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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时城郊 孙季超 摄 （工作单位：交银人寿陕西分公司）

延长小城的河水是最为宝
贵的。这条名叫延河的小河，近
些年来受到的善待就是最好的
例证。

延河，被称为中国革命的母
亲河。这条发源于榆林周山、黄
河的一级支流，在流入延长县境
后，途中虽有岳口沟河、郭旗河、郑
庄河和关子口河等支流不断汇入，
但依然是一条流量没有增
大多少的小河。她迈着不
紧不慢的脚步，打量了一番
两岸的高楼大厦和自然景
色，在延长县老城区南面、
新开发的雷家滩商住小区
的北面舒缓地转了个弯，继
续向前流去。在退耕还林
前，延长多次发生过严重春旱，致
使延河水变得越发瘦小，甚至一度
出现了断流。1999年起，人们开
始保护生态环境，在延河两岸的山
坡上实施百万松柏绿山城生态建
设项目，以遏制水土流失、蓄住“天
上水”。从2016年初春起，延长县
启动了延河综合治理工程，拉开了

柔性治水、保护水生态的序幕。
在城区槐里坪段的延河河道

里，县上实施了绿色打底、生态修
复工程，新修的健身步道顺着河
道不断向前延伸开来。每到炎热
夏季，这里绿草葱葱，鲜花盛开，
整洁舒适，环境优美。早晨，人们
在健身步道上散步、晨跑；傍晚，
人们带着孩子在健身步道上纳凉

消夏。在城区的西山洞段、张家
园子段和雷家滩段延河河道里，
县上建起了三处人工蓄水坝，一
汪汪辽阔的碧水为延长这座小城
增添了新的景观。在翠屏山石崖
下的延河南岸，新修成的健身廊
道有五百多米长。

近年来，在修编《延长县志》

的忙碌日子里，我只有在周末的
早晨或者傍晚，才能去延河边看
看早春那清新的柳色，才能在冰
融河开的水坝旁听听那高亢的
涛声，才能在翠屏山下、延河南
岸的健身廊道中驻足仰看刻在
岩壁上“青山不老人如在、红树
皆因血染成”的诗句。这红色的
革命人文遗迹使我浮想联翩，眼

前不断闪现出中国共产党
人前赴后继、力挽狂澜、艰
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最终建
立新中国的历史画卷。

延长县城南北有山、中
间有延河，人们享受着小城
这种山水相连、依山傍水的
自然之美。延长县城有毛

泽东同志旧居，有中国陆上第一
口油井旧址，还有鲁迅师范学校
旧址等诸多人文景观，人们享受
着小城这种可圈可点、引以为自
豪的人文之美。因此种种，所以
我深爱自己生活了二十多年、充
满幸福气息的这座山水之城。
（工作单位：延长县地方志办公室）

□王福建

山水之城

原名周俊峰，书画名周哲。西安人，曾就职于中国兵
器工业集团。1983 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4 年加入陕
西省作家协会，2012 年、2014 年相继加入陕西省书协、美
协。陕西省职工作协理事、散文专业委员会主任，现任西
北大学现代学院秘书课、写作课教师。

散文、诗歌等作品散见于《经济日报》《人民日报》
（海外版）《朔方》《星星》《春风》《长安》等。诗歌《汉中女
子》曾被《诗选刊》加评选载。出版有《中国历史上的娃
娃皇帝》《白马争枪小罗成》等历史题材专著，入编文学
作品集多种，主编有历史传奇人物丛书、艺术论文集、
书画集、报告文学集等。文学作品曾荣获共青团陕西省
委组织的当代诗歌征文大赛、陕西省职工作协组织的文
学作品征文大赛“当代诗歌”奖和散文作品奖，新闻作
品两次被《文摘周报》转载，曾荣获全国产业新闻通讯
二等奖、陕西省“好新闻”评论二等奖。

周折

陕西职工作家列传 19

雄奇的张家界
不到张家界，你难以想象山的雄

奇，难以想象山的险峻。没有一座山像
张家界那样令人敬畏，没有一座山像张
家界那样让人感到自惭。“须仰视才
见”，只有张家界才配这样的描写。

一步踏进张家界，你定以为自己掉
进了山的深渊。抬头看天，天被山峰挟
持；低头看水，水被山石围定。你禁不
住要问自己，难道误入东海龙宫，空气
便是水，珊瑚便是山，你只能祈祷上帝
给你浮上水面的勇气，或者把自己也化
作海沟中的石峰。

