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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钩沉

梳理  古道脉络连古今
市户外运动协会有一群古道

文化爱好者，他们在越走越精彩的
探幽之路上体验古道魅力，并为之
着迷。他们掌握的古道“资料包”中，
囊括大秦岭东段的崤函古道、商於
古道、蓝关古道、黄河古道，大秦岭
中段的子午古道、傥骆古道、褒斜古
道、连云古道、陈仓古道等，大秦岭
西段的祁山古道、阴平古道、洮叠古
道，以及青峰山支道、河池郡道、庙
峪河支道、观音峡支道、太白山路支
道等。他们实地考察了太白境内褒
斜古道上松岭驿、连云驿、平川驿、
白云驿、芝田驿五个古驿站遗址，走
访当地人了解并拍摄了大量的古道
遗迹、山水文化、文物古迹、人文逸
事、风物景观等资料。

这些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反映
了太白境内多条古道形成、发展、变
化和消失的过程，融汇了大秦岭境
内的历史文化和古道文化，也从侧
面反映了社会变迁。为了给古道史
料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探索
的脚步依然在路上。曾出版 《大秦
岭巅峰》 介绍太白山的市户外运动
协会会长李明绪成为“领头雁”，副
会长李宝平、李喜、王可立，理事余
世宏等积极响应，刘崇学、王恭、刘
希平等研究大秦岭文化和古道文
化的学者也加盟其中。这些资深“驴
友”、企业家、大学教授、社科研究员
集结成一个“全能团队”，重新踏访
古道、完善资料、整理编辑，深度探
秘大秦岭古道的“前世今生”及其在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
致力于传承大秦岭古道文化，为当

代社会发展贡献着一份力量。

启程  踏访太白山古道
在大秦岭多条古道中，太白山

古道是中国中东部地区海拔最高、
路途最艰险、文化底蕴最丰厚的徒
步登山古道，也是勇敢而执着的探
索者行进的第一站。古时的太白山
古道，有多条四通八达、极具挑战
性的登山之路。三千多年来，分别由
秦岭北麓眉县远门口、营头镇登顶
太白山古道，西端的太白县鹦鸽镇
柴胡山支线、吉利沟支线和羊皮沟
支线登顶太白山古道，秦岭南麓太
白县黄柏塬至周至县都督门（老县
城）、厚畛子登山古道，周至县骆峪
口傥骆古道至厚畛子等六条主要古
道线路构成，这些古道不论从太白
山东南西北哪个登山口出发，最终
都会聚于太白山之巅的拔仙台，也可
由南北古道互通到达目的地。太白
山区域还有上百条支道、岔道、小道
纵横交错于庞大的山体中，作为六
条主干道的补充，发挥着沟通秦岭
南北、承载太白山历史的重要作用。

一望无际的石海、五彩缤纷的
草甸、巍峨高大的拔仙台……古道探
秘考察者欣赏着沿途绝美的风景，
也与千百年来古道上歌山颂水的文
人墨客同行。仅在唐代，就有李白、杜
甫、白居易、韩愈、岑参、贾岛、卢纶等
著名诗人登游太白山，留下众多脍炙
人口的诗词歌赋。大家深知，在这条
平均海拔 3000 米以上的古道上考察
并非想象中惬意的“诗和远方”。为节
省时间，他们连续多日在古道上考
察，且不说帐篷、睡袋、炉子等生活用
品至少负重 50 斤，道路更是难寻难

走，甚至要去重走那些曾让人望而却
步的险路。

“我们有目的地考察大秦岭古
道始于 2008 年 7 月，首次从太白县
黄柏塬核桃坪四组的原始森林徒步
穿越至周至老县城，当时脚下的山
路，在靠近湑水河一侧有人工雕凿的
不太规则的几十米石台阶，大家就
讨论脚下是傥骆古道。”李明绪说，那
时，他们虽知傥骆古道，但尚未形成
专走古道的意识，只为户外探险。随
着一次次在古道上行走，他们知晓了
大秦岭还有多条古道，连通关中、汉
中及巴蜀地区。

