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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我为你
珍藏了一朵雪花
珍藏了一朵家乡的雪花
珍藏了一段冬日里
漫长而遥远的思念
是洁白的一朵
是纯情的一朵
是相思的一朵
窖在酿爱的缸里没有融化

春风漫过花季

夏雨淋湿念想

秋阳晒烫心事

我默默地等待

等你打完工的日子

而今 我守望新岁

满天的雪花又飘飞

你是否 从远方归来

思念

◇王新有

东乡族自治县是东乡族的聚
居地，位于甘肃省中部、临夏回族
自治州东部，东邻洮河与定西地区
毗邻，南与广河、和政两县接壤，西
接大夏河与临夏市、临夏县为界，
北隔黄河与永靖县相望。全境呈
方圆形，四面环水，境内无水，中间
突出，略呈“凸”状。境内群山起
伏，沟壑纵横，交通不便，信息闭
塞。六大山梁夹着六条山沟，以县
城锁南坝为中心，伞状放射出十几
条纵横绵亘的支岭及其支沟。

地形地貌奇特

东乡是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土
地。这里有连绵不绝的黄土丘陵，
有直插云霄的山峦梯田，有驰名西
北的“陇上杏花第一村”唐汪川，有
奔驰沟库区旖旎的风光，有美丽绝
伦的丹霞奇观，有异常丰富的古生
物化石遗存，还有距今5000年的林
家马家窑文化遗址……

东乡的四季可以概括为：冬长
夏短，春迟秋早。四季基本分明。

东乡的地形：“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东乡是大山聚会
的地方，沟壑暗恋的去处。东乡被号
称“山高没尖子，沟深没底子”。东乡
的山：山大、山多、山高；东乡的沟：沟
多、沟窄、沟深。

“陇中苦瘠甲天下，东乡苦瘠甲
陇中。”

曾经，东乡族自治县是国家级
深度贫困县，省扶重点贫困县，是全
省乃至全国典型的“贫中之贫、困中
之困、难中之难、弱中之弱”的贫困
县。个别地方有“摔死麻雀滚死蛇”
之说。“隔沟能说话，握手走半天”是
东乡切割破碎的黄土沟壑典型地貌
的真实写照。东乡30多万各族儿女
艰难地生活在1510平方公里“人类
基本不能生存”的恶劣的崇山峻岭、
沟沟岔岔之中，且全县地形地貌分
布在高低不平的 1750 条梁峁和
3083条大小不等的沟壑中。地形之
破碎、生态之脆弱、生存之艰辛都是
可想而知、不言而喻的。

文化积淀深厚

东乡族自治县有悠久的历史，
灿烂的文化，是一块民族文化积淀
很深厚的热土。这里有距今约一
万五千年的锁南镇下王家旧石器
时代文化遗址；这里有曾经是古丝
绸之路南道的必经之地——囤子
沟、洪济桥古渡等遗迹；这里有距
今五千多年的东塬乡林家“马家窑
文化”遗址，出土的迄今为止最早
的铜刀，堪称“中华第一刀”；这里
有著名的赵家乡龙担古生物化石
遗址；这里是华夏古丝绸之路的重
要通道；这里有国家一级文物——
千年牛皮《古兰经》；这里有闻名遐
迩的“东乡手抓”、醇香可口的唐汪
大接杏、品质优良的大红袍花椒和
马铃薯；这里更有世代居住着的勤
劳勇敢的东乡族人民。

