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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北石峁山上，玉石蕴藏
丰富，老百姓平日耕种劳作，都
会有所收获，“斗米易玉”的故事
也时有发生。多年来，山上绵延
的石墙、“皇城台”的地名以及一
些传说像不解之谜，一直萦绕在
我的心头。

一

在群山浩荡、千沟万壑的陕
北，人们信天而居，顺道而行，
把一座座山、一棵棵树、一条条
河都赋予了多姿多彩的神秘属
性，祖祖辈辈，生生不息，仿佛
他们本身就是行走在这片土地上
的神灵，已经与天地相融，与草
木相生。

我曾走遍了这里的每一个村
庄，草湾沟、芦沟、团团沟、喇
嘛河、古今滩、七里庙、太和
湾……这些极富诗意的地名或村
名，是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无羁
的心灵、奇异的想象、朴素的愿
望的集中体现。散落在村庄的长
城墩台、无名遗迹、古木断垣，
都被赋予了一段世态百相的写意。

不知多少次，我登上制高点
的北墩台，临风而立，东升的旭
日将万丈光芒铺满整个城池，此
刻的石峁古城，氤氲弥漫，偶有
一缕青烟飘来，远处的鸡鸣声瞬
间将这里唤醒。

是的，环顾四周，唯有这里
可以将方圆百里的景象一览无
余。向西，秃尾河顺南而下，波
光潋滟，长城遗迹一路蜿蜒而
至，相互交错，好不壮观。石峁
皇城台与山下距今约600年的高家

堡古城，这两座古城在时间上的
交集，在空间上的拥抱，是人类
漫长的发展之路上，两级紧密而
结实的台阶。

“皇城台”，顾名思义，是首
领或皇帝的居所。在陕北峁梁沟
壑之中，以“皇城”命名的地方
绝无仅有，这里怎么会是皇帝居
住的地方？但“皇城台”这样一
个高大上的名字却被这个台基面
积约 25 万平方米、台顶面积约 8
万余平方米的独立山峁占据。这
也许是辉煌的石峁王国延续到今
天的亮光，顺着这道光，我们一
点一滴揭示了千百年前的辉煌。

考古表明，这就是石峁统治
者的居所，依山而建，固若金
汤。各类墙基、建筑材料、石
雕、壁画层出不穷，数量之多、
规格之高，令参观者叹为观止。

石峁遗址是距今约 4000 年前
的超大型史前遗址，是国内已知
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城址，肇启
了中华文明的曙光。在石峁皇城
台发掘出的众多神面石雕，有的
镶嵌在墙体中，有的散落在废墟
内。在良渚遗址博物院内，玉器
上的神面与石峁的石雕竟然如此
相似，其造型、神韵、功用别无
二致。

二

在通往皇城台顶的坡道中，
几块刻有神秘图案的石板，铺在
道路上，令诸多专家学者百思不
得其解。有学者推测，这可能是
石峁先民在修建王城时，向天占
卜的大吉卦象。石峁的星空，是

我见过最清澈、最明亮的星空，
每颗星星仿佛会说话一样，异常
鲜活。

在距离石峁十公里处的乔岔
滩五峰山，视野高阔，山下住着
几百户人家。同样，在五峰山旁
边就有一个规模较大的堡坬古
城，从出土文物分析，从龙山文
化至汉代，就没有断隔。尤其是
汉代，陶器、玉器等，不但品类
数量多，而且制作十分精美。秃
尾河流经区域在上古时期雨水充
沛、气候宜人，优越的自然条件
为先民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来源。
在这些山梁沟渠都能见到石器、
陶器和火炕遗存，残砖碎瓦俯拾
皆是，夯筑土墙举目横呈。

这条河流域面积 3000 多平方
公里，源于神木公泊海子，流经
140公里后，在佳县武家峁附近注
入黄河。小时候听大人说，秃尾
河是一条没有尾巴、没有尽头的
河，起源于天外，消逝于大地尽
头。这个说法，让一条河平添了
几分神秘的色彩。早在千百年
前，秃尾河沿岸即有先民刀耕火
种，繁衍生息。文物调查显示，
在秃尾河两岸，分布着大大小小
约300多个遗址，如此密集分布遗
址的区域，实属不多。

当年，以石峁为中心的秃尾
河区域，已经形成了体制完善、
生产先进的社会族群。遥想那
时，在水量充沛的秃尾河两岸，
森林茂密、鸟兽集聚，石峁先民
据河为塞，依山筑城，一代代艰
苦卓绝的陕北人在这里世代相

