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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马踉跄冲淖去，

纸鸢跋扈挟风鸣”。阳春

时节，和风骀荡，各式各

样 的 风 筝 又 飘 满 了 天

空。寂寥的天空，因此变

得多姿多彩，妩媚妖娆。

风筝，古称“鹞”，北

方称为“鸢”。中国是风

筝的故乡，早在春秋战国

时期，木质风筝便出现

了。据史书记载，墨家学

说创始人——墨子在鲁

山（今山东潍坊境内）见

鹞鹰翱翔于天空，深受启

发，便“斫木为鹞，三年而

成，飞一日而败”。这只

木质鹞鹰，便是中国历史

上的第一只风筝，也是全

世界飞上天空的第一只风筝！第一只

风筝飞上天空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了，所

以说中国是风筝的故乡是名副其实的。

“风筝”之名，出现于唐朝。唐代晚

期，有人在“鹞鹰”上加入了琴弦，飞上

天空后，经风一吹，便发出了悦耳的乐

音，“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

风”，如古筝弹奏一般，于是人们称之为

“风筝”。

有意思的是，古人最开始制作风筝

时，并非为了休闲娱乐，而是用于军事

和通信。据《南史卷》记载，五代南朝时

期，大将侯景发动武装叛乱，将梁武帝

萧衍围困于梁都建邺（今南京），内外断

绝。梁武帝命人制作风筝，系求救信于

其上，乘西北风释放风筝，通知驻军在

太极殿外的太子简文赶快率兵驰援。

楚汉相争时，刘邦手下的得力大将

韩信也曾借用风筝在空中侦察敌营，并

用绢制成风筝，在空中发出笛声，配合

“四面楚歌”，迫使一代名将项羽演出了

一幕“霸王别姬”的伤心之剧。明代时，

军中在风筝上拴系炸弹，以四支导火线

引燃，飞入敌营炸伤敌军——这种武器

叫作“神火飞鸦”。

和平时期，风筝才成为人们休闲娱

乐的玩具。每当东风拂面之时，人们纷

纷来到郊野，摇纶放线，将各式各样、多

姿多彩的风筝放飞于天空，借以怡情、

休闲。“江北江南低鹞齐，线长线短回高

低。春风自古无凭据，一伍骑夫弄笛

儿。”（明代徐谓《风鸢图诗》）放风筝也

就成为春季里大众化的一项文娱活

动。古代的很多书画作品、史籍中，均

有其乐融融放风筝的记载，如宋代著名

的长画《清明上河图》中，就有放风筝的

细节画面。

祖国医学认为，放风筝不仅怡情，

还具有医疗保健作用。宋代李石《续博

物志》中载，放风筝“张口而视，可泄内

热”。清代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

中说：“放之（风筝）空中，最能清目”。

此外，放风筝还可有效防治颈椎病，并

对神经衰弱、精神抑郁症等有一定疗

效。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

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

鸢。”春季，大地回暖，呼朋引伴放风筝，

看风筝徐徐而起，飞上蓝天，忽而翩翩

飞舞，忽而游弋嬉戏，真是令人赏心悦

目，乐而忘忧。

钱国宏钱国宏

最近，随着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满江红》

热映，南宋抗金英雄岳飞所作的《满江红》一

词，重新燃爆大江南北，但大多数人对词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提到的贺兰山，存

在着误读现象——连一些中小学教材、辞典

工具书等，都标注为“宁夏境内的贺兰山”。

那么，这座贺兰山到底位于哪里？

贺兰山的误读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

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

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

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

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

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

河，朝天阙。”岳飞的这首《满江红》词，千百

年来在华夏大地广为流传，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中华儿女的爱国之志。关于词中提到

