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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来到六郎寨。一下车，转
过身，一抬头，就被对面的那匹大骆
驼震撼了。那头微微仰起，直视前
方。那驼峰起伏有度，丰厚而狭长。
怎么不见它的腿呢？此时此刻，它的
背上已经驮上重负。这正是它傲视
前方，准备雄起前行的那一刹那。好
一匹不忘初心、负重前行的大骆驼
啊！

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它是一座
石头山峰。它是一匹大大的石头骆
驼。

从这一刹那，六郎寨就在我的心
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忘不掉六
郎寨的那些石头。

六郎寨在茫茫大黄河的拐弯处，
在 山 西 吕 梁 兴 县 瓦 塘 镇 前 彰 和 焉
村。这个地方到处都是险坡，满眼都
是怪石。其实，这里在叫六郎寨之
前，叫乳浪寨，因小岩多有形似乳浪
奇石而得名。叫六郎寨，当然是与杨
家将里的杨六郎杨延昭有关。那是
遥远的往事了。公元 964年，杨延昭
的外祖父折德戾病逝。刚刚 6 岁的
他随母奔丧，经岚州合河关（今兴县）
回府州（今府谷），途中扎营于黄河的
边山岭间。延昭夜间立于山顶，观黄
河之雄浑，想到白天由于契丹侵扰，
百姓流离失所之惨状，遂发下保家卫
国之宏愿。到了公元 976元，杨延昭
被北宋朝廷补为供奉馆。由于供奉
官是虚职，只用来表示品级，并无实
际职掌。所以，他始终随当时担任知
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的父亲在
军中。但是，他多次被父亲派往黄河
沿线驻防。每到一处，他总是修城筑
寨，加强边防。六郎寨就是他在这段
时间修建的山寨。据传说，公元 995
年，时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的杨延
昭，回府州为其舅舅奔丧，途中又在
六郎寨住了一天。可见，杨延昭对这
里很有感情。

当然是因为这里在叫六郎寨之
前，已经很是有名。清代兴县籍著名
史学家、水利专家、江南总督康基田，
曾在《合河纪闻》里记载，早在春秋战
国时期，赵国大将李牧沿着黄河戍
边，北拒匈奴，西伐秦魏，那个时候，
乳浪寨就是古合河著名的军事要塞
之一。秦亡赵国后，北上阴山筑长
城、修直道，时为通津，“自汉唐迄于
宋明戍守始无虚日”。所以，历代帝
王多次巡边视察，六郎寨为必巡之
地。尤其是在北宋时期，由于燕云十
六州早在五代十国时的丧失，使河
西、河东、河北三路成为边境地带，而
作为直通麟府二州前沿阵地的河东
要塞，乳浪寨自然显得十分重要。它
不仅肩负粮道转运这一使命，而且承
载着抵御来自西夏和北辽直接侵犯
的双重任务，自然，成为河东屏障的
锁阴，与河东诸州及其河西、河北两
路，共同成为守卫都城开封的重要屏
障。

你 们 看 对 面 的 那 块 石 头 像 什
么？再看前面的那块石头是什么？
给我们导游的是当地的郭先生。他
身 材 高 大 魁 梧 ，热 情 爽 朗 ，谈 笑 风
生。我们边听他讲解，边顺着他指引
的方向望去。眼尖的人突然叫望，那
不是头狮子吧？正在仰天长啸呢？
我也猛然叫道，真的像是，头仰起，尾
巴后翘，眼睛怒睁。另一处声音也传
来，前面山顶的那个是只熊，头抬起，
腿前行，虎视眈眈，眼看着就要站起
身从那里爬了过来。郭先生大笑，说
你们说的全对，对面的是“雄狮吼”，
前面的是“熊卧石”，神奇吧？奇妙
吧？我不由地站住，朝着对面使劲地
观望。真的是神奇，真的是奇妙，明
明看见就是一块大大的石头，可是越
看越像一头雄狮仰头长啸，仿佛还能
听见它嗷嗷嗷的叫声，洪亮低沉得像
是打响雷。再看对面的那只熊头，雄
视前方；那前腿，直立起来，犹如刚刚

站起来；那背，长而柔软圆润；那色
彩，深深的褐黄色，仿佛都有人的手
去抚摸那熊背毛茸茸的感觉。这哪
是像是石头啊！但是，它们活生生
的，就是一块一块大的石头。郭先生
哈哈哈地笑了，说，这些都是滔滔黄
河水的功劳，不知多少多少万年前，
黄河水从这里满山遍野漫过，那时
候，可能这里可能就是茫茫黄河深
处，你们看，你们看，那黄河水漫过的
印痕印迹，至今都是那么清晰。日晒
风化，时光是那样的神斧天工啊！竟
把这么多毫无生命力的石头，一日复
一日地雕塑成一个个活生生的动物。

