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屐痕处处

荆峪河是浐河的四条支流之一，可是这
条河有没有源头？源头在哪里？为什么人
们总把它叫荆峪沟？

带着这些问题，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寻
找“汤峪白先生”白玉稳帮助，走了一趟荆
水源头。

白玉稳是蓝田人，对蓝田人文、地理熟
悉，而且待人热情，为人豪爽仗义，还写得一
手好文章。

到蓝田县城的时候，白玉稳先生早已在
他们小区门外等候，而且还约了比他更“资
深”的蓝田文史专家张效东先生一同前往。
张效东先生听说是看荆峪沟源头，就指挥车
出县城，上了环山路。我问有多远，张先生
说很近，十来里路。路上，张先生给我介绍
了蓝田的历史、地理、人文、风俗。交流中得
知，张先生、白先生都是教师出身，而且多年
担任中学教师、校长。白先生现在从事教学
研究，张先生退休后致力于蓝田文史研究，
并担任《蓝田文化研究》杂志主编。

汽车开上一段缓坡，在一处高地上停了
下来，张先生指着不远处的一座土丘对我
说，那就是荆山。

我不知荆山与荆峪是何关系。张先生
告诉我，荆山，也叫将军岭，当地人还称“浆
水疙瘩子”，岭虽然不高，却是白鹿原与秦岭
唯一的连接处。

白先生说，将军岭就是个葫芦系儿，秦
岭是棵藤，白鹿原就是个葫芦。远处看，这
一组画面还真像白先生所说。

荆峪沟得名源自荆山，峪是山的出口。
秦岭有七十二条峪，荆峪不在其内，荆峪不

是山的出口，只是一条沟。《蓝田县志》上有
记载，“荆山，又名将帅圪垯，县城 8公里处，
海拔 1000米，因汉代长水校尉屯兵于此，故
得山名，南靠尤凤岭，北接白鹿原，为荆峪
水之发源地。”

那荆峪河的水从哪里来的呢？
“这里是发源地不假，可这里水的流量

小，冲刷力小，所以沟浅岭低。随着水向下
流去，一路不断接受各路水流，水的流量越
来越大，冲刷力就越来越大，沟也就越来越
深，荆峪河也就形成了。”

原来荆峪河是这样形成的。
荆峪沟河，也叫鲸鱼沟水，古时候还叫长

水，自荆山出发后，一路收峪沟水、聚仙坊水、
韩家沟水、李家沟水，至孟村乡的朱家沟村南
入长安界，流长约16公里。再往西北流11公
里至灞桥区的高桥村西三公里入浐河。

资料是这么记载的，事实上荆峪沟的源
头早已经没有水了，现有的水是从黛峪水库
里抽上来的，而出自高桥的水也没有入浐
河，而是被灞桥发电厂用地下水管引到该厂
做生产用了。这两个发现都是我们实地采
访的时候得知的。

访问黛峪水库的时候，一把铁锁把我们
挡在了门外，在我们就要离开的时候，一位
穿着讲究的中年男子驾车来了，这男子是黛
峪水库的领导，一见面就喊白先生“老师”。

白先生老家在汤峪沟里，舅舅家在黛峪
河边，从小随母亲翻山越岭走亲戚，对这一
带非常熟悉。从学校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
工作，教的学生不计其数，近些年他的学生
都已长大成人，不少学生还当了村干部、乡

镇干部，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碰到学生，可
以说是“桃李遍蓝田”了。说到这些，白先生
一脸自豪。白先生的这位学生不但带我们
参观了水库，还使我弄清了黛峪水库与荆峪
沟水的关系，也搞清了去凫峪的路以及凫峪
和黛峪的关系。

凫峪是荆峪沟的发源地，东高西低，南
北高中间低，成簸箕状。南北岭夹击中的沟
道地势平坦而且开阔，成鱼肚状。从沟道里
砂石细土看，这里原来可能是一片汪洋，通
过冲积形成了白鹿原。水位的下降，河流的
冲刷，拉下了这条沟，所以荆山高。随着水
流的不断加入，冲击力越来越大，沟道就越
来越深、越来越宽。

参观了黛峪水库，我们向凫峪走去。凫
峪无峪，当地人称其为沟。沟口是一片开阔
地，树高林密，鸟语花香，水泊一个连着一
个，很有江南的样子。许多不知名的花儿竞
相怒放，特别是芦苇出奇的茂盛。张先生
说，许多年前这里的芦苇制品很出名，当地
的老百姓都会用芦苇织草席、做枕头垫以及
其他工艺品，缺粮食的时候还拉着这些土特
产去渭河北边换包谷。看得出这里的富庶，
可惜的是地势太低，这里的水无论如何也流
不进荆峪沟的。

离开这块开阔地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
了，望着二位先生满头汗水，我忽然想到吃
饭的点了，于是问白先生附近可有吃饭的地
方。白先生狡黠地一笑，说：“这事还用你
管？你就说还要看啥地方？”

我说：“民以食为天，先吃饭吧。”
白先生说：“那走，进沟，朝上黛峪走。”

我不清楚他的意思。
白先生说：“这里是蓝田，还在我舅家门

上，不愁没吃的，叫你走你就走，保证让你
吃好吃饱。”

话说到这里，我再无语，只能听他安排了。
汽车顺着盘山路摇摇晃晃，一直走到这

条沟的最深处，终于在一家新盖的三层楼下
停住了。主人是位三十多岁的女性，看样子
在门外已等候多时。白先生向那女的招了
招手，那女的就满面带笑的迎了上来，开口
就叫白先生“哥”，并问想吃什么。

白先生看了看我和张先生，回头笑着对那
女子说：“新鲜的，绿色的，你们这儿最好的。”

