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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庙位于岐山县凤鸣镇，地处
县城西北三公里的凤凰山南麓，地形
如“周”字，东西北环山，向南敞开，连
接关中周原大地。

我出生的村子纪家拐村，距周公
庙直线距离不足两公里。周公庙的一
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都很熟
悉，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长大成
人。多少年来，对我来说，回故乡就是

回周公庙，回故乡就一定要到周公庙
去看看。

周公庙始建于唐朝，后经宋、元、
明、清历代修葺扩建，形成了以周三公

（周公、召公、太公）殿为主体，姜嫄、后
稷殿为辅，亭台楼阁点缀辉映的古建
筑群。

周公庙门前耸立的三棵古木远近
闻名，人称唐柏汉槐，汉槐蔽日，唐柏

参天。绕树走走，走过的是千年历史。
老树并不陈腐，仍苍青有力，一直守护
着这座古庙，傲立于风霜之中，傲立于
历史的尘埃之中。

进入庙院，一条笔直的青砖大
道向里延伸，只见道路两侧群树环
绕、鲜花盛开。仔细看去，有菩提树，
有核桃树，还有一株碗口粗的紫藤
绕在一棵古柏之上。丛林中有楸树、
有梓树，还有一株几人合抱不过来
的悬铃木。庙宇院内就更特别了，有
石榴树，有柑橘树，有杜梨，还有梧
桐。北院里则是桑树和槐树的天下，
有一株半边已空心的桑树虽倒卧在
地，但 树 叶 居 然 出 奇 地 茂 密，让 人
不由得敬佩一棵老残树生命力之顽
强。庙后凤凰山坡也是奇木遍地，沿
石阶往上走，椿树、杏树、桃树居多，
每到春天，漫山遍野，桃红柳绿，粉
白的杏花点缀其中，美不胜收，让游
人流连忘返，如痴如醉。

周公庙的树，无疑为周公庙自然
风光之绚丽，以及文化遗迹之灿烂增
光添彩，虽历经千年仍生机勃勃，着实
让人感叹。

位于周公庙半山腰洞内的玄武石
雕像被人称为玉石爷，玉身洁白光亮，
系唐代所雕，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
历史。关于玉石爷的来历，有个神奇的
传说。相传武则天时期，一日狂风大
作，雷电交加，周公庙北庵山崖崩塌。
忽然一玉石像赤足戎装，披发无冠，持
剑盘坐，与地下山石连为一体，老百姓
亲切地叫他玉石爷。多年来，每逢三月
古庙会，当地群众和外地游客排长队
进行抚摸，据说，头疼摸头，脚疼摸脚，
然后再摸自身相应的位置，可以达到
手到病除的效果。久而久之，玉石爷的
脑门和鼻梁凹了下去，玉石玄武的身
体也十分光滑。

对周公庙的情怀，从我第一次踏
进那千年古庙就根植于心了，随着年
龄的增加和无数次造访，更觉得它厚
重、恢宏。

冻山印象
◎莫军炜

冻山横卧在秦岭深处的太白县境
内，因山太高、雪太厚而得名。夏日的
冻山，高山草甸松软肥厚，无边的绿迷
透心扉、望醉双眼。登顶临风，遍览群
峰云海，你能享受到的，是一种心灵的
轻松和宁静。

冻山，是秦岭诸峰中独具特点的
一座山峰，号称秦岭之魂。山顶一年中
有四五个月被冰雪覆盖。不论是在白
雪皑皑的冬天、酷暑难耐的夏天，或是
山花烂漫的春天，还是菊香弥漫的秋
天，只要你投身到冻山的怀抱，就可领
略到不同的情怀。

炎炎夏日，天气愈来愈热，高温持
续不断，何不来冻山寻个清凉？邀约
几个知己，我们一行人欣然向冻山去。
走在山脚下，一些知名的或不知名的
花草，一片接着一片，一丛连着一丛，
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恣意成长和绽
放。潺潺溪水就在耳畔，泥土混杂着青
草香味的气息也不由得让人陶醉。还
没有回过味来，不知不觉间又进入了
一片幽静的、梦幻般的松树林。此时，
一缕缕金黄色的阳光穿透枝繁叶茂的
松针，脚下的绿草也格外耀眼。若不是
丛林间传来阵阵鸟鸣，我还以为误入
了童话王国。路径随山涧曲折盘旋，穿
过了茂密的松树林，越往上走，身旁的
树木越矮小。抬头看到的是高低不等
的绿，回头望，山被树木和草丛覆盖，
周围绿莹莹的。

脚下踩着碎石，顺着近七十度的
山坡攀登，我被眼前无边的绿彻底折
服，山间林海波涛，汹涌起伏，一浪高

过一浪，一层叠上一层，壮阔极了。
本以为登山路途的风景已是人间

极致，没想到绝佳的风景还在山顶。随
着海拔高度的上升，灌木丛明显增多，
冷杉、松树似乎怕戳破苍穹，盘曲低
卧，毛竹密密匝匝矗立，太阳依旧毒辣
辣的，山风似乎也更粗野，但阻挡不住
夏季绿的勃发。

