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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河

所有河流的源头，都是一杯用雪花
盛满的酒，都是一缕被心灵
刺穿的阳光。你也不例外
 
黄河，你就像一辆永不生锈的水车
将奔腾不息的、金子般的乳汁
昼夜挥洒，吱呀呀扭转岁月
你就像一条金色的飘带
一路向东，一路把千年的月色
和撒网的手带走
 
只留下黄土连天的两岸，劲草猎猎
只留下风暴与血汗的交响乐章
在历史的上空久久回荡
 
黄河，九曲十八弯的黄河
你跑过草地、森林、群山和黑夜
浑浊的体液就是一滴晶莹的露水了
在风也吹不透的天涯
那是游子的泪啊
让帕米尔沉落的云火
也擦不亮盼儿回归的慈母
那忧伤的眼
 
黄河，在英雄辈出的年代
木排挺直脊梁，舰艇劈开巨浪
你每一次燃烧着梦幻的奔跑
都会从水里站起巍然的身子
像不畏风吹雨打的水手
在惊涛骇浪中成为脱颖而出的大鱼
 
黄河啊，万古不息的黄河
你液体的火焰照耀感情的化石
白云下的蹄音释放天庭的宠光
在血液的沸腾里苦寻生命的真谛
重塑慈母的形象。从而在历史的两岸
让多少好男好女成为英雄俊杰
让多少美丽神话成为不朽的历史
 

黄河啊，黄河，你是华夏民族的摇篮
在生和死之外，你是岁月遇见的惊喜
在村庄和风暴之外，你的存在
就是一曲掌声雷动的热血音乐
在历史的胡同里，经久传唱
黄河，你这一条勇敢做自己的巨龙
头顶五千年的苦难，从花石峡开始
从玛多草原和唐蕃古道开始
从黄河第一桥的兰州开始
你一路向东，一路向东
 
黄河，你就像一支传统的歌谣
扎进泥土的骨肉，又惊涛骇浪般
在天空下阳光四溅
一腔真情
被两岸的礁岩激荡成悠悠回忆
奇景乎？秘境乎
 
黄河啊，黄河
穿过大峡谷之后，你就万古不回了
万古不回啊，从各个朝代冲出
镌刻下仰望星空的花朵
你普普通通，却是一个民族的图腾
生生世世，永生永世
在浪花盛开的瞬间被渔谣和爱
轻轻托起
 
那么多的痛苦啊那么多的荣光
只有你能挺身经受
只有你的肺腑依然暗藏着大火焰
那是母亲不朽的奶香
在回忆中打开了故园的门窗
一次次倾听风的嚣叫，倾听
民歌吹进雪的骨缝
倾听千年积雪长成滔滔黄河之水

泛着丝绸之光的水
照亮多少鹰翅、鹿迹和诗篇
 
宽容泪水珍藏歌声的黄河啊
你就像一条蜿蜒挺进的巨龙
在浩浩荡荡的急流中，气吞山河
用无言的大爱托举起不落的太阳
时光从溜金槽上冲走了
血汗在脊背上晒出了盐
但你依然沐浴着世界最高处的风
古老神秘的姿态，古老神秘的姿态啊
一旦绽开，就是一部中国传奇
就是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
万里归途，被波涛高举
追梦路上，你就是巨人夸父
你就是吸收了大自然能量的人间奇迹
总给瞳孔里布满光明的中国
总给大美的世界
一个刮目的形象

长  江

你像一根孤独而平静的弦
绷在辽阔的大地上
任岁月和风随意弹拨
从内心的深处发出声响
 
几千年了，你一直在默默地流淌
穿越辽远
经过比心更广阔的地方
让灵魂在飞翔中闪着露珠的光
 
滔滔的流水是永远不腐的
你这一江充满豪情的绿水
是不是汇集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热泪
把爱与憎都倾泻在了大地上