走近张家界，本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汽车百十里地跑，你非但看不到
山的影子，还隐隐约约地感到周边地
面在起起伏伏，暗藏杀机。冷不丁车
停了，你已身陷山中。迎面是赭白色
的石林，一柱挨着一柱，周身镌刻历史
的鳞片，梯状镶嵌岁月的皱褶。峰柱
顶上，伞一样覆盖着稀落的古木，苍
翠而顽固，或傲视群山，或斜衣敞怀，
或破蓑长髯，或翘趾露肘。想必是远
古时代，天塌地陷，弱者已倒身在世纪
的脚下，留下的便是这撼不动、摧不折
的石林石山。

由张家界的高山你必然想到了它
的深谷，由它的深谷又会联想到它的溪
流。事实上，走在张家界狭深的山谷
中，深吸着清凉还有腐殖味的空气，你
听不到其他山谷间那样的淙淙水声。
张家界深谷间的水，称之为溪实在牵
强，它们是像蟒蛇一样潜踪涌动的，那
简直就是涌动着活水的——潭。也只

有这样的水，才能滋养像张家界这样直
插云霄的山峰，才能哺育张家界山谷里
那些极为珍稀的植被和树种。

乘着垂直的山地电梯，你就和山
峰梦幻般地接触了，那种风驰电掣般
相向而行的感觉，根本不像在上山，倒
是一种栽下深渊的感觉。当你神魂俱
散的时候，是张家界的峰巅接纳了
你。站在某一座峰顶上举目遥望，就
仿佛置身于山的林海之中。阳性的石
峰插满云海，恰似年轻的竹笋怒放着
勃勃向上的气息。看起来石峰间的距
离是那样近，但若没有一步千尺的神
功，谁敢与它们比肩接踵。可以想象的
是大雾茫茫的时候，巅与巅之间会扯起
白色的摇篮，神仙们哼着小曲，躺在汹
涌翻腾的云雾里，消受着他们的逍遥时
光。还可以想象的是雨过天晴蓝天衬
底的时刻，仙女们纤细的臂弯里挽着七
色的花篮，飘在白云间，漫步在虹桥
上，弄不清她们是去孝敬王母，还是要
降落人间。可惜当地传说不是这样。
传说这眼下桅杆一样的石林演绎的是
远古的一场战争，成千柱石峰便是那些
凝固了的勇士。似乎受了这传说的诱
导，我们真的感觉到山谷里马嘶人沸、
刀戟铿锵，征战的硝烟弥漫而上。

张家界，最离谱的是那些景观的名
字。十里画廊，何止十里，那是数十里峰
峦排成了战阵，老英雄们视死如归的壮
举，怎不让男儿垂泪。天女散花，何来一
个“散”字，分明是感动于男儿的壮怀激
烈，天女们献上了胜利的花环。再想那

太子山的年轻后生，长鞭溪间悠长的小
路，难以想象当年曾经发生和演绎过多
少苍凉悲壮而动人的故事，在后人的心
间激荡起多少撕心裂肺的波澜……

张家界，是一座只养石头不养红
土的地方。峰顶的古木，依仗着历史
的尘埃生长，即使崖缝里夹杂着一把
土，苍松翠柏也要在那儿扎根，仿佛死
守着一种承诺，重负着远古的期待。
山谷里的土，同样是历史的遗迹，肥沃
而不起亮色，掺和了世纪的雨露，培植
起生命力极强的草木。那些挺身而出
的枝丫，相互扶持，像一个多灾多难的
民族正向世界发出复仇的誓言。因为
没有土，我们便可以断定这张家界定
是从历史的星空轰然坠落的神物，向
人类要宣示一种精神、一种神秘、一种
神圣，抑或是一种境界。你看那峰，赤
裸裸、雄赳赳，宽阔的胸襟装得下整个
宇宙，粗犷的面膛任凭风霜打磨，有力
的腱肌洋溢着生命的活力，粗壮的血
脉能贯通天上人寰。那肩膀可靠而结
实，何惧扛起天下的责任。它的皮肤
充满了青春的诱惑，是迷人的毛孔提
供了用之不绝的氧气和养分……

我曾经走过不少中国的名山，没有
一座像张家界这样热烈奔放，没有一座
像张家界这样裸露坦诚，没有一座像张
家界这样激情澎湃，没有一座像张家界
这样刚强不屈，没有一座像张家界这样
坚忍不拔，没有一座像张家界这样沉稳
博大，没有一座像张家界这样让男人和
女人都感到迷醉……

