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牛坬村坐落在陕西佳县的黄河大峡谷

中 。 当 清 晨 的 第 一 缕 曦 光 越 过 锯 齿 状 的 山

峦，浅浅地笼罩赤牛坬时，这个距陕西佳县县

城 40 公里的小村庄，又迎来了一天的繁忙。

赤牛坬村始于元朝，至今已有 800 多年历

史 。 曾 经 ，这 里 十 分 贫 穷 。 随 着 国 家 扶 贫 事

业的开展，这片古老的土地抓住了历史机遇，

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2009 年 ，赤 牛 坬 开 始 实 施 新 农 村 建 设 项

目 ，村 民 从 原 来 住 的 破 窑 洞 里 扔 出 很 多 老 物

件 。 一 名 扶 贫 干 部 看 到 后 ，建 议 大 家 把 这 些

老 物 件 保 留 下 来 ，开 辟 农 耕 博 物 馆 。 村 民 纷

纷响应，不但积极捐赠展品，还自愿把闲置的

窑洞交给村集体用作展厅。

很快，在全体村民的努力下，就地取材建

成的赤牛坬农耕博物馆应运而生。它囊括了

陕北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社会民俗等诸多方

面 ，共 有 展 厅 展 室 68 个 ，展 区 面 积 3000 余 平

方 米 ，展 品 10 万 余 件 。 随 后 ，高 岵 庄 园 、民 俗

文化大院、碾磨园、凤凰台、姐妹三亭、裕民戏

楼 、月 桥 、西 村 牌 楼 、百 花 园 、小 西 湖 、老 柳 新

枝、杏花三月、山路十八弯、十里红枣大观园、

佳南第一壑、仙人嘴、双头山、榆湾梯田、古墕

峡谷等景点在村民们满怀希望的目光中陆续

建成。经过一系列改造，这个破旧的小山村，

在绿水青山中溢出浓厚的文化气息。

行 走 村 中 ，耳 边 突 然 传 来 一 阵 悠 扬 的 吟

唱，声音沧桑、绵长：

前山高，后山长，

我家就住在高坡上。

拉着老牛扛着桨，

爷爷的爷爷就这样。

前沟短，后沟长，

我家就住在高畔上。

摇着纺车扬着场，

奶奶的奶奶就这样……

原 来 ，村 里 的 文 化 广 场 正 在 上 演 原 生 态

实景演出《高高山上一头牛》。这是一场由村

民自编自导的演出。共有演员 120 多名，都是

当地村民，最小的 8 岁，最大的 80 多岁。演出

的广播一响，他们就急忙走出田间，换上演出

服 。 婆 姨 们 穿 着 碎 花 衣 裳 ，辫 子 上 扎 着 红 头

绳；汉子们穿着厚厚的老羊皮袄，头上裹着羊

肚子手巾。黄牛、骡子在舞台上穿梭，红彤彤

的 红 枣 、黄 澄 澄 的 玉 米 、擦 拭 得 雪 亮 的 犁 铧 ，

这 些 与 庄 稼 人 日 夜 相 随 的 物 什 ，就 是 舞 台 上

的 道 具 。 耕 种 犁 地 、祈 雨 求 生 、男 夯 女 织 、嫁

娶 祭 祀 ，大 秧 歌 、转 九 曲 、抬 花 轿 、搬 水 船 、踢

场 子 …… 流 传 千 年 的 民 俗 被 搬 上 舞 台 ，演 员

和观众都沉浸其中，其乐融融。

演 出 一 场 接 着 一 场 ，村 民 也 跟 着 受 益 。

很 多 老 人 原 来 除 了 种 地 和 子 女 赡 养 ，并 没 有

其 他 收 入 ，如 今 演 出 一 场 可 以 收 入 几 十 元 。

演出结束后，他们又默默地离开人群，扛起锄

头，奔向田间，继续着没有观众的表演。

随 着 到 赤 牛 坬 村 旅 游 的 人 越 来 越 多 ，村

民人均旅游收入已近万元。家家住上了修葺

一 新 的 窑 洞 ，过 上 了 美 满 幸 福 的 生 活 。 这 个

黄河岸边的小村庄，从来没像今天这样热闹，

这样备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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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村新歌
文<萧忆

