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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人朝思暮想的太
凤高速终于开通。80 多公
里的高速路程，将秦岭腹
地的太白凤县连为一体，
两个半小时的车程突然间
减少到一个小时，两县间
的距离骤然缩短！

汉中、巴中、银川、天
水，这些曾经难以企及的
高山阻隔之地，猛然间近
在眼前。4370 米的王家山
大桥，3930 米的白云驿隧
道，以及田坝互通立交桥、
靖口平木收费站、银昆高
速眉凤高速十字架，这些
难以尽数的靓丽节点，记
载了从山涧跃过的高速路
骄人的风采！

这 是 一 条 充 满 期 待
的路。从秦岭之巅的雪域
太白驶向与甘肃交界的多
彩凤县，属于震古烁今的
大手笔之作。整个路程展
现出一种神奇宁静的绿色
之 美、原 始 之 美、现 代 之
美！这里曾经是大秦岭深处偏僻的一条
鸟道，所谓“去天三百里，邈尔与世绝”，
在两县交往的车程中，山路颠簸，爬坡过
坎，荒凉陡峭，人烟稀少，“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如遇自然灾害，经常有滚
石掉落，道路封锁。如今，崇山峻岭一闪
而过，平整坚实的路面上，扑入视野的是
两侧山峦浩瀚如海的红叶美景和遥远天
边的朵朵白云。湛蓝的天空下，妖娆多
姿、眉目英俊、阳光灿烂的道路的倩影向
远方无限延伸，车辆行人穿行在诗意的
图画之中…… 

“ 车 辚 辚，马 萧 萧，行 人 弓 箭 各 在
腰。”“回首但见离人泪，山重重来水迢
迢。”历史的烟云中，想当年，五里坡衙
岭兵戎相见，大贯子疑冢雾霭重重，散
军塬悲凄解甲归隐，靖口关阻隘万夫不
开……这条古道曾经是“金戈铁马，气吞
万里如虎”的兵家要冲，涌出多少豪气冲
天、神勇威武之将士，他们的精神和传奇
故事至今依然在这里的沟壑山川飞扬。
诸葛亮、司马懿、姜维、司马昭以及木马
流牛这样的传奇器械，在文韬武略的《三
国演义》里，无数个故事、无数个传奇，就
诞生于这许许多多深不可测的弯弯山谷
之中、崎岖小道之上。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烽火连
天、兵荒马乱的千年前，凡兵马过处，生

灵涂炭，山民们隐身于山涧，心惊肉
跳地注视着刀枪剑戟夺路而过。兵
戈铁马血流成河，他们期待着生活
的恬静，盼望着日子的安康。“走到

更远处去”，对他们来说，那只是缥
缈神仙们的美妙境界，那只是他们心头
一个看似缥缈的梦。   

时代在演绎中前进，历史洪流势不
可挡，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山高坡陡、极
其复杂的地理地质环境，公路、桥梁、隧
道专家迎难而上，踏进高速路大会战现
场。他们白开水就白饼，果敢钻进大山的
深处，借助于现代科技的伟力，上万台机
械齐声怒吼，历经 46 个月连续艰苦作战，
终于如期在秦岭腹地的深处打通了一条
乌黑油亮的通向远方的光明之路、幸福
之路、梦想之路！

历 尽 坎 坷 成 大 道，而 今 迈 步 从 头
越！一条条隧道的掘进，一座座桥梁的
架设，穿山越岭的浩大工程，在科学家和
建设者的匠心推动中，展示出骄人的风
采，铸就出历史的丰碑！太凤高速全长
85.596 公里，是用智慧、艰辛和实力铺就
的一条路！沿途掘通隧道 13 条，凌空建
桥 58 座，路程桥隧占比 54%。如此丰功
伟绩，使山河颔首，使世人惊叹。

驱车驰骋，红叶蠕动，重峦叠嶂。太
凤高速峰回路转，蜿蜒盘旋，像一条优
美的彩带贯穿于秦岭绿色连绵的山谷
中，这条为老百姓出行打通的天路，
为沿途物产开放插上了翅膀！这条高

速，构建出西安、宝鸡等地区通向陇南
及九寨沟的便捷通道，把旅游的触角伸
向川北、陇南一线，向外界打开秦岭腹
地的旅游资源，使关天经济圈更加紧密
地融为一体，沿途景致像九寨沟、陇南、
两当、凤县、鳌太迅速连成一体，成长为
优质的旅游专线。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我们有
幸见证这段辉煌的历史，在这块生态保
护完好的土地上，钢铁水泥铸就的有力
臂膀，把洪荒古老的秦岭推向了新时代，
一日千里的高速，使这片热土的未来一
下子充满了憧憬和希望。兴旺的产业、发
达的物流、富裕的村庄，这富足的景象就
是巨笔绘就的未来！