的“贺兰山”，绝大多数出版物把它标注为

“宁夏境内的贺兰山”。随着史学界争议的

出现，近年来有些出版物在注解中采取了

折中的办法：“一说为宁夏的贺兰山，一说

为河北磁县的贺兰山，一说指金人居住的

中心地带。”这样的注解自然会令读者莫衷

一是，更是感到一头雾水。

岳飞与宁夏贺兰山无任何瓜葛

宁夏境内的贺兰山与岳飞征伐无关。

此座贺兰山位于宁夏和内蒙古交界处，北

起巴彦敖包，南至毛土坑敖包及青铜峡，山

势雄伟，若群马奔腾。蒙古语称骏马为“贺

兰”，故名贺兰山。贺兰山南北长220公里，

东西宽20至40公里。贺兰山有多个谷口

成为东西向的交通要道，如贺兰口、苏峪

口、三关口、拜寺口等。宁夏境内的贺兰山

虽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为世人所熟知，

但目前国内史学界普遍认定：此贺兰山并

非岳飞《满江红》词中提到的贺兰山。理由

是：一则岳飞北伐从未到过那里。崛起于

我国东北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在白山黑水

之间建立了金国，接着相继灭掉了辽和北

宋，并一路南下，追得南宋皇帝赵构仓皇逃

到临安（今杭州），偏居西子湖畔，作苟延残

喘。岳飞等一干爱国将领率领以岳家军为

主力的北伐军，浴血奋战，持续北伐，先后

收复了湖北（武昌、襄阳、钟祥、随州等）、河

南（邓州、唐河、信阳、郑州、洛阳等）等大片

土地，且一度推进至黄河以北的今河北境

内。而此时的宁夏一带，尚在西夏国控制

之下，既无战事，又远离南宋小朝廷；西夏

既未南征南宋，岳飞也未北伐西夏。《满江

红》作于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前后，

在岳飞北伐的活动中，“西夏无战事”，宁夏

境内的贺兰山与岳飞没有任何军事上的联

系。二则宋史中没有任何岳飞在西夏贺兰

山地区有过军事行行动的记载。北宋和西

夏有接壤，两国之间曾有过战事，但这些战

事发生在宋神宗元丰（公元 1081—1082

年）年间。此战事发生时，岳飞还尚未出生

（岳飞生于宋徽宗崇宁二年即公元 1103

年），因此这场战事和岳飞没有任何关系，

岳飞一生也从未到过西夏的贺兰山。三则

岳飞的抗金活动区域主要在河北境内，位于

东侧，而宁夏贺兰山位于西侧，岳飞不可能

东辕西辙。这一观点国内史学界是公认的。

《满江红》所指贺兰山应在河北磁县

在河北省境内也有一座贺兰山，历史

上归磁县（古称磁州）管辖，现位于河北省

邯郸市磁县境内。此贺兰山为太行山余

脉，东西长10公里左右，南北宽1至2公

里，最高点海拔186.7米，最低点114米。

岳飞《满江红》词中提到的“贺兰山”，应指

此贺兰山。理由是：

一则此山有据可查。此贺兰山得名缘

于两种：一是因宋时有个叫贺兰栖真的道

人在此山修炼而得名。二是因山上长着一

种叫贺兰的花而得名。清人蒋擢等纂修的

《磁州志》中载：“贺兰山在州西北三十里，

山非高峻，而蜿蜒起伏，长亘二十里，宋贺

兰真人隐居于此，因以得名。”民国黄希文

等纂修的《增修磁县县志》又复引了上述文

字。《古今图书集成》《畿辅通志》等古籍中

均载：贺兰山以其地处州西北，原名西山。

宋真宗信教笃诚，于景德二年（1005年）将

西山易名为“贺兰山”，牤牛河易名为“贺兰

河”，同时还将河北岸的两个村庄命名为东

贺兰村和西贺兰村。比岳飞诞生时间崇宁

二年（1103年）早98年，从军时间宣和四年

（1122年）早117年，岳飞以此山入词，自

然也顺理成章。

二则此山军事意义重大。明人张梦辅

主修的《磁州志》中记载了此山的重要性：

“磁地脉本与太行，风气完固，前环漳水，后

倚贺兰，滏流负其左，苍嵬、神麇拱其右，岗

阜嵌崎，原野平衍，密迩畿甸，屏障中州：洵

河朔之要地也。”关险山河利于据以防守，

物阜民丰利于重兵屯驻，原野平衍利于车