袭，将最有力量、最天真朴素的
部分流传下来，成为华夏文明经
久不息的动力。

三

一次，我到一个叫白家山的
村庄，一堵护坡石墙吸引了我的
注意。在一道由碎石块垒砌的石
墙内规整地穿插着粗细不等的木
桩，我惊异于石峁古城的建筑理
念，竟然一直沿用至今，所用原
料也几乎一样，其外形和“皇城
台”墙体几乎无二样。墙体呈斜
坡状，墙台上的老榆树下，一头
老牛正在闭目养神。

在石峁周边的村落中，今天
我还总能偶遇一些如石峁出土的
石雕人面像的面孔，他们手脚粗
大，鼻梁高挺，如果不是他们
穿的旅游鞋提醒我，我会直接认
定，他们就是某个活过来或穿越
而来的石峁先民。从可忆起的祖
辈开始，他们就住着石面窑洞，
被石墙围护。石板铺就的院落，
石板拼砌的仓库，石槽、石磨、
石碾等等，石质工具已成为这里
千百年的生存印迹，陕北大地到
处散落着石峁的种子，世代绵
延，生生不息。

我常想，也许我们平日里传
唱的某一首信天游、酒曲，会不
会就是石峁先民留下来的呢？曾
经，他们伴着悠扬的骨笛声，和
着口簧的清丽之音，载歌载舞，
在一个又一个故乡一路狂奔着。
如今，爱唱爱跳的陕北人，依旧

秉持着这种乐观的遗风，向天表
达敬祝，向大地坦露热情。

我在这座矮塌下来的城堡之
上，永远是个生客，一切都太遥
远了。春秋杀伐、秦汉交替、唐
宋纷呈，在这块被时间和自然之
手抚平的土地上，我的猜想和叩
问都显得异常无助，只能作为人
类的一员，带着对过往人类的同
悯，对这块土地的敬祝，对短暂
生命的慨叹，找寻一种确切的源
头。这由符号、石块、头骨、玉
器书写的上古遗著，却在告诉我
们，请认真凝视我们血脉里曾经
留下的疼痛与甜蜜。

多 少 年 了 ， 自 石 峁 先 民 开
始，多少人在这 10 公里城墙围护
的峁梁之上狩猎、耕种，也在这
北方的晴空下歌唱、哀恸、埋葬。

从 曾 经 繁 盛 一 时 的 上 古 都
邑，到如今名不见经传的黄土村
落，一切归于平静，一切又始于
喧闹，这里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容
器，将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凝
聚，为世人揣测命运提供了一扇
清晰的窗口，可以神游古今，一
眼千年。

上图：石峁遗址 来自网络
左图：皇城台 来自网络

石峁山上皇城台
张凌云

暮 春 时 节 ，
我 和 好 友 结 伴 去
了 一 趟 素 有 “ 奇
秀 甲 东 南 ” 之 誉
的 武 夷 山 ， 它 的
秀 美 风 光 让 我 们
流连忘返。

武 夷 山 的 美
在于山，这里有
典 型 的 丹 霞 地
貌，处处是奇峰
怪石，它东接仙
游岩，西连仙掌
峰 ， 壁 立 万 仞 ，
高 耸 群 峰 之 上 。
我们一大清早就
鼓起勇气，向天
游峰行去。天游
峰 海 拔 不 算 太
高 ， 却 也 陡 峭 ，
抬头仰望，山路
像条巨龙蜿蜒而
上。山顶上奇花
异草，树木郁郁
葱葱，不时有云
雾缭绕，宛如仙
境。从这里凭栏四望，云海茫茫，群峰悬
浮，九曲蜿蜒，竹筏轻荡，远近风光尽收眼
底，令人心胸开阔，陶然忘归。

武夷山的灵在于水，众多的清泉、飞瀑
给武夷山注入了生机，其中九曲溪是武夷山
的魂，澄碧清澈的盈盈一水，切割着武夷群
峰，山挟水转，水绕山行，形成了“曲曲山
回转，峰峰水抱流”的奇观。九曲溪从西向
东，蜿蜒自如，我们坐在竹筏里，春风拂
面，抬头观奇峰，俯首看水色，处处皆是
景，令人心旷神怡。就这样一曲又一曲，九
曲回环，山青水碧，人恍如在画中。

除了优美风光，武夷山还有着悠久的文
化底蕴。李商隐、苏轼、陆游等诗人留下了
许多诗词，这些文字都刻在摩崖石刻的题诗
岩上，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为武夷山增添
了浓郁的人文气息。不仅如此，朱熹当年曾
在武夷山创办“武夷精舍”，传授理学思想，
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书院之一。在这里，人文
与自然达到了和谐统一的绝妙境界。