跋涉  探秘大秦岭腹地
与星星低语、和云海做伴，探

寻大秦岭古道，需要勇气与执着。今
年 5 月，考察团队一行 4 人，翻山越
岭奔赴太白县黄柏塬镇考察观音峡
古道。当时观音峡河上的临时木桥
被急涨的河水冲走，让人进退两难。
要到达目的地有两种办法，蹚水而
过或搭桥渡河，他们选择了耗费体
力却较为安全的后者。平均年龄 69
岁的一行人在湍急的河上搭建着木
桥，即便河水打湿了衣衫，大家还是
齐心协力搭好了简易木桥。“谁知这
条河拐来拐去，我们先后搭建了三
次桥，才到达观音峡古栈道目的地，
见到了河对岸离水面五六米高的那
十几个古栈道洞孔。”李明绪指着隔
河而拍的照片说道。

今年 2 月 17 日，考察团队一行
8 人，在留坝县探秘褒斜古道上的孔
雀台古栈道。当时根据已掌握的情
况，该栈道就在姜眉公路褒河西侧一
处悬崖上，但他们开着车在附近几经

寻找却无果，甚至行至褒河对岸也
没发现任何线索。天寒地冻加之天
色已晚，他们无奈来到姜眉公路边
一个村子求助，当地年轻的村支书
得知他们此行目的，当即自告奋勇
领着他们前往褒河边，帮着搭建简
易木桥渡河，最终从河对岸一睹孔
雀台古栈道真容。

难忘在巴州区炮台村平梁城遗
址考察时，遇到的那位曾在宝鸡当过
三年兵的当地人马士群，得知这群

“老乡”是为古城墙遗址及练兵场而
来，便义不容辞当起了向导 ；难忘 6
月 22 日，在两当县杨店镇古街上，思
维敏捷而清晰的 86 岁老人韩永明，
一听说眼前这些风尘仆仆的人是来
考察古道和古镇的，便事无巨细地
讲起了杨店镇的故事，因为他曾是

《杨店镇志》 一书编委会委员……
难忘在傥骆古道参观太白二

郎坝红军标语纪念馆、洋县华阳镇
红二十五军纪念馆，难忘陈仓道上
凤县“两当兵变”策源地旧址、工合
纪念馆，难忘米仓古道的川陕苏维
埃政府纪念馆、旺苍县的中国红军
城等革命遗迹……探秘之路充满艰
险，但他们前行的脚步不曾停歇。

回望  了解中国的捷径
古时，大秦岭中自强不息的先

民们为了生存，更为了走出去了解外
面的世界，用简单的劳动工具，逢山
开路、遇水架桥，开辟出一条条通往
先进文明的奋斗之路，但随着历史变
迁，一条条车马喧嚣的古道褪去繁
华，积淀成一处处隐藏于山水间的古
迹，默默地等待着后人的拜访。

一趟趟探秘考察、一处处古迹
遗址、一段段历史典故，大秦岭版图
中若隐若现的古道开始变得明晰。

“我们团队最大的收获，就是通过实
地探访了解了大秦岭古道。每当看到
古道上遗存的排排古栈道、古栈孔，
古桥、古城、古碑、古庙、古塔、古渡口
等与古道相关的遗迹，就有一种涌自
心底的民族自豪感。”回想近十年不
间断的考察研究，李明绪兴奋之情溢
于言表。古道曾是繁忙的，那些丰富
的物产携带着文化、思想，马不停蹄
地交流、交融，博大的中华文明在古
道的连接互通中蓬勃发展着……

