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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小长假，生活在兰州的女儿女婿多次打

电话邀我们二老去游刘家峡景区。40年前我在兰读

书时，学校曾组织去参观过刘家峡，那风光旖旎的黄

河明珠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一晃40年，我们

也退休了，和子孙们一道再去领略黄河上那绚丽多

姿的自然风光正是梦寐以求的。

早晨，天气晴朗，我们从兰州雁滩自驾出发，绕

北城高速向南行进，一路鲜花绿树，心情美好绚烂，

仅80公里的路程三摇两晃的就到了，“黄河三峡风景

区”六个烫金大字映入眼帘，一条栏河大坝屹立在南

北两山峡谷之中，显得巍峨壮观。

在宽敞的景区广场里人流熙攘，趁等候购票的

机会，我独自一人来到河坝，远眺那素有“黄河明珠”

的刘家峡电站雄姿：只见万亩湖水碧绿，一平如镜，

湖中点点游艇穿梭，汽笛鸣放，远处的吧咪山倒映湖

中，千米大坝显现出一种神秘之美；向坝底望去，147

米高的大坝望不到底，泄洪道飞流直下恰似白龙过

江，峡谷里锋利如刀削的巨石坚壁，经受住寒冰利水

冲刷千百年，雷霆轰鸣，巨浪翻滚，水气弥漫，构成了

一幅奇特的美丽画卷；坝中有我国首座百万千瓦级

水电站，将滚滚的黄河水化作源源不断的电流，经过

千里铁塔银线输送给国家电网。此时此刻，我真为

大西北高原上有这样一座高峡平湖而惊叹！

从刘家峡坐游船去炳灵寺往返需要6个小时，坐

快艇只需3小时，快艇上国旗猎猎招展，偌大的湖面

犹如一方狭长的碧玉，镶嵌在粗犷苍凉的群山之间，

水势浩荡、绿波无垠。快艇缓缓驶过平静的湖面，好

似锐利的剪刀裁开光滑闪亮的绿缎，旋即又悄然合

拢，了无痕迹。在水里看天空，天似乎格外蓝、格外

高，云也似乎格外悠闲、格外白净；从快艇上看两岸，

轻风徐徐吹来，衣带抖动，秀发飘逸，美若仙境，觉有

遥遥之感。

不久，快艇便驶入了一道峰峦对峙、山势陡峭的

深邃峡谷，马达清脆，浪花飞溅，我们随着快艇的轻

盈飞掠，一高一低地在碧波荡漾的湖里“穿越”。眼

前的万仞坚壁如刀砍斧劈一般，历经亿万年雨雪风

霜的洗礼依然峥嵘嶙峋、寒光隐现。有的一峰独立，

巨柱高耸，撑住云团；有的诸峰连绵，高低起伏，气势

如虹；有的山势连绵，层峦叠嶂，奇幻异景；正如李白

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使

人惊叹大自然的造化竟是这样奇妙！

继续前行，通过一处狭隘逼仄的山口后，视野豁

然开朗。一艘快艇后来居上，急速驶过，两艇人员彼

此发出欢呼声。这里湖面最宽处约6.5公里，快艇行

驶在湖中央,仿佛有“水倒流、艇不走、山再移”的视

觉，凭舷而望，清风拂面，辽阔的湖面烟波浩淼、云水