距今约 15000千年的锁南镇下
王家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是迄今
为止在河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
石器文化遗址，该遗址的发现将临
夏地区的人类历史真正提前了一万
年，揭开了远古人类生活的神秘面
纱，也充分说明了东乡地区是中华
民族远古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下王家遗址南北相距80米，面
积约500平方米。共发现文化层两
处：其中暴露的一处灰层长约3米，
厚约 0.1 米，发现了不少炭屑、兽
骨、红烧土块等遗物。灰层下面是
水积灰绿砂质黏土，灰层上覆盖着
8～9 米厚的粉砂质黄色黏土层。
经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土样
化验分析，其地质年代距今约一万
五千年。灰层中间发现三件打制
石器，其中两件为刮削器，一件为
打制石器。这三件打制石器的发
现，表明居住在这里的旧石器时代
人类曾用石器来狩猎、制造木制工
具，追捕野兽和采集是他们时代的
主要经济生活方式。从宽3米的灰
层分析，居住方式可能是洞穴生
活，因其不远处就有几处天然石
洞，能使许多人以捕猎为生在这里
居住很长时间。刮削器是用来解
肉剥皮的，皮可用来御寒。还看不
出有耕作的迹象。发现的炭屑说
明已经学会用火，已经知道食用熟
食。红烧土块是用火长期烧食而
形成。500平方米的面积，0.1米厚
的灰层，表明这里是一处旧石器时
代人类的定居点，且居住规模不
小，延续时间较长。这表明，原始
人从到处游荡的生活变成了相对
定居的生活。灰层下面的水积灰
绿粉砂制黏土，表明旧石器人类居
住以前，这里是一片水域，存在了
很长时间，后来水域走泄，成为平
地。虽然水域走泄，但仍有泉眼等
（至今仍有一处“布拉咣”即泉水沟
的地名），充足的水源，使得这些人
选择居住在此。灰层上面的 8～9
米厚的粉砂质黄色黏土层，说明此
地曾积水成湖，延续时间不下千
年。下王家遗址处在三面环山的
谷地，谷地延伸是出口。原始人类
低下的生产力，不可能更多地克服
当时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只能选择
有利的地理条件居住，以保护自身
免受野兽的伤害。进出方便，食物

来源丰富的地方，是原始人类最中
意的栖息之地。

民族风情浓郁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风
俗，而婚姻习俗往往是最具特色的
传统风俗。东乡族婚俗富有自己的
特色。男方家先请媒人（东乡语叫

“找赤”）到女方家去提亲，女方家应
允后，男方即可送“订茶”。此后，可
择期履行正式订婚手续，称为“默合
勒库贺”（送彩礼）。届时由男方的
叔伯、媒人、新郎及伴郎，携带彩礼
前往女方家。彩礼分两种：一种是
茶叶、冰糖、桂圆、葡萄等“四彩礼”；
一种是经媒人事先认定的衣服、现
金及耳坠、手镯等，还要给女方的亲

“家伍”（即“家族”）等送彩礼。男方
彩礼送到女方家，女方家立即将男
方的礼品送到亲“家伍”家里。在女
方父母叔伯及亲“家伍”父辈若干人
在场的情况下，举行宴请仪式。由
亲“家伍”中的长者或一位颇具口才
的长辈出面致词，赞颂姻缘美满，讲
述乡俗民情和相关义理，这时主宾
均站立恭听。言毕即由女方叔伯负
责招呼客人上炕入席。

娶亲当日，东乡族还有唱“哈
利”（一种迎婚曲）的习俗。送亲者
到新郎家门前时，新娘由送亲的兄
弟抱下马车送进洞房。这时亲朋
好友欢聚一起唱“哈利”，表示庆
贺。宾客中一人带头呼“哈利”，众
人和之，并按节拍击掌或拍手臂，
腿弯曲成骑马状，左右旋转。唱词
由宾客即兴编唱，内容大多为新郎
英俊、新娘美丽、夫妻恩爱、永不分
离等赞美之词。婚礼高潮期间，人
们还戏谑性地往新郎的父亲或叔
伯等长辈脸上抹锅底灰，让他们反
穿羊皮袄，腰系铃铛，头顶破帽，手
脚被象征性地捆住，或是使之倒骑
毛驴“亮相”，人们称之为“戏公
婆”。而洞房之夜，还有“昌宫缠
烈”（即“听窗”）的习俗，即村庄周
围的小伙子围着新郎新娘索要核
桃和枣儿，以祝福他俩和睦相处、
早生贵子。同时还要闹房“砸枕
头”，嬉闹的小伙子们手持早已准
备好的枕头，朝炕角上的新娘轻轻
砸去，护卫新娘的女性们则组成一
道防线，将砸过来的枕头反砸过
去，大家哄笑呼叫，场面十分热
闹。这种习俗被称为“哈莱目”。
随后，女友们顺手揭起新娘的纱巾
向众人“亮相”，并打开箱笼，展示
珍贵的嫁妆。至此，夜深人静，新
郎、新娘便进入洞房花烛的梦乡。

