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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崖上的“石崖刻字”有哪些？
“这几天，村里人上山打‘五味

子’，在山上常能看见崖上的‘石崖刻

字’。”60 多岁的陈代文家住心红峡

旁的心红铺村（三岔村一个自然村），

他嘴里的“石崖刻字”正是县志里记

载的摩崖石刻。陈代文说 ：“那些字

是古人过栈道时刻下的，我们家几辈

人都见过这些字。”

沿着河谷上行，在河对岸一块大

石崖上，我们看到“翠峰排秀”四个

字，笔力遒劲。旁边竖写落款，已辨认

不清，仅有三字可辨认“文□（按剩余

笔画推测可能为‘岡’字）题”。

“看，这是‘心红峡’三个字，最

显眼。”顺着陈东初的手指方向，我

们在路边凿平的一方崖壁上，看到

了横刻的“心红峡”三个字，旁边竖

写着“岳礼书”。陈东初说，但凡往心

红峡、心红铺村走的人都能看见这

三个字，不觉得稀奇。近些年，文物

工作者对心红峡刻字描红保护，看

起来更亮眼，这三个字成为心红峡

的标志。

距“心红峡”不远处，我们又在悬

崖壁上找到了四处刻字 ：第一处为

竖写“大手笔”三个字，落款“岐山□

月重题”；第二处为横写“幽丽奇处”

四个字，右上方竖写时间“乾隆四年

三月”，左下方竖写落款“析津朱闲圣

题”；第三处为“长虹饮涧”四个字，

竖写落款“乾隆五年孟秋七月长白方

裕书”，下方还留有“仲王”二字 ；第

四处为竖写“太平”二字，其他字迹已

剥落不全，难以辨认。

除过这几处刻字，陈东初、陈代

文印象中还有“云栈第一佳处”“千流

飞雪 万叠堆青”等两处刻字。但因为

前段时间河水上涨，一些地方难以到

达，我们未能见到这两处刻字。在当

地人和文物工作者的保护下，心红峡

石刻历经风吹雨淋保存至今，让我们

得以目睹连云栈道的实物遗存，实为

难得。

心红峡摩崖石刻出自谁手？
在心红峡留下刻字的人是

谁？现存摩崖石刻有的作者不明，

有的可辨认出作者姓名，如岳礼、

文岡、朱闲圣等，他们与心红峡有

哪些故事？

岳礼是清康熙年间

举人，官至陕西汉兴兵备道。岳礼

字会嘉，号蕉园，满洲正白旗人，

那木都鲁氏，擅长作诗、绘画。岳礼

长时间在秦、蜀地区做官，他的诗画

主题也多为秦蜀地区的山川河流景

致。岳礼偏爱心红峡，他曾写下一首

诗《心红峡口号》：“凤岭才过一半

程，篮舆载满白云轻。荆关妙笔都看

尽，不及心红峡里行。”岳礼于何时

何境走过心红峡，我们不得而知。但

通过他的诗词和摩崖石刻，我们可

以感受到他对心红峡的喜爱。对岳礼

来说，心红峡景致奇妙，行走其中是

一种享受，仿佛在画中行。

文岡是谁？岡为“冈”的繁体字，

明代有一位官员叫陈棐，字文冈。陈棐

是河南鄢陵人，明嘉靖年间进士，官至

甘肃巡抚，有诗文存世。陈棐博经通

史，当官时直谏敢言、不避权贵。陈棐

擅长书法，其字潇洒大方，在陕西、

甘肃等地都曾留下墨宝，如甘肃合

水县就有他留下的摩崖石刻“碧落霞

天”四个字。再翻陈棐的文学作品，在

《陈文冈先生文集》中，可以找到一首

《三岔南途中》 ：“山嘴分三岔，沙头会

两河……”从诗句看，陈棐曾在深夜走

过连云栈道三岔段，路途险绝。如此看

来，他在此留下字迹也就不足为奇了。

朱闲圣是清朝浙江人，曾任汉

中知府，与岳礼等人创办汉中汉南书

院。从心红峡摩崖石刻题字作者的信

息来看，他们有一些共同点：在陕西、

甘肃、四川等一带任职 ；走过连云

栈道，且具有诗词、书法、绘画等文

学艺术修养。可以说，他们是走过

连云栈道的一个文人群体缩影。

遗留在三岔的栈道情缘
连云栈道作为古时关中

通往西南的官驿大道，走过无

数南来北往的文人武将、商旅

百姓。而文人善于表达、文思

敏捷，他们走过栈道时便留下

了诗词、摩崖石刻等遗存。

“我自小住在心红峡，这个

石板老路一直都有，家里老人

说，这石板老路就是古栈道的一

段。”看完摩崖石刻，陈代文说起

了脚下的这条老路。

这条石板路虽然长满荒草，但道

路痕迹十分清晰，正位于现在水泥路的

上方，路旁石壁上就是“大手笔”“长虹

饮涧”“幽丽奇处”等摩崖石刻。路上铺

着数块大石板，石板大部分被踩踏进土

里，只露出略平展的石面。沿着凿痕明

显的石阶上行，最宽处达到四米多，可

容五六人并排走。陈代文家族在此地已

繁衍十代，他曾听老人讲，过去心红铺、

三岔一带有许多草房子，供栈道上的人

和骡马休息、吃住，十分热闹。

荒草丛生的道路痕迹，幽深险峻

的峡谷，使我们并不容易想象此地昔

日的繁华热闹景象。无意间，听村民

随口说起一句话 ：“三岔驿，十字路，

北去南来几朝暮。”原以为这是当地

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仔细一查，这句

话竟出自明代三才子之首、文学家杨

慎之笔。杨慎为三岔写诗《三岔驿》：

“三岔驿，十字路，北去南来几朝暮。

朝见扬扬拥盖来，暮看寂寂回车去。

古今销沉名利中，短亭流水长亭树。”