苍茫，两侧巍峨绵亘的山峦渐行渐远，最终凝成两道

黑黄的墨迹，仿佛是天与水的分界线；不远处有白色

的群鸥自由地在湖面上翻飞嬉戏，有忙碌的农夫在

撒网捕鱼，那河面上漂浮着的水上乐园、网箱养鱼、

鸭鹅饲养场等致富奔小康的各种设施格外引人注

目，有三三两两的游人在水边活动，仿佛让我们回到

了大宋的水泊梁山。

忽然，快艇如离弦的箭昂首前行，拍打得湖水四

溅，那艇尾托起道道白色浪花，留下层叠波浪，使游

客前仰后颠，惊叫不停。两岸又渐行收拢，水色逐渐

由绿转黄、黄中泛赤，加之接近水库西南尽头，水势

也从微波荡漾变成万马奔腾，这里就是洮河与黄河

的汇流之处。洮河水的混浊，黄河水的清澈，出现了

“泾渭分明”的奇特景观。

快艇绕过一个大弯，在鸣笛声中，两岸尖耸的丹

霞地貌跃入眼帘，那些奇峰异石雄奇挺拔、千姿百

态，变化多端。像柱、像笋、像屏，像刀、像剑、像戟，

临水而立，任由浪拍涛打。恍惚之间，由佛教领袖赵

朴初题写的“炳灵寺”三个俊秀有力的大字镌刻在万

仞绝壁之上，炳灵石林到了。

这里山峰形状更加变幻莫测，有的像玲珑的宝

塔，有的像雄伟的宫殿，有的像西域的僧人，有的像

恐怖的鬼脸，有的像行进的驼队，有的像高大的城

墙，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可谓千峰竞秀、万壑争奇，

有如一座规模宏大的天然雕塑馆，堪称天下奇观。

我国古代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曾在《水经注》中这样

描述炳灵石林：“河北有层山，山甚灵秀。山峰之上，

立石数十丈，亭亭桀竖，竞势争高，愿望参参，若攒图

之托霄上。”《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导河自积石，至

龙门，入于沧海。”这里的河特指的就是黄河，而“积

石”就是炳灵寺石窟所在的积石山。说的是大禹治

理黄河，从积石山这一段开始疏浚，经过河南洛阳的

龙门，最后流入渤海湾。游人至此，无不为天地共同

造化的绝世胜景所倾倒，无不为大禹锲而不舍的治

水精神所震撼。1967年兴建刘家峡水电站时，为保

护石窟，特在窟前修筑防水大堤，长约200米，高约20

米，坝前粼粼碧波，坝后岩窟崔巍，景色蔚为壮观,游

人乘游船即可直达窟前。

看了一下时间，从刘家峡大坝码头坐快艇到炳

灵寺正好1.5小时，我们弃艇登岸，游览了炳灵寺石

窟。

炳灵寺石窟建立于西秦建弘元年(420年)，开凿

在黄河北岸大寺沟的峭壁之上。据石窟内现存的墨

书题记和造窟题记记载，炳灵系藏语“香巴本郎”音

译的简称，意为“十万尊弥勒佛居住的地方”，意同

“千佛”“万佛”，2014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现存比较完整的196个窟龛中，有大小石雕佛像