 
只留下英雄在细雨里
酒后无限悲怆
只留下一腔浩气
在诗人不朽的诗章
 
你一路上承接了多少船夫不尽的苦难
又沉淀了多少怨妇无尽的凄凉
你的影子湿淋淋的
在夜色里涌动着接天的巨浪
 
长江，你的眸子在燃烧
你的热血在张扬
那铁马，那狼烟
都在你翻滚的浪里化作无边的霞光
 
到哪里还能寻觅失去了的时光
滔滔的江水在沉思
朝代更替的云烟
在无情的风沙上永远暗示着一种成长
 
长江，请拢紧你温柔的手指
祖国五千年的历史
你是摇篮。人们仰视你
因为你是风雨中母爱的太阳
 
你的浪花在浪花上飞跑着
美啊，那是何等迷人的美
像梦中遇见的火苗
在明亮中迎接着幻想的翅膀
 
你是人们胸廓里最温柔的一方蔚蓝
神圣不可侵犯
一江青焰似的明月
守望着祖国的万里领疆

 
长江，看到你滔滔滚动的脉搏
就能看到梦想的去处与结果
你终生都被魔幻的天空吸引
用爱激动着所有的仰望
 
长江后浪推前浪
你的泪迸溅在三峡的利石上
你沸腾的热血，把闪光的故事
一一刻进历史的胸膛
 
有人举着唢呐为你高歌
有人踩着影子让你倾诉
但你永远是自由的
那你就驾着浪花好好去飞翔
 
长江，你一驰千里的蹄音
又在叩响未来热腾腾的胸膛
长江，你依旧是中华民族的魂魄呀
在亿万人民的心中经久飘香
 

郭兴军 ：陕西陇县人，有诗作 2000
余首散见于《诗刊》 《星星》 《绿风》 

《诗潮》 《延河》 《飞天》等 300 余家刊
物。另有 400 余篇小说、散文、报告文
学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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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兴军

高 西 沟 精 神
◎萧迹

诗 苑西秦

米脂，一个陕北普通的小县，有
一马氏家族，数百年来，他们以农
为本，农商并举，耕读传家，早在康
熙年间，就创办私塾，培养出了太学
生、儒林郎、昭武都尉。至上世纪 20
年代，马氏庄园的马醒民，早年求学
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
懂军事、懂建筑、懂教育，他于 1929
年开始修筑自己的庄园“新院”，直
到 1938 年建成。他将所学专业用到

“新院”的建设中，把西方建筑风格
和陕北窑洞巧妙融为一体，建成的

“新院”堪称中华民族窑洞建筑的瑰
宝。1947 年 11 月解放战争最为关

键时期，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
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部来到了米脂杨家沟，马醒民将
自己兴建的这座耗资巨大的建筑群
捐献给了中共中央。在杨家沟马氏
庄园召开的十二月会议，是中国革
命战争历史转折关头具有重大意义
的一次会议，在这里，党中央向全党
发出了伟大号召，“曙光就在前面，
我们应当努力”。

米脂不仅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
转战陕北到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转
折，更是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取得光辉
胜利的里程碑，是党中央离开陕北走
向全国胜利的出发点，是中国革命的
转折地。

在米脂还有一群人，他们六十余
年育山治水，在沟壑中创建绿色家
园，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他
们就是米脂高西沟人。曾经的米脂高
西沟村和陕北无数的乡村一样，贫瘠
落后。高西沟更是黄河中上游水土流
失最严重的区域，村民常年开垦耕
作，却是“雨涝流泥浆，冲成万道沟，
肥土顺水走，籽苗连根丢”。

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高西沟人
在实践中明白了，向土地要粮首先要
尊重土地，尊重土地就是尊重自然规
律。他们开始了主动退耕还林还草，
林草齐上，治山治沟治水，山上造林
修梯田，沟壑打坝保持水土。在时任
村支书高祖玉等一帮支委的带领下，
高西沟全村 85% 的山沟得到治理，打
了 121 座淤地坝，修了 7 个蓄水池，
建了 2 座水库，有效改善了当地的农
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村里还定了

一个铁规矩，谁想入党，先上山栽 100
棵树再说。做到了山有人管、林有人
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这个铁规矩
一定就是 60 年，如今种树护林意识
早已镌刻在每一个高西沟人的心中。
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
时，高西沟人为了保护山林，全村一
致同意把 1660 亩生态林留归集体管
理，从而使生态林完好无损地保留至
今，把生态环境脆弱、植被稀疏、水土
流失严重的穷山沟变成了富裕之乡。
如今的高西沟，高山松柏连成片，陡
坡牧草绿油油，水库清澈映青山，平
展坝地喜开颜，高西沟村几代人缔造
了黄土地上的绿色奇迹。

