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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和同伴们一起到

榆林市北郊名为小壕兔的乡镇植树。想象中，

此时此地只是春意初生之际，又位于毛乌素沙漠，

应该比较荒凉，没想到至目的地附近时，映入眼

帘的居然是错落有致的松树林，树林旁的沙土

路旁杂草丛生、野花竞放，与郁郁葱葱的樟子松

相映成趣。这是数十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劳

动人民矢志不渝植树造林带来的生态巨变，让

人油然而生敬意。看到植被这么好，我们一行

人信心倍增，去往松树林附近的部分裸露沙丘，

开始挖坑种树。这里的沙土地实在太好挖了，

几锹下去，一个不小的树坑就挖好了，然后把事

先准备好的小樟子松栽进坑里，填上土、踩结实、

浇上水，就算植好一棵树。这个体力活简单，一

行人兴趣很大，将整个裸露沙丘植完才收工。

在植树过程中，我发现铁锹挖下去很浅就有湿

气很大的沙子，有些不解，就问同伴。其中经验

丰富者告诉我，这里地下水位较高，而且沙土的

毛细现象比纯土显著，所以深处的部分水分子

就顺着沙粒“爬”上来了，这样表层沙下面就可

见湿沙了，因此，虽然这里是沙地，但所种树成

活的概率还是较大的。长知识之余，很想探究

一下这里地下水的丰富程度，就问同伴，在低洼

地带是否有积水，同伴告知：“那是自然，要不我

们去旁边的刀兔海子看看？”于是完工后，一行

人驱车前往不远处的一个湖畔，感受一下嵌入

沙漠之中湖泊的风采。

来到湖边，只见一片规模不小的湖面与附

近的沙丘、树林以及远处的天空融为一体，形成

了一种独特的沙、湖、树影、云影相互嵌入的美

景，顿感大自然之鬼斧神工。带着好奇，询问同

伴，为何这里有这么多水？同伴告知，这一汪湖

水来自附近的一眼泉水——水掌泉。沙漠里居

然有泉水？我顿时兴趣大增，这可是自然奇观，

如著名的月牙泉，也是因为在沙漠里，显得格外

珍奇，这一孔泉水不仅比月牙泉大，而且更加清

澈，尽管其知名度不及月牙泉，但它对这片土地

的意义却更胜月牙泉。月牙泉被一圈封闭的沙

山所环绕，基本上不外流，但水掌泉不仅灌满了

整整一湖，更溢出堤岸，形成了溪水，再汇集其

他水流后，最终汇聚成榆林的母亲河——榆溪河，

所以，这一眼沙漠清泉，称为榆林的生命泉实至

名归。

或许同一望无际的沙漠相比，这眼泉水小

得像手掌一样，故名水掌泉，但正因为它的存

在，榆溪河就有了源头，沙漠就有了灵气，在数

代治沙人的努力下，沙漠也变成了绿洲。就连

这里的地名也与它有关，如“小壕兔”和“刀兔海

子”都是蒙语，分别为“较小的好水草地”和“有

响声的湖”的意思，说明正是因为有了水掌泉，

这里水草丰美、生机盎然。经查证，这里有黑

鹳、鸥、野鸭和众多不知名小鸟，其中不乏珍稀

品种，湖面依次被水草、沙生植被、防风护沙林

环绕，地势平坦，黄色、天青色、绿色错落有致，

水流声、风声、鸟声共同奏响了这一带自然美

的交响曲。

榆溪河从刀兔海子发源后，一路向南，至

榆林城区附近时已汇聚了同样源自沙漠的数条

小溪，水流大起来了，水面也宽阔起来了，特别

是流到红石峡一带，由于上下游落差陡然增大，

水流湍急起来，形成浩荡之势，在沙漠地带形成

了蔚为壮观的景象。或许正是因为有这条难得

的生命之河，勤劳的劳动人民自发傍水而居，逐

渐在榆林古城一带形成村落、寨子，最终形成城

市，让自然和人文在这里积淀，滋养出了厚重的

文化。在红石峡两岸的崖壁上，160余幅明清两

代的摩崖石刻在河水的映衬下熠熠生辉，诉说

着这一带人民的勇敢智慧；不远处的红山之巅

坐落着的镇北台，更是守护着这一方天地的安宁。

