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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头，位于榆林市府谷县城以
北 50 余公里，秦晋蒙三省区交界
处，东邻黄河，水草丰美，风光旖
旎，素有“塞上小江南”之称。

甲辰六月，千年府州，天蓝地
阔，烈日炎炎，塞上夏浓。作为第
二届刘成章散文奖获得者，我随

“全国著名作家走进府谷采风团”
一行，沿陕晋黄河 1 号旅游公路北
行，出府州古城，过天桥电站，穿
晋陕峡谷，走进了墙头农业园区。

黄河入陕第一湾

车子快驶入墙头地界时，黄河
开始变得开阔平缓，河水也由浊
黄变得清蓝，河边的绿树与农田
明显多了起来。路旁的山势一改
晋陕大峡谷处的山高坡陡、怪石
嶙 峋 ，呈 现 出 连 绵 起 伏 、五 彩 斑
斓、古老苍劲的丹霞地貌。

冲 上 河 西 岸 一 段 起 伏 的 山
路 ，我 们 首 先 抵 达“ 黄 河 入 陕 第
一 湾 ”观 景 台 。 站 在 高 台 北 望 ，
黄 河 从 蒙 晋 大 地 浩 荡 着 奔 流 而
来 ，在 墙 头 形 成 一 个 巨 大 的“S”
型 弯 ，河 西 秦 地 ，耸 立 的 丹 霞 崖
石 上“ 黄 河 龙 湾 ”摩 崖 极 为 醒
目。俯瞰脚下，黄河在此犹如一
张巨大的太极图，阳极是水草丰
美 、绿 树 成 荫 的 塞 上 江 南 ，阴 极
是丹霞秃岭、墩台高耸的大漠孤
烟，让人不禁想起唐代诗人王维
笔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的壮阔景象。

黄河入陕第一湾相比乾坤湾、
太极湾，之所以被称为“龙湾”，据
说是因宋太祖赵匡胤祖籍是墙头
乡赵家山村人，村上至今还有赵
匡胤故里祠，河边山顶上矗立着
赵匡胤石雕。“龙湾”还是黄河入
秦之首，是为“秦源”，两岸皆崖石
坚土，水从中流，无泛滥之患，是
为“德水”。据《史记》记载：“秦灭
六国，自以为得水德之助也，故名
黄河为‘德水’。”墙头乃秦源“德
水 ”之 地 ，是 旧 时“ 府 谷 八 景 之
一”。

极目“龙湾”，黄河在此如潜
龙游动，神秘莫测，抚古思今，令
人流连忘返。

雄鸡一鸣闻三省

从“龙湾”逆流上行数公里，
即是陕西八百公里沿黄旅游公路
零公里起点——秦晋蒙三省区界
碑处。黄河古渡口旁竖立着国务
院设立的省界碑石，三角石柱上
分别刻有汉、蒙文字的三省区名
称，黄河对面是山西省河曲县城，
北邻内蒙古准格尔旗龙口镇。作
为扼守晋蒙入秦咽喉，这里比邻
黄河天险，左有高耸的莲花辿，右
有雄立的鸡鸣山，可谓鸡鸣闻三
省、秦地北大门。

漫 步 莲 花 辿 ，只 见 黄 河 将 河
西 坚 固 的 丹 霞 地 貌 冲 击 成 起 伏
错落、姿态万千、巨石巉屼、阗骈
危 耸 ，更 有 河 水 九 曲 龙 盘 环 绕 ，

宛若一大池勃绽之莲苞，栩栩如
生。据考证，此丹霞奇特景观形
成 于 古 生 代 二 叠 纪 至 中 生 代 三
叠纪的侏罗纪、白垩纪之间。其
得 名 源 于 康 熙 36 年（1697 年），
康 熙 第 三 次 亲 征 噶 尔 丹 经 过 此
地时，被眼前五色斑斓的丹霞奇
观所吸引，不禁放慢了行军的脚
步，当得知当地人将其形象地称
为 五 花 肉 石 ，又 无 地 名 时 ，便 将
此 景 命 名 为 莲 花 辿（为“ 步 伐 缓
慢”之意）。

