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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撒拉人家出来，已是斜阳时
分。眼前，是一幅群山披丹霞、大河走
青龙的壮丽画卷。

碧水丹霞，是黄河谷地最壮丽、最
诱人的地理特征。循化号称黄河上游
流动的风情走廊和美女部落，一点也
不为过。

茶足饭饱，神清气爽。在离开街
子时，让我们再稍稍领略一番这里的
黄河风情及人文轶事。

黄河经化隆、尖扎，出古什群峡，就进
入了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循化盆地。

古什群峡今名公伯峡。峡谷两山
对峙，陡壁如削，高耸入云，遮天蔽日，
形势十分险要。滚滚河水飞湍造漩，
咆哮而下，登顶俯瞰，蔚为壮观，十分
险绝。循化古八景中有“什群急湍”之
称。峡口南岸有两处废古城遗址，为
汉代修建的军事桥头堡。查汗都斯乡
一带，土地平坦肥沃，曾为汉代屯田之
处。如今，这里已成为循化园林之乡
和粮食生产基地。

紧挨古什群峡口南岸，这片在查
汗都斯乡昔日十分荒僻曾叫赞卜乎的
地方，有一个撒拉族聚居的村庄——
红光村。这个村名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历史不算长，但从这村名里，
人们不难觉察到它隐含的寓意。历史
曾在这里留下了一段隐秘的传奇岁月
和一段难以割舍的红色记忆。80 多

年前那段与西路红军有关的往事与村
庄后来的命运与变迁血脉相传、血乳
交融，使这个曾经普普通通的村庄犹
如一颗闪耀的红星，从黄河波涛间升
起，在青海高原上熠熠生辉。

1939年，一个夏日的黄昏。古什
群峡口，夕阳照在凝血般的黄河上，显
得苍凉而悲壮。这时，一支四百多人
组成的队伍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解
着，走出拉水峡，往南，踏上当时循化
境内黄河上唯一一座木桥，向赞卜乎
这片尚无人烟的荒滩野洼走来。那些
被押解的人衣衫褴褛，步履踉跄，不少
人伤痕累累。他们中间最大的有三十
来岁，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其中还有
一名女子。

他们在赞卜乎安营扎寨，开始了
夜以继日、年复一年艰辛无比的拓荒，
这片昔日狐兔奔逐、山风河声飘荡之
地，从此升起了人间烟火。

渐渐，当地撒拉族群众与他们有
了偶尔的交际，人们才慢慢知道他们
是一支由马步芳编制的被俘西路军战
士组成的“工兵营”，曾使役乐家湾机
场、享堂公路的修建，随后押赴赞卜乎
修路架桥、开荒屯田。

在多年以后的追忆记叙中，有人
将这片人烟荒绝之地称为“死亡之
角”。诚然。在敌人长期严密监视、残
酷压迫劳役之下，这些红军战士日渐

体弱多病，形容枯槁，不少战友在对遥
远故乡思念的无限伤痛中含恨离世，
遗魂他乡荒野。但顽强活下来的人，
深埋在他们心中的革命信念、战斗意
志和红色希望仍未破灭。

他们先在荒野里夯筑土墙，圈成
庄廓，然后从山中伐木，运回修建房
屋。他们修筑的大门和正房的坐向与
当地坐北朝南的传统格局迥然不同，
而是一律朝北。有人破解道，这里暗
涵着他们心中那盏没有熄灭的灯：跨
越黄河，北上抗日！

在极度险恶的环境中，他们不畏
强暴，坚守信念。这是极度隐忍中对
一种不了情结和不屈意志的最有力最
坚韧的表达。

这种铁血一般的信念，将会在他
们日后顽强的生命中得到更多更加巧
妙的暗示和凸显。

伐木、垦荒、开渠、铺路、修桥、建
校……赞卜乎荒滩上诞生了一个新的
村落。后来，一户又一户撒拉族贫民
携家带口被迁居到这里，成为马步芳
家族庄头的佃农。随着时间的推移，
红军战士与当地撒拉族群众建立了深
厚的感情，相互帮助，相濡以沫。撒拉
族群众帮助和保护他们，他们帮助撒
拉族群众改进生产技艺，制作劳动工
具，建设基础设施。后来，当地撒拉人
家也开始愿意把姑娘嫁给他们。耕种
劳作，生儿育女，他们在这个遥远的第
二故乡扎下了根，浓重的乡音越说越
淡，渐渐融进了撒拉族群。

然而，他们向往革命、向往家乡
心情像黄河的浪花一样，从来就没
有平静过。冬去春来。多少个黄昏
时分，垦荒者们三五相约，来到黄河
岸边，长久地凝视着东去的黄河，他
们的无数祈愿和盼望随波远去，有
的也许到达了日夜思念的四川老
家，有的也许到达了陕北高原那片
红色圣地……