陕西省榆林市佳县坑镇赤牛坬村

初 冬 的 塔 尔 坡 ，村 前 村 后 挂 满 了 柿 子 。

站 在 高 处 望 过 去 ，整 个 村 子 都 被 一 个 个 或 高

或低、或疏或密的红果子围裹着，透出一种鲜

灵灵的山野之气。成群的鸟雀儿从村子上空

飞过，落在一棵棵枝虬干壮的柿子树上，用尖

尖的喙啄破果皮，叼出红澄澄的果肉，欢快地

享 用 着 它 们 的 美 餐 。 这 个 时 节 ，塔 尔 坡 的 小

鸟们肯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鸟儿。

欢 快 的 不 只 是 鸟 儿 ，还 有 来 自 各 地 的 游

客 们 。 初 冬 的 时 候 游 塔 尔 坡 ，许 多 人 就 是 冲

着 那 些 红 柿 子 去 的 。 这 个 时 候 ，树 叶 已 经 落

尽，挂在枝头的红柿子格外显眼，用相机或者

手 机 随 随 便 便 一 拍 ，就 是 一 张 可 以 用 来 做 电

脑桌面的美片。

塔 尔 坡 的 红 柿 子 如 此 诱 人 ，自 然 就 有 了

买 几 个 来 尝 尝 的 想 法 。 可 在 村 子 里 兜 了 个

遍，也没见到卖柿子的人。一打听才知道，那

满山的柿子，村里人很少去采摘。一来呢，留

着 给 山 里 的 红 嘴 蓝 鹊 等 鸟 儿 做 过 冬 的 口 粮 ；

二来呢，也给游客们留一道风景。

吸 引 人 们 去 塔 尔 坡 的 ，不 仅 仅 是 那 些 红

柿 子 。 这 个 距 黄 河 直 线 距 离 约 40 公 里 ，深 藏

在 山 西 云 丘 山 麓 ，有 着 1500 余 年 历 史 的 古 村

落 ，自 然 风 光 秀 美 ，人 文 积 淀 深 厚 ，民 风 朴 实

淳 厚 ，让 每 一 个 去 过 那 里 的 人 都 留 下 了 美 好

的记忆。

塔 尔 坡 所 处 的 云 丘 山 是 道 教 名 山 ，与 湖

北 武 当 山 并 称“ 北 云 丘 ，南 武 当 ”。“ 塔 尔 坡 ”