登上鸡鸣山，眼前的山西省河
曲县城尽收眼底，连接墙头与对
岸的黄河古渡口，是千百年来两
岸人民秦晋之好的重要标志和商
贾往来的重要口岸。山顶昂首雄
立的大红公鸡塑像，约有十几米
高，其通体皆红，雄壮威武，东望
山河。

扫码付费后，中华雄鸡发出的
“呜呜呜”鸣叫，顿时响彻云霄，回
荡在黄河之巅、三省之间，如黎明
曙光到来前催人奋进的号角，令
人振奋不已。

万里长城墙头起

一路上，采风团的作家们游兴
甚浓，谈笑风生，对墙头地名的由
来颇感好奇。有的甚至把此地与
儿时看过的山东梆子戏电影《墙
头记》联想起来，猜想这里怕不是
悲催的张木匠，被两个不孝儿子

（大 乖 和 二 乖）推 上 墙 头 的 地

方吧。
可当车子驶入位于黄河岸边

的墙头村时，站在“明长城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碑石前，方知
这里竟是修建于明朝成化年间，
从东到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的明
万里长城陕西段起点。据说，由
于东依黄河、西接黄土高原，当年
修 筑 长 城 时 均 采 用 就 地 取 土 取
水，夯土砌砖而成，形似高墙，又
因此墙为明长城入陕的起点而得
名——墙头起。久而久之，当地
人就将“墙头起”简称为“墙头”，
一直沿用至今。

由于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依
然巍然屹立着的明长城早已青砖
脱落、残垣断壁，很难想象它当年
的雄壮与巍峨，只留下黄河岸边、
高原之上、旷野荒草间座座孤零
零耸立的夯土墩台。我们无法登
上数十米高的墩台，一览长河落
日、长城西去的壮美景色，却在近
乎 苍 凉 的 明 长 城 遗 址 前 陷 入 了
沉思。

如今，虽然有形的万里长城已
变成了历史，但无形的众志成城
正变成现实。这也是人们在墙头
起的地方，所感受到的历史与时
代变迁吧。

黄河府谷富墙头

返回府谷县城前，我们自北向
南 纵 穿 墙 头 农 业 园 区 。 正 值 夏
忙，河风习习，塞上江南，绿意盎

然。沿路田野路网纵横，水网遍
布，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生态宜
居，瓜果飘香，丰收在望，村民们
正在忙着收获沙滩西瓜，汗水里
写下满脸的甜蜜与幸福……

在府谷，人们曾有“天下黄河
富宁夏，黄河府谷富墙头”之说。
由于地处黄河湿地，三省区交界，
墙头这个不足 50 平方公里、人口
不足 5000 人的农业园区却有万亩
水浇地，农业种植条件优越、交通
便 利 ，农 业 、畜 牧 业 发 展 得 天 独
厚，历史悠久，其中沙滩西瓜、花
生和白菜是“墙头三宝”。另外，
海红果、玉米、红薯、小杂粮、水产
花卉、畜禽养殖、农副产品加工业
和文化旅游业也快速发展，呈现
出黄河文化、农耕文化和草原文
化交融荟萃，农林牧文旅五业兴
旺的繁荣景象。

著名作家梁衡先生在府谷时
曾写道：“现在，当我手抚翠柏，遥
望山河时，这里虽然还有残存的
戍楼、烽火台，但边境线早已北移
到 千 里 之 外 。 只 见 山 下 水 草 丰
美，牛羊成群，天边飘荡着蒙古族
的长调，而黄河两岸田连阡陌，稻
黍遍野，汉家炊烟袅袅。当年的
古战场已演变成一片和平祥和的
土地。”