在今日红军纪念馆的一段资料
显示：1939 至 1946 年，红军共开垦荒
地 110多公顷，修建民宅六十多座，架
桥一座，修建巨型水车五架、水磨三
盘、油坊两处，修建学校一所、清真寺
一座……

至今，一些撒拉族老人还记着，很
自豪地说，我们今天种的耕地全是当
年红军用血汗开垦的。还是他们和当
地人一道在黄河天堑建起了一座桥。

古什群古渡口是早在汉代就已修
建的军事桥头堡。连接南北二城的木
质握桥，也是黄河上游的第一座桥梁，
历经多次修造与毁坏。后来修建的一
座巨型木桥被洪水冲毁后，1942年，西
路军战士和当地撒拉族群众齐心协力
历时一年多时间，一座新握桥在古什
群渡口建成。

对村里暗藏玄机、别具一格的清
真寺，当地群众更是崇敬有加。这座
清真寺当年由红军战士所建。大殿的
前卷和宣礼塔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修
建时的原貌。

每有游客参观清真寺，导游总会
指着大殿屋脊上的青砖造型说，请各
位朋友仔细看一看、认真找一找，那上
面雕刻中到底藏着些什么图案？顷
刻，人们各有所获。有人看见了“镰刀
斧头”，有人发现了“五角星”，还有人
找到了“工字”“领章”等。这些象征中
国革命的图案巧妙地镶嵌在前殿正脊
缠花脊筒上，点缀在礼拜殿顶部，历经
风吹雨打，依然清晰可辨。宣礼楼的
建筑也不同于撒拉族传统造型风格，
而是寓意“红四方面军”的方形四角
楼，四根一通到顶的通天柱，表达着红
军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

他们还亲自设计、取材、施工，在
村里建起了一所小学，命名为古什群
小学。这是全国历史上唯一一座由西
路军红军建造的学校。原校舍于1993
年拆除重建时，发现了篾刀以及刻有
五角星和人名的青砖等大量历史遗迹
和遗物。

这一切，至今依然彰显着他们矢
志不渝的革命情怀，诉说着风雨如磐
年代的英雄故事。

这是一份凝聚着血与火的旷世
情缘，也是一份深藏着爱与恨的红色
记忆。

雄踞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更为奇特，
山势东西延伸，长约三十公里，层峦叠嶂，
绝壁千仞，上薄云天，下镇黄河 。《循化
志》载：

河北有层山，山甚灵秀，山峰之上立
石数百丈，亭亭杰竖，竞势争高，远望参参
如攒图之托霄上，其下层岩峭举。壁岸无
阶，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而
世士罕有津达者，因谓之积书岩，岸堂之
内每时见神人往还，盖鹤衣羽裳之士，炼
精饵食之夫耳。

黄河流经县城积石镇，绕过清水湾。
这里两岸土地平衍，阡陌相连，村庄错落，
人烟稠密，是撒拉族主要聚居地区。这里
有座桃花岛，每到春季，桃花灼灼，洇染一
湾清水，溢彩流霞，行人到此，仿佛误入陶
渊明的桃花源，恍若世外。一湾碧水，两
壁丹霞，滋润万物，这里盛产瓜果、线椒、
花椒和核桃，也孕育了诸多诗人。撒拉族
诗人韩原林就是一位后来的诗歌河流上
的摆渡人。在清水湾渡口上，我见到过这
位诗人，他新近出了一本诗集，就叫《渡口
归人》。

在他的诗中，你隐约可以听闻黄河奔
涌的涛声，听闻白驼遥远的足音，甚至阿
丽玛口弦里缠绵、凄清和热烈的爱情，甚
至打麦场高高的草垛上那一篮子呢喃的
星星。他的诗行中似乎没有先祖东迁隐
秘历史漫长而又宏大的叙事，也似乎不见
神圣启示的流蜜的花园与审判的熊熊烈
火……但缘于大河碧波的淘洗、一个英雄
族群源源不绝的血脉传承，在他的低吟浅
唱里依然可以真切感受到飞溅的浪花和
激荡的热血。不过他常常将它秘藏在心
灵深处，在诗行的节奏里隐隐脉动，那里
历史烟云仍在翻卷、变幻，承载着沉甸甸
的过往和神秘的降示。诗人一个人的村
庄也是人类的村庄，那里有两只黑白鸽
子，是神或时间的信使，守护着村庄过去
与未来的生存秘密，像人类最初的乐园：
村庄，火的村庄/草木烟雨和水的村庄/一
个人的村庄/人类的村庄/两只黑白的鸽
子/呼唤醒来的先祖与人们/漂泊的村庄
里/有麦子和麦子里的太阳/一个人的村
庄/两只鸽子/守住村庄的秘密/和一个人
的秘密……

