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物州九

泛舟海诗

风过金汤

推开木门，红砖是群战士
静静守护泥窑的魂
桌边的油灯，每道锈迹都照亮远方
打着补丁的被褥和太阳一样
温暖着少年的胸膛

云朵凝望院落，寻找书声朗朗的身影
燕子掠过屋檐，飞进红色村庄
听树叶沙沙，诉说红色往事
风吹响黄土高坡的号角
玉米林传来战斗的枪声
洛河水挽起臂膀

四月雷声响彻云霄
天空闭上蓝色的眼睛
灰色云雾泪封一颗恒星
黄河岸边，山一样的影子倒下
泥土哽咽，说不出话

掀开陕北的土壤
捡起你摘下的星辰
有几块破碎残片
记录遍体鳞伤的岁月
你耕耘过的黄土地
年复一年
梨花从容地绽放在风中

三台山游记

山路蜿蜒，流淌着不安
树木都呼吸着奋起
故事里的脚印漫步在白云深处
而我，被阳光压榨出灵魂的狂热
崇拜目所能及的土地和山川

肆意妄为的草扬起嘴角宣告主权
翠绿的清帐，鹅黄的落叶
围绕着一座六角亭木
我没有勇气爬到山顶
只能仰望着巍峨的高度

山脚下的村庄演着千篇一律的话剧
有些台词，我曾与人对白过
在河流的面前，众生平等
月亮已离去，打发几颗星辰
给梦留一点空白

风向北吹
山的那边听到一丝轻叹
除了山，还是山
土地终将把我们掩埋

做象咀山的一块石头

来到象咀山，星眸重生
不知是目光孕育树林
还是林木滋养双眼
又是谁困扰洛河水的脚步

做象咀山的一块石头
守护峡谷四季烟雨朦胧
或者随潺潺溪流奔向远方
如果象咀山开启一段恋情
诗意会追逐云端身影
泥土袒露翠绿的心事

做象咀山的一块石头
把悬崖抹不去的记忆酿成酒
如果宿命隐藏在村庄
我会留下一串露珠
等岁月升起橘红
当世间飘洒清冷的雪
我就滚落到山脚
从一个梦开始，播种粮食

写给故乡的诗（组诗）
高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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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石峁的那天，初冬的气息已有了寒
意，心却是极其滚烫的。当小心翼翼地融
入石峁古城的怀抱后，那种特有的广度、
热度、强度，激起了心底的震荡与呐喊。
一颗敬仰、敬畏之心再次被燃烧。

石峁古城呈现出一种阳刚之美，似一
位老者，庄严、壮美、伟岸，时时检阅着华
夏民族的兴与衰。

石峁古城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时时闪
烁着古远的光芒，印证着今天的文明，也
许是叩开华夏民族神奇秘籍的敲门砖。

一

石峁古城在于“大”，大得意外！
古城有正在挖掘中的“皇城”。究竟

是“黄城”还是“皇城”？两字音同字不同，
含义不同。如果是“黄城”，与黄帝部落有
直接关系；如果是“皇城”，也许如一些专
家所言大概与夏朝有关，或另有含义。

古城有内城已经挖掘出来，来者可观
看。内城是否已经挖掘完毕，不为笔者所
知，也许也不被考古人员完全掌握。既然
有内城，必然有外城。外城应该是一个更
为宽泛的区域，居住的是普通百姓。周边
还有十多个卫城。

这座城市以“皇城”为中心，内城、外
城、卫城逐渐向外延伸，形成了一个庞大体
系，成为目前中国考古史上史前最大城
址。据统计，面积约425万平方米，完全超
越普通意义上传统城市的面积。说明当时
石峁城市的规模之大，人口之多，实力之
强，居住着能够影响历史走向的贵族人物。

石峁古城在于“早”，早得惊叹！
据考证，这座古城出现在公元前

2300年，比夏朝的建立早 230年左右，延
续至公元前 1900年，前后 400多年，跨 4
个世纪，距今 4300多年，属于黄帝时期。
如此而论，石峁是黄帝后裔的主要、重要
部落所在地。