（组诗）秋天的事物
□李小军

秋天的落日

要有健康的体魄
自带光。要有一个好心情
风轻云淡，视野辽阔

阴霾的日子，令人迷茫
疫情袭来，连呼吸都要谨小慎微
乌云密布的时候，内心有雨
内心忧郁，脸色是灰暗的

雨是清道夫，不仅负责清洗天空
清洗俗世的尘埃，也负责清理人间
腐朽的事物。秋天，雨过天晴的
落日
一如知天命的我，偶尔也能
露出，红光满面的笑脸

中年的雨

雨季来临，遍地开花
每一滴雨有快乐，也有忧伤
它们有时热泪盈眶
有时号啕恸哭
有时轻声细语
有时大声喧哗
相互倾诉着
命运的曲折与坎坷

前朝往事，和未来的道路
在云雾四起中
被急于赶路的人
带进暮色
又走出清晨
山川大地默不作声
赶路的人更加坚定了脚步

漫步秋天

谷穗，在风中撒欢
被父亲一一唤回，团圆的日子
细说岁月的艰辛，与甜蜜

果实，像一群孩子
被母亲轻轻抚摸，带着温暖
依依不舍，远走他乡

孤独的村庄，高于土地
低于炊烟。大雁啼落的泪水
滋润，苍茫的原野

蒹葭苍苍，随风而舞
西边是太阳，东边是月亮
我，从中间走

（工作单位：西安粮油市场）

新 芽

风景谈

说起来有点意思，那个四十多度高温
的夏日，满身臭汗从临潼代王镇宋家村回
来后，对于躺在那个黄土堆里的男子却上
了心，脑海里会不时浮现出他的名字。第
一次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大概是在初中的
历史课本。

那天下午，随碑林区作家协会去临潼
华清池观看大型实景影画剧《西安事变》。
演出结束，受《西安日报》编辑李斌兄弟邀
请，一起去拜见了两位当地的朋友，吃了个
便饭。饭后，原想趁此登上骊山，感受一下

“关中八景”之一的骊山晚照。骊山登顶过
两次，但都是白天，始终未能领略骊山落日
的瑰丽。同行新认识的朋友张波却提议带
大家去看周幽王的陵墓，一车人除了张波
都没去过，于是欣然同意。

车子沿着秦唐大道，向着东北方向行
驶，大约四十分钟后，拐进了一条乡间水泥
小路。路的一边，光秃秃的麦茬地里，一个
裸露的黄土堆呈现在面前。若不是张波提
醒，不会有人想到这个并不高大的黄土堆
就是西周最后一位皇帝周幽王的陵寝。

张波来过一次，同行的其他两位没有
兴趣，只有我和李斌踩着那几个几乎被荒
草淹没的土台阶，登上了大概四五米高的
坟冢。顶上坑坑洼洼，杂草丛生，长着几
棵杂树，有两棵枸桃树，橙红色的果肉已
熟，星星点点地挂满树枝。不敢再往前
走，怕有蛇鼠窜出，于是驻足。抬眼望去，
南边不远处便是逶迤连绵的骊山山脉，夕
阳西下，山顶罩着一层晚霞。多少懂点历
史的人都知道，那个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便
发生在骊山最高处的烽火台上。

2700多年前的那场烽火点燃后，那个
叫姬宫湦的皇帝确实博得了绝世美人褒
姒的一笑，只是美人的这一笑，代价太
大。后人在笑谈这段历史时，大多只是在
说周幽王因此丢了江山，当然最终也丢了

自己的性命，却鲜有人提及在皇帝丢掉天
下的背后，是西周黎民百姓的生灵涂炭、
流离失所。周幽王的老丈人申侯联合犬
戎攻破了西周的都城镐京，给自己的女儿
申后报了仇，并将自己的外孙姬宜臼扶上
皇位。可烽火连天之后，昔日繁华的镐京
已是残垣断壁，横尸遍野，如鬼城般一片
死寂。于是，刚当上皇帝的周平王姬宜
臼，带着他的臣子、嫔妃迁都洛邑，曾经不
可一世的西周王朝就此宣告结束。

马嵬坡上，唐玄宗李隆基三尺白绫，赐
死了那个和他有着生死相约——“在天愿
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倾国倾城的
女人。这哪里是爱美人不爱江山？这分明
是爱自己的性命胜于一切。他若真是个
只爱美人的情种，“兵变”之际理当以死相
抗。若真那样，故事才会流芳万世，中国
的皇帝中才会真的有个不爱江山的汉子，
好替那些风流的帝王们争回一点颜面。

从上面下来，几个人围着这个黄土堆
转了一圈。大概是过去农人种地取土吧，
封土堆应该是被挖掉了很多，没有史书中
记载的高大。伸手，捏了一点封土，稍一用
力便成碎末。大家说笑着，张波在一旁说：

“埋在这儿的这个男人，是天底下最会宠女
人的男人。”