当年，镇守榆林的明朝陕西三边总督刘敏宽

一句很有气魄的诗“千山远向云霄列，一水还从

沙漠来”，道出了这里天高地远的大漠风光和灵

动秀美的涓涓河水，不由得让人景仰这处有胸

怀、有气势、有灵气的大地。

榆溪河水穿过红石峡不久，就流进了榆林

古城西侧，在流到榆林古城西南角处，汇合

榆阳河水后，水势再次得到提升。而这榆阳河水，

则是发源于一眼对老榆林人来讲更加珍贵的

泉水——普惠泉。被榆林人称为桃花水的

普惠泉，某种程度上讲是榆林城的缔造者，

一泓明净清纯的泉水，孕育出一段饱含历史沧桑

的悠长故事。

榆林最初建寨之时，便是以这眼泉为中心，

据古籍记载，榆林城“偏北有普惠泉，水由山根

涌出，流而成渠，灌溉园圃，郡人食之”。可以说

普惠泉是榆林古城的肇基之水，水温常年保持

在10℃~12℃之间，日流量1400多吨，由于泉水

历经毛乌素沙漠自然渗滤，具有清、凉、甜、润等

特点，且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矿物质及微量元

素，1988年经有关部门鉴定，普惠泉水为国家级

优质饮用天然矿泉水。

“城有水则秀，居有水则灵。”数百年来，灵

动的泉水与榆溪河水滋养着榆林古城，给古城

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或许得益于这口普惠众生

的甘甜泉水，这里的烟火气一直很盛，从秦代大

将蒙恬的树榆为塞到明朝延绥巡抚余子俊的移

镇榆林，这里承担着边塞重镇的重要职责，也见

证着烽火岁月的兴衰变迁。坚守营盘的戍边将

士和南来北往的客商，带着全国各地的风俗文

化汇聚在这里，形成了榆林古城独特的风采。

这甘甜可口的泉眼，即使在零下三十摄氏度

的严寒天气下，仍然汩汩冒出10℃左右的泉水，

和外面的冷空气相遇，形成团团雾气，让人感到

如见仙境，所以榆林人赋予了它“寒泉冬蒸”之

谓，清代诗人杜滋有一联名句“驼城十里涌寒

泉，冬日云蒸众壑前”，形象地描述了普惠泉水

的独特魅力。同其他名泉如济南趵突泉、杭州

虎跑泉相比，普惠泉虽然“养在深闺人未识”，但

其普惠大众的功能并不比其他泉水弱。

这一孔清澈的泉水，饮用，则甘甜爽口；酿

醋，则醋香于心；酿酒，则酒香四溢；沐浴，则体润

肌嫩……这么好的泉水不赋予它更多色彩显然

过于单调，据《延绥镇志》载，榆林城里的女子饮

用此泉水后“女美而妇丽”，肌肤细腻、面若桃花，

于是，这一方性灵的泉水，被人们形象地称为

“桃花水”。

用普惠泉水做的豆腐，更是色白细嫩，香味

悠长，被赞为“桃花水豆腐”。更难能可贵的是，

这款豆腐还与皇帝结缘。相传，清康熙皇帝西

征噶尔丹部路过榆林小住，当地厨师特意为他

做了一道地方佳肴，他一口下肚，只觉余香满

口，于是兴致大发，连吃三碗，才点头称快，问此

菜何名？厨师告知是菠菜烩豆腐。康熙赞叹这

道简单菜肴的绝妙之处，当即写下“清香白玉

板，红嘴绿鹦哥”的赞语。康熙回京后，想到这

道榆林名肴，命御膳房做，做来做去，总没有原

来的滋味，臣下告知，这是因为没有使用榆林豆

腐。从此，榆林豆腐名扬京师、声震近邻。更有

诗人将这一美味吟诵成《豆腐诗》：

传得驼城水最佳，皮肤褪尽见精华。

一轮磨上流琼液，百沸汤中滚雪花。

瓦缶惊来蟾有影，劲道剖破玉无瑕。

各种滋味谁得知，多在万户与千家。

榆林人通过豆腐这种闻名遐迩的地方特

产，把普惠泉、“桃花水”的美名播撒到神州大地。

同普惠泉下来的水汇合后，榆溪河继续南

进，就离开了榆林古城，到南边三岔湾附近，又

汇合了一路泉水——花园沟五龙泉。

说起花园沟五龙泉，还有一段人与自然结

缘的故事。相传，唐贞观年间，有一游僧徒步到

花园沟，见此处石峰之中冒出一股泉水，味甘可

口，泉水周围树木成荫，气象不凡，应是灵秀之