这个地名，也与道家创始人李耳有关。李耳，

就是骑青牛过函谷关，著《道德经》，在道教中

被尊为“太上老君”的老子。传说当年李耳参

禅 悟 道 ，云 游 天 下 ，来 到 云 丘 山 ，下 榻 在 此 山

坡 之 上 。 后 人 为 纪 念 此 事 ，便 将 该 山 坡 取 名

为“榻耳坡”，许多求仙问道者闻名而至，在此

结 庐 而 居 ，与 当 地 山 民 为 邻 ，清 静 修 行 ，久 而

久之，逐渐形成村落。后来，因附近的神仙峪

内 建 有 三 座 神 塔 ，人 们 便 将“ 榻 耳 坡 ”更 名 为

“塔尔坡”。

走 进 塔 尔 坡 古 村 的 最 大 感 受 ，是 那 里 淳

厚 朴 实 的 民 风 。 在 塔 尔 坡 ，每 个 人 的 微 笑 都

是真诚而发自内心的。村里人对我们这些来

自 远 方 的 游 客 非 常 友 善 。 刚 走 到 村 口 ，一 位

正拿着大扫帚清扫落叶的大爷就笑吟吟地跟

我 们 打 招 呼 ：“ 你 们 来 啦 ，欢 迎 啊 ！”还 好 心 叮

咛 了 一 句 ：“ 村 里 头 台 阶 坡 坡 多 ，走 路 小 心 点

啊！”让人一进村，心里头就暖融融的，有一种

宾至如归的感觉。

在 一 个 展 示 当 地 婚 俗 的 石 窑 洞 里 ，来 自

江 南 水 乡 的 我 们 看 到 那 布 置 喜 庆 、极 有 山 西

特 色 的 土 炕 ，便 想 上 去 体 验 一 下 。 当 我 们 试

探 着 询 问 一 旁 的 工 作 人 员 时 ，他 非 常 热 情 地

说 ：“ 行 啊 ，你 们 上 去 吧 ！”还 不 厌 其 烦 地 给 我

们讲解坐姿，帮我们拍照留念。走出石窑洞，

外头场地上的喜庆锣鼓敲得正欢。被这热闹

气氛感染了的我们也想参与其中，过把“锣鼓

瘾 ”。 跟 击 钹 的 一 说 ，人 家 马 上 就 答 应 了 ，还

手把手指导了一番。一旁敲鼓的村民也热情

配 合 ，就 着 节 奏 欢 快 的 鼓 点 ，跟 我 们 互 动 起

来。这样融洽、没有距离感的旅游体验，真是

弥足珍贵的回忆。

塔尔坡古村不仅民风淳朴、村容整洁，其

村 貌 也 非 常 有 特 色 。 依 山 而 建 的 古 村 ，以 石

材 为 主 要 建 筑 材 料 垒 砌 而 成 。 一 座 座 石 屋 、

一个个碹拱石窑洞，以及石木结构的瓦房，层

层 叠 叠 ，错 落 分 布 。 一 道 道 石 墙 ，又 将 其 分

割 成 了 数 十 个 院 落 。 这 些 院 落 或 左 右 相 邻 ，

或 上 下 连 通 ，构 成 了 一 个 奇 妙 但 非 常 接 地 气

的 居 住 生 活 体 系 ，其 建 筑 价 值和美学价值为

建筑专家所称道，被誉为“千年民居建筑的活

化石”。

古村里石径通幽，古树参天，仅隋唐时代

的古槐树就有 5 棵之多，还有元代的皂角树、

千年栾树等。就连村道旁那几棵枝丫苍劲的

柿 子 树 ，也 已 有 300 多 年 树 龄 。 据 村 里 人 说 ，

像 这 样 300 多 岁 的 古 柿 子 树 ，在 塔 尔 坡 村 及

其周边，至少有上百棵。

塔 尔 坡 古 村 以 西 1 公 里 处 ，有 云 丘 山 万

年 冰 洞 群 ，让 人 叹 为 观 止 。 在 古 村 乘 车 点 上

车，只需几分钟，就能到达冰洞景点。

进入洞口，眼前是一条几十米长的通道，

每 隔 一 段 ，就 有 一 道 厚 厚 的 棉 帘 子 挡 着 。 每

掀开一道棉帘子，就会感觉到温度明显下降，

掀 开 最 后 一 道 棉 帘 子 的 一 刹 那 ，几 乎 所 有 游

客都忍不住发出惊叹之声。

那是一个由大自然神工鬼斧造就的冰雕

玉 砌 的 世 界 ！ 只 见 一 根 根 形 态 各 异 的 冰 柱 、

冰 挂 、冰 锥 、冰 笋 、冰 钟 乳 ，以 及 形 似 蘑 菇 、葡

萄、花卉、瀑布、珠帘的各种冰体，在五彩灯光

的映照下，呈现一番晶莹剔透、奇幻壮美的景

象。置身其中，仿佛来到了玉宇天宫，又好似

云游于琼楼仙境之中，美轮美奂之景，让人目

不 暇 接 ，啧 啧 惊 叹 。 尽 管 工 作 人 员 一 直 在 用