看到石峁古城，自然会联想到同一块
土地上的“芦山峁遗址”。石峁在北，芦山
峁在南。“芦山峁遗址”只是一个城市的雏
形，早于石峁古城 230年，还不能称之为

城市。两者之比较，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文
明进步程度。

翻阅西方人的建城史，公元前800年
至1000年，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有了以广
场为中心的城市设计与规划。华夏民族
的建城史比西方整整早了1500多年。

石峁古城优越的“方位性”。
从地理方位看，石峁古城处于长城脚

下，黄河秦晋大峡谷西侧之北端，与毛乌
素沙漠连为一体，属于游牧区，直到今天
还是传统的游牧版块。南面是干旱的黄
土高原，属于半农半牧区，也就是说石峁
是以游牧为主的部落。

石峁人选择在这里建城，后面有富庶
的河套平原，侧面有黄河大峡谷，前面有
黄土高原作为屏障，秃尾河保障水源。向
北可以直入草原大漠，向南可以深入中原
大地，又身居山城，得心应手，迂回自如，
是战略上的安排，也是战术上的设计。说
明黄帝部落的核心在陕北，活动范围先北
后南，从大漠至中原，乃至西亚一带。

这一历史过程符合史书记载，也在说
明黄帝部落的强悍。主动出击，征服了西
南的炎帝部落和东南的蚩尤部落，奠定了
华夏民族的基础。

二

石峁古城是“谁”的城市？
我们知道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是

不建城的，或有小型居住点。直到 1600
年前，匈奴人赫连勃勃才在无定河上游建
立了统万城，呈现了少数民族的唯一城
市。那么，游牧民族在这个时期为什么会
出现如此庞大的城市？这座城市究竟是
谁建的？居住着哪个民族？答案让研究
者难以捉捏，几番论证几番忧。

或许石峁古城还是与黄帝部落有
关。因为唯实力强大的黄帝部落才可能
建筑大的城市。这样的论述也符合历史
记载。黄帝冢在哪？《史记·五帝本纪》
载：“黄帝崩，葬桥山。”桥山在哪呢？司
马迁少记了一笔，好在《汉书·地理志》
载：“上郡，秦置。县二十三，阳周、桥山

在南，有黄帝冢。”指出桥山在阳周县的
南面，有黄帝冢。《水经注》载：“古阳周在
走马水（今淮宁河或大理河）北，应在陕
西延安府安定县北。”阳周故城究竟在
哪？这是问题的核心，搞清这个问题，黄
帝葬在哪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基于此，
一些专家便下定论，说阳周故城在陕北
子长市李家岔镇曹家坬村，因为这里有
故城遗址，地理方位与史书记载吻合。

可是，专家们提出陕北靖边古城峁说
和杨桥畔古城说等，这些地方均有故城遗
址和地理方位的说明。对此，各抒己见，
争论不休，不得一致。即或是《水经注》中
的“走马水”有人说是淮宁河，有人说是大
理河。如此记载，黄帝葬桥山，桥山在
哪？在阳周之南。阳周在哪？众知，阳周
也是秦朝蒙恬大将罹难之处，埋葬在今天
的绥德县城大理河北岸。从地理位置上
讲具有合理性，如此而论，黄帝冢在今子
长安定北。

黄帝是陕北人吗？
如果说石峁古城是黄帝部落，说明黄

帝首先生存、生活在北方，而后向外扩
张。石峁人就是黄帝后裔，并建筑石峁
城，随着疆域的拓展，其他都城的建立，或
因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弃之南迁。

《山海经·西山经》：“又北二百二十
里，曰盂山，其阴多铁，其阳多铜，其兽多
白狼白虎，其鸟多白雉白翟。生水出焉，
而东流注于河。”盂山是今白于山，河是今
黄河。山中白色动物多，生活在这里的人
们便崇尚“白色”。崇尚白色的民族正是
狄人。也就是说狄族人生活在陕北，是陕
北人的老祖先。

今天的陕北人依然崇尚白色。甘泉
县雨岔沟一道川的百姓，至今对“白狗”格
外推崇，有一套完整的民俗礼仪讲究。

《山海经·大荒北经》载：“黄帝生苗
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
犬。”白犬即白狄，说明黄帝是白狄的祖
先，长期生活在早期的陕北。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北狄之
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黄帝

