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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人的
       文学梦

一位大秦岭的痴恋者
——访山水文化践行者李明绪

本报记者 王卉

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情况时指出，要“把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摆上重要

位置，履行好职责，当好秦岭生态卫

士”。一时间，“秦岭”又一次成为社会

各界关注的焦点！

省社科院宝鸡分院特邀研究员、

太白山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市户外运

动协会会长李明绪，这位从小在秦岭

腹地太白县长大的山里汉子，怀着对

大自然的感恩和敬畏之情，数次攀登

秦岭主峰太白山，多次徒步穿越鳌太

线，并以多部文化著述写出秦岭山水

文化精髓，主动担负起宣传秦岭生态

环境的义务和责任，为倡导生态环境

保护树起了榜样。

 
34年7次登顶拔仙台——

发现秦岭自然之美
 

太白山是秦岭山脉最高峰，以鹤

立鸡群之势冠列秦岭群峰之首。自古

以来，太白山就以高、寒、险、奇、富

饶、神秘的特点闻名于世。自 1986 年

起，李明绪利用业余时间，从不同路

线，一步步丈量太白山、鳌山的高度，

先后 7 次登上海拔 3771.2 米的太白

山拔仙台，9 次登上“西太白”鳌山

之巅。他和队友登山时所走的路线，

有许多是早已废弃、人迹罕至的古道

和偶有采药人冒险走过的药道，这些

道路上往往险滩相接、险象环生，是

名副其实的让李太白也惊叹叫绝的

鸟道。可是无论怎样艰险，李明绪一

旦来到这里，面对难得一见的平安云

海、幽谷丛林、斗母奇峰、拔仙绝顶以

及瞬息万变的绝世美景，他心底对神

奇大自然的感恩之情便油然而生，不

禁思绪万千。

对秦岭长达 34 年的探索，李明

绪沉迷其间、乐此不疲。他在“大秦

岭”看过山花烂漫的早春，领略过满

目苍翠的盛夏，欣赏过五彩斑斓的金

秋，体验过白雪皑皑的隆冬，他的足

迹遍布大秦岭主峰的山山水水。

李明绪每次登山后都坚持写随

笔日记，记录途中见闻和感受。神秘

莫测的第四纪冰川遗址，寂静幽深的

原始森林，美如仙境的高山湖泊，奇

异独特的动植物资源，宛如仙境的云

山雾海和超逸缥缈的山岚石脊，都出

现在他的日记中，他还写道 ：“气势

恢宏的太白山和鳌山是我脑海里永

远挥之不去，也做不完的梦，几回回

梦里又登太白山和鳌山。连绵逶迤、

气象万千的大秦岭，是一个永远也说

不完道不尽的话题。”

 
55万字670余幅照片——

不负山水写文明
 

随着秦岭文化研究的慢热和传

播，李明绪从户外运动开始了山水

文化的写作。他要把曾经独享过的

苍茫秦岭给予他的巨大惊喜与快

乐，传递给更多的人。2012 年 5 月，

图文并茂的《大秦岭巅峰》一书由陕

西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书中再现了

大秦岭核心和精华区域的太白山与

鳌山的万种风情。著名的秦岭文化

专家、西部诗人王若冰曾以“大秦岭

的高度”为题作文，赞誉作者是以一

种更为自在的方式，走进大秦岭的

精神世界，与这座蕴含了万千气象

的中华民族精神魂魄的伟大山脉沟

通、交流、融合。

作为一名热爱户外文化的践行

者，李明绪利用搜集整理到的相关资

料和信息，在动与静的过程中增加创

作的灵感和自信心。他主编的《宝鸡

户外》杂志，每期刊登户外运动爱好

者撰写的游记散文，以及摄影爱好者

拍摄的介绍秦岭山水文化、民俗文

化、乡土文化的精美照片，成为户外

出游的风向标。

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登山. 穿越与探险》，是李明绪以多

年穿越太白山和鳌山的经验，写给户

外爱好者的一本工具书。他对太白山

的地质地貌、气候特征，登山穿越高

山无人区的装备、饮食及注意事项进

行详细说明，尤其是针对“徒步穿越”

和“野外生存”两大主题予以安全指

导，让热爱户外登山运动的驴友，边

阅读边了解了太白山和鳌山博大精

深的山水文化内涵。

在多年写作实践的过程中，李

明绪积累的“秦岭山水文化资料库”