“吃鸡”风俗特别

东乡族以热情好客的淳朴民
风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尤其是东乡
族古老独特的吃鸡习俗——吃鸡
尖，别具一格，令人称奇。客人一
到家，主人立即请阿訇宰鸡，新宰
的鸡要趁热拔去鸡毛，不净处则用
柴火燎去，还要割去鸡尾巴骨上突
出的一个小疙瘩（俗称“鸡翘”），东
乡人把它叫作“外物”，然后用凉水
下锅炖鸡。炖熟后的鸡从不整只
端给客人的，而是要剁成十三块，
即两只大腿、两个胯子、两块鸡胸、
两个小腿、两个拐骨，两只翅膀，最
后是一个鸡尖，也就是取掉“外物”
的鸡尾，这便是东乡人视为最尊贵
的一块肉了。当满盘热腾腾的鸡
端上桌之后，是由主人视入席客人
的身份、年龄、辈分及亲疏关系，用
一双专用筷夹给符合每个人身份
的那一块。如果谁享用了鸡尖，谁
就代表全桌客人接受了主人的盛
情款待，吃了鸡尖的人是主人家席
面上的贵客，丰盛的美味佳肴主要
是为他的光临而精心准备的。客
人会为得到主人的尊重而感到荣
幸和自豪，主人更会为自己的盛情
款待得到了客人的认可而感到高
兴和满足。

“吃平伙”非常热闹

“吃平伙”是东乡人用“AA制”
的形式集资聚餐的方式，也是一种
很富有民族特色的联欢会和民族
饮食文化。加入“吃平伙”的人事
先发出邀请，集约参加者，然后按
参加的人数一般为 8至 15人定股
份，约定“吃平伙”的日期，将早已
喂养或预定好的“站羊”拉到股东
家里，股东一般是“吃平伙”的发起
人或是众人推举的一个代表。先
请德高望重的人宰羊，接着迅速剥
皮，再把羊的心、肝、肺洗净剁碎，
拌上切好的葱花、香油、油料，撒上
些许面粉，搅匀，分成若干份装在
小碗里，然后放在蒸笼里蒸熟，这
叫作“发子”。热气腾腾和香味扑
鼻的发子浇上沸腾的肉汤，撒上碧
绿的青蒜苗，就着香喷喷的油香，
悠闲地刮着细瓷盖碗茶，从而拉开
了“吃平伙”的序幕。还会在漂着
油花的肉汤里揪上指甲盖大小的
面片，舀在碗里撒上香菜，放入香
醋和油泼辣子，十分可口，想吃几
碗就吃几碗。再把煮熟的还冒着
热气的羊肉卸成七大块，每一块按
人数剁成若干小份，人均一份。每
份“平伙”里都有前件、后件、肋巴、
胸岔、羊背子、脖子、尾巴七个部
分，股份多，肉块就剁得小；股份

少，肉块就会剁得大一些。“平伙”
肉按份子剁成后，盛在碟子或食品袋
里端上来。可以当场吃，也可以拿回
家和家人一起共享美味儿。

“手抓”百吃不厌

早在南北朝前后，“枹地羊”就
是帝王贡品，被称之为“枹罕赤髓羯
羊肉”。后来之所以称之为“东乡手
抓”，是因其煮熟后可直接用手抓食
而得名。身体健壮、坦荡豪爽的东
乡人历来好吃“手抓”羊肉，形成东
乡人健壮、彪悍的体魄和智慧、豪爽
的秉性。这种羊讲究选用精心喂
养、膘肥肉嫩的本地羊，特别是以山
地羊为最佳。“东乡手抓”以独特的
民族风味和传统特色闻名遐迩，其
肉质鲜嫩、肉质脂肪含量适中、肥而
不腻，味美可口，是中老年人滋补佳
品；富含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
质、矿物质和维生素，是东乡族接待
贵客的佳肴。东乡人做“手抓”，讲
究现宰现煮现上桌。吃“手抓”最好
不让生羊肉过夜，因为当天下锅的
羊肉吃起来格外鲜美、浓香四溢，口
感极好，凡品尝者无不啧啧称赞。

