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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 脊 山 下 峰 峦 叠
嶂，遮天蔽日，清爽的山

风温煦怡人，无垠的田野上
点缀着青砖灰瓦的建筑群，这里

就是闻名的王营庄文旅小镇，呈现
出方兴未艾的热闹景象。站在小镇远

眺，东面云雾缭绕的地方就是西华镇、吴
城和黄芦岭了，在翻越薛公岭的太中银
铁路、青银高速稍稍偏北的地方，有
一条贯穿晋中平原横跨吕梁山
到黄河的千年古道，中间便
是吴城驿站和黄芦岭关
隘，已经相当久远了。

骨脊山下春潮涌
□ 高迎新

我对吴城的最初印象，是源
于那句广为流传的民谣：“拉不
完的碛口，填不满的吴城”，前一
句极富于色调和韵律，李白诗中
的“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
胸怀间”，说的就是纤夫脚下碛
口古镇所倚的黄河气势，后一句
则张扬着动感和繁忙，令人想见
那帆樯云集，朦 联翩的黄河古
渡的繁华景象。

王营庄地处吴城到永宁州
（离石）晋商古道的中段，南面是
郁郁葱葱的九凤山，那里的白马
仙洞吸引了大批游客，洞中神话
故事流传了几千年。正是在这
样的环境氛围下，在此地打造成
一个独具特色的文旅小镇以作
为乡村振兴的示范点，小镇呈现
出一派热火朝天、蒸蒸日上的气
韵，吸引着大批帅男靓女们络绎
不绝来此观光。但他们大概不
会想到，仅仅百年前后，这里还
是明清两朝秦晋通衢大道的重
要驿站。驼铃阵阵，马蹄声脆，
逝者如斯，沧海桑田。这里的山
川啊，翠绿得一尘不染，浩茫得
恒古无涯，直让人心里悠然起
敬。小镇一百余栋仿古建筑尽
显明清建筑风格，街巷逼仄但名
称却很有意思彰显着设计者的
一番意念：产业路、振兴路，食友
巷、食里巷、食坊巷、酒肆巷，甚
至还有购物广场、民俗广场、教
育基地，涉及农业、教育、研学、
科技、民俗、餐饮等方方面面。
假如你乘坐观光车沿东川河一
路游览，你会看到田野上正值一
派繁茂的春景有如江南水乡，水
稻秧田草绿花红，康养步道、游
憩点、观景亭、康养小院、气膜滑
冰场、室内滑冰、植物类迷宫、奶
牛示范养殖场，稻渔综合种养场
等目不暇接，天光云影下折射着
长天和春水的律动，令人耳目一
新，心旷神怡。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由于王营庄文旅小镇的嵌
入，使整个大东川自然地融入并
整合了青山绿水、红色文化、晋
商文化和民俗文化诸多元素、走
出一条清新自然、生态环保、令
人振奋的乡村振兴之路。

是 的 ，人 们 见 惯 了 城 市 喧
嚣，渴望清新的自然环境，在“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引导下，融进自然就应当而且
可以成为一种社会发展方向。
在这里，无论是幼儿、炊烟、花苞
还是梦中的农夫，都是绝对自由
的，都是融入自然的精灵，而当
今在城市红尘的大背景下，人们
是多么需要这种自然、生态、自
由的一片天地。

吕梁地处黄土高原，长期以
来十年九旱、水土流失的地理环

境，铸就了人们艰苦奋斗、不屈
不挠的性格特征，“民风朴实”是
地方志对离石民风的一种有关
自然特性、生命意志和文化性格
的阐释。在农业文明形成的民
族性格中，人们更多的是脚踏实
地的坚守和耕耘，而不是漂泊天
涯的狂放和浪漫。北方少数民
族融进来以后，人们只是在生活
习惯上有所改变，但他们仍然不
习惯于架着“诺亚方舟”驶向遥
远的新岸，也不习惯于率领着畜
群、唱着牧歌去寻找生命新的芳
草地。在过去，有一句诠释山西
人性格的俗语：“山西人远走他
乡，只要望不到自家土窑洞上的
烟囱，就很难让他们义无反顾。”
他们留恋脚下的一方乡土，哪怕
是一抹高坡，几孔土窑，一座庙
宇或废墟，这很自然很正常，只
不 过 乡 土 情 结 更 浓 郁 一 点 罢
了。就在离大东川不远的北面
山峦间，有一座古时称“吕梁山”
今天叫“骨脊山”的山峰，“大禹
治水始于此”（《汾州府志》），这
样的传说不是没有根据的，当年
大禹治水就是带领一方百姓与
洪魔苦斗，数十年的砥砺抗争，
终于留下了大、小东川一片令人
赏心悦目的青山绿水。