中已超过 55 万文字、670 多幅照片。

他利用自己对秦岭丰富的山水文化

的了解，还积极参与了《宝鸡山水文

化》一书的编写。这部由我市社科联

组织编纂的文化专著中，李明绪作

为副主编，不仅从大秦岭所隐藏的

奇山秀水、探秘山水文化的角度进

行了撰写，还从户外穿越探险的深

度和广度上，重点介绍了秦岭山脉

中 15 条宝鸡户外登山穿越探险线

路，他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山水文

化资源无私地分享给爱山爱水的读

者，让山水文化成为宣传宝鸡的“形

象代言人”。

 
50斤背包、15万公里——

让绿水青山永续
 

在最初接触户外运动时，李明绪

曾给自己起了网名“万里”，他是以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激励自己。

他“言出必行”，在对秦岭文化超过 15

万公里的探索之旅中，不仅肩负着由

炊具、水壶、个人生活用品、药品、食

品组成的 50 多斤“百宝囊”，还有对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义不容辞”。他

带头捡拾别人乱扔的垃圾，并背至山

下集中处理，在他的感召下，驴友们

也纷纷加入“除了留下脚印什么也不

留下，除了带走照片什么也不带走”

的环保行动。

为了充分展示八百里秦川大地

的奇山秀水和峪道风光，李明绪联

合西安与渭南两市户外运动协会，

出版了全面介绍从我市陈仓区凤阁

岭至渭南市潼关县的八百里秦岭

七十二峪专著。李明绪作为副主编，

在编写专著的三年多时间里，他一

次又一次地背起背包翻山越岭，入

峪道、写日记、拍照片，积累了大量

第一手素材。他编写的我市区域内

27 条峪道的地理位置、河流资源、人

文历史、文化遗产等情况，丰富了这

部首次介绍秦岭自然资源和山水文

化工具书的内涵。

地处大秦岭精华区域内的海拔

3476 米的鳌山，自入选由《中国国

家地理》杂志评选的中国“十大非

著名”山峰以来，一直备受各方关

注，更是出现了“四季登山四季火”

的盛况。由于鳌山的存世资料极

少，地方史志也鲜有记载，李明绪

一直就有为它“树碑立传”的想法。

他多次动笔，又多次休笔迟疑，最

终还是深深的鳌山情怀给了他写作

的灵感和力量。

李明绪用心血和汗水、用勇气和

智慧、用现代化的摄影摄像工具定格

风情万种的鳌山四季风光，他以纯洁

的心灵感悟鳌山，以视觉盛宴品读鳌

山，以笔墨纸砚书写鳌山。目前，这本

用 22 万字和 480 余幅照片组成的大

秦岭又一文化专著《大秦岭之魂——

鳌山探秘》，已交由陕西旅游出版社

出版印刷，将在近期面世，不负他与

青山绿水的约定。

又是一年槐花季
◎贺绪林

谷雨时节，是洋槐花盛开之时。朋
友送来槐花，说是让我尝尝鲜。童年、
少年、青年时代没少吃这东西，近些年
倒成稀罕了，还真想尝一口。看着鲜嫩
欲滴的槐花，勾起了一段往事……

我的读书生涯是初中时结束的，
离校回家后，我同一群少年伙伴像脱
了笼头的马驹整天胡蹦跶, 上树掏鸟
窝、下河摸王八，为所欲为。那年月的
粮食十分紧缺，每到青黄不接的二三
月，家家锅里都是玉米面、搅团、鱼鱼、
野菜汤。也有可口的食物，那就是洋槐
花麦饭（用洋槐花拌着玉米面蒸制而
成），虽也是代食品，吃在嘴里却清香
满口，不难下咽，且十分抗饿。

那时我们村里的洋槐树很少，不
几天工夫，寥寥可数的几棵洋槐树就
被我们一群猴娃娃连叶子都捋光了。
我们只好转移进攻目标，到邻近的农
学院去捋槐花。门卫不许进，我们就从
围墙的豁口爬进去。

里边是另一个世界，高楼林立，
绿荫如盖。那洋槐树既高又粗，仰起头
来，盛开的槐花似一朵白云罩在头顶。
遗憾的是树与树之间用铁丝绑着木杠
子，木杠上挂着糊满大字报的芦席, 真
有点大煞风景。好在我们并不在乎这
些，脱掉鞋子猴似的攀上木杠，爬到
树顶。我们骑士似的骑在树枝上，昂着
头，嘴里嚼着槐花，手里捋着槐花。不
大的工夫就肚儿圆、笼子满了。胜利而
归之时，我最要好的伙伴大毛忽然锐
声叫了起来 ：“看, 那哒打架哩！”

