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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

大型主题采访行动

走进巍巍                感受中华祖脉

陈仓区

秦岭入陕地

嘉陵江源头

凤县
两当兵变策源地

太白县
黄柏塬

眉县
秦岭主峰太白山

岐山县
五丈原

高新区
姜子牙钓鱼台渭滨区

炎帝陵

之太白山

行动支持

凝视神州，罕有一座高山如此雄

浑——作为大秦岭的主峰，定海神针

般屹立，将南方的高温多雨与北国的

冰雪风霜分割得如此分明。

回望史册，罕有一座高山拥有如

此魅力——孙思邈在山脚下度过漫长

的 48 个春秋，终成《千金方》；苏东坡

曾站在山巅突兀的巨石上，为民祈雨。

放眼当下，罕有一座高山令人如

此神往——终岁不涸不溢的大爷海，

“石拥百泉合，云破千峰开”的层峦，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的鸟道。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铸就了海拔

3771.2 米的中国大陆青藏高原以东第

一高峰——太白山。7 月 9 日，宝鸡日

报“走进巍巍秦岭，感受中华祖脉”采

访团向这里进发！

景之秀  

一千多年前，李白写下诗句“地崩

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的确，对诗仙来说，登临以高、寒、奇、

秀闻名于世的太白山，绝不是一件易

事。然而，如今，当你站在海拔 2280 米

的太白山脚下汤峪镇，大可不必有这

种担心。

宾馆、温泉、餐厅……山脚下的繁

荣，如同一个大本营，能够给予攀登者

莫大的信心，道路何在？在脚下。

三国古栈道，值得用脚细细丈

量。行走在悬崖峭壁上的古栈道之

上，山风扑面而来，脚下巨石不过

“粒”状，闭上眼睛，古时工匠的斧凿

声隐隐传来，无论是开凿或是行走，

这条蜀道何其艰难？睁开双眼，背

着旅行包的游客正在嬉笑拍照，时

空似乎在此交汇，看的只是你的心

境和选择。

峰回路转，来到泼墨山，陡峭巨

大的山崖上，数十道黝黑的墨迹已经

流淌万年，淋淋漓漓，生动逼真。这里

河面宽阔，河水清澈见底，河岸树木参

天，浓荫蔽日，四周奇峰环绕。更出乎

意料的是，泼墨山崖对面的小山峰，酷

似一个古代的高脚酒壶，壶身、壶把和

壶嘴一应俱全。让人不由得联想，这眼

前美景，难道与“酒后诗百篇”的诗仙

李白有着不解之缘？

一路攀登，移步换景，山巅的景色

更是秀美绝伦。站在天圆地方景点，天

似圆盖，举手可攀；地若方毯，一望无

垠。往下看，八百里秦川尽收眼底，往

前行，崎岖的山路通往更加遥远的主

峰——拔仙台。

站在拔仙台上俯瞰，三面镜子似

的高山湖泊, 散落在层峦叠嶂的山峰

周围，这就是大爷海、二爷海和三爷

海。如今已是盛夏，三座高山湖泊仿

佛换了一张面孔，处处生机勃勃、缤

纷灿烂。高山草甸为灰褐色的山坡披

上了绿装，各种不知名的小花抓紧稍

纵即逝的温暖，竞相绽放着自己短暂

的美丽……

山之灵

太白山，一座人类与诸多生灵生

息与共之山。巨大的海拔落差，达 6 万

公顷的森林面积，至今仍没有完全掌

握的动植物种类，让这里灵气满满。

沿途随处可见的杜鹃是最能代表

太白山特色的花卉。然而，科学家在研

究这种漫山遍野的山花时，却发现了

其不为人知的灵秀之处。原来，随着海

拔的不断升高，杜鹃花的形态也发生

着奇妙的变化：5 月底的初夏，下板寺

附近的金背杜鹃盛开，这还是比较高

大的乔木。到了天宫盆景园，这里的杜

鹃，树高已经不足一米，花期则推迟到

6 月中下旬。而在 3600 米左右的大爷

海附近，高山杜鹃已然成了高度只有

20 厘米左右的灌木，要等到 8 月份才

开花。

杜鹃花的这种独特的生长方式，

印证了太白山的植物呈明显的垂直分

布：这里自下而上分别生长着落叶阔

叶林带、针叶林带和高山灌木丛带，最

顶端则是遍布岩石的高山草甸带。在

其他地方往往需要相隔上千公里才能

清晰看到的植物带分布，被太白山汇

聚、浓缩在了只有数十公里长的山坡

之上。

登山考验体力，但这里充满灵气

的空气却是登山的一大助力。西安医

科大学科研人员曾经在世外桃源和开

天关两处景点对太白山空气进行监

测，结果显示，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日

平均高达 25000 个，每立方米空气中

的细菌只有 58 个。而作为对比，在城

市的闹市街区，每立方米空气中的细

菌高达数百万个。

有山就有水，太白山的水与众不

同，游客看到的也许只是高瀑飞流，然

而，实际上太白山上流淌出的每一滴

水，都灵气满满的漫过草地，穿过岩

石，一路坎坷，一路崎岖，一路歌唱着，

奔流而下，滋润关中肥沃的土地。

文之巅

悠悠岁月，长长的河，在每一处景

点甚至是非景点，或悲壮、或精诚、或

豪迈……可以说，太白山上，孕育出的

每一段故事就是史书一册。

公元 1061 年，24 岁的苏轼受朝

廷诏命，到凤翔府担任“签判”，这个小

伙子就领到了一项紧急差事：赴太白

山求雨。林语堂先生不惜用大量的笔

墨，生动地记述了这次祈雨过程。为纪

念这次喜事，苏东坡把后花园的亭子

改名为“喜雨亭”，写了一篇《喜雨亭

记》，刻在亭子上。

实际上，历朝历代，关于太白山的

故事数不胜数。如果说“一日历四季，

十里不同天”，这是对太白山气候准确

的描述。那么，一山历千年，往事知多

少，同样是对这座高山文化气息的准

确定位。

太白山，不去这里，你是听说 ；

去了这里，你是感受 ；经历这里，你

是见证。

秦岭主峰的召唤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游客在天圆地方留影   本报记者 张家旗 摄

太白山石海   本报记者 孙海 摄

太白山高山灌木丛   本报记者 孙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