那女的没再问，回头喊了一声：“哎——
咱哥来了，你快到地里挖些洋芋去，我给咱
做新鲜的洋芋糍粑。”

在白先生和那女的交流中，我听出那女
的是白先生的表妹，下地挖洋芋的是他的
表妹夫。

我和张先生坡上、坡下把白先生表妹家
周围看了一遍，然后坐在一块儿大石头上
听张先生讲鲸鱼沟的传说。我原以为鲸鱼
沟是荆峪沟的谐音，张先生说真有一段神
奇的传说，以至于不少人把荆峪沟念鲸鱼
沟。说完话回头看时，发现白先生表妹已
经给饭桌上放满了菜。

也许是饿了，我觉得这顿饭是我近些年
吃得最香的一顿饭，特别是那一碗糍粑，黄
黄的洋芋，红红的辣椒，还有那油泼的大
蒜，真香！

寻访荆水源头 □周养俊

西安人的爱树情结 □王雄文

□田冲

走进春天

轻轻地 柔柔地

春天的脚步

带着泥土的芬芳

向我们走来

激情的梦想破窗而出

在春天的田野上空飞翔

蔚蓝的空气中充满芳香

我们的心情

就像返青的麦苗茁壮成长

山水深处

阳光 绿色 健康

让我们深深体味上苍的关怀

如一首隽永的诗

又似一幅田园风光画

你这大自然的极品啊

我们精神抖擞

朝气蓬勃

燕子的呢喃

音乐般穿过身体

那蜂蜜般爽透心肺的笑容

挂上了柳梢 挂上了眉角

与阳光同行

生命的每一天

都有碧透滴翠的鲜果

悄悄地滋润心中如水的柔情

□李小军

玉兰花

端起高脚杯，豪饮春光

身姿妖娆，荡漾青春的柔情

绯红的脸颊，像朝霞也像晚霞

更像岁月深处的你

明眸婉转，低眉颔首

将深藏的思念，借长袖倾巢而出

在大自然的舞台上，随风飘舞

久违的香，让三月微微一颤

西安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和厚重文化
的城市，树木作为一种文明的标志，在人们
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早在唐朝时，都
城长安就广植树木，街道两旁绿荫成行，在
通往各地的官道上也栽有树木，同时建立
严格的管护制度，爱树护树在古都长安人
心中扎下了根，并成为一种自觉行动。

如今，在西安境内，古树名木就有
18658棵，其中 500年以上的古树有 279棵，
而“寿”高千年以上的古树就有 72棵，拥有
量居全国城市前列。西安碑林是一个文物
荟萃之地，在其周边就有古槐 40 多棵，其
中 1200 年的国槐 5 棵。在碑林博物馆南
墙外侧，两棵已超过 1000 多岁的古槐，树
高达 10 米，主干内虽已空，但粗壮的树枝
仍萌发新叶，树冠覆盖的面积足足遮住了
半边街。爱树的西安人给两棵古树各上
了三道钢箍，将树身包扎，并用钢柱支撑

住树杈，还用青砖砌起一米多高的围栏，加
以精心保护。

西安人爱树、护树，待树像老人一样呵
护。在东关南街大新巷，有一棵数百年的
古槐，每年人们就要对树进行祭拜，给树挂
红，以示敬重。有人说这是迷信，其实这是
对古树的崇拜，也是对自然的崇拜，用这种
方式表达对树木的敬重，以唤起人们爱护
自然、保护生态的意识。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安东郊有位农民建
房，因院内有树，为保护树木，不忍心伐砍，
就根据地形将树圈在房屋之内，这样树在
地下照样生根，房上树木茁壮成长，成为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这样的事还有很
多，改革开放后，西安护城河的改造，因地制
宜，保护了许多树木。在北护城河岸边，当
时因修建护城河栏杆，正好一棵树木和护城
河栏杆在一条线上，工作人员没人将树砍

掉，而是将树保留在两段栏杆的接茬位置，
既保住了树木，又不影响栏杆的设置，做到
了两全齐美。

在西安柏树林街道南端，多年前因街
道更新，路的东侧有一棵泡桐就落在一家
门店的墙内，热爱树木的主人没有让改变
规划，也没有伐倒树木，而是在砌筑门店房
屋时，将泡桐包裹在墙内，为了不影响店内
美观，又在店内砌了夹墙。从外表看，树是
从房上长出的，可在店内却看不到树杆，真
是爱树护树，别具匠心。

2003年，西安西关拓宽改造，在街道北
侧，一棵古槐原在一家单位的院内，道路
拓宽后，古槐就挡在了路上。对于这棵
数百年的古树，西安人倍加爱护，没有将
它砍掉，也没有将它移走，而是原地精心
保护。施工人员在古树下砌筑了青石护
栏，车辆行人绕树而行。美丽的树冠遮

天蔽日，树下的围栏精致别样，成为西安
最大的“盆景”。

西安人爱树也是舍得投入的，陕西建
工集团院内有一棵树径 65厘米的雪松，足
足有 4层楼高，由于土质原因，向东南方向
发生了倾斜，为了给树纠偏，爱树的陕建人
花了 3000 多元，专门买了钢丝绳、倒链和
法兰螺丝，先在树的根部倾斜位置取土，用
水浇灌，再用钢丝绳缚住树胸，用倒链一点
点将树拉直，接着再给树根填土培实，最后
将钢丝绳固定在铁桩上，这样拉了一年多
时间，终于将树扶直归正。人们看到直挺
挺的雪松，无不为之高兴。

树木之于人类，可以说是造福深远，恩
重如山。爱树就是爱自己，爱树就是爱自
然，西安人的爱树情结，可以说是一种大爱
情怀，这种爱将不断延续下去，让树满古
城，绿满长安。

陕西省水利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