我 沉 默 无 语 。 我 们 都 沉 默 无
语。郭先生继续给我们海阔天空地
讲解着，说所以，众多名相、名将，过
往如织，仅北宋时期，文有范仲淹、文
彦博、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朝中
大员，都先后职事河东，数临六郎寨；
武有呼延赞、杨廷昭、张亢、宗泽、韩
世忠、岳飞等著名将领，曾先后巡边
辖地，屯兵戍守，驰骋御敌于河东要
寨，乳浪寨以其重要的军事地位，留
下 了 他 们 的 无 数 足 迹 和 众 多 的 故
事。我抬起头，看着他，问道，这些人
真的都来过这里？史书上都有记载
吗？他眨了眨眼睛，睁圆眼道，当然
呀！他们不来怎么能行啊！史书上
有没有记载，俺不知道。但是，老百
姓口口相传，这是事实。

郭先生长长地唉了一声，说可惜
这里后来就衰落了，到了清代，随着
北方战争的弱化，六郎寨就成为了南
北商运货物的水旱码头。1936 年至
1938 年，沿黄河的渡口堡寨，都被阎
锡山的军队占领并封闭。1940年，随
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六郎寨又成
为晋绥边区通往陕甘宁的重要通道
和保卫延安的重要屏障。

这时，我们已经一步一险地登上
了六郎寨的高峰。站在这些奇形怪
状的天然石雕石像旁边，观望对面的
黄河真的是别有一番风情啊。我拿
起手机，对着奇形巨石之下的十里长
的大黄河，仿佛万年奇石的视角，用
它的眼晴拍下了黄河在这里拐了一
个弯的雄浑而壮丽的奇特景观。

拍完照后，我一转身，看见旁边
立着一个牌子，蓝底白字，写着“李
闯王过河接口气”。郭先生见我们
都围过来，看那牌子，说，这讲的是
李闯王过彰和墕渡口的故事。崇祯
二年，山陕大旱，瘟疫蔓延，兵祸不
断 ，老 百 姓 苦 不 堪 言 ，农 民 起 义 爆
发，李自成就是义军首领高迎祥手
下的闯将。高迎祥战死后，他继称
闯王，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建立

“大顺”，年号“永昌”，紧接就发动
“东征”，兵分两路，欲攻下大同，进
攻北京。主力部队想从六郎寨渡黄
河，向宁武进发。他率军到了六郎
寨时，人困马乏，便边休息边派一队
人马去彰和墕渡口侦察。一顿饭功
夫，侦察队回来了。头目前来报告
情况。李闯王突然问道，黄河结冰
没有？结冰？头目不禁懵了，这不
是胡说！时近二月了，黄河早已冰
雪 消 融 ,怎 么 会 结 冰 呢 ？ 于 是 摇 头
说，没有没有。李闯王大怒，当即下
令，给我砍了！侍卫岂敢怠慢，立刻
手起刀落，那人的头便被砍了。一
连进来三个，都是如实报告，结果都
是人头落地。当第四个人张六子被
叫进来时，他看到四个人头已经落
地 ,不 禁 吓 得 出 了 一 身 冷 汗 。 闯 王
问他时，他定醒了一下，马上谎称，
河 已 结 冰 ，冰 层 很 厚 ，可 以 轻 松 过
河。李闯王哈哈大笑，说，很好！很
好！我任你为渡河先锋官，立即率
队渡河。张六子一听，后背一阵发
凉 ，心 里 滴 咕 道 ，眼 下 黄 河 水 急 浪
大，怎么得渡？但是谎言已出，驷马
难追，只好硬着头皮率先头部队向
渡口而去。

我的后脊背上也立马冒出了一
层热汗，将目光从对面的茫茫大黄河
收回，转过身，直逼他的脸，着急地问
道，后来怎么样了？大家也都从望着
对面黄河流淌的目光收回来，盯着
他。郭先生的脑袋摇的像拨浪鼓似
的，说真的很奇怪。他的眼光很快就
又望着那些黄河山巅之上的奇形巨
石，说，真的跟六郎寨的这些石头一
样奇怪，黄河渡口虽然没有结冰，但
是，大块大块的冰凌夹杂着顺河而下
的河柴，都拥堵在渡口的拐弯处，就
像架了一座桥似的。更奇怪的是，还
有许多大木头也互相穿插着漂浮其
中。李闯王到来后，长长地喘了一口
气 ，不 禁 发 出 一 阵 狂 笑 ，说 天 助 我
也！命令一下，张六子第一个跳进河
里，踏着浮木和大块冰凌向对岸而
去。亏得他从小在黄河边长大,学了
一身好水性，再加上已经下了死的决
心，心里不再惧怕，居然就不费多少
力气，安安全全地过了黄河。其余的
人马也不敢耽搁，学着张六子的步子
踏木而过，竟无一人一马落水，成为
六郎寨老渡口千年未遇的奇闻。

真的？这是真的？我睁大眼睛
向他问道。大家也都把眼睛睁得圆
圆的，望着他。郭先生望着我们，也
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那当然呀！
要不怎么李自成能一路拼杀，终于攻
陷大同，杀进了北京城，夺了明朝的
天下。

