岁月深处熠熠
生辉。“陕北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学习南泥湾，鲜花
送模范……”军垦与农垦，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在传
唱。南泥湾这方英雄的土地，与时俱进常看常新，稻
谷播种与收割，早已数字化与机械化。金灿灿的波
谷浪峰，不变的是共产党人的初心，是沉甸甸的革命
气质与革命精神。

炮兵礼堂前战前集合，研学全体人员高唱革命
歌曲。一位外地背包客，情不自禁上前打着拍子指
挥，激情飞扬。驻足观望的游客，一同加入进来忘情
欢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水深火热，漫漫长夜，五
湖四海，热血沸腾。这就是，学习意义之所在，革命
意义之所在，奔赴意义之所在。

同行的一位女画家，在炮兵礼堂花圃石台上铺
开宣纸作画。画上，一只水墨苍鹰高昂着头颅，向高

空端直伸长着脖子，蹬着爪子，身体拉成弓箭，就要挣
脱纸面，呼啸腾空直射而去。恰在此时，阳光打下来，
枝叶摇曳，落在苍鹰上方宣纸，墨色斑驳，晕染一般，天
人作画完美无缺，旁观者无不赞叹。飒飒秋风里，女画
家临摹挥毫而就。鹰击长空，南泥湾的枝叶，成就了一
幅光与影的水墨画作。那鹰，一定是把自己作为一发
炮弹发射了。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队列行进
中，战歌悠扬，被文艺的力量深深感染与震撼。一支歌
一杆笔，胜过队伍与枪炮！匕首一般挺立的鲁迅先生，
铮铮铁骨民族脊梁，延安鲁艺学院的种子播撒神州大
地，传播海内海外。铁血染山河，笔墨抒壮歌。每每步
入鲁艺公园，花团锦簇，飞鸟鸣啭，水波潋滟，心坎里总
被一种勇士精神鼓舞着，指引着。陕北大地，圣地延
安，生活战斗在这方热土，是多么豪迈！

实景训练结束，抬眼望，南泥湾山谷斜坡上，阳光穿
透云层直射下来，那么魔幻的一刻，不真实，像是置身空
旷的大草原，蓝天白云朵朵，地上羊群点点。河中央畅
游着一群洁白的鸭子，山石野趣，潺潺河水倒映着波光
云影。近前，草坡上星星点点羊群原来是和平鸽，游人
们在与白鸽们嬉戏。目光追随着白鸽翻飞，盘绕连绵的
绿山巅而去。向天空张开翅膀的和平鸽，飞，一定要一
大群飞，绝不孤单地飞，带着南泥湾的豪情与壮志飞。

如若向往阿勒泰，那么到南泥湾来吧。它比大草
原浩荡的绿，更多了一层精神意义上的红。炮兵学院
辽阔的草地上，有一匹真的马，栗色毛发闪闪发亮。跨
上战马，英姿飒爽，在这片英雄的河谷，驰骋一番。

就像南泥湾湿地，辟一方，不做花草，将千亩稻田
留下来，金灿灿的，在那里发着光，这些富有精神意义
的稻谷。一生，哪里都可以不去，一定要来南泥湾走一
走，亲眼看一看，亲口尝一尝，那些历史的味道，战火的
硝烟，与波澜壮阔意味深长的稻花香。晚霞中的红蜻
蜓，飞呀飞。耳朵灌满鸟声，绿草坪上，迈开腿，往河谷
深处游走，就要与山林十里荷塘打个照面了。

金秋南泥湾
陈冰霞

征文选登征文选登

虽然从未踏上过那片土地，但延安
的山川草木、羊肠小路，还有那动人的歌
声，早在我的青春岁月里，就深深地印入
了心怀。一次又一次，我在心中飞临20
世纪30年代的陕北，流连忘返。当我步
入暮年时，才终于亲眼看到了那徘徊于
梦里的圣城。

晨光中，步出延安宾馆时。几步之
外，便是郁郁葱葱的凤凰山，山脚下，一
间间朴实无华的窑洞依然完好。在粗糙
简陋的桌椅旁，我似乎看到了初抵延安
的白求恩与伟人秉烛夜谈的身影。迈入
朱德的小院，想起了翻译《1937，延安对
话》时，著者托马斯·亚瑟·毕森笔下的形
容：“那天的晚饭是在朱德家里吃的，因
他的住处，比毛泽东的略微宽敞，布置得
也稍微像样些。”

当年的侧屋如今辟为了展室，墙上
挂着的是那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毛泽东
与白求恩合影照片。从两人的姿势上
看，显然是坐在条凳上看文艺表演时，友
人从侧面为他们拍摄的。

隔着一条街，就是抗大纪念馆旧
址。与毕森当年留下的那些图片相比，
这座院子从里到外已大不一样。在装修
精致的现代化展厅里，我看到了一张此
前从未见过的照片。穿西装、打领带的
毕森，在罗瑞卿的陪同下，迈入了这座院
落，两旁站满了红军战士，个个头戴草
帽。这张由中国人拍摄的照片，毕森至
死也没见过。

