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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记——我的榆林我的城

榆林在很多人印象中本是默默无闻的。与北京、上海、广州、

西安等名城相比，它着实有些其貌不扬。虽然在 1986 年就被列为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古也有“小北京”的称号。但想想这些年来，

榆林能引起全国注意的，除前几年横山爆炸案、煤老板耍富外，

大多也只是因为它地下所蕴藏的丰富资源为世人所惊叹，以及前

些年被人们所热观的陕西房姐事件了。一些好事之人便从这类事

件当中解读出一系列，诸如刁民、暴发户、没素质、憨汉等词将

榆林定格。但在榆林人或是了解榆林这座城市人的眼中，这座城

市的人本应刚正、憨厚、豁达、勇武。这座近些年富庶起来的小城，

没有尖锐的性格，有的只是小富即安的生活。

榆林城有诸多称谓，比如“驼城”，因古城地貌东西走向酷

似两座驼峰而得名 ；又如“塞上江南”，塞上指少数民族居住的

地方，而榆林又因地域广阔，地貌独特，既有高山流水，又有大

漠沙海，林草葱绿，牧歌悠扬而名；再如“小北京”，这个沙漠

边城的街巷里建有众多规模的明清四合院。由上述信息不难读出，

榆林城市文化是多元、复合型文化。这座城市是中国北方很独特



2

我
的
榆
林
我
的
城

的地方，它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历史进程，决定了它的独特性。

解读榆林

读城是极有意思的一件事，从中可以打捞许多有趣的东西。

但读城不易，解读榆林就更困难，因为在这座从古至今的移

民城市中，充满了混杂的风景。

走在街上，你不禁会产生东西南北各种文化空间交织的幻象，

而且有古今中外混淆的文化时间错杂感。大街古朴，二街时尚，

三街、开发区充满现代感。虽生于此，但真正要坐下来好好说说

这座城倒颇为不易。

给榆林定位，似乎也有困难，因为它既是雄踞关外的“塞北

重镇”，又是近些年新兴的“煤都”，还是名胜荟萃、古迹繁多

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蒙汉两个兄弟民族和平共处的北部边关，

中原与草原的交通要道。

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鉴于此，要说清榆林的城还

是先从历史文化说起吧。

明崇祯十六年（公元 1643 年），榆林城被李自成

军重重包围。榆林城内数万民众，无一人变节投降，仅

妇女英勇就义者达数千人。奋力坚守 12 昼夜，迫使李军

退走，《明史》称“榆林忠孝为天下第一”。

清康熙十四年（公元 1675 年），周世民叛军围攻

榆林城，榆林军民奋起抵抗，坚守城池 3 个月，迫使敌

军退去。康熙皇帝闻报，于当年亲笔“两守孤城，千秋

忠勇”赐榆，以示对榆林军民两次守城壮举的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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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军阀混战时期，榆林再次安然无恙，连杨虎城

也曾来榆林避难。

日军侵华战争时期，榆林依旧安然无恙，日军对黄

河渡口的几次进攻都被击退。就是解放战争时期，榆林

城也未遭涂炭和平解放。

从以上短短的文字中不难读出，数百年来，榆林人就是在严

苛恶劣的环境下生活。这也决定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勇武

好侠、不畏强暴、激昂慷慨、刚强悲壮的秉性。

榆林的城市性格为何会有勇武、豪爽的基调？且看这里的“风

水”：地居黄河河套之南，北接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傍黄河支流

无定河的上源榆溪，东扼雁朔（晋北），西卫宁夏，南蔽秦陇（关

中和陇东）。而略读榆林的历史就会发现，榆林过去是军事要地，

多戍边的将士，所以其 600 多年的建城史中有 400 年都有尚武的

习俗。在《明朝榆林总兵》一书中就明确讲述了明朝榆林 241 位

总兵，其他如把总、千户一类更是数不胜数。如旧志书上说榆林

人“尚气概、先勇力”“豪爽豁达、果敢决武”。

榆林人重礼，或因紧邻山西，三晋文化中的礼义诚信，在榆

林人身上也有体现。通俗讲即礼数。即“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

“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这种往来，不仅是指物质上的，

更是精神上对他人人格的尊重。比如，同一个四合院内你送我一

碗黄米我还你二斤米糕之类的人情礼数，这就是礼，如果失礼，

不但别人会轻视，自己也会跌份儿。

榆林人给人总体的印象是朴实厚道，身材高大强健，性格能

收能放，能耐住穷也能守住富。这里的人们用大碗喝烈酒，手抓

着吃肉，喜食葱、蒜、辣椒等辛辣的食物，性格热情粗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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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也稳重保守，对待感情和朋友执着专一。这里的人有“山”一