694尊，泥塑82尊，壁画约900平方米，另有石雕方塔

1座，泥塔4座，墨书或刻石纪年铭文6处。分布在上

寺、下寺、洞沟、佛爷台等地，两寺相距约2.5公里，高

低错落有致。我们行走在沟内新铺成的大理石台阶

道上，只见石峰奇异，草青树绿，清泉潺潺，山花烂

漫。寺内最为典型的是石雕像、浮雕佛塔和密宗壁

画艺术，与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驾齐驱，

有着同样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我们沿着黄河岸边长堤漫步，说到了黄河的流

经地--黄土高原，说到了黄河的发源地--青藏高

原，说到了黄河壶口大瀑布，说到了跨越内蒙古的

“几字型”河道，还说到了黄河下游那些广阔而雄威

的中华大地之奇观--地上河。古老的黄河，从涓涓

细流到汹涌澎湃，从清澈干甜到浑浊不堪，从平平缓

缓到腾空而上、九曲连环，多么曲折而又悠长的时

光，恍如一个遥远的故事，说不完，看不够。

夕阳西下，绚烂的晚霞将赤壁丹崖染得通红似

火，我们意犹未尽地踏上了返程的快艇。伫立艇尾，

遥望着“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如画

美景，我的心里又涌上不断遐想：历史的烽烟随着黄

河的滚滚涛声流走了很多辉煌往事。禹王的盖世之

功，自然为历代人民所传颂。谁知到了20世纪50年

代，刚刚建立起新中国的工人阶级又在禹王劈开的

峡谷上筑起大坝来蓄水，并修起了一座气势恢宏的

水电工程，它是新中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

站，是高扬国威的“四自”工程，曾创造了砼重力坝最

高、单机容量最大、线路电压等级最高、输电距离最

长等多个第一。从第一台机组发电至今，这座水电

站已稳稳坐地五十余年，创造出的价值相当于自身

造价的近三十倍。刘家峡水电站将桀骜不驯的黄

河，演绎成“让每一滴水都能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电

能”的祖国母亲河，让沉寂已久的刘家峡，豁然亮相

在世界现代文明的舞台上。

“黄河远上白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刘家峡的

涛声已经远去，刘家峡的山色水色却深深染晕了我

们的心神。再见了，美丽的刘家峡水库，再见了，神

奇的炳灵石林，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来……

桑葚又开始上市了。透明塑料盒装好的紫

色果子，小心翼翼，整齐地摆放在显眼的位置。

不是水果中的主流，也不是大众日常食用的果

子，所以量并不多，也不名贵，却因果子脆弱，需

仔细地伺候着。

多年没有去看过我种的桑树了，虽然就在老

屋后，不知是否还活着。幼时种下，不曾打理，却

一直长得枝繁叶茂，年年挂满彩色的桑葚。汁液

饱满的果子，一口下去，紫色的果汁溢满嘴，甘甜

清爽。

桑树好养，极易种活，削下一段成熟的枝条，

去叶，切斜面，随手插入泥中，无需多久，便能发

芽，长出新叶，不多时，叶子就郁郁葱葱，来年便

开始结果了。刚开始是一个个绿色的小果子，长

满绒毛，继而变红，而后红紫相间，最后变成黑

紫。青、红、紫三种颜色的果子往往能够同时生

长，一条枝上，五颜六色，甚是精彩。

桑葚易落，落到地上，便铺成了满地诗。它

有个极有内涵的名字，叫“文武实”。桑树品种也

多，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列举了几种：白桑，

叶大如掌而厚；鸡桑，叶花而薄；子桑，先椹而后

叶；山桑，叶尖而长。听说还有白色的桑果，可惜

我从未见过。

总以为，桑树就是这样一种平凡却极具生命

力的树种，只要有土就能存活生长，桑葚就是这

样一种平凡却惹人心疼的果子，每到春天密密麻

麻挂满枝头。殊不知，当我们谈桑时，往往跟蚕

联系在一起。

小时不知蚕为何物，依稀记得书上见过，与

菜虫极为相似，吃桑叶，吐蚕丝，可织成丝绸。长

大一点读文章，发现如此平凡渺小的蚕桑竟奠定了中国文明的起点，一条

条小小的虫子，竟撑起了一条跨越东西半球、长达万里、绵延千年的丝绸之

路。才知桑树神圣——桑梓之地，父母之邦，代表着故土与亲人。

作为一种精神象征，桑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延续千年。《诗·小雅·小

弁》有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蔡琰《胡笳十八拍》

有句“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当埋骨兮长已矣。”究其原因，皆因桑树梓树与

古人生活休戚相关，桑叶养蚕，桑果食用、酿酒，树枝制造器具，皮造纸，叶、

果、枝、根、皮皆可入药。梓树嫩叶可食，皮可入中药，木材制作家具、乐器、

棺材，作薪炭。正因其多用途，易生长，古时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植桑栽梓，

又传为父母亲手所植，故成为故土双亲的代名词，在国人心中枝繁叶茂了

数千年。

历朝历代文人都写过桑。描写田园农事，不离桑；批判上层奢靡，不离

桑；怜悯百姓艰辛，不离桑；吟咏男女爱情，不离桑。《诗经》中有许多写到桑

叶的诗，多隐喻男女爱情，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宋朝翁卷在《乡村四月》中留下了这样的画面：“绿遍

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看似

美好画面，背后却是：“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

衣。”“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若论一种树对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巨大影响，大概没有超过桑