呼啦一下，我们都奔了过去。原来
是学院里一伙男孩在打一个女孩。那
女孩被一个肉头肉脑的男孩揪着头发
按倒在地，其他孩子的拳头下饺子似
的落在她身上，他们边打边骂 ：“打死
这狗崽子！”

爱打抱不平的大毛发了一声喊 ：
“不许欺负人！”

那伙孩子一惊，住了手。为首的肉
墩横眉立目地瞪我们一眼, 气势汹汹
地说 ：“不要你们管！”

我的拳头痒痒起来，挥起拳头给
肉墩子一个“冲天炮”。肉墩的鼻血
唰地就下来了, 却不甘认输，率领他
的人马奋起还击。我的伙伴也一拥而
上，几个回合下来，他们抵挡不住，落
荒而逃。

我转过头来，女孩惊喜地叫了起
来 ：“是你！”我一愣，认出是同班同
学刘烨。她怎么也来捋槐花？我感到
奇怪。她爷爷是教授，也吃这东西？她
看着撒满一地的洋槐花和被摔扁的笼
子，乌黑的眸子蒙上了泪花。

我问她那伙家伙为啥打她。两颗
晶莹的泪珠滚出了她的眼眶，半晌，她
说 ：“我爷爷病了, 他们不给医药费，

生活费给爷爷看了病，没啥吃，只好来
捋槐花……”

我知道她爷爷是“老九”，可这跟
我有什么相干？我看着她散乱的头发
和被抓破的脸庞，不知说点啥才好。半
晌，我捡过她的笼子, 把自己笼子的槐
花全倒了进去，转身就走。

“不，我不要！”她急得直嚷。我不
吭声, 只管走我的。大毛对她说 ：“我
分给他一半。”

“你们明天还来吗？”她大声问。
大毛代我回答 ：“还来哩。”

“我在这里等着你们！”
走出老远, 我回过头, 看见她还

站在那里眼巴巴地望着我们……
往后的日子，我们每天都去农学

院捋槐花，每次刘烨都在那里等着我
们。我们上树，她也要上，却半天上不
去。我笑她笨，折下槐花让她在树下
捋。她手里捋着槐花，眼睛却尽往树上
看，不住地叮咛我要小心。我便笑她太
胆小。

一天, 刘烨要我们去她家玩, 我
们都去了。她父母在外地工作, 奶奶去
世了, 家里只有她和爷爷。她原来的家
没有了, 现在住在一个旧仓库里, 晚上
躺在床上能数天上的星星。她的爷爷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威严可怕, 倒慈眉
善目的, 待我们十分热情可亲, 还拿出
他蒸的槐花麦饭让我们吃。我们不会
客气, 拿起就吃。他的手艺太差劲, 蒸
的槐花麦饭远没有我母亲蒸的好吃。

一场春雨过后, 我跟母亲去了外
婆家, 几天后才回来。我又去农学院捋
槐花, 却没见着刘烨。回家来我去问大
毛, 大毛说他这几天也没去农学院。

第二天, 我和大毛一同去农学院
捋槐花, 还是没见着刘烨。我心里顿

时不安, 向一位清洁工询问。老工人
告诉我, 前两天有个女孩上树捋槐花
摔了下来, 摔断了腿, 不知我们找的
可是她。

我和大毛大吃一惊, 急忙奔刘烨
家。她家的门上了锁。不知为什么, 我
的心油煎了似的急, 就在这时, 邻居
的女教师告诉我们刘烨在学院的医务
所。我俩慌忙奔医务所。一位戴眼镜的
大夫说，刘烨的父母来接刘烨去西安,
刚刚离开这儿。

我俩慌忙又奔车站。突然, 鼻子闻
到一股沁人肺腑的淡淡幽香。我抬起
头来, 一片槐花瓣旋转着从我眼前飘
下, 无声地落在我的身边, 接着, 又飘
下一片……

我要大毛等等我, 倏地爬上树, 采
撷了一大抱槐花。雨后的槐花洁白如雪,
分外清香。我俩捧着槐花朝车站飞跑。

火车已经进站了。检票员不许我
俩进站, 急得我俩都要哭了, 这才开恩
放我俩进去。站台上已经没了人, 我俩
急得不知上哪儿去才好。

忽然, 有人高声喊我的名字, 大
毛惊喜地叫了起来 ：“刘烨在那哒！”