马驰驱，官道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因而贺

兰山一带成为著名的古战场。此山距岳飞

的家乡——河南汤阴县不足50公里，横亘

于太行八陉之一的“滏口陉”的出口处正

东，“滏口陉”是太行山东部平原穿越太行

山进入山西的重要通道，此山有“一夫当

关”之势、“一钥锁阴”之险。同时，此山又

是宋代京师的南北官道行经之地，控制了

此山，就等于掌控了当时东西南北的交

通。而当时南侵的金兵正是经此打向东京

的。所以无论是史书记载还是军事分析，

此山在当时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交通要

点，极具军事战略意义。

三则岳飞曾在此浴血抗金。《宋史》记

载，宋时，贺兰山一带成为宋金交兵战场。

贺兰山当年横亘在宋金交兵处，俨然一道天

然屏障。许多专家学者经过考察，证实贺兰

山所处位置是宋代京师开封的南北官道、交

通要冲。靖康之难，金兵渡河围开封，便是

循此路行进的，所渡之河是先漳河后黄河。

著名抗金将领宗泽就奉命驻守磁州，磁州由

此成为河北坚持抗金最久、陷落最晚的英雄

城市之一。另据《宋史·岳飞传》记载，北宋

宣和四年（1122年），20岁的岳飞到真定府

（现河北正定）投军，南宋建炎三年（1129

年）率部到达江南作战。7年间，岳飞在北起

真定，南到长江，西起山西、太行山，东到华

北平原的广大地区，率领岳家军屡败金兵。

岳飞在战争中，逐步成长为一名三军统率。

据《金佗稡编》等资料记载，公元1127年前

后，岳飞曾在磁州抗金，时任宗泽军中之留

守司统制。在南宋抗金诸将领中，岳飞最早

认识到贺兰山所在的河北一带的重要战略地

位，在抗金活动中，岳飞曾先后6次经磁州这

条南北官道，往返通过贺兰山。

四则此地留有很多岳飞抗金遗迹。《磁

州志》记载：“宋高宗建炎初年，岳武穆曾驻

兵于此。”在磁县贺兰山附近地区，至今留

有大量的岳飞抗金遗迹：贺兰山南侧不远

有岳城，现名岳城镇；贺兰山西不远的峰峰

矿区临水镇有“抗金洞”；贺兰山东有“王屯

头、张屯头、富屯头”等村庄，原有岳飞驻兵

的遗址，人称“岳飞寨”；磁县的东、西、小

候召三个村即以岳家军曾在此等候朝廷圣

旨而得名；贺兰山西的千年古镇彭城镇建

有“岳王庙”；贺兰山一带的群众挚爱岳飞，

至今不准演唱不准演唱《三绞岳飞》《风波

亭》等戏剧。

五则磁县贺兰山入词合情合理。《满江

红》词“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中的

“缺”，原指山的断裂空缺之处，此处是把磁

县贺兰山视作险隘关口——岳飞欲收复北

方，必先夺取此关口方可进兵收复中原——

作为杰出的军事将领，岳飞不可能此时进兵

与军事毫无关联的大西北宁夏。所以岳飞

在此处将磁县“贺兰山”入词既属情理之中，

又顺理成章，同时还符合岳飞军事奇才的谋

略。另查《中国历史地图集》金、南宋部分，

磁县当属岳飞举兵北进之地：正当岳飞北伐

取得节节胜利之时，南宋朝廷苟安议和。绍

兴九年（1139年）岳飞上表反对议和，次年

大败兀术于河南，但不久被朝廷召回临安。

《满江红》一词属此间所作。岳飞回忆自己

驾长车，指挥千军万马，在磁州贺兰山一带纵

横驰骋，收复失地与金抗衡的风火岁月，感到

壮志未酬，壮怀激烈，抒发抱负。至于为何误

将磁县贺兰山理解为宁夏贺兰山，专家学者

指出：由于古时的地图精度度很低，很多人并

不知晓河北省磁县贺兰山的存在，所以才误

解为名气较大的宁夏贺兰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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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春分，昼夜平分，它

