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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柏塬地处秦岭深山，
位于太白县南部，距县城两小
时左右的车程。从太白县城
去黄柏塬，沿途鸟相与鸣、野
草侵道，蓝天白云，绿意流淌。
仰望苍穹，看山美丽如锦，我
想唯有这满目的斑斓才配得
上这样的秋日。有风轻轻地动
着，一切便在风里生动起来，
水声在耳边流过。多日不闻的
虫鸣声再次响起……弯曲的

小路清幽静谧，草木就这样肆
意地长着，散发出自己独有的
气味。一些愿意在秋日里留恋
山水的人，此刻一定会掩藏不
住内心的欢喜，眼眸里荡漾几
许笑意。路边的小花，黄的、紫
的 ；清瘦、野性，散漫在山坡
上下。树上长着些不知名的野
果，红豆般大小，仿佛女子的
玲珑之心。这晶莹剔透的颜色
是否会染红满身相思？坡上
的桦树皮在微风中如红烛一
样飞舞，像有谁把它做成了

动情的诗笺。散落在山谷
的落叶松笔直挺拔，

疏淡泛黄，还有那
些银杏，叶子金

黄，使人心里
顿生豁亮。这
些 草 木，近
看 突 兀 生
长，相互缠
绕，像 拥
抱着几世
的缠绵，不
离 不 弃 ；

远 看 苍 劲
浓 郁，叶 光

盈盈，又像是
肩负着巨大的

使命，从逼仄的
空隙里长出来，如

一团盛开的火，与山之
高大奇伟形成一幅饱含秋

韵的画卷。

秋天是叶落的季节，你
看这满山的树叶在一阵微风
里悄然落下，带着生命的沧桑
和成熟，不紧不慢，不悲不喜，
像是看淡了生命的来去一样。
脚下的台阶上，铺满了凌乱的
叶子，红的黄的糅在一起，踩
上去松软踏实。繁华落地，却
也无萧索之意。碎石铺就的小
路，两旁翠竹掩映。几只鸟儿
在头顶飞过，空气中留下啁
啾，婉转欢快。光阴易过，我
无法一一细数这里的美景与
风韵，但这里的秋色不是寻
常那般热烈，而是循序渐进，
阶梯变化的。这里的颜色绚
丽多彩，富有生机。以绿、黄、
红、橙为主，让人仿佛置身于
童话之中。巍峨雄壮的秦岭
山脉在红叶的装点下，中和
了过于冷峻的气息，变得分
外温柔。

黄柏塬的秋色是风姿绰
约的，是沧桑傲然的，是如梦
如幻的，更是美不胜收的！
从每一个角度看，风光都是
不一样的，每一次感受都是
不同的。黄柏塬的秋，是流动
的色彩，是移动的画布，是天
籁的诗歌。无论是亘古的红
叶，还是凝重的斑斓，都是一
种天然的美，每一处风景都
饱含着一段永久的故事，那
是我们永远读不懂的凄美，
或英雄的赞歌。 

告别了聒噪的蝉鸣与蛙
叫，秋天在一场场绵绵细雨中
来到了我们身旁。没了夏季那
般酷暑难耐，此刻的它可以腾
出更多的“空间”来展示自己讨
人喜爱的一面，而我也喜欢在
天高云淡、凉爽宜人的秋季，远
行郊外，亲近五彩斑斓的秋之
大自然。

从市区福临堡往硖石镇
六川河方向行进，红枫大道正
骄傲地展示着它最绚烂的美
景。大道两旁的红枫浓妆艳抹，
成了这一季的主角。我曾经是
随骑行的驴友来过这里的，那
时经过这里，满眼葱绿，并不觉
得出奇。路旁那两排枫树像接
受检阅的仪仗队，个个昂头挺
胸，它们茂盛的枝头，为汗流浃
背的我们带来一片阴凉。朋友
显然与它们更为相熟，热情地
介绍着它们一年年来的成长，
眼中分明闪烁出了期待与欣
喜，我也备受感染，期待着能在
秋季与它们美丽相遇。

我想起了与红枫大道的
邂逅，无奈几场大大小小的秋
雨接连不断，与友人的相约屡
次泡汤。我知道，红枫大道已
经开始变装，它召唤着我们，
而我们也怕错失它最美的季
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我们不再等待，索性迎着雨去
赴一场“约会”。雨滴滴答答地
落在树叶上、马路上、雨伞上，