让我们永远铭记这伟大的时代，永
远铭记这激情燃烧着的岁月……

银杏的暖意
◎王卉

金黄色的银杏叶对我来说
就是秋天的象征。在市区的行政
中心广场、行政大道、文化路……
从秋风乍起的那天，我就开始期
待它们的变化。银杏是适合群居
的，当它们还是绿色的时候，你看
不到它，当“邻居家”满树的叶片
干枯、被瑟瑟秋风吹落在地、等待
土地吸收时，银杏的叶子才慢慢
由绿转黄。在日日渐冷的季节，它
们豪情万丈地披起一身耀眼的盛
装，那么有气势的一大片，毫不客
气地占满你的眼帘。

在市文化艺术中心银灰色
调的那片现代化的建筑群的蓝图
中，设计师开辟了多处银杏队列，
要用这一团团金黄色作为秋日的

“点睛之笔”，自然这也成就了市
区秋季里的又一道靓丽风景。在
这里，有近二百棵银杏树，笔直地
站在通往场馆的道路两侧，与整
个建筑群融为一体，每根树枝都
举着金黄的小手帕，一簇一簇伸
向天空。

晴 朗 无 云 的 蓝 天 下，人 们
频频来到银杏树近前与之合影，
满心的喜悦漾在脸上，也在阵阵
的笑声中传开去。合唱团的队员
们在广场前一遍遍练习着，满枝
头的金黄树叶伴着这悠扬的歌
声翩翩起舞，兴致所至，索性用
尽全力舞出生命中最长最美的
轨迹，也舞出了生命的美好与精
彩。树下蹒跚学步的孩子，小心
翼翼地捏起这一片片飞落而下
的金黄叶子，好奇地正面反面不
停翻看着……

小时候对于植物的认识是
感性的，那时的我也觉得这片小
小的金黄色叶子很是神奇，它的
颜色如此特别，它的外形如此优
雅，对我最初的审美感受有着很
大的启发。我常把它们夹在书中，
待到脉络清晰得如扇骨般分明可
见。后来，当它们要出现在我的笔
记中，我才对熟悉的它们开始了
一遍遍地再观察、再认识、再熟
悉，像一个从远方归来的游子，重

新 辨 别 家 乡
的一草一木，去
听、去摸、去感受。

其实，当我用心去认
识和感受这座城市的时候，我
发现这时我周围的一草一木，
似乎都自带金灿灿的光芒，就
像眼前的一棵棵银杏树，仿佛
知道我在寻找着什么，于是它们
用一片片金黄的叶子召唤着我，
让我在这里驻足、流连，唤起我对
家乡的记忆与热爱。我站在这秋日
的寒风里，看着满树的金黄，心里
感到阵阵暖意…… 

 

粉黛乱子草的浪漫
◎絮芯

当一大片粉红色的花海，在金黄
色的秋天里，悄然盛放在城市一隅，
那该是怎样的惊喜？

午后的渭河公园，沐浴着温暖的
阳光，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气息。东
岭廊桥北头的渭河河堤下，8000 平

方米的粉黛乱子草成片地盛开着，在
阳光照射下透着粉色的光，远远望去
如一团团粉色云朵，又如棉花糖一样
轻盈甜美。当粉黛暖意遇见秋末微
凉，绯色氤氲成雾气，如烟如纱，美不
胜收，不负它如诗般的名字。

粉黛，指年轻貌美的女子，“回眸
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为它
的名字增添了一份迷离的美。其实，
粉黛乱子草不是一种花，而是一种多
年生暖季型草本植物，在夏季生长、
秋季盛开，每年的 9 月到 11 月，是它
的最佳观赏期。据园林专家介绍，粉
黛乱子草原产于北美大草原，我国上
海、杭州等地均有引进种植。它喜欢
干燥通风、凉爽宜人的气候。

在波光粼粼的渭河映衬下，在
一片晚秋美景的包围中，步入这片朦
胧的粉色海洋，犹如进入了一个童话
世界。徜徉在花海中，近距离接触它，
你才更能感受它的美。一株株粉黛乱
子草，如云霞般美艳，细细瞧来竟有
几分稻子的模样，它的底部呈灌木
状，纤细的枝杈向外张开，株高近一
米，向上直立或略微倾斜，花序呈云
雾圆锥状，由枝干的多个分支向上下

左右的方向四散开来。粉黛乱子草的
主要特点是花序盛开时为粉红色，它
的叶和花序会随季节变色，叶片大部
分时间是绿色的，到冬天会略带古铜
色，花序在秋季初生时为粉红色，到
冬季逐渐转为黄色。