把一半给了白昼，一半给了

黑夜。《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中说：“二月中，分者半也，此

当九十日之半，故谓之分。”

民间也有“春分秋分，昼夜平

分”的谚语。

春分是春天的分水岭。

春分前好像还是冬的尾声，

而春分一到，万物就有了春

日浩荡的感觉。此时，杨柳

吐绿，莺飞草长，春风和畅，

风景宜人，是一年中春光最

好的一段日子。欧阳修曾有

一段对春分的描述：“南园春

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

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

此时是人们踏青赏春的最好

时光，置身于田野花海，领略

湖光山色，沐浴着暖阳春风，释放了身心，愉悦了

心情，一切都是那么轻松自在。

春分一到，大部分农作物到了快速生长的阶

段，农谚云：“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麦苗正

在拔节，厚厚地铺在宽广的田野上，绿油油的，直

逼人的眼。春播的大农忙也开始了。“一场春雨

一场暖，春雨过后忙耕田。”田地里，男人们赶着

牛在犁地，乘着墒情十足，把地多翻几遍。犁铧

被泥土摩擦得像镜子一样锃亮，翻起的泥土油汪

汪的。此时，乡村进入了春耕、春种时期。

春分时节，那些正在开放的花，多得数不过

来。雨润花朵，如美人垂泪，尤其楚楚动人。晴

日里的木兰，开一树紫红色花朵，幽姿淑态，别具

风情。樱花细碎若雪，十分壮观。

春分时节，正是啜茗品茶的好时光。此时，

气温适中，雨水充沛，茶芽浅绿而柔嫩，纤细如仕

女之秀眉，各种营养物质含量也很高，喝一杯香

气扑鼻的春分茶，倍感爽心。明代诗人高应冕写

下了《龙井试茶》：“天风吹醉客，乘兴过山家，云

泛龙沙水，春分石上花。茶新香更细，鼎小煮尤

佳，若不烹松火，疑餐一片霞。”春茶的香郁、味

甘、形美令作者赞不绝口。

春分时分，也是放风筝的好季节。此时清气

上升，微风飘荡，一只只色彩鲜亮的风筝在湛蓝

的天空中飘荡，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清代

孔尚任有一首描写儿童放风筝的诗：“结伴儿童

裤褶红，手提线索骂天公。人人夸你春来早，欠

我风筝五丈风。”把一个风筝放不上天却迁怒骂

天公的天真烂漫的儿童形象惟妙惟肖地刻画出

来，让人看后忍俊不禁。

春分时节，我走在这明媚的春光里，对大地

上忙碌的每一个农人，每一只蜜蜂，每一株麦子，

每一朵花……都充满了敬意。是他们，支撑起了

这个春天的繁华和充实。

时走春风，家乡董志塬塬梁，迎春金灿，杨柳扬绿，

杏枝绽苞，桃花妍放，小麦油菜起身覆垄，尤有向阳坡洼

报春的嫩绿苜蓿芽儿馋人招掐，香味也是彼时最美的人

间滋味。

掐回的嫩绿清香苜蓿芽儿，捡去里面败枝枯叶，清

水淘洗干净，可吃苜蓿菜面条，可水焯后做凉拌的春天

的鲜菜，可揉进面中擀绿面条，可烙绿菜饼子，可蒸苜蓿

菜馍，可加麦面拌苜蓿美饭，可烧苜蓿菜汤，还可晒干后

贮存到冬九寒天当稀奇的绿菜换换口味。

乡人将采摘鲜嫩苜蓿芽儿不叫采，不叫揪，也不叫