地。于是游僧便四处化缘，花了10多年的工夫

在石畔上凿成一窟，取名“石泉寺”。从此，这山、

这寺、这泉、这境，为世人营造出了涤荡心灵的

清净之地。

这五龙泉的泉水，从山石缝中渗出，又经过

人为引导，从黑黄红白青五条龙口中流出，不粗

不细、不急不缓，从容而出，跌落在山石上，水花

四溅，叮咚作响。若到龙口接上一碗，则见其波

纹似玉、晶莹剔透，若轻抿一口，则甘甜可口、沁

人心脾。

这五龙泉的泉水，还滋养了这里神奇的花

卉——千年牡丹。“阅尽大千春世界，牡丹终古

是花王”，作为花中之王的牡丹一般很难生长在

陕北高原这种苦寒之地，但花园沟的牡丹不仅

顽强地存活了千年之久，而且开得很艳丽，特别

是每年五月份，在牡丹盛产地已是花凋叶长之

时，这里的牡丹刚刚盛开，所谓“长恨春归无觅

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让春的气象在这里续

写。千百年来，这里的牡丹悄然绽放于黄土沟

壑中，不需要喝彩，只求心中的那份淡然与宁

静。在榆林城区附近，仅此一处的牡丹能千年不

败，或许是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关键是这珍贵的

山泉使然。

流过了榆林城区，榆溪河水带着它的包容与

坚毅，一路南行，汇入无定河，再汇入中华民族母亲

河——黄河，最后融入到大海之中，就完成了它生

生不息的旅程。而榆林母亲河的河水，最主要来

源就是像水掌泉、普惠泉、五龙泉这样的沙漠清泉，

这是一种多么神奇的自然力量！

榆林，这座屹立近六百年的历史文化名城，

因为有了众多的沙漠清泉，而厚重、而亲切、而

令人神往，它既有黄土高原的壮阔，又有塞上江

南的风韵，是北国风情和南国色调的完美结

合。或许这就是造物主给榆林大地最奇妙的馈

赠吧！不由得想起唐代一位禅师和唐宣宗李忱

联合创作的《瀑布联句》：

千岩万壑不辞劳，

远看方知出处高。

溪涧岂能留得住，

终归大海作波涛。

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最鼎盛的时期莫过

于周秦汉唐。

西周礼乐文化开创了中国传统文明的源头，

秦统一中国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政治社会

体系的基础，汉代开通的丝绸之路打开了中国

与世界的联系，大唐盛世留下了中华民族最辉煌

的一页。而周秦汉唐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志则

是流传千古的锦绣诗篇。

一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个“诗”是《诗

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开篇第一

首《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据考证，这首诗的故事就发生在洽

川之地，如今的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的洽川风

景区。我们穿越时空隧道，重新回看三千多年

前的《关雎》，湖心小岛之上，“雎鸠”是一种水

鸟，头上长着美丽的羽毛，声音很动听。荇菜，

是一种水生植物。雎鸠和鸣，清风吹拂，水波

荡漾。一个小伙子在岸边徘徊，不停地向对岸

望去，在看些什么呢？原来，对岸有一位贤良

美好的女子在采摘荇菜。女孩美丽、温婉的样

子，小伙子一见钟情，心想那便是自己未来的

妻子了，立即上前追求，却被女孩拒绝了。诗

中的美妙，不仅美在在河之洲、左右流之的清