旅游资源丰富

东乡境内旅游资源众多，文化
遗存丰富。位于东塬乡林家村的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林家遗
址，为马家窑类型早、中、晚期的文
化遗存，其中出土的一把青铜刀，
号称“中华第一刀”，是迄今为止我
国发现最早的一件青铜器，其年代
距今约五千年左右，这一发现也将
中国青铜冶炼史提前了整整一千
年，具有青铜冶炼使用的开创性意
义。位于锁南镇王家村的下王家
遗址，是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存，
发现的两件刮削器和一件打制石
器，为研究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历
史提供了主要的实物依据，距今有
一万五千年的历史，它的发现填补
了临夏州内没有旧石器时代历史
文化的空白。保存在坪庄乡韩则
岭珍藏馆的千年牛皮封面《古兰
经》，属国家一级文物，据国内外专
家研究考证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历
史，属于传入中国最早的手抄本
《古兰经》之一，是东乡的文化瑰
宝，更是东乡族悠久历史的见证。
东乡境内古生物化石异常丰富，种
类繁多，保存完整，尤以那勒寺三
甲、龙担山出露的剑齿虎、铲齿象、
三趾马、猴头骨等化石为最佳，极
具研究、观赏价值。中国社会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所长邱占祥，
专门撰写了一本关于东乡龙担山
古动物化石研究的专著，作为大
学考古专业的教材来使用。锁南
镇伊哈池拱北砖雕，雕刻细致、工
艺精湛、价值很高。果园镇果园
村南山的“水帘洞”，冬夏滴水叮
咚，流水潺潺，景色如画，也是一
处休闲旅游的好去处。位于大夏
河下游，东塬乡东塬村、林家村以
北的洩湖峡（又名泄湖峡），深深留
下了大禹治水的历史遗迹。以下
我们拜读一下清代诗人张和所作
的《泄湖春涨》这首诗便知当初泄
湖峡的雄姿：

石峡巉巉白昼昏，
泄湖东去凿云根。
春雷奋地千山响，
骇浪掀天万马奔。
岸架危桥虹跨影，
崖镌古篆鸟留痕。
神工应是巨灵擘，
耳底汹汹欲荡魂。

唐汪川成片的丹霞地貌，有陇
上“杏花第一村”的美誉。唐汪川
山神庙遗址，尤其是驰名西北的唐
汪红塔寺及其石窟壁画，堪称是东
乡久负盛名的佛教寺院，更是丝绸
之路南道上灿烂的石窟文化，距今
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可从清代
诗人邓隆题写的一首诗《红塔寺》
中窥见其壮美情景：

擎天石柱号红塔，
万古凌云笔一支。
洮水满田青不尽，
月明倒影蘸清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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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畔回荡悠远且寥廓的钟声，
从黎明渡向苍茫的黄昏。