在这里曾有“五岳寻仙不辞远，
一生好入名山游”的快意，也有“百
年世路多翻覆，千古河山几废兴”的
感慨。如今，即便有越来越多的公
路和高铁穿过大秦岭的崇山峻岭，
但古道上依然有很多探秘者，用踏
实的脚步丈量着历史，一路行来，
在隐去的马蹄和车辙印中领略无
从隐藏的古道魅力，以回望中国的
来时之路。得知史书 《大秦岭古道》
即将出版的人们，向往大秦岭的诗
情画意，期待能从图文并茂的描述
中领略大秦岭的风华神韵，也希冀
通过古道这一捷径了解更多生动
的中国故事。

菊花
■李斐

你白霜敷面，以坦然的姿态
盛开。用最美的自己
斑斓着晚秋的寒凉

每一朵花，都开出了
一瓣瓣长短句。流淌的诗意
使我身心红润

此刻
我踉跄的灵魂
开始变稳
在花香人影间
疯长从容

菊开寒秋
就让你我
以泅渡岁月风霜的
一身轻盈
响应菊的
绽放

园中觅 （外九首）
■刘小锋

雪霁后，细绿挤花红。
独来园中觅梨粉，南竹还惜去年红。
夕阳爱清风。
自习尽，又是瑟瑟声。
何必计取前后事，春梦觉否皆是空。
回看灯满城。

江城子·夜游校园

我与暮色逛西楼。
转墙头，花悠悠。
枝上孤光，怨我独风流。
我道今夜花正艳，方邀汝，远晓筹。
碧桃巧笑抛情眸。孤先羞，影幽幽。
铃动风来，吹醒一春柔。
问我与孤真切不？高烛尽，酒却稠。

家居

路封思意长，暮春添伤。
桃花薄薄堆满廊。
雨来不知何处去，远山临窗。
风起乱鬓霜，懒贴花黄。
春分时节寄西厢。
满园幽幽抬头许，渭水斜阳。

向晚流憩校园有感

我家园中南风活，吹净噪声随蹉跎。
耳边频闻鸟语细，眼前但见绿蕉多。
坐观好景无间阻，行念幽乐难迁挪。
晚来鼓催戴月去，留得心事嫁清波。

黄柏塬秋山有感作

青山无语嫁冷风，静待软黄生艳红。
但恐秋郎不爱力，恋遥落发对月明。

归家途中有感

夜阑庭院中，冬叶自飘零。
归路两三响，孤灯四五明。
笑我书生客，嗟余诗意情。
迟迟初雨夜，静卧听长风。

城南茵香河

短村静卧照溪流，云卷绿舒晓畔幽。
连瓦浅灰灯浮动，鸣莺淡墨水噎留。
冬遐暖树掩长带，夕近炊烟起侧楼。
莫问邻人何处去，乖孙已报到地头。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研学之行