北狄国人也。
《山海经·大荒北经》载：“犬戎与夏人

同祖，皆出于黄帝。”汉代《潜夫论》明确
说：“姬即犬戎氏，其先本出于黄帝。”

如此可知，黄帝是白狄的祖先，白狄
正是早期的陕北人。因此，黄帝是陕北
人，陕北人是纯正的黄帝子孙。

“黄帝下宫”在哪？
据《山海经》记载，昆仑山有“黄帝下

宫”，既然有“下宫”，就有“上宫”。研究者
认为黄帝“上宫”就是石峁古城。

如果说石峁古城是“黄帝上宫”，那
么，“黄帝下宫”在哪？能够肯定的是在石
峁古城以南，至于具体位置在哪尚无定
论，还没有被发现。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在
今天陕北境内的淮宁河，或大理河一带。

三

石峁古城地处神木境内，果然是“神”
的存在。地上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
低见牛羊”的美丽景象。地下有石惊中外
的煤海、气田。一块物质丰饶的土地，也
是民族的精神高地。

脚下的秃尾河集沙漠渗水而成，从大
漠深处走来，正如草原人的“长调”一样，
不急不躁，清澈温润、貌美丰盈，孕育了华
夏民族的文明。

一行的高文德先生赋诗：
千年古物别样红，
惊叹骨针与今同。
见证古人制风裘，
兽皮用来御严冬。
借文字空间，笔者也占诗一首：
横空出世昆仑城，
卓尔不群世人惊。
秃尾河畔放光彩，
这边风景分外真。
石峁古城风光无限，景色独好，透着

一股霸王之气、英雄之气、神圣之气。
然而，石峁古城扑朔迷离，悠长、深

邃，正在，或者说必然改变中华民族的文
明起源说，精准的解读远没有结束。

时时闪烁着古远的光芒
傅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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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
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
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

每当读起光未然先生的《黄河颂》，我
的心中便涌起对黄河的无限向往。终于，
在一个天清气爽的日子里，我踏上了前往
壶口瀑布的旅程，去亲身领略那波澜壮阔
的伟大奇观。

从出发地到壶口，路途颇为遥远。车
窗外，景色不断变换，从繁华的城市到宁静
的乡村，从起伏的山峦到辽阔的大川。但
我的心思早已飞到了那黄河之畔，想象着
壶口瀑布那雄浑的气势。

经过一路的颠簸，终于抵达了壶口瀑
布景区。刚一下车，便能听到隐隐的轰鸣
声，仿佛来自大地深处的怒吼。那声音，虽
不似雷霆万钧，却有着一种震撼人心的力
量，让人不由得加快脚步，想要一探究竟。

沿着石砌的小道前行，空气中渐渐弥

漫起水雾，凉凉的，湿湿的，让人精神为之
一振。转过一个弯，眼前的景象让我瞬间
屏住了呼吸：只见滔滔黄河水，如千军万马
奔腾而来，在壶口处骤然收束，跌入深深的
峡谷之中，激起漫天的水雾和浪花。

我迫不及待地向瀑布靠近，脚下的岩
石因被河水常年冲刷而显得格外湿滑。小
心翼翼地走着，终于来到了瀑布近前。此
时，那轰鸣声愈发震耳欲聋，仿佛整个世界
都被这声音所填满。抬头望去，瀑布如银
河倒挂，飞泻而下，其势如万马奔腾，其声
如虎啸龙吟。黄色的河水裹挟着大量的泥
沙，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谷底，溅起数十米
高的水花，如烟，如雾，如尘。

站在瀑布边，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
的震撼。那汹涌澎湃的河水，仿佛有无穷的
力量，能够摧毁一切阻挡它的东西。而在这
强大的力量面前，我是如此的渺小和脆弱。
但同时，我也被这大自然的伟力所深深折