大红袍是武夷山的标志，去了武夷山，
怎能不品红袍茶？大红袍是武夷岩茶的一
种，以“三红七绿，绿叶红镶边”为特征，
兼有绿茶之清香、红茶之甘醇，是不可多得
的茶中珍品。这得益于武夷山区日照短，昼
夜温差大，岩顶终年有细泉浸润，所以才造
就了大红袍的特异品质。在一家茶庄里，茶
艺师一边给我们缓缓斟茶，一边讲述着武夷
山的茶文化。在茶艺师的娓娓叙说中，杯中
的茶逐渐呈现出橙黄明亮的汤色，忍不住喝
上一口，果然滋味醇厚、回味悠长，茶中自
带一股特别的“花香岩韵”，一杯下去，顿觉
心灵涤荡，神清气爽。

武夷山旖旎的自然风光，令每个身临其
境的人都陶醉其间，这里的山与水、水与
石，一切都那么巧妙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山因水而俊秀，水因山而妩媚。离开武夷的
心情，恰如“武夷收尽人间美，愿乘长风我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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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西边的天竺路上有好几座寺
庙，灵隐寺最有名，一路过去还有法镜
寺、法净寺、法喜寺。去过法喜寺几
次，可并不知道斋堂前有一棵 500 岁的
玉兰，前几天看到朋友在朋友圈写，才
晓得。

真是一树繁花，倾国倾城。
那次去法喜寺，虽然已是傍晚，人

还是很多。去院子别处转了转再回来，
意外地看到树干半腰上生出的两朵玉
兰。500 岁的玉兰，树干上青苔丛生，
一根纤细得还没有筷子粗的小枝在树干
半腰分叉的地方陡然伸出，大概只有一
两厘米高。说陡然，是这里离繁花盛开
的那些枝丫还有两三米远。枝头上两朵
玉兰刚刚打苞，紧挨着，远远看去如并
蒂一般。

于是，就有好些人挂念这棵树，挂
念这两朵花。杭州的玉兰向来开得热
烈，三五天怒放，十天八天就一树焦黄
了。有天，也下着小雨，傍晚又去看
了。一树繁花落尽，两朵花却还没有
开，花苞紧裹着一团润白。诗人朋友
说，这叫迟玉兰。

不对，解释不通。花开有先后，但
别人生旦净末都喝罢退场了，它还序幕
紧掩。或许，这棵树里驻有两个灵魂。

一个星期过去了，又有人来问去看
了没有，花开了没有。

去看了，两三天前。也是傍晚，也
是落雨天，法喜寺里不太有人了，偶尔
有僧人撑伞匆匆走过，还有几对年轻人
在拍照，几处大殿的门都关了。这个时
候的法喜寺安静得像寺院的样子，倒是
春天里满树的新绿显得有点热闹。斋堂
的院子一个人也没有。

走去的路上想过各种情形，比如，
花开又谢了；或许还没有打开，杭州这
些天总是落雨，天也冷；又或许开得正
好。可是，细枝上的两只花苞，仿佛在
春天的路上迷路了，又或是根本就不想
走了，样子还是原来的样子，周身已经
焦黄。

也就几天的时间。目光触及的一瞬
间，“啊”了一声，便愣在树下。虽
说一切自有天意，但还是有点难以描述
当时的心情，怜惜，失落……都不是全
部。雨不停地从房檐上落下。有点懵，

就在斋堂的廊檐下站了好一会儿。
天黯了，拍几张照片离开吧。
镜头拉大好多倍，突然看到前景有

一朵殷红的茶花。把头伸出去看，没
错，是有一树茶花。有点迷惑，翻出前
两次的照片看，并没有茶花。这才看到
花坛临通道的两边，地上围了好多盆栽
茶花。盆都很大，盆口差不多有井口那
么阔。这么大的盆，土层很厚实，又接
着地气，茶花繁密，开得正艳。

不知道是谁搬来的，有点被打动，
觉得还是有人会在意这些细小的美好。
大概他希望来看花的人总有花看，一种
美好凋落，有另一种美好接续。

也看出了细致和刻意，粗心的人或
许随意摆些，他却尽量摆得一样高矮，
选了一样的花色。突然体察到院子里的
人对一棵 500 岁老树的呵护。其实，在
花坛不当道的另外两边，还放着十几盆
小些的茶花。大大小小 24 盆茶花的围
合，就像为500岁的玉兰拉上了幕布。

很想知道谁把茶花搬到了花坛。寺
门口还有几位保安在值守，上前把照片
给他们看。他们说，是的，前些天为了

让大家看玉兰，这些花搬开了。我们院
子里花很多，这里经常会换的，什么花
开就摆什么花。

又给他们看树干上的两朵玉兰。他
们说，喔，真神奇，我们天天走进走
出，都没有注意到，没有开，真有点可
惜。不过，刚刚打花骨朵儿的时候，我
们每天都派人去守这棵树的。因为林子
里的松鼠很多，喜欢来吃花苞，我们白
天就在树下拿细竹竿赶它们。