他在不少诗中写到了寓意深远的
“渡”与河流。摆渡人，渡口，渡，渡口归
人……我想诗人就是诗歌河流上的一位
摆渡人，渡人渡心渡日月，渡肉体与灵
魂，渡今生与来世，渡苦难与欢乐，渡等
待与希望，渡风雨与时光，渡故乡的历史
与传承…… 麦子入仓后/整个荒芜被雨
淋湿/渡河。他要在彼岸/系好余生（《
彼岸》）。麦子打碾入仓，已是深秋，万物
萧瑟，这是一个自然的节令，也是一个生
命的驿站，渡河，在彼岸过好余生，有一种
归去来兮的隐逸和旷达。请看，暮色苍
茫，水鸟纷飞，涛声在岸边一阵阵辗轧过
来，那位风雨中的摆渡人——拉低了帽
檐/一场雨/就要下来了/他要赶在一场风
前，渡向彼岸/他在等一个人/水湾的涛声
低低地压过来，又回转而去/那鸟儿来回
穿梭在雨中，在汪洋里/俯冲，奋起，向远/
他还没有来/夜幕扯下来/他像摆渡人放
飞的鸟，云雨路上却不见踪影/他得等/一
声吆喝里起程……这是在风雨黄昏的一
场漫长的等待，摆渡人拉低的帽檐下，一
定是一张风浪磨洗的坚毅的脸，鹰隼一样

锐利的眼神。这使人自然想起曾经的撒拉
尔筏子客。撒拉人说，黄河是一片流动的
土地，他们是浪尖上舞蹈的民族，每一峰浪
尖，都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黄河的波峰
浪谷流转回荡在祖祖辈辈的血脉中。等
待，就是希望，就是那一声吆喝里追赶黎明
追赶梦想的风雨无阻、百折不回的启程。
而诗人则以诗渡河：由诗开始，一起到达清
水湾/我们，生会在这里/死，也会在这里
……这不啻是一曲摆渡者的生死恋歌。

为此，我后来也写过一首诗，题为《清
水湾——兼致撒拉族诗人韩原林》，兹录
于后——

大河桀骜。在这里
何以如斯温驯，如斯缠绵
用碧绿的沙丽，缠绕你
用彩霞装饰的铜镜，耀你
山以火焰的姿势，无语峭立
赭红的肌腱，一如锈蚀的铸铁
任狂风撕扯，骤雨咬噬
照引灵魂的火炬，猎猎不灭
渡口沧桑。风来雨往
那拉低帽檐的摆渡人，望着
一只只羊皮筏在浪尖上跳舞
忽闻渡船一声鸣笛。日月轮回
雪花落了，桃花开了
秋草黄了，辣子红了
守望千年，一缕驼铃叮咚的乡愁
在这里化作一湾，血脉流转的清水
以一河飘拂的沙丽，作证
以一山凝固的火焰，起誓
带着你爱情的口弦
带着你金黄的麦穗
一声吆喝里，让我们再次启程吧
去迎接新的使命，新的风雨
带好你的行囊。这必将是一次
更加惊险、奇幻的远旅……
而后，黄河直奔积石峡。
历代封建王朝在峡口筑关建庙，屯兵

驻守，称积石关。积石关是明、清两朝西
陲重镇河州卫所辖二十四关的第一关。
清御史李玑有诗云：“地险天成第一关，岿
然积石出群山；登临慨想神入泽，不尽东
流日夜潺。”积石峡里，黄河汹涌澎湃，横
冲直撞，大有将崩欲摧之势。

积石峡自古以来，是从兰州循黄河谷
地通往青海的交通要冲。如今，黄河上游
青海境内最后一座大型电站积石峡电站
已在这里建成。

积石峡孟达山林区是国家自然保护
区，被誉为“青藏高原上的西双版纳”。保
护区内孟达天池与长白山天池、天山天池
一起并称为中国最美的三大天池。

进入孟达，只见悬崖峭壁，如刀削斧
砍，谷底清溪潺潺，令人心旷神怡。继而
前往，便是孟达林区腹地。那位于腹地的
孟达天池犹如一颗晶莹美丽的明珠，熠熠
生辉。周围时常云雾缭绕，恍若西天瑶
池。这个高山湖泊，时而清澄如镜，倒映
山色，时而水波荡漾，风光无限。

孟达天池犹如撒拉女子，美丽而神
秘。据传，夏秋季节，树叶草木飘落天
池，就被无数水鸟竞相衔走，碧绿的湖面
上从不见一枝一叶飘浮。冬季结冰时，
冰面上就会形成许多佛塔、海法螺等吉
祥图案……

日暮。群星闪烁，黄河奔流。我仿佛
听见，那白驼的呼唤穿越时空，在碧水丹
霞间回旋……(完)

四 五

““黄河彩篮黄河彩篮””

红光清真寺红光清真寺

篱笆楼篱笆楼撒拉人家撒拉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