树的。一条蚕，一叶桑，牵动几千年中国社会发展，令人对这种平凡而低调

的植物陡生敬意。

桑养蚕，更护人。从桑叶到桑根，皆是常见中药。《本草纲目》载：桑根

白皮，甘，寒，无毒。泻肺，利大小肠，降气散血。桑葚，捣汁饮，解中酒毒。

酿酒服，利水气消肿。桑叶，乃手、足阳明之药，汁煎代茗，能止消渴。煎药

用桑者，取其能利关节，除风寒湿痹诸痛也。就是这样一棵在乡人眼中不

入流的植物，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文明的进程。丝绸、茶叶、

陶瓷，是古代中华文明的代表符号，桑叶育蚕而吐丝，织就了一幅人类服装

发展史，一幅中华文明发展图。若无桑，中国文化怕是得黯淡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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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有一首《小满》诗：“夜莺啼绿

柳，皓月醒长空。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

红。”其中的“啼”、“醒”和“笑”三个动词，

诗人用得最妙，仅以寥寥的数笔，就将一

幅小满乡村图，形象地勾勒了出来。

在二十四节气中，小满是夏季中的

第二个节气。自此后，天气渐渐地变热，

降水也逐渐地增多。故有“小满，小满，

江河渐满”和“小满爱下雨，万物勤生长”

之类的民谚。炎夏便开始正式登场。

升高的气温和增多的降雨让人能清

晰地感受到夏天如火般的热情。民谚

说：“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小满不满，

芒种不管”。此处的“满”就是用来形容

雨水的盈缺，小满时田里若不蓄满水，就

有可能造成田坎干裂，甚至芒种时也无

法栽插水稻。但一般而言，小满时节，在

我的故乡，有时小河还会涨水。

小满的三候是：“一候苦菜秀，二候

靡草死，三候麦秋至。”小满时，虽说麦子

即将成熟，却仍然处在一个青黄不接的

阶段。以前，老百姓在此时往往以野菜

充饥，所以，食苦菜在我国就有着悠久的

历史，苦菜的品种也多种多样。《诗经》

说：“采苦采苦，首阳之下。”从节气时段

上讲，小满正是苦菜繁茂的时候，人们将

苦菜做成各种美味，这便是小满的第一

候“苦菜秀”。强烈的阳光下，靡草开始

枯萎，便到了小满的第二候。“麦秋至”，

指的是麦收在即，镰刀好像开始晃动起

来，这就是小满的第三候。

我的故乡，在小满时也有吃食苦菜

的习俗。不过，如今苦菜成了人们所喜

爱的野菜，人们再也不用以此来充饥

了。入夏以来，苦菜长得茂盛。苦菜，新

鲜爽口，清凉嫩香，涩中带甜，苦中带涩，

营养丰富，含有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

矿物质、胆碱、糖类、核黄素和甘露醇

……苦菜具有清热、凉血和解毒的功

能。中医多用苦菜来治疗热症，古人还

用它来醒酒。苦菜遍布全国，医学上叫

它败酱草。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描述：“四月

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此时，

故乡的早稻移栽后，已开始浅水灌溉、施

肥，以便促进早稻早生快发和多分蘖；对

禾苗茂盛的稻田则进行排水晒田，控制

无效分蘖，还得注意做好病虫害的监测

与防治工作。油菜和小麦都在比较强烈

的阳光下走向成熟，等待收割。

我国有二十四个节气，走进那一个个

节气，便是走进了我们的历史，走进了我

们华夏的文化。同样，走进小满节气，也

就是走进了古老而温馨的文化氛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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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翔