十五年前，我应邀参加了一
次文学采访活动，在一篇《千年
赋》征文中，抒发了对这一方热
土的感受：

“若乃登刘王晕山，环眷四
周，眺望远山近峦。则西望石州，
云蒸霞蔚，高原丘陵，苍茫旷远；
北 骨脊，名山对郭，绿荫相承，
峰峦叠嶂；东观汾介，晋中盆地，
一马平川看云霞；南 吴城，黄栌
古道，金锁向阳想当年。怀英俊
之域，豪杰并起，铁骑千里达中
原，居沃土之州，人杰地灵，吕梁
英雄传九州。吴城三交冻死飞
鸟，驼铃声声通碛口，向阳桃花柳
林抖气，古道漫漫贯黄河，上下四
浩九里湾，左右雨林南海滩，刘渊
起兵复汉室，左国卢城鏖战激。
州郡大路聚汾平介孝之货殖，黄
金水道散青银包榆之物产。千年
之里，诸山环绕，天然盆地，沃土
连连。其阳则高山草甸，一望无
际，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
牛羊，交汾缘其隈，东河滨其足，
桃花杏林，猴头党参，资源之富，
号为天然宝库。其阴则幽林含
谷，参天大树，云漫漫，雨潇潇，遮
天蔽日贯九霄，九豁冠其坡，清泉
漫其石，坡地交属，奇珍野禽，褐
马黄羊，号为高山雨林。更有刘
王晕高耸入云，魏晋之所观，五胡
之所叹，下有东川之沃，衣食之
源，看五谷垂颖；上有西华草原，
牛羊满山，听牧马归来。”

一

“春郊联访仙踪，洞口桃花色正
浓。为报山灵无因祷，甘霖时需慰三
农。”这是明永宁知州许天球《白马仙
洞祷雨》的诗句，诗人的情绪似乎不怎
么好，他所治下的这片土地遭遇了连
年干旱，带着一肚子的忧虑和虔诚的
祈祷。白马仙洞位于王营庄南面九凤
山上，风景秀丽、苍松翠柏，山顶云烟
缭绕，林间紫气徘徊。洞口至洞底全
长约 500 米，相对高差 168 米，有专家
称之为“华北第一险洞”。在吕梁山，
百姓早就有祈雨祭祀、祈福求康的风
俗习惯，龙王庙、黑龙庙、土地庙等遍
布沟壑丘陵，白马洞也就成为百姓求
雨的重要祭台，洞内至今有近百首辽
金以来历代先民们祈雨祭祀、祈福求
康的墨迹。碑载:“‘九凤山’乃黄帝之
别馆，晋高祖遇旱赴祷即雨”。洞中套
洞、景中生景是白马仙洞的又一大特
点。传说此洞为黄帝之别宫，周朝得
道仙翁“赤松子炼丹之所”，甚至晋高
祖也曾进洞祈雨，所有这些民间传说
故事和悠久历史给白马仙洞披上了一
层神秘的面纱。这里有一个故事很有
意思，“世传白马日食民田，逐之，竟入
洞，蹄迹犹存，故名。”《汾州府志》的记
载过于简略但传递的信息却值得思
考。民间故事是世俗化的，添油加醋
增加了不少生活情趣和神秘色彩，我

们不妨来看看：白马食民田被追逐，在
九凤山下的田野中一路奔腾，砍柴的
樵夫手握斧头穷追不舍，峰回路转，来
到了一个洞穴之外，白马腾空而起，钻
进洞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农夫却被
几位仙人围坐下棋的情景所吸引，不
知不觉间，一局对弈结束后，农夫如梦
方醒，发现自己的斧头把已经腐烂了，
惊叹之余，眼前突然出现了无数的石
峰和石柱，留下了一个“山中方一日，
世上已千年”的传奇神话。在白马遁
入的洞穴内，五彩斑斓，千奇百怪，历
代文人墨客或诗或文，标上黑龙池、放
马滩、莲花池等既形象又神秘的名称，
和洞外的神话传说融为一体，蒙上了
富有生活情趣和世间哲理的浓郁色
彩。随着这近年来大幅度的投资开
发，白马仙洞已经成为远近各地包括
河西陕北人们的盛夏避暑、览胜、休
闲、度假的清凉世界，成为王营庄文旅
小镇的一个绝佳去处。