片刻后，我们都哈哈大笑，郭先
生也哈哈大笑。

就这样，我们在这些奇形怪状的
大石头上边爬上爬下，边欢笑着说古
话今。或立于一块巨石的大平台上，
说是校场点将台，视野开阔，雄心勃
勃。或仰头观望那些石壁上特有的
天书，它们凹凸有致，纵横交错，点划
天然，真的是奇妙万端，像天的神笔
写就，荟萃藏、蒙、党项、羌胡,更集汉
之草隶篆楷，诸多文字符号画符混于
一方，似行云流水，如浪花飞溅，巧象
奇观，难以言说。我转身又看见一块
黑色石碑，上书“炼虚洞”，仔细一看，
说是道家辟谷的修炼场所，相传吕洞
宾曾经云游至此等等。不管他们来
过与否，反正这个石洞里大有乾坤，
下去看看！我穿过那些奇形怪石，扶
着铁栏杆，小心翼翼地踏着石阶下
去，见方圆不大的石洞里，仅有三张
低矮的木桌，几个树蹲，几个石凳，空
无一人。倒是木桌上面那决大大的
石头上的天工神画吸引了我。那些
水波样的、流水状的水纹，一道道，一
缕缕，一丝丝，弯弯曲曲，起伏舒缓，
深浅不一，错落有致。我最喜欢的就
是这些自自然然的东西。真的是一
幅情趣无限、生机盎然的石头水墨图
啊！我忙叫来文友，拿出手机，让他
给我在这石头水墨画前拍了一张照
片，用来留念。

六郎寨各具形态的天然石雕石
像太多了，有龟寿石、麒麟石、貔貅
石，有雄鹰觅食、卵翼之恩、企望而

“龟”，当然还有马道、烽火台、古寨、
农耕馆。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些
六郎寨的石头。我们穿过那一块又
一块的奇石怪岩，来到山顶南面的那
块长方形的大大的天外飞来之石前，
合影留念，好多人都伸出双臂，做出
了像那块石头一样，大鹏展翅的形
状，欢呼着，冲进了正前方照相机喳
喳喳的镜头里……

六郎寨的石头
□ 马明高

立冬了，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像装满心事的孩子，很忧郁
的样子。倘若再刮了风，树枝枯草瑟瑟发抖，冰冷的没有一丝
温度。落叶纷飞，发出哗啦啦的声响，落在地上便无助地翻滚
着，堆积着，更平添了几份萧瑟。

冬日里，最喜欢的还是那些树木了，虽然脱落了叶子，却
也不失妖娆。它们心里藏着信念，迎着风雪霜寒，积极，向上，
阳光，给自己挺直脊梁的信心和力量。小麻雀们总喜欢停留
在树枝上，或休憩，或想着自己的心事，远远望去，那些剪影真
是别样的迷人，仿佛盛开在树枝上的花朵，把冬天也装扮的格
外生动。也会在地上觅食，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尖尖的嘴巴，
轻巧的身姿，蹦蹦跳跳的样子像小兔子一样可爱。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冬来
了，最先想到的是白居易这首邀友共饮的小诗。沉浸于诗境中，
北风凛冽，暮色向晚，雪花即将飞临人间。此时若知己二三，围炉
而坐，谈笑风生，把酒言欢，又该是何等的惬意与洒脱！诗人李白
的《立冬》诗是这样描写的：“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醉看
墨花月白，恍疑雪满前村”，真切地流露出了作者的思乡之情。

到了冬天，动物们也忙着冬眠，大家伙真是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蜗牛的“避寒所”选择得很是稳妥，它除了钻进深洞
外，还把自己的介壳口封闭起来，只留一个小孔，用来呼吸，自
己藏在壳内睡上一冬。狗熊在冬眠时听觉非常灵敏，一旦外
界有风吹草动就会立即醒来，和对手进行搏斗。白熊的冬眠
最有意思，它们一家只有雌熊才冬眠。一到冬天，雌熊就把自
己埋在雪中，一直睡到来年春天才苏醒过来，这时已在梦中生
下了小熊仔。白熊在冬眠期间，偶尔醒过来舔一舔自己的脚
掌，就算吃过东西了，这家伙真会过日子。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有言：“冬，终也，万物收藏也。”的
确，冬天是一个收藏的季节，它的美内敛、含蓄，又让人感到神
秘。冬，坚韧而顽强，是思考生命的季节；是让人冷静的季节；
是藏秋实而育春华的季节。冬天，就是一幅黑白素描。线条
简单，却蕴含着生命的真谛。

喜欢带着安静，牵着阳光，倾听冬天的声音。带上一本喜
欢的书籍，沐浴冬阳的温暖，一边品读，一边打发闲暇时光。
或是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让文字在心中流淌，给自己一片
清幽、温馨，恬淡宁静。

冬天使人安静，让人忘记了浮躁。冬的语言朴实、简练，
毫无雕饰，犹如一位睿智的诗人书写着岁月厚重的篇章。

冬天，让我们慢慢走向成熟。走进冬天，便是走进了一个
美妙的季节。

走进冬天
□ 郭雪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