樱红初季研学行，河畔翠新绿不同。
由曩向学盼自历，而今登顶释他明。
隔槛凝眸遥尊鼎，执笔躬身近陶铜。
回望浩浩来时路，春风如沐满周城。

春夜雨前记事

深夜卷收对微灯，殷殷疏月退长空。
临窗色半柳垂暗，玉立对园兰正红。
声远三更叫卖意，烟朦一室伏几情。
摇摇掼笔脉经散，悲喜庭中又起风。

夜观落霞有感

落霞余散绮，渭水拥夜风。
步迟叶蝉懒，舞动树灯红。
芦花入曲窄，草蛙近岸鸣。
坐等人散去，隐隐垂钓声。

自 2009 年 5 月起，市户外运动协会的

一群“驴友”，穿林海、跨雪域，自发考察了

绵亘 1600 多公里的巍巍秦岭中多条古道。

他们用虔诚的敬山爱水之心，将大秦岭中

隐藏的古道、支道、岔道和山野小道的历史

文化及文物古迹细致梳理，悉心捡拾，积累

了丰富的资料，也萌生了将这些来之不易

的文字、照片和视频，汇集成一部全景式介

绍大秦岭古道的史书的想法。目前，《大秦

岭古道》一书出版在即，而这些探秘者在路

上经历了什么，又收获了什么？让我们共

读他们在秦岭古道上的故事——

踏 勘 秦 岭 千 年 古 道
探 秘 中 华 祖 脉 传 奇

—— 记市户外运动协会大秦岭古道探秘
本报记者 王卉

探秘者拍摄的古代宝鸡益门至汉中略阳的陈仓道 （故道） 双龙崖古栈道遗迹

老 家 的 柿 子
◎王新宁

立冬刚过，宝鸡便迎来了入冬
的第一场雪。在飘飘洒洒的初雪中，
我和哥哥回了一趟老家。雪虽然下得
大，可气温不低，路上并没有积雪。

我们小时候上学时每天走的泥
土路早被修成了柏油路，道路两旁高
大的白杨树鳞次栉比，挺拔笔直。广
阔无垠的麦田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
色棉被，调皮的麦苗争先恐后地挤出
头来呼吸新鲜空气。麦苗上挂着不知
是露水还是雪融化成的水珠，叶子显
得愈发碧绿，让人感受到一种蓬勃向
上的力量。瑞雪兆丰年，我仿佛听到
麦苗在努力拔节生长的声音，看到金
黄的麦穗已咧开了嘴、弯下了腰。

路边的柿子树经过寒风的洗
礼，叶子稀稀拉拉，而柿子却红得正
好。远远望去，一个个红彤彤的柿子
在风雪中摇曳，犹如一盏盏红灯笼挂
满了枝头，既好看又喜庆。

跟现在孩子琳琅满目的水果和
零食比起来，我们小时候能吃的水果
屈指可数，尤其到了冬季，柿子就成
了唯一不用花钱买的水果。记得隔壁
玩伴小丽家有一棵大柿子树，每年冬
天，她家都会有贮存在瓮里的柿子。
在周末和寒假的雨雪天气，我们一群
十几岁的孩子总爱聚在小丽家的热
炕上玩扑克牌。屋内我们吵吵闹闹，
屋外雪花纷纷扬扬。玩上一会，她的
妈妈就会拿来几个放软的柿子给我
们解馋。关中农村冬季取暖都烧火
炕，时间一久，大人小孩都是两个红
脸蛋，尤其是火气旺的孩子最为明
显。久睡火炕，内热过剩，吃上两个软

糯香甜的火晶柿子，凉丝丝甜津津，
既清火又润肺。

我们最开心的时刻要数卸柿子
了。柿子红了，在一个天气晴好的周
末，我们跟着隔壁的哥哥姐姐，架上
梯子，提上襻笼，拿着长长的竹竿一
起去摘柿子。大哥哥哧溜哧溜就爬到
了树上，伸手摘下枝条上的柿子，放
入挂在树上的襻笼里，待襻笼装满后
再用绳索慢慢吊到树下来。树梢的柿
子够不着，只能拿长竹竿使劲敲打树
枝，我们就在地上捡掉落下来的柿
子。快成熟的柿子都被摔破了皮，诱
人的果肉露了出来，我们赶紧吹掉沾
在柿子皮上的杂物，撕掉薄薄的外

皮，直接塞进嘴里一饱口福，柿子成
为我们童年最美的记忆。

“落日西风卷白沙，关山万里客
思家。芦花雁断无来信，柿子霜红满树
鸦。”火红的柿子不仅牵动着无数游
子的乡愁，也引来乌鸦、麻雀等鸟儿
前来觅食。关中民风淳朴，村民敦厚
善良，就算柿子长得再好，主人也从
不摘完，总要留上一些给冬日里觅不
到食物的鸟儿果腹。不管哪一棵柿子
树，树梢上都会挂着几个柿子。

“柿”谐音“事”，过年时，家里挂
上一串火红的柿子，除夕夜吃上几个
火晶柿子，寓意在新的一年里“事事
如意”“事事顺心”“事事平安”。

柿子红时倍思乡，如今火红的
柿子和翠绿的麦田成为乡愁的符号。
仔细一想也觉得挺奇怪，其实老家离
得并不远，驱车不到半小时，我怎就
生出这般多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