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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羊山上草木盛    玉兰迎春溢芬芳
毛丽娜

中岩山巅望层峦  始祖故事久流传
本报记者 张琼

在 渭 滨

区石鼓镇孙家庄

村有一座中岩山，当地

人称其为“尖山”。中岩山离市

区较近，从石坝河街道出发，沿石陵

路车行约 20 分钟便可到达，是周边

群众踏青赏花的好去处。3 月 13 日

上午，记者来到中岩山，探访石碑、古

钟和山间流传的炎帝传说。

中岩山为何叫尖山？在中岩山

生活了十多年的庞师谈道：“中岩山

山势骤然凸起，山底大而圆，山顶小

而尖，山峰尖锐，如同锥形，故而也被

叫作‘尖山’。”山脚下有一块石碑、一

座大门，石碑阳面书“中岩山”三个大

字，碑阴为中岩山记，记述了中岩山

北临渭水、南依天台山的地理位置，

以及陡峭挺拔、山峰尖锐的山势特

点。大门为三洞过庭式建筑，高约 10

米，上有楹联“步炎帝后尘游尖山仙

境神魂缥缈，听陈仓夜话观中岩秀景

心旷神怡”，楹联内容透露此山与炎

帝故事有关。

攀登中岩山并不费时，约 40 分

钟便可登顶，但山路颇为陡峭，石阶

陡立，并有左盘右拐的“之”字形山

道，颇为考验攀登者的体力。山顶古

建内有一口沧桑古钟，钟身上刻着

“尖山大钟重修记”，诉说着此处的

不凡。站在山顶眺望远处，只见秦岭

起伏苍茫，白云浮在山间，村庄点缀

在山脚下，给人心旷神怡、景色壮阔

的观感。登山过程中，山坡上松柏翠

绿，苦糖果树开出粉色花朵，一丛丛

绿草冒出，让人感受到林间萌动的

春意。

炎帝传说为中岩山增添了人

文魅力。相传，炎帝神农氏为给族

人治病，遍尝百草，苦心研制医药，

曾多次途经、踏访中岩山，并在山

上采草药、尝百草。炎帝最后一次

登天台山挖草尝药时，误尝了毒草

“火焰子”，最终断肠身亡。后来，人

们将炎帝尝百草的故事广为流传，

以示纪念。

采访当天，中岩山脚

下的孙家庄村人正在忙

碌，修路人忙着扩建

提升通往中岩山的

道路，村民忙着侍弄

苗圃和菜地，河边的

山桃花迎风绽放。庞

师说 ：“中岩山最

好的赏景时节在五

月，届时山上槐花

盛开，橡树林也翠

绿了，每到周末不

少游客都会前来登

山游玩。”

翠矶山间春渐浓
 云卷云舒韵悠长

本报记者 罗琴

3 月 1 1

日，记者在太白

县城西部的翠矶山

上看到，来山上锻炼、

休闲、踏春、拍照的游人

无数，静谧了一个冬天的翠

矶山，又变得热闹起来。

站在翠矶山下向上仰望，峰峦

环抱，林木

葱茏，位于顶峰的聚

仙楼巍峨挺立，让人心

生向往。沿小路向上攀爬，两旁

的树木高大苍翠，星星点点的迎春

花向阳盛开，空气中夹杂着绿叶和

泥土的芬芳，让人沉醉。登上海拔

1900 米的翠矶山，人仿佛被浓郁的

绿色所包围，天然氧吧令人神清气

爽，在山顶还可以看到“荡胸生层

云”的云海奇观。

太白县园林环卫管理中心副

主任陈振洲向记者介绍，翠矶山

绿化面积达 1000 余亩，树木以油

松、刺槐、落叶松为主，四季常青，

绿浪滚滚，因此得名翠矶山。从山

脚下向上攀爬 200 多米，可以看到

一片樱花林，种植有红叶李、樱花

共 3000 余棵。每到 4 月份，红叶李

和樱花次第绽放，粉色的花朵若烟

霞, 一朵朵、一簇簇俏立枝头，洋溢

着盎然的春意，空气中也浮动着樱

花的清香。

“在翠矶山，人们最期待的是

在高山处看到壮观的云海。”陈振

洲介绍，每到空气中湿度较大的

晴朗天，翠矶山上就会出现云海

奇观。“云海一般出现在海拔 1500

米以上处，一片辽阔、厚实的云雾

就会弥漫整个山城，洁白梦幻，满

目皆云，人仿佛置身于巨大的空

中花园，又像是处在一座悬空的

梦幻之城里，非常有趣。这番景致

也吸引着广大摄影爱好者来到这

里，拍摄壮观的云海之景。”陈振

洲说。

记者了解到，去年，太白县启动

了翠矶山城市主题公园建设，通过

生态+ 旅游的方式，建设包括吃、

住、行等方面的综合性商业街，增设

停车场、儿童活动场地、休闲活动区

等，完善公园基础设施，美化翠矶山

区域人居环境，预计今年 6月将全

部完工。希望通过这一系列举措，让

太白县最具标志的“绿色天堂”