般的稳健沉着。亦因地处边塞，人们习惯了简朴粗陋的生活，天

生有一种坚毅和爽朗。

榆林人直爽，见面后常用的见面语即是：“吃了没？”倘若

和榆林人交谈，总感觉他们说话“是直来直去的大嗓门”“喜怒

哀乐毫不掩饰”。同时，他们话语间还透露出某种古老的讯息，

比如他们会说“我祖上是山西人”，或者“我家是边客出身”，

大家就这样毫不避讳地说着，聊个没完。

榆林周边县区人说起古城人，“干板”这个词语的使用频率

极高。这一词语用在榆林人身上代表了爱占便宜、鼠目寸光、小

家子气，被许多人所诟病。但是纠其内里会发现，这种小市民的

活法所体现的却是一种精明，亦是一种实惠，这只是那些收入不多，

家境不实，手头不富裕却又想活得好一点的普通人的活法，也可

理解为对单调，贫困生活的一种补充和调剂。榆林有句老话，叫“离

城一丈，都是乡棒”。城市里的人，多少都有些讲究，没有这些讲究，

也就和“乡下人”差不多了。

简言之，喝烈酒、吃羊杂、唱民歌，这便是榆林人的形象；忠勇、

豪爽，这即是榆林人的性情。

榆林四合院

“南塔北台中古城，六楼骑街天下名”的榆林城，号称“驼城”，

雅名榆阳，有“小北京”之美誉，是塞北大漠少有的保存完整的古城，

建于 15 世纪的城墙至今挺拔。

七十多年前，作家老舍来榆小住，目睹榆林古城后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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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街十里，城扁街宽，坚厚的城垣，宽敞的庭院，铺户家宅，

都略具北平的局面。”（见老舍《绿树清泉的榆林》）其中“清泉”

是指榆林城中的普惠泉、桃花水；“坚厚的城垣”则指矗立的明

代古城墙。

榆林自明代中叶以来，即是九边重镇，又是陕晋蒙宁结合部

的中心城市，文官武将、边商富贾和手工业者云集。明清时，京、

津两地戍边官员把四合院安置在榆林城里，一时间高墙低檐的四

合院便成为各阶层人士聚居的处所，其规模与档次取决于居民的

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官绅富豪的府邸宅居五脊六兽、穿廊虎抱，

门楼两侧置有石狮石鼓，有功名者大门外左右树立旗杆。平民百

姓的四合院则多为砖木结构一进两开的瓦房，单檐平出，因陋就

简。踏进现存四合院内，依旧可以看到迎面雕有“福”字的照壁，

侧面墙上精美的梅、兰、竹、菊砖雕；院内门窗皆是朱漆木雕，

各居室都盘有火炕，墙壁上还绘有精美的炕围画，室内普遍放着

带有铜饰的大竖柜和琴案，正房两侧一般有耳房，分别为厨房和

书房等。

也难怪老舍在榆一住就是四个月，还留下此等美妙文章。可

是，今人如果循着老舍文中的意境来寻访古城，恐怕多数人会产

生地域混乱的错觉。因为老舍的文章成于二十世纪初，那城、水、

院自然比如今更有味道。我们无法体会古今差别到底有多大，但

有一点从未改变——四合院，始终是榆林的生命。

在现如今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裹胁下，中国的城市都狂热追

求人均 GDP 指数，任何城市都难以独善其身。在中国快速行进的

城市化悲剧中，榆林也未能幸免。最能代表榆林味道的老城区，

近些年不断被蚕食，而曾经令人惊叹的明清四合院，原来有几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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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之多，现存四合院的数量仅几座，且多破败不堪。报界宗师张