小 喇 叭 提 醒 游 客 按 序 沿 参 观 线 路 往 前 走 ，不

要 在 原 地 长 时 间 逗 留 ，但 还 是 有 不 少 人 看 着

眼前的美景，迟迟迈不开腿去。因为，那冰洞

里 的 景 色 ，实 在 是 太 壮 美 、太 惊 艳 、太 让 人 震

撼了。

游塔尔坡古村，探仙山秘境！

仙山秘境
文<李希文

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关王庙乡塔尔坡村

也 许 是 在 城 市 待 久 了 ，也 许 是 受 乡 土 情

结 牵 引 ，近 些 年 ，若 有 闲 暇 ，我 总 爱 去 一 些 古

老 的 乡 村 走 走 。 位 于 陕 西 合 阳 的 灵 泉 村 ，便

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座古村。

顺 着 沿 黄 公 路 ，过 了 合 阳 县 城 ，一 路 打

听 ，终 于 到 了 灵 泉 村 。 合 阳 县 因 魏 文 侯 十 七

年（公 元 前 429 年）在 郃 水 北 岸 筑“ 郃 阳 城 ”而

得 名 ，灵 泉 则 因 相 传 村 东 福 山 后 有 能 治 病 的

甘 泉 而 得 名 。 据 该 村 支 氏 族 谱 记 载 ，唐 贞 观

七年（633 年），夏阳支姓迁入灵泉村。明代初

期 ，山 西 洪 洞 大 移 民 ，党 氏 家 族 迁 入 该 村 ，繁

衍生息，逐渐人丁兴旺，非官即富。从明万历

年 间 开 始 ，村 中 大 兴 土 木 ，修 庙 建 房 ，直 至 清

末 民 初 。 目 前 保 留 的 村 落 格 局 和 主 要 建 筑 ，

便是这一时期形成的。古县生古村，如今，灵

泉村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探访。

我 们 到 达 灵 泉 村 时 ，已 是 正 午 。 在 冬 日

浑黄的阳光下，村庄更显古朴，一如脚下的黄

土 地 和 不 远 处 的 黄 河 ，浑 厚 苍 凉 。 村 子 三 面

环山，依次为福山、寿山、禄山，只有南面一条

小路与外界相连。

老远便看到依沟而建的村墙，高大伟岸，

东 、西 、北 三 面 环 沟 ，形 成 天 然 险 要 之 势 。 那

村 墙 用 黄 土 夯 筑 而 成 ，高 约 7 米 ，厚 半 米 到 4

米不等，长约 3000 米，据说是清康熙年间修建

的 。 城 门 共 有 三 座 ，东 、西 、南 各 一 座 。 城 内

有两条南北向街道、四条东西向巷道，形成双

井叠加式格局。历经多年风雨侵蚀，如今，曾

经 巍 峨 耸 立 的 村 墙 出 现 了 多 处 倒 塌 断 裂 ，只

有南面城门和村墙保存完好。

看着那青砖砌筑的高大门楼和斑驳失色

的 黄 土 墙 ，我 想 象 着 这 座 古 村 曾 经 的 显 赫 。

在那战乱纷繁、匪祸不断的年代，也许只有这

座 厚 实 的 村 墙 ，才 能 让 村 民 的 心 里 踏 实 些 。

他 们 可 以 出 城 门 耕 种 庄 稼 ，也 可 以 下 黄 河 讨

营生，去做买卖。是这道墙，为他们挡住了外

面 的 祸 乱 。 后 来 ，这 墙 逐 渐 失 去 了 当 年 的 功

能，但它们却像立在村里的石碑一样，清晰地

记录着村庄 2000 多年的历史。

穿过南门，走进灵泉村，便看到瓮城内的

三义庙。庙内已无神像，但庙前的青石护栏、

旗杆、浮雕还在，还有一块康熙年间修建城门

时 立 的 青 石 碑 ，无 声 地 诉 说 着 灵 泉 村 的 过

往 。 曾 经 的 庙 宇 大 殿 已 经 被 改 造 成 一 座 戏

台 ，精 雕 的 空 棂 、斑 驳 失 色 的 台 柱 、漆 黑 的 门

窗，让这座戏台充满了年代感。冬闲时日，台

上正演出秦腔名剧《三滴血》。“祖籍陕西韩城

县，杏花村中有家园。姐弟姻缘生了变，堂上

滴血蒙屈冤……”虽然台下观众不多，大多是

老 人 和 小 孩 ，但 台 上 的 演 员 依 旧 表 演 得 一 丝