眼前这片花海，花开成丛，枝
枝蔓蔓。秋风掠过，暗香浮动在空气
中，层层叠叠，漫无边际，粉红色的
花序随风摇曳，充满了朦胧美和少
女心，给人一种无法抵抗的梦幻，更
不断撩拨着游人的心弦……游人
三三两两地说着、走着、跳着，置身
于如诗如画的粉黛乱子草之中。这
片美景边还设置有游步道，方便人
们近距离观赏拍照、多角度定格自
然之美。 

挥手道别时，我的眼中依旧是一
片梦幻的粉红，最美的秋季就应该徜
徉在这一抹浪漫的秋色里……

秋菊的邀约
◎段序培

菊展是秋天的一场盛会。天气
晴好，与家人走进中华石鼓园，漫步
石鼓阁南广场菊展区，赴一场与菊花
的邀约。园艺师们精心培育的 400 多
种名优菊花，妖娆盛放，各具形态，远
远看见，就让我们眼花缭乱。

一声菊花集结令，12 万盆菊花
如期而至，它们抖擞着精神欢欣地聚
集在一起，发出一场风姿绰约的甜蜜
邀约。沐浴着阳光，菊花尽情绽放，有
的花开正艳，有的半掩着秀丽的脸

庞，有的含苞欲放，错落有致地聚集
在凝重深沉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旁，
映衬着雄浑静默的石鼓阁，展示着自
己独特的风采。

“金菊迎寒秀，九艺耀陈仓”，这
届菊展的主题，洋溢着更多艺术气
息，在传统与浪漫中发酵，滋长出丰
盈气色。清冷秋寒中，掩不住菊花婀
娜秀丽的身姿，它们似群蚁排衙，队
伍浩荡，以七彩菊花军团的强大气势
碾压而来！

这是专属于菊花的时令。从茵
香河桥至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广场，这
片七彩菊花簇拥的花海，让人瞬间就
沉醉其中。丝路骆驼、异域风情、高铁
专列……这些融汇丝绸之路元素的
精巧造型，与宝鸡“宅兹中国”的文化
名片交相辉映。周文化墙展示了宝鸡
的历史，本土企业的造型匠心独运，
吸引游人品菊赏菊、拍照留念。

拾级而上，信游至宝鸡青铜器
博物院广场，两旁七彩菊花镶嵌在巨
大的西府民俗工艺生肖泥塑中，营造
出颇具西府文化特色的主题景观。台
阶两旁，暗红色的博古架古色古香，
上面陈列着古朴典雅的盆栽菊花，一
个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让人感受
到生活的美好。

这是一场与菊花邂逅的盛宴。
年年赏菊，看惯了各式造型，总

渴求遇见新气象。今年的菊展，给我们
的不仅仅是惊艳，移步换景，随时都在
刷新着人们的感官。在石鼓阁广场，
能工巧匠们绞尽脑汁，通过各类精巧
独特的菊花造型，诸如“祥瑞金台”“宜
居宜业幸福渭滨”“山水眉县创意家
园”“凤鸣岐山太平市”……展示着各

县区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成果，还有展
示脱贫攻坚、城市建设成就的各式造
型，令观者耳目一新、心情舒畅。

秋风过处，菊花摇曳曼妙，犹如
舞动的精灵。迷人的花香排山倒海，
轻拂赏花人的脸颊。闭上眼，呼吸着
这沁人心脾的幽香，整个人的身心瞬
间放松了。站在石鼓广场台阶前远
眺，城市在丛丛菊花掩映下，是一片
祥和气象。

陈仓老街中心广场内，还有丝
绸之路文创产品展示及扶贫产品、菊
花盆栽展销活动。来自四面八方的人
们，共赴一场与菊花邂逅的邀约，满
心欢喜地徜徉其间，感受着澎湃香阵
带来的无限愉悦。

花期如梦，菊香袭人。我们是
幸运的，赶上了丝绸之路第一届暨
宝鸡市第十二届金秋菊展，如同欢
快的鱼儿游弋在菊花的海洋。

置身菊展，目睹着浩瀚菊花烂
漫绽放，呼吸着恣肆飘散的缕缕馨
香，看着穿梭花间游客的满脸笑容，
我深信，在陈仓大地上，幸福之花会
开遍每一处田间地头，人们的笑声也
会传遍每一个角落…… 

的秋天
编者按：“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天

是缤纷多彩的，五彩缤纷的绚烂菊花、金黄灿烂的银杏树、
浪漫梦幻的粉黛乱子草……点染出秋日的斑斓。本期《文
学周刊》，让我们伴着芬芳文字，一起去市区的公园、广场、
街道秋游，品赏这深秋最美的亮色——

彩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