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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支持

一条盘盘道
意韵连古今

本报记者 符雅琦

7 月 22 日，宝鸡日报“走进巍

巍秦岭，感受中华祖脉”采访团来到

位于秦岭台塬区的岐山县五丈原。

密林间，有一条蜿蜒的古道，直通五

丈原诸葛亮庙景区，当地人称之为

“盘盘道”。

据岐山县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

员赵燕介绍，这条“盘盘道”共 600 余

级，长 500 余米，是古代上下五丈原

的必经之路。三国时期，诸葛亮率军

北伐，驻扎在五丈原，由于原上缺水，

为方便下原取水，士兵修筑了这条

路。起初，这条路是土路，后来几经修

缮，成了现在这条石板路 ；而当年蜀

军士兵取水的泉也保留至今，被称作

“诸葛泉”。

记者随赵燕沿“盘盘道”拾级而

上。天下着蒙蒙细雨，台阶上湿漉漉

的，道路两旁，耸立着青松翠柏、银杏

女贞，在雨中更显葱郁。“夏天游览古

道，一路走上去，能感到由热渐凉，原

顶更是空气清新、温度宜人。”赵燕介

绍说。

大约 20 分钟后，记者上到原顶。

当年，诸葛亮就是在这里，与司马懿

隔河相望。回头望去，脚下这条见证

历史的“盘盘道”，如今因鲜有人涉足

而略显寂寥，就像一位饱经风霜而远

离尘嚣的老者，静静地等待着把故事

讲给来访者听。

三国  因秦岭而成
本报记者 张家旗

秦岭，一条蜿蜒在中华大地

上的巨龙，见证着人类的进化、

朝代的更迭、文明的发展。它不

仅是分隔南北的山脉，更是中华

民族的祖脉，从某个角度来说，

它还是一个大舞台，历史上，无

数王侯将相围绕秦岭上演着一

幕幕活剧。

7 月 22 日，宝鸡日报“走进

巍巍秦岭，感受中华祖脉”大型主

题采访行动开始第四站，记者走

进岐山县，探访历史上那些与秦

岭有关的人和事。

没有秦岭
就没有“三足鼎立”

7月 22日上午，岐山县下着小

雨。雨中，记者登上秦岭脚下的五丈

原，云雾在五丈原上的参天大树间

缓缓流动，看起来既美丽又神秘。透

过云雾向下望去，蔡家坡镇一马平

川，渭河从中缓缓流过；视线继续

向北，北塬在雾中若隐若现、如梦如

幻。想必当年，蜀魏两国在此对垒

时，诸葛亮也曾望见过这样的美景。

如果说五丈原上的历史故

事，是一颗颗璀璨夺目的珍珠，

那么秦岭就是装满奇珍异宝的宝

箱。因地处要冲，加上环境险峻，

自古以来，秦岭就是兵家必争之

地，也是各方势力天然的分界线。

让我们以五丈原为中心，将时

间轴向前滚动。秦岭南北，楚汉争霸

正酣，项羽、刘邦两方军队，围绕秦岭

上演了一出出“好戏”。其中，有精彩

绝伦的谋略，有酣畅淋漓的战斗，在

史书上留下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

大散关下，宋金两军士兵流淌的血，

几乎要将青山染红……

当然，人们耳熟能详的，还是

蜀魏两军斗智斗勇，诸葛亮在生命

的最后阶段，在五丈原留下的传奇

故事。其实，三国之所以能为三国，

与秦岭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宝鸡文理学院历史与文化旅

游学院讲师张波对记者说，三国

疆域，魏在北方，吴在东南，蜀得

西南。蜀魏隔秦岭而治。高峻绵延

的秦岭，成为蜀国天然的保护屏

障，诸葛亮、姜维等蜀国将领，不

但利用秦岭成功防御了魏国的攻

势，甚至以汉中为战略基地，多次

率军翻越秦岭，北伐魏国。

我们可以大胆想象一下，如

果没有秦岭，以蜀魏两国国力和

军事实力，魏国可能早就一举攻

下成都平原，三国历史就会被改

写。如果没有秦岭，蜀国也不会因

为粮草难继被迫退兵，而会扭转

颓势，高歌猛进，与魏国在渭河北

岸战个痛快。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正是

因为有了秦岭，蜀魏之间才能有

数十年的对峙，也才有了我们熟

知的三国故事。

有了秦岭
才有了“南征北战”

蜀魏之间，以秦岭为界，对峙

相持数十年。这些年间，无数名将

在秦岭大舞台上登场亮相。

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诸葛

亮和司马懿。

诸葛亮、司马懿这对老冤家，

应该是对秦岭感情最深的三国将

领。一个“六出祁山”，带领军队试图

扩张领土；一个天天望着秦岭，用

不同方式全力回击。直到诸葛亮病

逝于五丈原后，司马懿仍追着不放，

一直追到太白县的衙岭，才被诸葛

亮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计谋吓退。

诸葛亮虽然早已逝去，但他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还

在秦岭山中久久回荡，影响着一

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

五丈原下的魏延城，见证着

魏延在宝鸡的足迹。诸葛亮第一次

北伐时，大将魏延提出“子午谷奇

谋”：由他率领五千精兵从子午谷

快速赶到长安，一举拿下长安和潼

关，而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进兵长

安、潼关，两军异道会师于潼关。诸

葛亮认为此计过于凶险，最终没有

同意。第五次北伐时，魏延为先锋，

屯兵于五丈原北二里处。后来这里

曾被称为魏延城，以示纪念。

曾在市区很有名气，现如今早

已消失的望蜀楼，则见证着张郃与

秦岭的故事。刘备攻占汉中后，魏

军退守陈仓。魏国将领张郃率兵沿

渭河布防。一日，他突然想到，若能

修一座高楼，远眺秦岭，就可以提

早发现蜀军的动向。于是，他在留

谷城建起一座高楼，取名望蜀楼，

又名望兵楼、阅兵楼。留谷城就在

现在市区中山西路一带，这座望蜀

楼一直保存至上世纪 70年代。

乐不思蜀的成语，反映了刘

禅与秦岭、与宝鸡也有交集。据岐

山县蔡家坡镇安乐社区群众介绍，

这里就是刘阿斗乐不思蜀之地。

安乐社区位于秦岭斜峪关口，这里

风景优美，连片的稻田映着蓝天白

云，锦鲤在水中游弋，鸭子在田间

觅食，金秋时节，养在稻田的螃蟹

膏满黄肥。当地人告诉记者，据传

刘禅行宫就在此处，当地还有“刘

家花园”“安乐公墓”“川主庙”等蜀

国印记明显的遗迹。

三国因秦岭而成，秦岭也因

三国更加光彩夺目。

秦岭北麓斜峪关口    本报记者 卢志平 摄

石板铺就的“盘盘道 ”   本报记者 符雅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