草甸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
执着的信念，借着夏日雨水充沛肆意
疯狂地铺陈在青山绿水间，与长空相
接，与云天辉映，展示自己的强大，也
从不以自己的意志去改变冻山的形
态，只是用广阔的胸怀容纳万事万物。
四围的山峰一座连着一座，这草甸似
乎也延伸到了冻山的另一面，一直延
伸到云海深处……

一处布满裂痕的巨大岩石似乎不
服这高山草甸，倔强地突兀着，炫耀自
己。于是乎，或多或少便有人登上去。
只见四周峰峦如聚，云雾缭绕，雄浑壮
美。南北山峰相拥相连，郁郁葱葱，生
机勃勃。绵延西行的高山草甸翠绿茂
盛，茵茵青草如丝如毯，矮矮碧树点缀
其间。遥望东侧的鳌太一脉绵延于群
山之间，还有遮掩不住的皑皑白雪依
旧银光四射，壮观雄伟。身后的南风强
劲袭来，丝丝凉意掩盖了午后太阳的

疯狂，抚摸着山脊北侧的云海，淡黄的
光芒柔和地连接着天边和远处的群
山，将这蒸腾雾气缓缓铺开。

也许，只有站在冻山的脊梁上，才
能真正领略到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的
独特魅力。身处这不是仙境却胜似仙
境的冻山之巅，似乎连自己也融化在
这冻山的景致之中，不由得感叹自然
的神奇。此刻，耳清目明、心胸释然，一
种无法言说的超脱感涌上心头，所有
的烦恼和苦闷渺小得就像远处两山之
间细细的小河，不用去计较。俯身贴在
山巅巨石之上，不仅可以窃听到风与
树的私语声，还可以触摸到冻山脉搏
的跳动……

当我们在尘世间奔走，陷在生活
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时，不妨投身到冻
山的怀抱，在经受毅力和耐力的考验
后，在经历困难和险境到达一处又一
处胜境时，才能真正感悟到愉悦和满
足。山有顶峰，但人生没有顶峰，只有
不断攀登，才能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

冻山，只是中华民族的祖脉——
秦岭极小的一部分，但它以自己独有
的风景傲立群峰之中，千百年来默默
俯视着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背依苍
茫的秦岭守候这方土地，阅历世间的
悲欢离合，积淀周秦文化弥久的馨香。

斜峪关散记 
◎赵红枫

斜峪关属秦岭七十二峪之
一，位于著名的三国古战场五丈
原东南三公里处，岐山、眉县、太
白三县交界于此，是褒斜古道的
北口，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
争之地。它东临磨石沟、西连棋
盘山、中为喇叭豁口，大有一夫
当关、万夫莫开之气势。

我曾多次去过斜峪关，对于
斜峪关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
及那里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与
历史故事，了解甚多。

斜峪关是古代关中连接汉
中的主要通道，与褒斜谷栈道相
连，沿途有数条栈道相互依存、
相互连接、相互交叉，栈道地处
深山密林，地势险峻。

隶属眉县齐镇的东关原有
一座城堡，由于当年战火不断，
城堡损毁，现仅剩断壁残垣。据
传，汉代的刘邦、东汉末年的曹
操都曾从这里路过。

据传，公元 234 年秋，诸葛
亮第五次北伐驻军五丈原，与渭
河北岸的魏国司马懿对垒作战，
相持百余日无果。蜀先锋魏延急
报军情，鲁莽闯帐，携风袭灯，致
星坠孔明驾鹤，秋风萧萧，夜幕
茫茫。蜀军为防司马懿追杀，封
锁了诸葛亮病逝的消息，抬丧从
五丈原经落星湾、斜峪关沿褒斜
道一路悄然退却，秘而不宣，至
汉中勉县定军山方对外发丧，霎
时风鸣水咽，蜀军齐悲，留下了

“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
金秋时节，村民就聚集在附

近的农贸市场，将现摘的桃子、野
生毛栗子、山核桃、五味子等山货
就地摆开售卖，货鲜价廉。同时售
卖的还有山中的黄芪、大黄、柴胡
等珍贵药材以及村民手工编扎
的扫帚等日用品，不仅活跃了当
地经济，同时增加了村民收入。

斜峪关的水资源十分丰富。
水是人类生活以及生存的主要
资源，石头河水库为当地农田灌
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相传清朝
乾隆年间，眉坞县令梅遇，爱民如
子，重视农桑，关心百姓疾苦，带
领能工巧匠在关前筑堰开渠，引
水灌田，后来民间称之为梅公渠。
在此后的百余年，斗转星移，官方
无力维护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渠
废田荒。1935 年，著名水利学家
李仪祉先生率泾洛工程局人员
来此，在“梅公渠”遗址上拦河筑
坝，开山建闸，建成了现代化的灌
溉网工程。为纪念梅公业绩，更
名为“梅惠渠”。石渠如槽，岸树如
盖，拱桥流水，闸楼古雅，一派江
南风光。后来，为了实现发电灌溉
综合利用，石头河水库开始筹建。