新，美在窈窕淑女，美在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

相思想念，更美在琴瑟友之到最后钟鼓乐之的

美满。这首诗得到了孔子的赞誉。

二

雁塔巍然立大地，曲江陂头流饮酒。唐朝

诗人孟郊在《登科后》中写道：“昔日龌龊不足夸，

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

长安花。”

诗人孟郊两次科举考试落第，这次竟然金

榜题名，就仿佛一下子从苦海中挣脱出来，登上

了人生的顶峰。所以，诗一开头就开门见山地

释放心中的狂喜，说以往那种生活上的困顿和

思想上的不安再也不值得一提了，此时金榜题

名，终于扬眉吐气，自由自在，真是说不尽的畅

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诗人得

意洋洋，心花怒放，便迎着春风策马奔驰于鲜花

烂漫的长安街道，人逢喜事精神爽。此时的诗

人神采飞扬，不但感到春风骀荡、天宇高远、大道

平阔，就连胯下的骏马也四蹄生风。偌大一座

长安城，春花无数，却被他一日看尽，真是“放荡”

无比！诗人情与景会，意到笔成，不仅活灵活现

地描绘了高中之后的得意之态，还酣畅淋漓地

抒发了得意之情，明朗畅达而又别有情韵。

曲江流饮，是古长安八景之一，曲江池位于

西安市南郊、距城约五公里。它曾经是我国汉

唐时期一处富丽优美的园林。曲江池常年两

岸楼台起伏、宫殿林立，绿树环绕、水色明媚。

每当新科进士及第，总要在曲江赐宴。新科进

士在这里乘兴作乐，放杯至盘上，放盘于曲流

上，盘随水转，轻漂漫泛，转至谁前，谁就执杯畅

饮，遂成一时盛事。曲江流饮由此得名。

三

灞柳风雪是灞桥风光的一部分。唐朝时，

在灞桥上设立驿站，凡送别亲人与好友东去，多

在这里分手，有的还折柳相赠。都人送客到此，

折柳赠别因此成为一种风气，为文人骚客所乐

道。灞桥风雪从此被喻为关中八景之一。李白

在《忆秦娥》中写道：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

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

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箫声咽，秦娥梦断秦

楼月。”李太白落笔就写一个京城女子，在一个月

照高楼的夜晚，被凄凉呜咽的箫声惊醒了好

梦。“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秦娥从梦中

惊醒，眼前只有照着楼台的月色；借着月色向楼

下看，只见杨柳依旧青青，一如既往，不禁勾起往

年在灞桥折柳，送别爱人那种悲伤情景的回忆。

四

站在西岳华山之巅看日出，迎着微微的山

风，远眺关中平原如诗如画的风景，号称奇险天

下第一山的西岳华山，西峰绝壁、东峰日出、南峰

奇松、北峰云雾，名不虚传。

每逢晴朗的早晨，华岳仙掌掌印如镀赤

金，巍然矗立，光彩壮丽，观赏者无不叹为观

止。李白、李商隐、韩愈等无数文人墨客写

过许多吟颂华山的诗词和文章，诗歌、碑记

和游记不下千余篇,摩崖石刻多达上千处。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于淮西凯旋途中创

作了《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诗中写

道：“荆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四扇开。刺史

莫辞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诗中“荆山”