季鸾是榆林人，但其在榆林的旧址，却早成历史。榆林仅用了几

年的时光就将自己变得面目全非，这点似乎是任何一个榆林人都

不愿看到的。但城市不能不发展，所以生活于古城里的人们只能

祈愿，城市化的发展稍微慢一些，再慢一些。

饮食文化与民间小曲

榆林历来就是汉蒙杂糅、五方杂处之所。三教九流、五湖四

海、汉蒙回藏、儒道释景（基督教）回（伊斯兰教），各路人马

都在这里出入、汇集、发展，各种文化都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

榆林对此都一视同仁，绝没有文化歧视与种族偏见，甚至没有其

他地方特有的那种执拗顽固“不可入”的“区域文化性”。相反，

江南的丝竹之音、内蒙古的游牧风情和陕北高原文化都在这里交

汇、集结、消融，共同构成榆林独特的地域风情。

以饮食为例。世间人有吃五谷长大之理，但在榆林人的生命

中却不能没有酒的维系。或许是地理因素使然，榆林人喝酒的风

格多少过继了一些内蒙古人的豪爽劲，从农村到城市，无论农民、

工人、干部，大凡红白事或是聚朋会友，所办宴席，必备有酒。

谓之无酒不成席。酒席上人们一旦喝起来，五花八门的酒令，酣

畅醉人的酒曲，就是不会喝酒的人也会被酒席上的红火劲给带动

起来，这里的人以酒论英雄，不管地位、身份、性别、长幼，尽

显天性。

榆林人能饮，榆林人更能吃。榆林的菜肴虽不比八大菜系出

名，但却向来很为外省人所赏识。虽然地处黄土高原腹地，这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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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产农作物并不丰盛，却一点不影响榆林人变着样吃，赶着季节吃。

而一个“吃”字，最能体现这个城市中市民的活法。以小吃来说，

代表作豆腐即有“包容”“兼济”的文化特点。而为人们称道的，

“拼三鲜”“羊杂碎”又兼具了饮食文化中“拼”与“杂”的内涵。

那些百姓生活中的家常饭，腌酸菜、大烩菜、熬豆角、熬土豆、

炸油糕、油馍馍、煎饼、荞剁面、荞面圪坨等历史上有名的地方

传统风味小吃，多与在陕北居住的游牧民族饮食习惯有关。究其

历史，曾有华夏、东夷、匈奴、契丹、拓跋、鲜卑、党项等民族

在此混战、杂居、融合。所以，这里的饮食文化东西结合，南北

杂糅却又自成一体。

纵观陕北人的饮食，主要有烩、炖、熬三种吃法。但由于吸

收了宫廷菜和南方菜系文化的精髓，榆林的饮食就颇有些路道了。

在用料上，讲究素荤搭配，粗粮细作；在烹制技法上，还有烧、

烤、炸、炒、蒸、煮、涮、溜、煨、煎、贴、氽、煽、炝、扒、焖、

拌等工艺，美食的制作过程精到细致，不厌其烦，以求达到色、香、

味、型俱全的境界。

系统来看，榆林的传统饮食是在充分吸纳了各民族、各地区

优秀饮食元素的基础上，加以改良而形成的。花色品种繁多，风

格风味各异，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品赏性。

有了吃，有了喝，经济基础一经保证，必然要产生上层建筑。

于是，相对而论就要提到榆林小曲了。明清时京、津两地戍边官

员把四合院安置在榆林城里，而江浙湘籍行政官员、商贾货郎、

放逐的文人雅士则把江南的丝竹乐、花鼓戏带到了高原的沙漠里，

两者结合再杂以陕北的山野小调，便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

品种———榆林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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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小曲是介于曲艺和民歌的艺术形式，表演取坐唱不装扮，

没有动作。一个人单唱，间有对唱或对白。男扮女声，真假嗓结

合。伴奏乐器以扬琴为主，另加琵琶、筝、三弦等弹拨乐器，也

有时加用月琴或京胡。打击乐器用一只小瓷碟。唱段多为带叙述

性的抒情小曲。榆林小曲所以抓人，因为它既有北方的阳刚之气，

又兼具南方的阴柔之美，从而开创了“南腔北调”合二而一的独

特艺术曲风。

流传在榆三百多年的榆林小曲，深受老城居民的欢迎。但新

兴的娱乐方式也使得这一独特艺术品种遭遇尴尬境地，无固定经

费支持、年龄结构老化、后继无人、无活动场所等，面临消亡危机。

还好，2006年，榆林小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喜爱小曲的人有理由相信，或许百年后我们的子孙依然能听到这