据说法喜寺有上千年的历史，曾毁
于一旦，片瓦不存。这样看，一棵 500
岁玉兰的遗存是上天的眷顾。但又不全
是，保安说，原来树下还种着方竹，就
是长出来的竹竿是方的。他说，“法喜
寺方竹”很有名的。我真是没有见过，
什么时候再去看看。保安说，两三年前
方竹移到院子后面去了。这样看，这棵
500岁的玉兰一直都有人看护。

走出院门，天黑得差不多了，天竺
古道上的小店挨家都燃起了灯，昏黄温
暖。心里轻快了一些，就因为一些细小
的事。能为这些细小打动，也是好的。

上图：法喜寺风光 来自网络

访法喜寺玉兰
黄 颖

嘉，最早见于西周金文，美
好之义。《诗经》 中也出现过

“嘉”字——其新孔嘉，其旧如
之何？“嘉”字用于地名常见，
如嘉定、嘉兴、嘉善……用其为
山命名，则不多见，足见这座山
美得非同寻常。

老嘉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
安徽省明光市境内。据道光十年

《来安县志》 载：“山上有龙王
庙 ， 宋 嘉 定 年 间 （1208-1284
年） 敕建，赐名嘉泽，山以此得
名。”明光市原名嘉山县，县因
山得名也。

老嘉山美在茂密的植被。春
天，栗树绿叶婆娑，遮天蔽日；
秋日，黄叶匝地，将山路铺成金
色锦毯。黄檀木枝桠恣肆，随心
所欲……

林间生长着诸多草本植物，
不少是珍稀的中药材。这些花花
草草的低音与灌木、乔木的中高
音组成谐美的天籁和音。

老嘉山生长着品类繁多的野
生动物，几乎无人惊扰的环境自
然是野生动物的理想天堂。山上
鸟类繁多，或栖或飞，总会给人
带来好心情。它们是快乐精灵，
美丽使者，自然之诗中的灵动意
象。有诸多的野生动物出没，山

便有了勃勃生气，山之美便有了
灵性。

老嘉山美在自然景观，这里
有横亘于两崖之间的仙人桥、可
容纳百人的仙人洞；有郁郁葱葱
的竹海、流水淙淙的后沟……老
嘉 山 的 任 意 一 处 都 美 得 如 诗
如画。

老嘉山还有丰富的人文景
观，有花果寺、红泥庵、柴王城
等历史遗迹。忆往昔，这里是军
事要地、藏身之所，后周皇帝柴
世宗来过，土匪、流寇来过，然
后遁入历史烟云，留下一些土石

结 构 的 城 寨 ， 供 后 人 凭 吊 、
遥想。

如果说老嘉山的美是主旋
律，那么周边景光就是不可或缺
的辅音。跃龙湖、栖凤湖、八岭
湖、燕子湾水库如莹亮的水晶环
布四周。黄寨草场横亘于老嘉山
脚下、跃龙湖畔。高低起伏的草
场上，牛羊成群，或悠闲地移
动，或啃食丰美的牧草，满满的
草原风情。在这些风光的映衬
下，老嘉山显得愈加秀美。

上图：老嘉山风光
王绪波摄

嘉美之山
毕子祥

嘉美之嘉美之山山
毕子祥

本报电 （泽 成） 日前，美
团在扬州发布“2021 黑珍珠餐
厅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这是该指南自 2018 年以来第四
年发布，今年共有296家钻级餐
厅上榜。

从分类来看，指南涵盖全国
39 种菜系，包括潮粤菜、云贵
菜、西北菜等。其中，本帮菜上
榜餐厅较去年增加 175%，江浙
菜上榜餐厅较去年增加167%。

从城市来看，上海、北京等
一线城市仍是上榜餐厅数量增加
最多的主流城市。值得注意的
是，成都、杭州、南京、西安等

新一线城市上榜餐厅数量连续增
长，今年上榜餐厅达72家。

美团高级副总裁张川表示，
移动互联网发展让手机检索信
息、上网“种草拔草”成为新的
消费习惯。指南的诞生，为热爱
美食、热爱生活的消费者提供了
一份符合中国味蕾的参考。

今年，指南对评审体系进行
全面升级，评委身份匿名，引入

既有品鉴能力又无利益关联的资
深饕客；同时，榜单评审还引入
了科技加持，通过大数据全程校
验，保障评审公平公正。

作为“中国人自己的美食
榜”，指南开始向世界展示中餐
文化。张川表示：“美食是文化
的纽带，我们要让中国的美食走
向世界，让全世界都能领会到中
国独特的味道和文化。”

“2021黑珍珠餐厅指南”发布

舌尖变化演绎中国美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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