来吧，走进府谷，走进墙头，
感受大河蜿蜒，长城巍峨，鸡鸣三
省，秦源“德水”，蒙汉交融，秦晋
之好。

陕北之北，塞上江南，和美墙
头，绝对会让你不虚此行。

暮色吟
柴皓明

红日高悬照玉楼，
城头望尽雾烟收。
飞鹰划破长空北，
驱散孤云向日游。

童年
万毅

童年旧事意悠长，
梦里常回是故乡。
一片纯真鸣翠柳，
三分稚气垒泥墙。
慈眉不顾牵风过，
野性初开抱月藏。
苦辣酸甜今已杳，
何曾温枕嗅花香。

小时候的暑假，我们常常去打乒
乓球。

父亲在村小教书，我家就一直住
在学校。那时候农村孩子多，暑假里
也 不 补 课 ，父 亲 总 是 带 我 们 打 乒 乓
球。当时还是水泥球台，坐在上面烫
屁股。学校后面就是山，每天下午，
伙伴们把牛往山上一赶，就聚在学校
里打球。

后来，父亲找来一张大桌子，放
在 香 樟 树 下 ，刚 好 可 以 打 乒 乓 球 。
有一天，我们正玩得起劲儿，父亲招
呼 我 们 去 看 电 视 ，当 时 正 在 播 放 奥
运 会 乒 乓 球 决 赛 。 于 是 ，不 大 的 房
间 里 ，挤 满 了 大 大 小 小 的 脑 袋 。 大
家 一 边 盯 着 电 视 机 ，一 边 听 父 亲 的
介 绍 。 那 场 球 赛 ，局 局 精 彩 。 我 自
以 为 球 技 还 可 以 ，看 了 球 赛 才 知 道
自己是井底之蛙。“中国队赢了，夺
得 了 本 届 奥 运 会 男 子 乒 乓 球 冠 军 ，
又拿下一枚宝贵的金牌！”解说员话
音落地，我们全都欢呼起来。

“ 大 家 别 急 ，我 们 等 会 看 升 国
旗。”父亲高兴地说。不久，在我们期
待又好奇的目光中，电视里出现了五
星红旗的画面，紧接着是嘹亮的国歌
声响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父亲带头唱了起
来，我们都跟着大声唱起来。看着中
国乒乓球运动员站在领奖台上，胸前
挂着闪闪发亮的金牌，我顿时觉得无

比自豪。
自从看了那场球赛后，我们对乒

乓球更加喜欢了。父亲买了崭新的
球拍，提议我们也举办一场球赛，第
一名的可以拿“金牌”，我们欢呼着奔
走 相 告 。 于 是 ，香 樟 树 下 的 乒 乓 球
台，一天到晚都没闲着。你方打罢我
登场，大家竞争意识非常强，球艺也
进步很快。

终于，在一个知了鸣叫的下午，乒
乓球比赛开始了，不分男女大小，能
上场就有赢“金牌”的机会。大家使
出浑身解数，比了一场又一场，最终
比出了一个第一名，即“金牌”获得
者 。 从 此 ，父 亲 每 年 都 要 亲 手 制 作

“金牌”，还有礼物，最让我们心动的
是乒乓球拍。

把“金牌”挂在脖子上，要被伙伴
们羡慕好久。于是，每年暑假，乒乓
球是我们永远聊不尽的话题。我们
一起打球，一起打比赛，快乐地度过
每一天。

直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当年打
乒乓球的事。拿块“金牌”过暑假，是
儿时最幸福的时光。

秋风拂稻田
李盼

八月秋风拂稻田
金穗摇曳舞翩翩。
黄金稻浪涌无边，
蜿蜒曲折绘山川。

结硕果，心欢喜，
幸福洋溢满脸庞。
收稻谷，丰收忙，
勤劳双手织梦想。

走进陕北之北——墙头
严维佳

拿块“金牌”过暑假
赵自力

居住江边
赵亚勇

江边居住已数年，
闲适生活享安宁。
黄昏窗前赏落日，
清晨林中听鸟鸣。
漫步偶遇灵感妙，
徜徉常得佳句精。
满目鲜艳绿草翠，
湿地公园赏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