“华山”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在凯旋者心目中，

雄伟的山岳，仿佛也为他们的丰功伟绩所

折服，争相奔来表示庆贺，拟人化的手法使

得诗句生动形象。全诗节奏明快，语意爽直

豪迈，情调轻松亲切，读来令人无比畅快，荡

气回肠。

华山古称太华山，为五岳中的西岳，以奇险

著称，以陡峭险峻的小径、壁立千仞的山脉而闻

名。华山山峰似一块块斧劈刀削的巨石组合而

成，有“奇险天下第一山”“自古华山一条道”之

说。登临犹如上天梯。游客到了“千尺幢”下“回

心石”处，如无勇气，便会回心转意，望峰兴叹，

悻悻而归。当年大诗人韩愈上了华山，结果找

不到下去的路了，看见苍龙岭太窄了，尤其是

云雾袭来的时候，更是如坠云里，最后写下绝命

诗句，让后世人长叹不已！

五

西岳华山盛名天下皆知，它的姊妹山

少华山也是历代文人骚客笔下的常客，少华山

虽不及华山险峻巍峨，但却一点不输灵秀。

少华山位于渭南市华州区城东南七公里处的

莲花寺镇境内。据《山海经》《水经注》等史书

记载，因其山势形状略低于华山，故取名少华山。

自古以来，少华山以其雄险峻秀闻名于世，

历代文人墨客赞不绝口。东汉著名科学家

张衡、光武帝刘秀、唐代大诗人杜甫、杜牧、

张乔、郑谷等许多名人、英雄等在少华山

留下了丰富的人文景观和诗句。汉代张衡

《西京赋》中有“缀以二华”，将少华山与华山

相提并论。少华山小敷峪内的杜牧台是杜公

桥东南山腰上的一个平台，位于小敷峪河东侧，

与少华山隔河相望，因晚唐诗人杜牧曾在此

作《望少华三首》而得名。当年杜牧站在古亭

向小敷峪河眺望，少华山挺拔灵秀，峪内溪水

涓涓蜿蜒北流，空怀报国之志的杜牧被如此

美景所陶醉，创作了《望少华三首》七言绝句

组诗作品：

“身随白日看将老，心与青云自有期。今对

晴峰无十里，世缘多累暗生悲。”

“文字波中去不还，物情初与是非闲。时名

竟是无端事，羞对灵山道爱山。”

“眼看云鹤不相随，何况尘中事作为。好伴

羽人深洞去，月前秋听玉参差。”

组诗描写了诗人杜牧对少华山的喜爱之

情，诗中运用衬托等手法，从“今对晴峰无十里，

世缘多累暗生悲”透露出诗人自己因被俗事所

累，不能与少华山长久相伴的失落情怀，这并不

是杜牧追求的理想境界。他不过是借少华美

景，寄情山水间，抚平受伤的心灵，“好伴羽人深

洞去,月前秋听玉参差”是杜牧陶醉少华山的真

实写照。这组七言绝句语言朴素简洁而韵味含

蓄无穷，历来广为后人传诵。

六

骊山晚照作为关中八景之一，深受世人推

崇，尤其是深秋时节，满山红叶，更令人沉浸于

“渭水秋天白，骊山晚照红”的诗情画意之中。骊山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境内，属于秦岭支脉。