高西沟村党支部书记姜良彪介
绍说，去年 9 月份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了高西沟，站在龙头山上望着郁
郁葱葱的一片绿海，对高西沟给予
了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说，高西
沟村是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
板，你们坚持不懈开展生态文明建
设、与时俱进发展农村事业，路子走
的是对的。

望着眼前的一片翠绿和金灿灿
的谷穗，我依然不明白，为什么高西
沟村人能在几十年前，就目光长远，
立志青山，以敢叫天地换新颜的雄心
壮志把这穷山恶水治理成陕北的“小
江南”。

直到那天，我来到了高西沟水土
保持生态治理展览馆，当时，已近中
午，空旷的展厅已没有几个游人了。
参观完，我从二楼下来，正准备离开
展览馆的时候，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
老妇人推着一个轮椅很缓慢地走了
过来，轮椅上坐着一个老先生，目光
呆滞，神态呆板。到了二楼楼梯口处，
坐在轮椅上的这位老人一手抓着轮
椅把手一手拄着拐杖，在老妇人的帮

助下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他佝偻着身
体，戴着一顶帽子，穿着老式军装，脖
子上还挂着一枚勋章。

好不容易老人才从轮椅那挪了
过来，手扶着墙，接着又做出了一件
令我更加吃惊的事来，他竟然要爬楼
梯上楼。我刚从上面下来，很清楚，虽
然展厅是两层，但每一层空间很大，
走上去相当于要爬四层楼梯。我连忙
跟了过去，大声劝老人道 ：“老先生，
别上去了，这楼梯好几层呢。”

老人只是默然地看了我一眼，便
一语不发地挪到了楼梯边，一手抓楼
梯扶手一手拄拐杖，一步一步艰难但
毫不妥协地向上走去。我扭头给陪伴
他的老妇人说道 ：“你劝劝他，还是
别让他上去了。”但是老妇人淡淡地
说:“说他没用。”

再抬头看时，老人已走上了几
个台阶，气喘吁吁的。我连忙快步上
前，一把搀住老人，扶着他向上走
去，老人的喘气声更重了。我说 ：“我
背你上去吧。”老人还是一言不发。
我不再和他商量，干脆快步上了一
个台阶，蹲身抓住老人的双手搭在
我的肩膀，再一转身手托老人的双
腿一使劲，就把老人背在了身上。我
想替他拿着拐杖，却被他死死地攥

在手里。老人很轻，几大步我就把他
背到了二楼展厅。等放下老人，再看
他时，我很吃惊地看到刚才那个羸
弱的老人此时站在满墙悬挂的英雄
照片面前，他那本已浑浊的眼睛里
竟然露出了异样的光芒。

他手拄拐杖一步一摇地来到了
两度担任高西沟村党支部书记高祖
玉照片前，右手很艰难地抬了起来，
像是敬礼又像是打招呼。我转身问跟
上来的老妇人 ：“你的这位老先生是
谁啊？”

老妇人告诉我，他是高锦玉。
高锦玉我是知道的，十几分钟

前，我才在墙上英雄榜的介绍中知
道，他是 1980 年至 1988 年的高西
沟村党支部书记。他任职期间，继续
带领村民坚持植树造林，实现了生
产大队到生产责任制的平稳过渡，
保护和巩固了治理成果。听了老妇
人的话，再看面前的老人，在他长满
了老年斑的黑瘦苍老的脸上只能依
稀地看见昔日的风采。

那一刻，我豁然明白了，在这片土
地上的人，他们不仅有勇气、有斗志、
有远瞻，有不屈不挠的精神，更重要的
是他们心里装的是家国，是天下！

  （肖像作者 陈亮）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喜迎二十大

萧迹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
西省作协签约作家、西安市百名
骨干艺术家、西安市碑林区作协
主席，已创作出版长篇小说《团委
书记》 《宣传处长》 《活给别人看》

《大铁路》 《高家堡》等 12 部，散文
集《请珍惜在一起的日子》 《美景
都在路上》等 500 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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