掘，就叫掐。采不接地气，揪的表达不准确，掘含粗暴，

惟有这掐，好到美妙。三个手指蛋儿捏住一鹅黄嫩绿又

可爱的苜蓿芽儿，三个指尖轻轻一掐一拽，苜蓿芽儿得

手。没摇动苜蓿的根茎，指尖离开时，还让断面获得了

新生的爱抚。

苜蓿俗称光风草、连枝草、紫苜蓿、紫花苜蓿、蓿草，

金花菜，一种可岁岁收割的草本植物。董志塬塬梁的苜

蓿叫紫花苜蓿，形似三叶草，抗干旱耐春寒，夏妍的蓝艳

花朵香气扑鼻。叶呈羽状复叶，互生，托叶部分与叶柄

合生，全缘或齿裂，边缘形同锯齿，侧脉直达齿尖。据

《本草纲目》等药书记载，它味甘淡，性微寒，清胃热，利

尿，除湿。塬梁春来它先晓，牵手杨柳桃杏闹春浓。

初秋时节，苜蓿籽儿透熟，风送籽儿于庄稼地里、地

边、路沟、涝池畔、打谷场边、溪岸、梁洼、草木间。庄稼

地里的，被惜粮如金的乡人像清除杂草般的清除，其余

地方的也没人给施肥浇水，治病治虫，任它保土绿土和

养眼。早春掐回它丰腴嫩芽当鲜菜吃，生态、绿色、环

保、无公害。

迄今犹记，春风节气里的一个晴天晌午，七岁的我

第一次和村里我的发小提竹笼子，搭伙去村东向阳梁洼

的一块苜蓿地里掐嫩苜蓿芽的情景。我们在地的这边

掐，从梁崖的依旧冬眠的酸枣、狼牙丛中飞来的一群山

鸡在那边如鸡啄米般的啄食。怕它们啄没了我们掐的

苜蓿，就朝它们撇瓷硬土块驱逐。因为我们还是鼻涕流

出来拿袖头擦的小孩，它们也就不惧怕我们，到了距它

们五六步的地方才很不情愿的呱嗒嗒呱嗒嗒地骂着我

们飞离。我们刚掐开苜蓿芽不久，它们又飞抵，继续自

己美餐。我们再去驱赶，狡猾的它们又边骂我们边飞

离。大半天晃过，鹅黄嫩绿的苜蓿芽撑圆鼓了它们的肚

子，而没盖住我们的笼底。回到家里，大人责怪我们：苜

蓿是天生地长的，谁规定准人吃，不准山鸡吃？沟梁多

么多苜蓿芽，你掐你的，山鸡吃它的，山鸡碍了你们的啥

事？山鸡有翅膀，你们有吗？天生地养之物，足够世上

用的。苜蓿芽儿，人掐不完，山鸡也吃不完。掐了吃了，

过三五天又长上来了，你们真是多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前，董志塬春天的苜蓿芽

为农家顶粮度春荒，也被农家当春天的新鲜绿菜吃个稀

奇。城里人想吃，就算兜里有钱也是买不到的，得自己

去梁洼上掐。

后来，董志塬春风节气里的苜蓿芽升级为宝贵绿色

美味。乡里人吃，城里人也吃。每个城镇的农贸市场都

有摆摊卖新鲜苜蓿芽的。新鲜苜蓿芽的做法吃法，不仅

承袭着固有的，还引进了外地的。梁洼的嫩绿苜蓿芽掐

回来，捡去杂物，清水淘去其上尘埃，于温水里速焯捞

出，将水挤尽，与事先备的肉沫、熟菜油、盐面、葱花、姜

末等混合了做自己喜食的馅，再以擀好的面皮包出苜蓿

芽饺子，下锅煮熟捞出，蘸上蒜醋酱油香油油泼辣子兑

的汁子享受，其味独美，食后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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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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