如今，人来人往的栈道已废弃不

用，南北往来的古人也消逝在时间长

河里，但沉淀在连云栈道里的人文故

事，至今还在诗文、摩崖石刻、村民口

中流传。

紫荆村的战备地道
杨舟平

紫荆村的战备地道位于凤翔陈

村镇紫荆山下，始建于 1969 年，主

干地道全长 2400 多米，连接紫荆村

和庞家务村，至今保存完好。

凡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以前过

来的人，对战备地道不会陌生，这不

但缘于电影《地道战》的宣传，还因

为那时几乎村村挖有地道，只不过

长短大小不同罢了。“地道、大口井、

水车”几乎是那个时期关中平原农

村的标配。我清晰记得小时候常和

一伙玩伴瞒着大人去当时已废弃的

地道玩耍，惊起蝙蝠飞蹿的情景。当

然，我们村的地道早已不复存在了，

但我仍记得它的位置。

上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

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主席

提出“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

人民”的口号。为响应这一号召，群

众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就开始

了。很快，广大乡村的地下人防工事

如网密布。

如果要上溯地道作为战争工事

的历史，至少从唐朝安史之乱时期

就开始了。唐朝大将李光弼利用地

道战，把地道一直挖到叛军史思明

的大营下面，出其不意、神出鬼没

地打击叛军，创下了军事史上以弱

胜强的战例，为平息叛乱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还有就是发生在 1928

年的凤翔攻城战，民国军阀宋哲元

率部攻打盘踞在凤翔城的军阀党

玉琨，由于凤翔城异常坚固和党玉

琨部的抵抗，宋哲元就利用秘密挖

掘地道的方式，从凤翔城东湖公园

西北角喜雨亭附近一家民宅院内，

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将地道一直

挖到凤翔城墙根下，然后在靠近城

墙的地道内放置共约 4000 公斤的

炸药，接通引线。随着宋哲元一声

令下，一声巨响，城墙被炸开一个

大豁口，凤翔城终于被攻破了。可

见地道作为战争工事在我国由来

已久。

紫荆山下战备地道的挖掘是从

1969 年开始的，根据兰州军区、宝鸡

军分区、凤翔县武装部的命令，组成

工作专班，以原紫荆大队 11 个生产

队的村民为辅助，以全陈村公社的

基干民兵为主，实行三班倒，24 小

时不停工，用䦆头、铁锨、架子车等

工具人工挖掘，先后出动劳力近万

人次。地道内成弓形，宽 1.7 至 1.8

米，高 1.8 米，历时 8 个月完工。地

道内设指挥室、值班室、仓库、医疗

室、土炕、灶房、饲养室、储水窖、厕

所等窑洞，可容纳 4200 余人，以防

空袭。

原紫荆大队有 980 多户人家，

家家挖有地道，户户相通，队队相

连。地道内深浅窑洞交错，犹如迷

宫，主道可达紫荆山下与外界相

通，道口设有射击孔、机枪口、观察

孔，是当时兰州军区的一个重要战

备地道，紫荆村因此被命名为模范

战备村。紫荆村现存地道内，原始

标语、窑洞编号和名称等字样清晰

可见。

如今，全国完整保留下来的战

备地道屈指可数，著名的如甘肃金

昌四分村的战备地道等，挖掘时间

大致与紫荆村地道相同。近年，紫

荆村依托彭德怀西府出击指挥部旧

址、紫荆山综合实践基地、三季千亩

花海等特色资源兴乡富民，同时开

发战备文化，对地道进行清淤、清污

等修复，还原地道原貌。

参观完地道后，我的心情一直

不能平静。这么庞大的一个工程，没

有使用任何现代机械，完全依靠人

工，一块块土方是怎么运出的？当

年挖掘地道的民兵、村民以及工作

专班人员大多已作古，许多细节已

无从得知。只要人为、地质因素不破

坏，地道依然留存……这段红色的

历史记忆，记录着一个时代的智慧

力量。当年一触即发的战争硝烟已

悄然远去，铸剑为犁的和平岁月自

然是代代老百姓的日夜期盼。

战备地道那抹红色的记忆，至

今仍掩埋在我们的脚下，掩埋在历

史的沧桑里，但愿它不被淹没在我

们的记忆里。
( 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陈仓荟萃

的故事村子

“心红峡摩崖石刻为明、清时雕凿，共 7 处……”循着《凤县志》上的这段记

载，9 月 8 日，我们从宝鸡驱车三个多小时到达凤县留凤关镇三岔村，寻找该

村心红峡石崖上的神秘刻字。

心红峡是连云栈道的必经之地，峡谷幽深，谷底河流奔腾，岩石陡峭突兀，

峡谷两侧山势合拢。站在心红峡谷底抬头望天，山势夹缝处可见一抹蓝天，给人

“一线天”的视觉感受。在三岔村党支部书记陈东初、村民陈代文等人帮助下，我

们在心红峡找到了多处摩崖石刻。这些字迹历经数百年风雨遗留至今，“诉说”

着三岔村与连云栈道的人文故事。

三岔村
心红峡摩崖石刻刻的啥？

本报记者 张琼

紫荆村战备地道遗存

三岔村摩崖石刻“心红峡”

石壁上的“幽丽奇处”清晰可辨

“长虹饮涧”四字刻于石崖高处

摩崖石刻“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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