一听，众人皆乐。想想，的确如此。
一直觉得，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应该

发生在褒姒被送给周幽王最初的日子
里。作为一个丈夫，周幽王确实够得上
天底下最会宠女人的男人。当初，周幽
王攻打褒国，褒国兵败，献出美女褒姒乞
降。当褒姒被当作一件交换的筹码送给
周幽王时，她的心里也许还在挂念着故
土，想念着亲人，也许还有她深爱的男
人。于她而言，满心的悲苦、相思不仅无
处诉说，还要服侍这个攻打她家园的男
人。这样的情况下，任谁也做不到笑逐
颜开。后人只说褒姒不爱笑，却无人知
道她当时的心里有多苦。

《西京杂记》一书中关于周幽王陵墓

的记载说，打开石门，挖了丈余深，“见百
余尸纵横相枕借，皆不朽。唯一男子，余
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行色
不异生人”。很是不解，这个被犬戎人所
杀的亡国皇帝，他的墓葬里依然有那么多
女子为其殉葬。

望着不远处的骊山，思绪越过两千多
年，遥想着那个烽火戏诸侯的场景。被
戏的只是众诸侯吗？好像是，但最终葬
身犬戎刀下的却是那个昏庸荒淫的皇帝
以及他和褒姒所生的儿子。像是一种宿
命，周幽王带着他的美人褒姒从都城镐
京逃到了骊山，最终被砍杀在了自己戏
弄诸侯的骊山脚下。

论中国皇帝的只爱美人不爱江山，还
真的不能拿他们和英国的爱德华八世相
比，人家为了迎娶美人主动签署“逊位诏
书”，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主动退位
的君主。而我们的这位周幽王，在骊山
顶上点燃的那一堆狼烟，那不是为了博
得美人一笑，那叫权力的任性。

（工作单位：西安天天读书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骊山顶上点燃的那堆狼烟
□侯亚萍

每周一星

□肖晓

高温天，还是热茶最能解
暑。品着手里的这杯茶，我想起了
老家陕南的茶叶和外婆家的那片
茶林。小时候跟着母亲去外婆家，
在院子玩耍时，母亲指着房前屋后
高低不平的山坡，给我讲起了她
少女时代采茶的故事。随着母亲
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了一棵棵绿
油油呈圆形的植物，它们大多1米
来高，被修剪得整整齐齐，错落有
致地站在山坡上，用无数发达的根
系把土地抓得结结实实。

这就是茶树？这上面的叶子
就是父亲常常泡在水杯中的茶
叶？思索着，眼前浮现出父亲泡
茶的样子，只见他用食指和中指
指腹并拢，从茶罐里捏一小撮茶
叶投进杯中，把准备好的热水倒
进去，随着水温茶叶慢慢舒展，一
点点浮上来，竟然在杯中整齐地
站成了一片。“好茶！”父轻轻说一
声，笑容就从脸上显露出来，时间
也跟着软和起来。

陕南的绿茶在清明前后就要
采摘，这时茶园就热闹起来了。
阳光温和，清风相伴，茶农们会挑
选一个好日子开始采摘茶叶，她
们腰间挎着竹筐，头上戴着草帽
或者头巾，像燕子一样穿梭在茶
园，双手娴熟地在枝头舞动，一枚
枚嫩芽被装进竹筐。她们额头冒
着汗珠，脸上红润，谈笑声在风中
飘荡，偶尔有歌声从对面的山坡
传来。此时大家会直起身子，用
双手笼着眼睛看向对面，搜寻一
下是否有相识的身影。

这些沾满阳光雨露的嫩芽，
很快就会经过翻炒变成新茶，浅
绿的叶子卷在一起，或尖细如针，
或细绒覆裹，密密麻麻，层层叠
叠，被包装好，等着四面八方爱
茶的人带走，在某个茶杯绽放出
一抹春色，带着陕南人的泥土芬
芳，质朴无华。

“松花酿酒，春水煎茶。”清明
前后的陕南，山绿了，树绿了，水也

绿了，喝茶人的杯里也换上了新
茶。就着山泉水，这些叶子再次明
朗成一抹春天，看着散开的叶芽在
杯底起起伏伏，就着徐徐微风抿
一口茶水，一缕清香从唇间流向
心底。人们积攒一冬的疲惫消失
了，沉默了许久的话匣子打开了，
新的力量由远及近再次凝聚，伴
着春雨、惊雷、阳光、种子一起融
入大地，流向山山峁峁……

今年四月初，去了一趟紫阳，
在一片茶林中，我挎着篮子当了
一次采茶女。置身在茫茫茶园，
身前身后都是一些陌生的脸庞，
内心并不孤独。当手指碰触到细
嫩芽叶的瞬间，我感受到大自然
的恩赐，也许只有在陕南这个雨
水丰沛的地方才能长出这么美好
的植物，才会让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的人们生生不息。那天，站在
茶园中，我是一棵不知名的植物，
被山风肆无忌惮地吹拂……

（工作单位：重装集团）

陕 南 绿 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