相传，女娲在这里“炼石补天”，周幽王也曾在

这里“烽火戏诸侯”。骊山下的华清池见证了

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誓言，演绎了白乐天笔

下的长恨歌。“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白居易

的这首《长恨歌》是歌颂爱情流传千古的诗篇，

白居易一曲《长恨歌》道尽了人间的离合悲欢，

唐玄宗初遇杨玉环的场景我们可以猜想，一定

是玉环的舞姿惊艳了玄宗，也惊艳了整个盛唐。

一眼万年，从此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传奇，赚取

了多少多情儿女的眼泪。

民间俗语云：“立秋不是秋，秋

在处暑后。”这话说得十分妥帖。

凉风习习吹过，北雁南飞、树叶渐

黄、浓云渐淡，“天高云淡”说的正

是这个时节。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有言：

“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处

暑，意为“出暑”，标志着炎热的夏

季即将过去，凉爽的秋天正缓缓拉

开序幕。

处暑的生活处处充满了浪漫。

漫步于古朴的石板小径上，我

邂逅了处暑时节的缕缕微风，它轻拂面颊，不再

携带着夏日的沉闷与湿热，转而添上一抹难以

言喻的清新与凉爽。这风，仿佛是大自然最温

柔的笔触，勾勒出一幅从酷热中悠然抽身的轻

松画卷，也悄然拂去了心头的尘嚣与繁忙，赠予

我一份难能可贵的闲适与宁静。

处暑之时，阳光也褪去了夏日的炽烈锋芒，

转而披上了一层柔和的纱幔，温柔地拥抱每一

寸土地。它悄然穿透了密集的树叶，斑驳陆离

地洒在地上，那些光斑宛如点点碎金，在微风中

轻轻摇曳，闪烁着宁静而温馨的光辉。

我踏着轻盈的步伐，行走在这铺满落叶的小

径上，脚下是落叶轻柔的拥抱，每一步都伴随着

沙沙的声响，那是大自然最悠扬的旋律，宛如大

地在低吟浅唱，细细诉说着秋天的故事，将季节

更迭的密语，轻轻送入我的耳畔，让心灵沉醉于

这份宁静与美好之中。

在处暑时节，就连夜晚也变得格外浪漫。月

光仿佛自天际倾泻而下，细腻如水，轻轻拂过窗

棂，为这方小天地披上一层柔和的纱布。

耳畔，是虫鸣交织成的自然乐章，它们或高

亢或低吟，如同夜空中最悠扬的旋律，引领着心

灵远离尘嚣，归于一片宁静的港湾。手边，一杯

清茶袅袅升起淡淡的雾气，茶香与夜风相融，轻

拂过心田，带来一丝丝清凉与惬意。

处暑的生活更是充满着收获。处暑的稻田，

如同一首首动人的田园诗，吟唱着关于劳动、收

获与感恩的赞歌。广袤的田野上，金黄色的稻

穗低垂，随风轻轻摇曳，散发出阵阵诱人的稻

香，那是大地对辛勤耕耘者的最好回馈。农人

们脸上洋溢着满足与喜悦的笑容，他们或弯腰

收割，或肩扛稻捆，每一滴汗水都闪耀着希望的

光芒。这不仅是自然界的丰收，更是心灵的富

足与满足。

处暑恰逢开学，以前尚在学堂念书时，老师

就常常说，这个时节气温不高不低，正是读书的

好时节。面对这温婉宜人的天气，我们怎能不

心怀感激，紧紧把握那“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宝

贵读书时光？在此刻播种、于来年收获，未尝不

是一件值得付出、值得期待的美事。

在处暑，我的情感也变得格外浓厚。想起小

时候的处暑之夜，那些坐在我身旁的亲人，我们

没有谈天说地，没有嬉笑打闹，只是静静地坐

着，靠得那么近，就连心脏跳动的旋律彼此都能

听见，我们看星星、看月亮，享受着一种宁静的、

祥和的、温暖的情感。

处暑的浪漫，是岁月的温柔。它用一场场细

雨、一阵阵凉风、一片片金黄的稻田，以及那些

深藏在心底的温馨记忆，共同编织出一幅幅关

于时间、自然与人文的和谐画卷。

处暑的浪漫不仅体现在清爽的凉风、瞬息

而变的自然景象、丰收的喜悦等，它更让我明

白：这一时节，不仅是大自然的一次华丽转身，

更是人们心灵深处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与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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