石头河水库从 1969 年开始
筹建，1971 年 7 月成立工程指
挥部，1976 年 9 月 26 日截流，
1980 年 11 月 9 日封堵导流洞开
始蓄水，到 1982 年 11 月，历时
13 载，渗透着万名建设者心血汗
水的大坝终于建成，库容 1.5 亿
立方米，为当地电力供应、农业
灌溉以及西安、宝鸡两地城市供
水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站在石头河水库大坝上，向
南远眺，巍巍秦岭，山连着山，峰
连着峰，岭连着岭。近看，辽阔的
湖面，碧波荡漾，波光粼粼。岸边
绿柳依依，烟波浩渺。云悠悠飘
浮在湛蓝的天空，微风吹拂着我
们，也抚摸着岸边的树木小草。
一望无际的湖水有时荡起层层
波浪。欢笑着，翻滚着，波浪涌向
远方。俯视北面，石头河两岸村
庄、田野、工厂遍布，林木葱茏，
流水潺潺。

斜峪关不仅具有重要的地理
位置，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印迹。

陇县北坡山
◎张全忠

北坡山与陇县县城仅一河
之隔，因其位于县城正北方，故
称作北坡山。这座山的名气虽不
怎么响亮，但它虎踞城之北郊，
背依千山，山岭逶迤。它远揽州
川，怀拥县城，与县城相距咫尺。
它三水绕流，前有千河，右有汭
河，左有水银河，它与吴山、牛心
山、尖山等山脉遥遥相望，它是
大自然恩赐陇县的一块宝地，是
家乡人心心念念的一座山。

北坡的坡面长期受雨水冲
刷，侵蚀成多条浅沟。北坡最西
边的窑岭子一带，是占地数百亩
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区，最东边的
山头是北坡山地公园，中间地段
是北关村村民的千亩油桃园。

北坡山是一座人文之山。以
前的山地台田逐步演化成了发
展生态产业的能源山、果农作务
果树增加收入的花果山、游客登
山健身观光看景的休闲山。

近些年来，相关部门对北坡
进行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与
改造，修建并绿化了上山下山的
盘山水泥路，打通了电视塔山
头、香山寺山头及北坡公园山头
的环形水泥路，硬化了连接果园
与公路之间的生产致富路，还安
装了太阳能路灯，大大方便了群
众出行和农业生产。

油桃是北坡山上村民的重
要产业，不仅给果农带来了经济
收入，也绿化美化了山坡，提升
了北坡的生态价值，使其成了陇
县县城的后花园。每年春天，一
望无际的油桃园中，老树虬枝发
芽，新植的果树生机盎然，桃花
绽放，粉红娇媚，落英缤纷，红遍
山坡 ；翠柏似屏，风景如画，游人
如织。每到夏天秋天，满山浓绿，
果实累累。一位颇有经验的果农
说，他的四亩桃园有二百多棵桃

树，有早熟油桃、晚熟油桃及蟠
桃等多个品种，一年四季人忙个
不停，照顾果园比照管孙子还劳
神费心。春天要整地锄草施肥，
夏天秋天要住在果园里管护果
树，既要疏果套袋，又要防治食
心虫病，根据地墒适时浇水，随
时支撑下垂的挂果树枝，让果
树能通风透光，再及时采摘熟
果并出手卖掉。冬季要修剪果
树，追施农家肥，为下一年开花
结果作准备。好在这几年，村上
成立了油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驻村工作队也帮助村民引水上
山，建成了果园滴灌系统，作务
技术有专人培训指导，销售也
有专人联系客商收购，产业发
展一年比一年好。

坐落在这里的窑岭子 20 兆
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是县
上首个招商引资的太阳能发电
项目。项目租用村民的土地，每
年付给村民一定的租金，企业发
的电接入地方供电大网，并享受
相应的政策补贴。从山顶远眺，
光伏发电区的太阳能板银光闪
闪，整齐划一，给北坡山增添了
新的魅力。

北坡公园借助地形地貌，顺
势而为修建起了登山大台阶、水
泥步道、观光亭台、广场以及停
车场，栽植了玉兰、垂柳、红叶
李、香柏、国槐等景观树木，栽种
了牡丹、海棠、连翘、紫薇、丁香
等花卉。站在公园的最高处观
景，山川远景一览无遗，近处的
县城全景尽收眼底。

如今，随着县域生态治理和
经济社会发展，北坡山的面貌也
不断发生变化，山绿了，更美了，
更有生机和活力了，它已走入家
乡人的日常生活，人们已经离不
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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