为我们洗刷了一切。山区的空
气果然与城里不同，那么清
新，那么湿润。

当眼前出现一片火红，我
们一行停下车子，在大道上撑
起了一朵朵伞花。那一张张火
红的枫叶亮闪闪的，远远地就
向我们招着手。它们似乎又长
高了，我在树下仰着脖子望，巴
掌大的红叶在枝头摇曳不停，
数也数不清，以至于我听不清
雨落在上面发出的声音。一片
片红叶被雨水冲刷得一尘不
染，我从未见过如此鲜艳
的火红色，便掏出手
机想拍下这比晚
霞还要绚烂的
红色。可是，任
凭我怎么调
试，屏幕中
的团团火
红或深或
浅，还 是
不如亲眼
所见来得
鲜亮。

雨 中
的红枫像熊
熊燃烧着一
般，展 示 着 厚
积薄发的力量，
路旁的泥土上层
叠地落着棕褐色的枯
叶，我并不觉得它们已走
向生命的尽头。看着一片片火

红的、橘黄的枫叶打着旋落下，
变成了泥土的营养，回报着曾
经给予它生命的“源头”，我反
而感到了它们蓬勃的生机。这
生机不同于春寒料峭中的缩手
缩脚，此刻的它们勇气十足，定
要不辜负这一季的盛情，给大
地留下最绚烂的记忆，也酝酿
着下一个辉煌的到来。我的心
中，响起了一曲曼妙的旋律，心
情是那么的舒畅、那么的欢喜。

穿越老爷岭，是我与同事
谋划的愿景。 

老爷岭，距凤翔城区近
三十公里，凤翔人叫北山，泛
指自西向东、曲折绵延而过
的凤翔北部山岭，是凤翔的
北部屏障，也是凤翔海拔最
高之地。从地理意义上讲是
陕甘两省、陇东黄土高原与
关中渭河平原的分界岭，也
是雍凉古道（凤翔至甘肃）丝
绸之路必经地。

老爷岭古时是军事要隘，
有“得老爷岭得半个关中”的
说法。从唐代开始，雍凉古道
就是凤翔通往甘肃平凉、宁夏
固原的官道，它还是一条商贾
之路、文化传播之路。自明清
以来，商旅西来驮运皮毛、青
盐、药材等货品，来到凤翔，换
取棉花、土布、白酒及杂货后，
再运到平凉和陇东一带销售。
可宋朝以后，全国经济中心南
移北上，再加上战争原因，古
道慢慢从繁华走向衰落。

那天，秋高气爽，天气宜
人，我们从山脚下的张店村经
枣子河爬上老爷岭（中岭）那
条古道时，正好是上午九时。
站在古道，微风送爽，空气清
新，四周青山绿树，身心一下
子敞亮了许多。古道之宽能过

一车，沙石路面，尽显沧桑。道
两旁，松树、洋槐浓密茂盛。南
望，祖脉秦岭，高耸的山峰隐
约在云雾之中显现，遥远而神
秘，头顶蓝天湛湛、白云悠悠，
更加高远。再看，宝汉高速也
镶嵌在飘忽的云雾中，千阳段
那座高架桥若隐若现，像在水
墨画中。

一路行进，回忆尽是故
事。祖辈、父辈们曾踏着这条
古道，寻求生存密码。小时候，
我跟随大人也在这条道上爬
滚，去老爷岭打山桃、拔野韭
菜、挖柴胡黄芩等药材。那山、
那水、那人和那情早已镌刻在
于记忆深处。如果思绪前移，
我想，古道定不失繁华，士卒
百姓、学子商贾、官宦仕人，在
马蹄声声中，迎往春夏秋冬，
商贸交易，游走四方。上世纪
80 年代，甘肃灵台、泾川等地
麦客从此道来凤翔支援三夏，
与老陕同结友谊。

三个多小时后，我们来
到了老爷岭，登上了凤翔高
地，再南望，真有一览众山小
的感觉，心中似乎有了把酒
临风的豪情。初秋的老爷岭，
山体经过夏日的炙烤、秋雨
的滋养，显得稳重而大气、威
武而有灵性。站在峰顶放眼，