青铜质地的韵律，推开暮色之
门的同时，早已穿透了大地瘦骨嶙
峋的肩胛，任万物开始寻找归宿的
入口。

遥迢的星光便会趁机闪现出通
天大道，令浑厚悠长的晚钟相忘于
江湖。

让晚霞温柔的余韵在银河湾那
边缓缓流淌。

我看见，那些奔跑的披着袈裟
的羊群，跑着跑着，却被过往的风吹
成了一串串烤熟的佳肴，篝火边弥
漫着诱人的味道。

疲惫的光影不紧不慢，辉映着
肃穆的远山。几棵孤傲的树，还在
努力挺直沧桑的身躯，仿佛正在与
天公诉说着什么。

似乎还有某种剪不断，理还乱
的身影，在风中顽固地晃动，最终又
被越来越浓的暮霭所淹没。

当最后那抹夕辉涂抹天际，夜
幕已悄无声息地合拢。

而我，还在长河落日的堤岸上
行走，神秘的太白金星在头顶悄然
升起，目送你踏烟的脚步，倾听浪花
翻卷的涛声，感受心潮在时空里跌
宕起伏，然后，趋于平静。

这时候，遥远的灯火照临，喧嚣
的尘世是否会安静下来？

或者像袅袅炊烟，在天地间款
款升腾，将人间的气息传递到星光
璀璨的天国。

恍若宁静而斑驳的梦境。
此刻，我只想独自一人，怀抱若

有若无的使命，行走在暮晚沉寂的
河畔。

独享那份安逸的时空，静听晚
归的翅膀轻轻滑过。

只剩下一钩新月，一缕清风，正
好适合漫无边际的遐想。

暮晚

◇王明雪

冬日的中午，虽有阳光，却
寒意袭人，人流稀拉

我在八坊十三巷，漫步
每一个小巷道，逼仄 窄狭
每一个行人，步履匆匆

我是很慢的，慢得脚步声能惊吓到自己
但我，
屏气凝神，生怕惊扰了街坊的宁静
砖 雕 ，精 细 。 凹 凸 间 ，牡 丹 竹 子

荷叶
嫣然生姿
我想象着它们姹紫嫣红
我揣摩着它们青翠欲滴
我描摹着它们亭亭玉立
还联想到了

绿叶后面，花丛间，荷叶缝里
音乐微微颤抖
院落
喜欢向阳的温暖，有光，就有生机

找一处亭子坐下来，何需匆忙
观景的人，总能找到别致与意趣
你瞧，那雕梁画栋，飞檐走壁，勾心斗角

的建筑
正是临夏工匠们的巧手打造
你瞧，那喷香的小吃，发子面肠，锅馈，

五香牛肉片，油面茶
正是临夏八坊居民们的家常便饭

写诗的人很善于把壶品茗
八宝盖碗茶
清香扑鼻，爽口醒脑

如果没有疫情滋扰，这里必是人头
攒动

我们可以品尝到更多的特色小吃

而最知名的大旮巷，昨夜
在冷风中清静了下来，与此刻
中午也一样，寂寥冷清
巷子中的一切
如闺阁中待嫁的姑娘，不肯面露桃花

几个远道而来的客人，见我们走进
巷子

相视一笑，人间有美妙一瞬
他们，也许怨恨这个冬天的中午
怨恨这个，被疫情搅扰的时刻
仿佛来的不是时候，门庭冷落

在八坊，我与大旮巷对视

◇田园闲客

原本打算周五要回老家
的，奈何下班时，鹅毛般的雪
花随着风转着圈，纷纷扬扬
飘落在地，便打消了回家的
念头。这场雪好像恋冬又迎
春。周六是雨水节气，早晨
拉开窗帘，雪停了、天晴了。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阳台上，
窗户外传来一片热闹声，有
孩子在雪里打雪仗、堆雪人、
撒欢的，还有街道上清洁工
用力清扫路面积雪，雪具与
地面的摩擦声、撞击声，这一
切让人迫不及待想出门一探
究竟。

简单收拾、快速出门，阳
光照射下未清理的大片积雪
有些刺眼，楼底停放车辆的积
雪上印上了“熊”孩子们各种
各样的签名或手绘。路过街
道小巷，小店牌匾上时不时掉
下雪花，啪啪几声，落地开
花。街上来往的行人走得小
心翼翼，生怕一不留神跌倒。

来到车站，乘车前行，一

路的风景也不尽相同，行驶
在南站至海螺水泥厂路段，
人多、车多，再加上人工清
理，地面的积雪已不见踪
影。再往前走，沿线的村庄
多起来了，春雪便有迹可
寻。道路两旁的行道树上挂
满了雪，点缀了光秃秃的树
干，有些村民推着架子车或
开着三轮车将满载的积雪倒
入自家的庄稼地里，使其在
阳光的照耀下慢慢消融，地
气湿了、养分足了，种上的庄
稼便能汲取足够的水分，保
证秋季有个好收成。路过临
夏县黄泥湾镇鲁家村的种植
基地时，皑皑白雪覆盖了基
地，但嫁接的桃树拔地而起，
仿佛喝足了水、睡饱了觉、养
足了精气神，正蓄势待发，朝
气蓬勃地迎接着春天。其间
套种的蒜、萝卜、辣椒等也将
破土而出，生根、发芽、结果，
调结构、兴产业，乡村振兴的
步伐也会越迈越大。

离家越来越近，路过村
里小河边的那片杨树林时，
一排排笔直挺拔的白杨树
像被施了魔法，穿上了洁白
厚实的“外衣”。因靠山阴
面，枝杆上的雪丝毫未动，
它们也和人一样，贪恋雪的
浪漫，呈现了“忽如一夜春
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
美景。到了家中，顺着楼梯
爬至房顶，村里的一切尽收
眼底，村道上没有像往日一
样嘈杂的车辆，太阳斜照在
村支书家的草垛上及聚在一
起下棋的人身上，田野里堆
满了积雪，西边的小河传来
了一阵阵孩子的嬉闹声，路
人经过时，大奶奶家里不时
传出一阵狗吠声……此时的
村庄很美，这种美不经刻意
雕琢，却令人驻足、眷恋，而
这种美又是这场恰到好处的
春雪赋予的。奶奶说，这场
雪下在了雨水前，又是水雪，
今年一定会有个好收成。

春 雪

◇严海萍

玉如意上灿珠光，

夜雪吟春祈瑞祥。

史证煌煌追邃古，

新程熠熠迈康庄。

崇文尚艺石榴抱，

创业兴州丝路彰。

济临并肩相鉴助，

牡丹菡萏动天香。

临夏颂

◇邹卫平

水天一色水天一色 关德新关德新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