在更多的文人眼里，王营庄东面
的吴城古镇和黄芦岭，更是一种诗意
的存在。

晋商古道间的吴城驿站，在相当
程度上，其生命线就维系在平遥古城
的门楼和碛口古渡的樯桅上。北兵南
下，分水岭上的黄芦岭当然就是一道
冷峻的休止符，就军事功能而言，黄芦

岭是晋中平川的战守要地，黄芦岭一
旦失手，汾州府里的君臣们就要打算
出降，要不就是收拾细软及早开溜了。

按照古代官（驿）道“十里有庐，庐
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五十里
有委，委有候馆，候馆有积”的设置，在
这天高皇帝远的偏远之地，那东去西来
赴任、考察、押解甚至迁徙、流放的官员
和差役当是不少，但分水岭上接待的候
馆在哪里呢？黄芦岭设巡检司佐证了
这一点：“顺治六年署毁，设在冀村，康
熙五十二年，以守备旧廨分作巡检驿丞
官署，雍正四年，巡检驿丞并裁汰，七
年，复设黄芦岭巡检司。”（清乾隆《汾州
府志》），且看其中的《黄芦岭候馆辟路
记》：“兹廨南 四楹，东西 暨厨 备，门
亦四楹，两旁为茶亭，盖余于城临工竣
之月归而创建焉。”由此看来，黄芦岭不
仅具备了关隘、寨堡、候馆、巡检司的多
种功能，就连与它相连的村庄也设有吴
城驿、岭底铺、向阳铺、金锁关，且都驻
有兵丁，可见黄芦岭对于朝廷来说，已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隘和商贾之道。
从京师到州郡的这条官道上，赶考的秀
才进士，外放的翰林学士、云游四方的
文人骚客肯定络绎不绝，他们衣节当
风，卷帙琳琅，一般来到此地都会登高
望远和感慨万千的。山川和美人，历史
和诗情，英雄梦和寂寞感，居庙堂之高
和处江湖以远的情怀都会疏理得很烫
贴，当然也会触景生情，生发出许多流
芳百世的诗篇。

二

在市区后瓦窑坡村古坤庙内有一
通明景泰年的古碑，碑文依稀可见：

“北靠吕梁山之佛远，巍雄万丈，先贤
有道：禹圣治水而经临前王避暑之境，
系地脉而相通其形势”。北靠吕梁山，
即骨脊山，位于小东川东北方，海拔
2350 米，北武当山在其西北方，当地
俗语：“北武当山高，高不过骨脊山半
山腰”。“先贤”当指尧舜，后一句的“前
王”也是指尧舜，“避暑之境”是指以庞
泉沟为中心的盆地，北武当山、骨脊
山、孝文山、云顶山、西华镇环绕，这里
平均海拔 1300 米以上，云蒸雾罩，山
高林密，流水潺潺，一直是人们的避暑
消夏之地。

大东沟在骨脊山南侧，夏天在这
里享受的是苍翠秀丽和蓝天白云，这
种意境传递着山川的浩茫和空寂，是
一种产生诗情和哲理，产生一种“逝者
如斯夫”之类千年浩叹的大境界，稍远
一点是宝峰山上，山上的宝塔直插云
霄，云蒸雾绕，有如仙境一般。走在大
东沟的林荫道上，和老朋友、区文联主
席李心丽女士边走边聊。她问我王营
庄和大东沟从怎样的角度才能更好地
联系历史文化，我说出了我的观点：王
营庄在于晋商古道、黄芦岭和白马仙
洞，而大东沟则在于骨脊山、刘王晕山
和西华镇。只有把它们和历史、文化、
自然、神话联系起来，才能在更远或更
深层次的定位上坐实它们的文旅价
值。