山 岭 纵
横，沟壑清
晰，满眼苍翠，
西望是千陇大地起
伏的绵绵山峦，北望，目之
所及是麟游、灵台逶迤跌宕
的壮美画卷，大自然总是大
气布局，如此的壮美。

十多年前，一直是林场
守护站。如今，护林站前移，但
房舍齐好，行人可随时歇脚避
雨。从老爷岭向北有一段下行
的土路，穿梭于绿树之中，路
和小溪像淘气的小孩，一会儿
亲密相绕，一会儿斗气远离，
我们步履铿锵，有时碎步急
走，有时大步缓行，饶有兴趣
地前进着。一路画卷般的平
畴田野，成了吸引我们前行
的动力。在近两个小时的不
间断行走后，我们来到了酒
房镇，一个雍凉古道上的重
镇，深山中曾经飘逸着醉人
的酒香，有“核桃之乡”“药材
之乡”之美誉。坐于酒房镇，
眺望来时之路，我们历时近
七个小时，徒步七十多里路，
完成了从凤翔到麟游的地理
穿越，一次时空穿越，思绪纵
横千年，而历经千年风雨，沐
浴在夕阳余晖中的老爷岭，
是那样的宁静安详。

凤 县 
山城水都醉游人

◎杨舟平

小
时候，我一

个要好玩伴的
舅家在凤县，听他

说，舅家好远，山大沟深。
早 上 天 麻 麻 亮 就 坐 上 车 出
发，一路朝南，翻秦岭、走山
路，要翻好多座山、倒好多次
车，天黑时才能赶到舅家。因
为路远，一两年才去一趟。在
我幼小的心里，凤县是一个
遥不可及的地方，一个比“远
方”还远的大山深处。

2003 年初冬，我因公去
凤县参加一个会议，这是我平
生第一次坐车去凤县。车从
单位出发，经过三个多小时的
颠簸就到了凤县县城。我当时
想，凤县原来并不遥远，只是
我不常去，和它疏远罢了。

凤县县城坐落在江岸地
带，是个典型的山城，与关中
平原县城的最大不同是水在
城中，城在水中，如诗如画的
嘉陵江穿城而过，四季奔流
不息。这便增添了山城的灵
性和动感，很有些江南韵味。
江水犹如城“眼”，使山城灵
动而亮丽。

初到凤县，我发现凤县
人无论生活习俗、语言习惯
和汉中人都很接近，比如关
中人以面食为主，凤县人则
更多喜欢吃米饭，凤县口音
与关中方言一听就有区别，
真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第一次来凤县，给我留下印
象最深的就是那碗热米皮和
菜豆腐。

凤县的秋季层林尽染，
让人沉醉。2008 年秋日我去
了一趟凤县，发现沿路整洁、
风景美丽多了，有点“百里画
廊 ”的 感 觉。路 况 也 好 了 许
多，县城面貌焕然一新，到处
可见“大秦岭的会客厅——
凤县”字样。果然名不虚传，
这“客厅”布置得大气、精致、
美观、干净。当晚，我们观看
了“ 亚 洲 第 一 高 ”的 喷 泉 表
演及五彩斑斓的县城夜景，
感觉很震撼。街道人山人海，
和五六年以前比，简直有天
壤之别。之后又几次来凤县，
沿途所见、县城建设、景区景
致可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一
点也不夸张，凤县变得越来
越让人留恋了。今年七月下

旬，应凤县文联邀请，利用双
休日两天时间，我参加了三
秦艺术家走进凤县采风写生
活动。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的
凤县旅游显然没有了昔日的
繁荣，疫情前，每逢节假日来
凤县旅游一床难求，满街道
都是人，现如今，人流减少了
一半还不止，但“大秦岭会客
厅”的主人们热情却不减。此
次活动日程丰富，安排得满
满当当，艺术家们兴趣盎然，
一路欢声笑语，好不惬意。

此次凤县之行，凤县官
方做了热情周到的安排，参
观地点诸如红光沟航天六院
旧址、中国工合运动纪念地
等都是精心挑选，可大写特
写。说来也巧，今年宝鸡市委
宣传部、市文旅局以及陕西
广电融媒体集团在宝鸡市举
办了宝鸡文化旅游形象代言
人选拔活动，女儿也报名参
加。经过激烈角逐，女儿有幸
进入“12 强”复赛，成为凤县
文旅形象代言人。我打电话
祝贺女儿，并对女儿说 ：“好
好给凤县文旅代言，凤县值
得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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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最美是吾乡
编者按：

金秋时节，西府大地风光旖旎。秦岭山脉万山红遍，红枫大道层林尽染，千年

古道美如画卷，山城水都更令人流连忘返……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正是人们亲

近自然、欣赏美景、呼朋引伴出游踏秋的最佳时节，让我们跟随这组笔墨，解锁

宝鸡周边假日出游好去处吧——

黄柏塬 色彩斑斓迷人眼
◎张继劳

红枫大道  层林尽染秋意浓
◎王卉

老爷岭
千年古道忆繁华

◎李拴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