迎来更多游客。

紫柏晴岚相映趣   张良隐居浮云间
本报记者  张琼

“云笼紫柏山，

烟树何蒙蒙。”清

代诗人张问陶

的这首诗，赞

美 了 紫 柏 山

云雾缭绕、树木

茂盛的景色。紫柏

山之美不仅在于山

水、云雾之美，还在于

天坦、洞穴之奇，更在

于张良隐居故事的人文

之韵。三月的紫柏山，山顶尚

有积雪，山下村落已有野花盛开，远

远看去，有冬春两个季节景色分层的

景致。

凤县留凤关镇榆林铺村在紫柏

山脚下，村干部叶全贵说 ：“紫柏

山最高峰海拔 2000 多米，眼下，山

峰高处积雪未消。紫柏山四季景色

都好看，尤其是雨过天晴，云雾罩

在半山腰，看着很漂亮。”紫柏山因

遍生紫柏而得名，山顶平坦开阔，一

个个草坦就像一口口大锅。山上有

九十二峰、七十二洞、八十二坦，曾

被评选为“丝绸之路·神奇西北 100

处摄影地”之一。

紫柏山位于凤县与汉中市留坝

县两县交界处，也是古陈仓道的经过

处。在紫柏山可以看到多处摩崖石

刻，其中一处为“雾霭赤松”，四个字

竖排刻在一面如刀削的石壁上，旁边

有“道光壬寅年菊月”等刻字，距今已

有 180 余年，诉说着紫柏山与来往旅

人的故事。

西汉名臣张良与紫柏山关系密

切，相传，张良早在随刘邦南征北战

时就关注到紫柏山。途经此山时，张

良被山上高大粗壮的青松、紫柏所吸

引，山上云蒸霞蔚、雾气缭绕，景色壮

美且不乏秀丽。山景打动了张良，他

将此山深植于心。在功成名就之后，

张良辞万户侯，隐居于紫柏山。后来，

汉中王张鲁在紫柏山建汉张留侯祠

（也称张良庙，位于留坝县），纪念张

良，表彰其功成不居的品格。

紫柏山脚下的榆林铺村人善良

勤劳、爱护林木，他们将保护林木、爱

护野生动物纳入村规民约，形成爱树

护林的良好村风。叶全贵说：“如今，

村里有几十亩蓝莓园，待到 4 月蓝莓

花就盛开了。这里的蓝莓颗粒饱满、

味甜多汁，很受市场欢迎。”蓝莓园种

植、养护、采摘均需人细细劳作，已有

10 多户乡亲在蓝莓园内就业，紫柏山

下的蓝莓已销往宝鸡市区以及汉中、

香港等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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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宝鸡
REN WEN BAO JI

三月的宝鸡杨柳依依、

草长莺飞，从市区沿清姜河

一路向南行约 10 公里，便

可抵达常羊山。常羊山位于

渭滨区神农镇，它不仅是

炎帝成长的摇篮，也是炎

帝长眠之地，山上有声名

远扬的炎帝陵。对许多人

而言，在宝鸡攀登常羊

山、拜谒炎帝陵，是追念

始祖的寻根之旅。

宝鸡炎帝陵管委

会主任潘晓宇谈到，

这时节，常羊山上迎

春花盛开，春意盎然

的景致令人心旷神

怡，不少人上山

踏青赏春。宝鸡是炎帝的故乡，相传，炎

帝在常羊山出生并孕育智慧，播撒

文明的种子，最终也在这片土地

上安息。

仲春时节，常羊山沐浴

在春光之中，玉兰花芬芳，迎

春花绽放，道路两旁的青松翠

柏欣欣向荣。秦岭北麓的清

姜河摆脱了冬日沉寂，欢快

地奔腾着，山间鸟鸣声声，

仿佛歌唱着春天的序曲。笔

者沿羊肠小道，攀登陡峭

的常羊山，沿途有“炎帝

故里”“神农之乡”“华夏始

祖”等古碑及牌坊，仿佛在

诉说着古老的故事，吸引了

无数游客前来寻根问祖。

常羊山上遍布与炎帝文

化有关的历史遗迹，山顶有一

块古碑，碑文记载，此碑为清代重修

“神农城池”时所镌刻。常羊山公墓主任

郑再峰介绍，古时候常羊山是一座很大

的城池，城下“十里长山，庙宇相连”，后

来毁于战乱。

在常羊山上，可以看到飞檐翘

角、高大雄伟的门牌，门牌上有书法

家欧阳中石所书的“神农之乡”四个

大字。途中，还可见书法家赵朴

初所书的“华夏始祖”石碑。沿着山路

前行，还能见到“二十四孝”塑像，移

步易景。漫步常羊山，人们既能欣赏

到美丽的自然春景，还能领略到炎帝

文化的独特魅力，这种文化和自然的

融合，让人在登山过程中感受到平静

与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