刘渊和石勒是吕梁历史上的著名
人物，二者后来都作了皇帝。刘渊于
五胡十六国时期在北方起兵，定都永
宁州左国城（今方山南村），号召力极
强他二十日内聚众五万。为什么称后
汉呢，刘渊很聪明，他认为汉朝统治天
下久长，其恩泽已经深入人心，之所以
刘备仅在一州之地就可以与天下相抗
衡均在于此。自己是汉刘氏的外甥，

祖先曾与汉朝皇族相约为兄弟，兄长
灭亡了，弟弟来继承是理所当然的，因
此称汉并追认、尊奉后主刘禅，以此使
天下人归顺。元熙元年（304 年），刘
渊在南郊筑坛设祭，称汉王，追尊刘禅
为孝怀皇帝，建造汉高祖以下三祖五
宗的神位进行祭祀，署置百官，国号为
汉（史称汉赵、前赵）。但是，作为匈奴
草原民族之后的兵士习惯了大漠的广
袤宽阔，怎样才能使手下既服水土又
训练有素是摆在刘渊面前的一大难
题。于是，他最终选中了据左国城不
远的小东川云顶山顶，那里有一处占
地两万多亩的西华镇草原，这里群山
环抱，地势平坦，植被繁茂，处处可以
领略到家乡“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
胜景，对久违的将士来说简直就是回
到了自家的“天堂”。石勒起初归顺刘
渊，后来自己也作了皇帝，在离石御陵
山留下了遗址。西华镇：郁郁葱葱，无
边无涯，绿茵草地，山花烂漫。自古养
兵驯马之地，历来游击习武之山，西华
骏马甲天下，千年铁骑逐中原，马嘶长
啸，铁蹄飞溅，大漠之子，单于之后，雄
兵强将出吕梁。战大陵、夺并州、下平
阳、逼洛阳，尽展高山草原之威，齐显
汉王雄奇之才（《千年赋》）。

五胡十六国之后又过了上千年，
历史走到了明朝初年，从实行开中制
以后，精明的晋商兴起，当西华镇草
原还存留着大漠铁骑风尘之时，山下
古道上走过了浩浩荡荡的山西商人
进军碛口古渡的队伍，扰乱了千百年
来偏僻、宁静的吕梁山。在这里，我
丝毫没有鄙薄商人的意思，相反，晋
商的崛起，是山西进入近代社会的一
个必要条件。悠悠千载，兴亡百代，
吴城驿站也好，吴城古镇也好，对于

吕梁的意义，更多是作为一种因商而
兴的处女地开发出现的。它背靠骨
脊山，洋洋洒洒地吞吐着来自东川的
丝绸、食盐、茶叶，以及来自西北的
羊 皮 、药 材 、麻 油 和 壮 如 山 丘 的 牲
畜，驿站、古镇背靠着骨脊山、西华
镇的崇山峻岭和高山草甸，有如贵妇
一般端庄自足。

沿着大东沟的山涧步道，一直往
上便是小云顶山，这里是娄烦、交城和
方山的交界处，海拔 2708米。因其海
拔高、顶入云端而得名。山石峥嵘，群
峰壁立，在蓝天的衬映下分外显眼。
登顶极目四周，使人豁然开朗，广袤开
阔的草地映入眼帘，信步走在松软的
天然草甸上，远望连绵不断的群山、层
层叠翠的林带和蔚蓝清湛的天空，朵
朵白云环绕其间，天设地造的蓝天绿
地、高山草坪构成了小云顶山独特的
自然风景画面。山顶上生长着各种各
样的矮草，草地上开满了五颜六色的
野花。假如你有幸徜徉在美景中，找
一块山间岩石席地而坐，或者摊开一
块花色的塑料布，和家人或者朋友来
一顿惬意的野餐，任由孩童在草地上
无拘无束地玩耍，然后吸一口天然氧
气，吹一身凉爽清风，那感觉简直置身
犹如仙境，直让人荣辱皆忘，乐不思
蜀。这个时候，你会情不自禁地向远
处眺望，你会看到山下的吴城驿站和
黄芦岭，在走西口的茶马古道上，云际
间驼铃声声，唢呐如诉，伴随着西去商
人在大漠上的足迹渐去渐远，一对对
商家大贾、贩夫走卒们正行色匆匆，走
向敦煌、走出阳关……而这种意象画
面，正是我们渴望的一种心灵与苍茫
旷远的历史和自然的对话，这种氛围
也只有在小云顶山能够领略。

三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