不苟。那古老的腔调、震撼心灵的戏文，在冬

日的暖阳下跌宕起伏，余音缭绕。

行 走 在 灵 泉 村 里 ，便 如 走 在 一 幅 历 史 画

卷中。古老的祠堂、房屋上的各式砖雕、门前

精细的石雕、随处可见的拴马桩，都让人产生

无 限 遐 想 。 合 阳 自 古 就 是 富 庶 之 地 ，灵 泉 先

民更是善于经商。至清末，灵泉商号义聚合、

义聚正、丰号等名噪一时，遍布西安、太原、汉

口、广州、香港等地。富甲一方的灵泉先民便

仿 照 北 京 四 合 院 ，修 起 了 深 宅 大 院 。 有 两 进

的 ，也 有 三 进 的 ，房 屋 高 大 ，气 宇 轩 昂 。 院 落

大 门 外 有 上 马 石 、拴 马 桩 。 上 马 石 四 周 雕 有

戏曲人物、吉祥图案等，寓意丰富。家家户户

门 前 都 有 的 拴 马 桩 ，造 型 不 一 ，既 有 狮 子 、猴

子等动物造型，也有孩童、老人等，形象奇特，

内容丰富，被喻为“庄户人家的华表”。旧时，

有 钱 人 家 出 行 才 骑 马 坐 轿 ，门 口 能 竖 起 拴 马

桩，说明村里人家日子的殷实。

迎 面 又 见 一 座 古 宅 ，两 侧 墙 壁 上 刻 有 对

联 式 家 训 ，文 采 斐 然 ，意 蕴 颇 深 ，可 见 主 人 治

家 严 谨 。 院 子 为 两 进 式 ，中 间 有 腰 房 ，从 门

房 、腰 房 到 上 房 依 次 升 高 ，取“ 步 步 高 升 ”之

意。进得内院，正中为上房，中门由糊纸的木

格 子 组 成 ，称“ 糊 门 ”。 糊 门 有“ 金 榜 锁 梅 ”等

图 案 ，做 工 精 细 ，下 有 浮 雕 戏 曲 故 事 或“ 兰 桂

齐 芳 ”“ 平 安 富 贵 ”等 吉 祥 图 案 。 上 房 供 奉 祖

先牌位，又兼红白喜事待客。两边厦房住人，

门房放置杂物。望着这富有关中建筑特色的

深宅大院，感受着灵泉村的古意，一幕幕往事

尽在眼前。

走 出 西 门 ，便 是 古 村 搬 迁 后 形 成 的 新

村 。 新 式 的 建 筑 式 样 ，彰 显 着 现 代 村 民 的 新

生活。出村往东，沿路盘旋而下，便是九曲环

绕 的 黄 河 。 虽 然 寒 风 阵 阵 ，但 河 边 的 采 莲 人

正忙得热火朝天，就像这灵泉村一样，呈现蒸

蒸日上的新气象……

古意缭绕
文<秦延安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坊镇灵泉村

司马迁祠
文<唐红生

河畔美景——

秋末冬初，汽车奔驰在通往陕西韩城的高

速 公 路 上 ，旷 野 里 铺 陈 着 丰 收 的 景 致 。 渐 渐

地 ，景 物 变 换 ，原 先 的 关 中 平 原 开 始 隆 起 了 墚

塬 ，沟 谷 交 错 ，岭 岗 纵 横 ，偶 见 几 处 废 弃 的 窑

洞，一派黄土高坡的粗犷气势。

下高速不久，便到了目的地司马迁祠。偌

大的司马广场树木繁茂，从未见过的七叶树亭

亭 笔 立 ，我 认 真 端 详 ，果 实 正 由 绿 色 悄 然 泛 出

棕 黄 色 ，突 然 ，一 枚 果 实 噗 地 炸 裂 ，露 出 了 种

子 。 两 侧 塑 有《史 记》故 事 雕 像 群 ，高 祖 雄 风 、

大 禹 治 水 …… 一 下 子 将 我 带 进 了 久 远 的 年

代。广场尽头是司马迁高大的青铜像，只见他

手握书卷，面容清瘦，目光坚定果敢，透出刚正

不 阿 、幽 而 发 愤 、秉 笔 直 书 的 凛 然 正 气 。 仰 望

雕像，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转弯处，修竹万竿，竹影婆娑，芝秀古桥横

卧在芝水河上。古桥由石板纵横铺就，与江南

的 青 石 板 道 风 格 迥 异 ，凹 凸 不 平 的 石 间 ，用 铁

榫连接加固，锈迹斑斑中尽显沧桑古老。石栏

杆 上 有 望 柱 ，柱 头 上 的 南 瓜 等 瓜 果 石 雕 ，泛 出

浓郁的乡土气息。无数朝觐者打此经过，风追

司马。凭栏望去，山势奇崛突兀，绝壁千仞，苍

松翠柏下，祠宇隐约可见，气势非凡。