服，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敬畏之情。
壶口瀑布的水，不仅仅是水，更是一种

精神的象征。它勇往直前，不畏艰险，哪怕
前方是万丈深渊，也毫不犹豫地纵身跃下，
即便是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这种决绝的
勇气和无畏的精神，让我想起了中华民族
的发展历程。我们的民族，不正是在无数
的艰难险阻中，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
一往无前的勇气，才走到了今天吗？

望着那奔腾不息的黄河水，我思绪
万千。朱自清先生曾在他的散文中写
道：“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
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
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而眼前的黄河
水，却以它磅礴的气势，向我们诉说着时
间的永恒和生命的不息。它从远古走
来，历经了无数的风雨沧桑，却依然保持
着那份豪迈与激情。

在壶口瀑布旁，我久久伫立，不愿离

去。阳光透过水雾，折射出一道绚丽的彩
虹，宛如一座通往仙境的桥梁。我想，这或
许是大自然对我们这些虔诚观者的一份馈
赠吧。

随着时间的流逝，夕阳西下，天边泛起
了一抹绚丽的晚霞。此时的壶口瀑布，在
余晖的映照下显得更加雄浑壮美。河水依
然奔腾咆哮着，仿佛在向世界宣告着它的
存在和力量。

我带着满心的震撼与感动，缓缓离开
了壶口瀑布。但那壮观的景象，却深深地
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成为了我生命中一段
难以忘怀的记忆。

归途中，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壶
口瀑布的雄伟壮观，让我对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也让我对人
生有了新的思考。在今后的日子里，我愿
像那黄河水一样，勇往直前，不畏艰难，去
追寻自己的梦想和远方。

壶口观瀑记
张国全

陕北腹地的子长山大沟深，沟壑山
峁组成的纹路是从古至今留下的岁月之
痕。子长煎饼在得天独厚的水土中，伴
随着世世代代的子长人走到今天。有人
说子长煎饼是上苍留给黄土高原的一道
人间美味，也是子长人慧心巧手做出来
的天下美食。

子长煎饼有一大一小两种。大煎饼
大如碗口，以卷凉菜为主，是农家人粗粮
细作的一种当做饭的食物。小煎饼小若
手掌，以卷豆腐干为主，是所有人喜欢的
一种风味小吃。盛行的子长煎饼当然是
小煎饼了，这种煎饼小而巧、巧而精，加
之配有丰富的馅料和汤料，成为陕北美
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小吃。

“三片瓦，盖房房，里面坐个白老
道。”这是流传在子长的一个很古老的谜
语，谜底是荞麦。荞麦是做子长煎饼的
主要食材。老城里的十字街，有十几家
煎饼馆，随着中山街中段那条由东向北
的街道依次而开。每天凌晨，这些煎饼
馆开始做煎饼，热气腾腾的煎饼作坊内
传出锅碗瓢盆交响曲，随着房内灯光涌
向街头，浓浓的烟火气弥漫在小城的大
街小巷。

子长煎饼的加工制作工艺十分讲
究，选用上好荞麦用石磨去皮磨成糁
子，磨好的糁子大小如豌豆，粒粒洁白

如钻，晶莹剔透。这是做子长煎饼的核
心食材。

做煎饼的手艺人，往往要提前到西门
坪挑回石缝里流出来的泉水，用来浸泡荞
麦糁子。手艺人把浸泡了数小时的荞麦
糁子摊在一块大案板上，用手掌反复搓揉
成黏稠糊状，再用筛子过滤去其杂质，将
过滤下的精粉用水稀释为流动糊状，然后
再用兰炭烧热的铁鏊上摊烙，每张煎饼在
铁鏊上不到三秒钟就熟了，随即用手捡
起，晾在高粱秸秆做的不粘连且透气的盖
子上。成型后的煎饼一般为手掌大小的
椭圆形，薄如蝉翼、色如白银、劲道有韧。
食用时卷入自制的卤水豆腐干、凉菜等就
形成了可口的子长煎饼。

手端一份煎饼，浇上精酿而成的米
醋、蒜汤、韭花酱、辣油、西红柿酱、芝麻
和秘制辣酱等汤汁酱料。一份煎饼下肚
后，酸辣提神、填饱解困，足足的口福感
充盈。最后来一碗用泉水、蒜泥、米醋、
芝麻等调料调制的大盆凉汤，简直就是
一次美妙的味蕾享受。