说起三国武将，大都知道“一吕二赵三典

韦”。至于为什么有这一说法，恐怕很多人并

不清楚，这里说说三国武评的历史渊源。

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三国武力排名远在

宋末元初就比较流行，但是当时的排名和现在

有很大的不同，所有事物的原始状态都是简陋

的，排名也不例外。我下面所说的历史武力排

名仅代表个人意见。

宋元时期，当时关张地位尊崇为神，古人

崇神，故关张不在排名之列。按《三国志》，关

张皆称万人敌，为世虎臣。张飞武勇仅次于关

羽，宋人大体沿袭《三国志》，认为关张武勇盖

世，关羽比张飞更厉害，关张虽然不入排名，但

占据了头两把交椅。

一部三国，前表吕布，后表马超，民间有

“金吕布，银马超”的说法，吕布排第一，马超和

吕布地位一样，所以马超不进排名，吕布死后，

马超继承吕布的位置，这是一吕（马）。

宋元戏曲中，赵云曾击败过颜良、文丑、典

韦，大放光彩，武力地位逐渐提高，加上宋太祖

赵匡胤自诩为赵云的后裔，故赵云排第二。同

样在戏曲中，典韦打败过张飞，为第三。这里

张飞比较郁闷，已经从神坛上拉下来了，既败

于典韦，古城会时又败给二哥，不过有单战吕

布占上风拉分，只有关公仍然端坐神坛。许褚

战平过典韦，排第四，徐晃总是在戏曲中露脸，

作为关张赵马等人的陪衬，排第五，夏侯惇第

六。具体排名就是一吕（马）二赵三典韦，四许

五徐六夏侯。这是古代的三国民间最正宗最

原始的武力排名。

此后宋元话本流行，民间说书艺人讲演三

国，有《三国志平话》问世。这时关张过了封神

期而又没有进入排名，武将排名开始变动而混

乱起来，出现了不同版本，但是漏洞都比较

大。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三国志平话》对武力

排名影响很大。由于平话很粗糙，武将武力也

是一地鸡毛。吕布英勇难敌，却被伤了一只眼

的夏侯惇死战打败。夏侯惇两次都被颜良

30回合轻松击败，关羽一刀杀了颜良，那关公

岂不是远胜吕布？平话里又有刘关张联手速

败吕布，这算是《三国演义》三英战吕布的滥觞

吧，但剧情有矛盾，吕布比关张都差，还需刘关

张联手？于是《三国演义》修改了吕布武力设

置，让他变得不可战胜。张飞先打得吕布不敢

出战，后来300回合平手，可以看出张飞比吕布

更强。赵云使用一杆涯角枪，一部三国志除张

飞外第二杆枪，似乎很强，其实并不算强，张飞

仅用60回合就打跑赵云。而后入川之时，张飞

闻听赵云败给了铁臂将军张益而大怒出战，两

人连战三天，不分胜负，这张益又是个牛人。

而黄忠先后大战关、张、魏延平手，然后三人合

战黄忠仍然平手，这黄忠真的很强。这段时间

内感觉黄忠最强，张飞关羽稍微次之，再次是

吕布张益颜良魏延等人，至于马超许褚典韦等

人则没什么出彩表现，按《三国志平话》，“一吕

二马三典韦”连影子都没有。不过，受民间戏

曲影响，马超、赵云同几个朝代之后的秦叔宝、

尉迟恭一样被封为门神。

到了元朝末期戏曲的发展繁荣，三国武力

的排名得到进一步的充实丰满，于是关张从神

位上请下来，经过补充修正，剔除了徐晃，加上

了黄忠和姜维。于是就有“一吕二马三典韦，

四关五赵六张飞，七许八黄九姜维”流传甚广

的经典排名问世，这个排名历经元、明、清三

朝，直到民国时期一直没有变化。

1958年夏天，毛主席在天津会见正定县县

委书记杨才魁时说：“正定是个好地方，那里出

了个赵子龙！都说一吕二马三典韦，我看应该

是一吕二赵三典韦才对。马超这个人不简单，

相貌出众，文武全才，但是在三国演义里他是

比不上赵子龙的。”并亲笔题下了“正定是个好

地方，那里出了个赵子龙”。本来主席或许是

随口而言，但伟人的言行往往对时代的影响不

同凡响，自此之后，人人皆知“一吕二赵”，而无

人再去理会什么“一吕二马”了，于是“一吕二

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许八黄九姜维”

的说法响遍祖国大地，成为了评论三国武将的

必备论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