踏 过 古 桥 ，一 座 高 大 的 砖 木 牌 坊 映 入 眼

帘，斑驳古朴。读着匾额上“汉太史司马祠”几

个遒劲有力的大字，顿时肃然起敬。

大块条石铺砌而成的山道坑坑洼洼，石块

泛 着 土 黄 色 ，上 有 丝 丝 水 波 纹 。 是 浑 然 天 成 ，

抑 或 寓 意 司 马 迁 遭 受 了 坎 坷 磨 难 ？ 正 当 我 兀

自揣测时，一抬头，又见一砖木牌坊高高耸立，

上 书“ 高 山 仰 止 ”四 字 ，刚 劲 有 力 。 司 马 迁 在

《史 记·孔 子 世 家》中 ，曾 用 这 句 话 赞 誉 孔 子 。

而眼前的这几个字，想必是用来赞誉司马迁德

高如山，昭示着人们对他的景仰。

九十九级台阶层递而上，粗粗的麻绳连成

了 栏 杆 。 这 石 、这 绳 无 不 浸 染 了 泥 土 芬 芳 ，饱

含 了 家 乡 人 的 浓 厚 深 情 。“ 史 笔 昭 世 ”“ 河 山 之

阳 ”两 牌 坊 一 前 一 后 ，一 木 一 石 ，虽 饱 经 风 雨 ，

依然挺立于峭壁之上。前几个字容易理解，后

几个字，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

耕牧河山之阳。”

走进“太史祠”，只见古柏参天，状若蟠龙，

浓 荫 蔽 日 ，一 片 肃 穆 。 石 碑 林 立 ，全 是 历 代 名

人凭吊吟咏之作，诗文或磅礴、或隽永，书法或

苍劲、或飘逸。献殿内，司马迁坐像长眉入鬓，

气宇轩昂。我怀着无限虔诚，深深地向塑像鞠

躬 。 静 静 伫 立 像 前 ，感 慨 万 千 ，脑 中 萦 绕 着 郭

沫若评价司马迁的诗句：“龙门有灵秀，钟毓人

中 龙 。 学 殖 空 前 富 ，文 章 旷 代 雄 。 怜 才 膺 斧

钺 ，吐 气 作 霓 虹 。 功 业 追 尼 父 ，千 秋 太 史 公 。”

是啊，太史公的功业足可与孔子媲美。

穿过石级甬道，就是司马迁墓。我环绕一

周 瞻 仰 ，墓 为 砖 砌 蒙 古 包 状 ，嵌 以 八 卦 及 砖 雕

图 案 。 墓 顶 一 棵 千 年 古 柏 ，叉 分 五 枝 ，似 五 指

撑 天 ，傲 指 苍 穹 ，如 同 太 史 公 的 精 魂 永 驻 天 地

间 。 司 马 迁 曾 说 ：“ 人 固 有 一 死 ，或 重 于 泰 山 ，

或 轻 于 鸿 毛 。”在 遭 受 宫 刑 后 ，他 仍 发 愤 著 书 ，

化 血 泪 为 信 念 与 执 着 ，最 终 完 成 了 52 万 多 字 、

跨越千年的鸿篇巨制。当我们翻开厚重的《史

记》，读着里面的一个个故事，了解那些可能被

湮没的史实，这是何等的价值啊！正如鲁迅先

生赞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

死，当重于泰山。

向 后 山 走 去 ，一 只 只 石 磨 盘 拼 铺 成 坡 道 ，

如一页页展开的书页。一道道磨纹，如一行行

文 字 ，浓 缩 了 司 马 迁 坎 坷 的 一 生 。 磐 石 坚 硬 ，

恰 似 司 马 迁 的 刚 强 品 格 ，行 走 其 上 ，扑 面 而 来

的是一种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气概。

站 上 山 巅 ，风 光 无 限 。 远 望 ，数 千 米 长 的

大 桥 飞 跨 在 黄 土 塬 上 ，气 势 如 虹 ，千 里 黄 河 滔

滔东流。近处，芝水河环绕，层层梯田，塬上塬

下 有 人 家 ；湿 地 公 园 亭 台 楼 阁 ，颇 有 江 南 意

境。脚下，古木幽深，古道依山蜿蜒，祠墓枕梁

山，历经千年，依旧雄伟。

松 涛 阵 阵 ，仿 佛 正 吟 诵 献 殿 处 那 副 楹 联 ：

“ 刚 直 不 阿 留 得 正 气 凌 霄 汉 ，幽 而 发 愤 著 成 信

史照尘寰。”黄河如练，在秋阳的照射下闪闪发

光 ，如 同《史 记》闪 耀 夺 目 的 光 彩 。 黄 河 含 情 ，

奔腾不息，日夜讴歌“文史祖宗”司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