地处特殊地理位置的子长，在农耕
和游牧两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煎饼
皮的柔薄软和、豆腐干的瓷实硬道，几道
汤汁的酸辣和清淡，像极了软硬相剥相
合之后的子长人的特性，在两种文化的
漫长对抗、磨合和融合中，子长水土培育

的子长文化和养育的子长人呈现的聪
颖、刚烈、包容、开创等特点昭然可见。
由此，一份子长煎饼就吃出了满满的人
间烟火味和人间的世态百相、欢乐与悲
伤。

我是吃着子长煎饼长大的。小的时
候，到了盛夏，母亲和庄里的人常常会站
在村口的那棵老槐树下等挑着担子叫卖
煎饼的人。买好后，母亲小心翼翼地把
煎饼碗端在手里，用筷子轮着给我和妹
妹喂。酸辣开胃、消暑降温的小煎饼一
小卷一小卷地整整齐齐摆放在碗里，像
极了美食中的艺术品。母亲说，吃了这
煎饼长个头、变聪明。

小时候，村里有一户人家做的煎饼
很受欢迎。他的煎饼皮薄馅多，各种蘸
料用的都是好原料，特别是那秘制辣酱，
香得让人垂涎不已。他挑着担子在周围
几个村子里卖，那一口辣子酱成为他煎
饼的招牌，不少城里人或者其他地方的
人也专门到村里来吃。如果是在各个节
令时，他的煎饼会被早早订购一空。有
不少人要跟他学做辣子酱，他总是留一
手。母亲说这个辣子酱做起来有难度，
只要掌握了窍道，也不难。母亲把秋天
的新鲜红辣椒在石碾子上碾成糊状，加
入大颗粒盐和杏仁，盛在一个粗瓷盆中，
放在外面的墙头上晾晒一个礼拜后，将

辣子酱分别装在小罐里密封，过半个月后打
开罐子后香气扑鼻。母亲做的煎饼是大如
锅盖的那种农家煎饼，里面卷的是子长三丝
凉菜，再蘸上新制的辣酱，香气扑鼻。我狼
吞虎咽，不一会儿便吃个精光。

有外地的朋友来子长，我常会带他们去吃
子长煎饼。一位朋友亲见了子长煎饼考究的
加工流程，又听闻子长煎饼是古代灾年和战乱
时诞生的一种应急食物，不禁肃然起敬。他感
慨地说道，原来子长煎饼承载的不只是一道美
食的意义，还有子长的历史和文化。

子长人爱吃煎饼，一年四季天天如此。
炎日下吃，内聚清凉消暑祛燥。隆冬时节的
大雪中吃，满腹酸辣聚气抵寒。古往今来年
年月月吃，吃的就是苍茫大地上的风月和春
秋，吃的就是寒来暑往中的五味杂陈。随着
时代的发展，各种食材的丰富性不断介入到
各种美食中，现在，子长煎饼从以豆腐干为
主的传统煎饼，拓宽到海鲜煎饼、牛羊肉煎
饼等数十余种。小小煎饼可谓包罗万象，天
南地北的食材被融入子长煎饼之中，形成了
宽厚包容、刚柔兼济的特点，如同子长人，放
之四海而皆受欢迎。

子长煎饼馆遍布每一条街道，穿行在建
于元代初年的瓦窑堡中山街、具有现代化气
息的迎宾路和安定东路大街上，我看到了子
长煎饼的前世今生，看到了这方水土的过往
和现在。

子长煎饼
郝随穗

恢复高考喜泪流，
考入延大壮志酬。
黄卷青灯不觉苦，
师生珍爱谱春秋。
离别延大四十载，
母校常在梦中留。
水有源头树有根，
熔炉炼就硬骨头。
无论担子有多重，
咬牙切齿朝前走。
今日校友得欢聚，
团结高唱信天游。
延安精神延大人，
革故鼎新创新路。
延河后浪推前浪，
优秀之后更优秀。

优秀之后更优秀
——写在延大北京校友会换届之际

忽培元

印记光食

陕北迹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