我俩跑了过去 , 刘烨从窗口探
出头来 , 朝我们直招手。我踮着脚把
槐花递了进去。她双手捧在怀里嗅
着、嗅着 , 乌黑的眸子里闪现出晶亮
的泪花……

我的鼻子禁不住地一酸, 怯怯地
问 ：“你的腿要紧么？”

“不要紧的。”她笑了一下, 却分明
隐藏着痛苦和悲伤。

一声汽笛长鸣, 列车徐徐开动了,
刘烨扬起那束洁白的槐花朝我们直
摇。我俩追着火车也拼命招手, 却喉咙
发涩, 什么也喊不出来。火车愈来愈
快, 载着我们的友情, 载着我少年的梦
幻, 驰向远方……

此时此刻，嗅着散发着清香的洋
槐花，我在心里喃喃地说 ：“刘烨，你
在哪里？一切安好吧！”

（贺绪林：陕西杨凌人，中国作协会

员，陕西省作协理事，杨凌示范区文联主

席、作协主席。迄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

400余万字，代表作《关中匪事》。）

棕榈和白杨
■ 郭应文

南方的棕榈给我了秀美和巍峨
北方的白杨给我了爽朗和广阔
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
共同给了我对于大地的忠诚和执着

纯净的躯干本是风雨沧桑的洗濯
胸中的年轮是对坚定信念的铭刻
昂首迎着岁月的风风雨雨
周身的血液是苦难血泪的饱和

风暴肆虐，向蓝天书写壮志
风暴过后，静静地扪心思索
从中国的南方和北方
共同唱起深情缠绵和粗犷豪迈的歌

南方的棕榈给了我秀美和巍峨
北方的白杨给了我爽朗和广阔
无论从南方还是北方
让我站进你们的行列吧
生命都化作祖国旖旎的山光水色

春天，万物生长
■ 羊白（汉中）

似乎一夜之间
酣睡的小麦便翻了个身
油菜花姑娘也拔直腰杆
桃花李花杏花豌豆花
都争相绽放
像一群泼辣的女子
走在赶庙会的路上
叽叽喳喳议论爱情
 
就连我的老父亲也坐不住了
他扔掉拐杖开始拧绳
用筛子过滤育秧的粪土
他扶着院门口的椿树
眯着昏花的老眼
一个劲地张望
似乎村口，有一顶花轿
被熙熙攘攘的阳光颠着
正把春姑娘迎娶

面对山沟把歌唱
■ 薛文德 ( 榆林）

此时 峁梁上的一切情感都已蛰伏
连爱欲也在冬眠
这了无生机的山沟 一眼望去
能催下忧伤的泪来
可一旦你放开歌喉 才发现
倾听的不只是暖暖的冬阳
那弯弯的山路 那坡上的衰草
那藏在沙土里的小虫
 
还有那远处公路上疾走的车辆
你一挥手 感动了沟里的小白杨
你一用情 那崖壁上拥挤的石头
此刻也有了幻想
一个人 手舞足蹈
把一腔豪情
唱给山风唱给沟壑唱给流云
也唱给 遥远的故乡

像草一样爱着
■ 蓝海

不管你是鱼儿飞鸟或星辰
若我爱你, 定要像草一样爱着

甚至 我的枯荣也从未被你注目过 
你尽管明亮着你的
请不要捡拾悲伤

我已站满季节深处
 
还有无垠的远方
像草一样爱着
在你不经意的
路上

一棵草的春天
■ 杨海军

一棵青草长在山间
成了春天的一部分
它接纳阳光也接纳夜色
 
它原谅了伤口和苦难
它狭长的手臂握不住一滴泪水
它的远方在春天够不着的地方
它按照春天的指令行走
它把春天赠予的灿烂又归还春天
 
它是大海的一滴水
它是交响乐的一个音符
尝试着和春天靠拢
和春天一样欢呼一样奔跑
 
阳光让露珠躲闪不及
一阵风吹来
绿叶和周围的山谷、光阴都在抖动
同时抖动的，还有整个春天

三秦 诗 坛

杨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