1937 年访问延安后，毕森回到美
国，在外交部任职。20世纪 50年代初，
受冷战政策迫害，他被迫移居到加拿大
滑铁卢，从此再也没能返回他心心念念
的华夏大地。

走出抗大纪念馆时，对面的山峦上
远远传来了清凉寺的钟声，仿佛伴随着
那恍如隔世的预言。

“我曾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富商、
军阀、知识分子、国民党高官。但毛泽东
却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够统一全中国
的人。”1937年6月24日，驱车带领毕森
一行秘密到访延安的司机艾飞·希尔在
告别延安时曾这样说。毕森写道：“延安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
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
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

我试图寻找到毕森一行当年观看
文艺演出的地方。他在书中形容那个
礼堂就像一座大谷仓，大家在条凳上随
意就座，没有特殊席位。我估计，1938
年 5月 1日的晚上，白求恩与毛泽东那
张合影照片拍摄的地方，应当也在那个
谷仓样的礼堂。可惜，即便是接待我的

大磊——这个土生土长的延安人，也搞不
清楚那是什么地方。

“你想保留老城的原样，但城里这么多
盖起来的高楼大厦，好好的，总不能都拆掉
吧？”面对我的遗憾，大磊啃着焦黄的烧饼
笑着说，“让人民过上吃穿不愁的日子，难
道不是当年奋斗的初心？”

他把我带到了街心这家老字号小饭
馆，请我品尝当地名吃。在萧军的《延安日
记》里，我曾读到，当年鲁艺的文人得了稿
费后，会邀请三两好友，蹚水过河，到城里
的小馆子打牙祭，喝一碗美味的羊杂汤。
我细细品着羊杂汤，心想大磊太年轻，缺乏
我们那一代人的感情。他却说：“战争年
代，陕北人哪家没有当兵打仗的？我祖父
那辈里，不是烈士，就是军属！”

走进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的礼堂，看到
迎面走来的厚夫，我不禁一怔。这位学者型
作家，曾任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他让我想
起了高加林——高大魁梧的身材，英气逼人
的五官，沉稳睿智的谈吐，活脱脱就是那个
家喻户晓的明星。陕北高原盛产铁骨铮铮
的好汉，也许正得益于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
是北方不同民族交汇融合的疆场。

在延川长大的厚夫，堪称是陕北高原
的活字典。我向他打探，那座谷仓一样的
礼堂究竟在什么地方？难道是桥儿沟的鲁
迅艺术学院？厚夫给出了答案：“桥儿沟距
延安城十几里，不可能是在那儿。当初在
城里的二道街，有座天主教堂。毛主席陪
同那些外国客人看演出时，应当是在二道
街。但是，1938年11月20日以后，日本人
的飞机开始轰炸延安城，炸毁了很多地方，
所以今天已经找不到那座教堂了。”

谈话间，几百名医学院的师生赶来，挤
满了礼堂。望着台下那一张张年轻的面
庞，我临时改变了主意。刚才在大门口，看
到了从延安出发、奔赴前线的白求恩雕
像。于是，我为大家讲述了围绕着白求恩
珍贵遗物回归中国前后发生的故事。

毛泽东与白求恩唯一的那张合影照
片，就藏在距离我不远的加拿大小城中。
我花费了两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碍，终于
在 2015年 9月，从遥远的加拿大护送那张
二寸见方的黑白照片，回归到中国的土地
上。

交流结束后，大磊不顾一天东奔西跑
的劳累，继续开车，带我登上了夜幕中的杨

家岭。
弯弯曲曲的山道，当年是坑洼不平的

黄土路，如今用整齐的碎石块铺成。山腰
间，一排十几孔窑洞是当年抗大女子学院
旧址。借着微明的路灯，我看到木格子门
窗的上方镶着一颗颗红星。

当年投奔延安的女学生，皆为大家闺
秀，从全国各地跋山涉水，来到这苦寒地方
为理想而奋斗。

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平坦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转过身来，脚下静静流淌着延河，两岸

灯火通明。
想起了白天看到的情景，城北几公里

外，是几年前建起的新城。成片楼群高耸
入云，玻璃墙在蓝天下反射出耀眼的光
芒。当年毕森们沿途所见的荒山秃岭，如
今皆已满目葱茏。大磊说：“幼年时最快乐
的日子，就是一年一度的植树节，漫山遍野
地撒欢，别提多开心了！”

返回加拿大的航程，长达十五个小
时。飞机上没合眼，一口气读完了厚夫赠
我的畅销书《路遥传》。因了延安之行，我
才真正读懂了路遥的心声。

缠绕着高加林们的痛苦，远非我们曾
在暗夜里为之叹息的爱情，而是人类亘古
的追求：社会的平等公正。

延安行记
李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