一古老的音乐活化石。因为对榆林而言，高亢的陕北民歌是它的

情感，豪放的陕北秧歌是它的精神，而婉约的榆林小曲却是它的

灵魂。

受困于煤的城市

榆林位于陕西最北端，在陕北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地南缘的

交界处，也是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区。用一些上年纪人

的话说，榆林这座城，古时为边关之地，自然气候恶劣，土地贫瘠，

并不适合人居住。但随着丰富的煤矿、天然气和石油资源的发掘，

令今天的榆林从人们眼中的大漠边城一跃成为国家级能源基地。

因煤而兴的榆林人变得牛气哄哄。有个笑话说，前几年灰头

土脸的煤老板操着榆林土话去西安、北京买房，导购小姐并不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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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待见，他们便会问：“哪个最贵？给我一个单元”。此话一出，

导购小姐目瞪口呆，然后才发现这些不说普通话，穿着像农民，

灰头土脸的人，其消费能力并不容小觑。还有就是一些榆林的富

商去高档服装店，通常会说这些这些不要，其他都包起来。因了

上述这些事件为例，以致现在榆林人去外地一些高档消费场所，

服务小姐听到榆林话，便会兴奋地私语，“说那种话的人又来了”，

然后一窝蜂地跑去服务。外地人说起榆林人只能联想到——有钱

的暴发户。

虽然大量的财富不可争辩地改变着榆林人的生活。但财大气

粗和一夜暴富总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榆林人只是听着“传奇”，

端着手中的饭碗过平实的生活。

如今，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也因煤而变得有些前途未卜。

榆林多风沙。据考证，古时候这片地区水草肥美，风光宜人，

是优良的牧场。后来由于气候变迁和战乱，地面植被丧失殆尽，

就地起沙，形成后来的沙漠（沙地）。历史上的榆林古城因地表

植被破坏曾三次南迁。由于靠近国内主要沙源地毛乌素沙漠，城

市西北部的防风固沙林带是城市安危所系。可现如今，因煤矿的

大量开采，塌陷、地震、失水，构成了这座能源之都的“采煤综

合症”。有媒体报道，如果煤炭与城市的纠结不能解开，榆林或

许会有第四次迁移也未为可知。

多说一点点

近些年，人们一提起榆林都会想到“中国科威特”。随着能

源的大力开发，这里的高房价和高消费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很多外省人都慕名来榆“淘金”。虽然城市里高楼林立，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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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名扬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这个城市似乎有些顾此失彼了。

现代城市的核心是人，人的核心是文化。城市文化是一座城

市的灵魂和精髓，而文化建设是一件需要长期积累的事情。历来

只有经济上的“暴发户”，却从来没有文化上的“暴发户”。如

果没有文化建设做后盾，经济上的“生猛鲜活”又能维持多久，

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纵观榆林，现在最大的优势应是深厚

的文化积淀，魅力则在于经济活力。有文化又有活力的城市无疑

是最有希望的。当然，前提必然是文化与经济同步发展。

有人说，没有历史的城市缺乏底气，没有经济活力的城市缺

乏人气，没有风情魅力的城市缺乏灵气。榆林有着悠久的历史文

化底蕴、天然的能源优势，再加上这里人们的踏实肯干，我们有

理由相信，这座立于沙漠中的城市会日益变得大气磅礴且魅力十

足。

后记：喜欢遛街，所以常常在老城的大街上依着骑街的六座

古楼穿行而过。看那些卖吃喝、做买卖的人和那些临街的古建筑，

感受独属于这座城的生活气息。虽然说起古城总会说它的诸多诟

病，如交通堵、人的素质差、环境恶劣等等。但于其间生活了

三十多年，骨子里我是热爱这座城市的。诌文说了许多，想表达

的无非是对老城爱之深，责之切之情。榆林说大不大，说小也不

小，身居其中，难免如苏东坡的诗说的一样：“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生长于榆林，说起这座城难免会有盲人摸象，

难识其体之感。如有谬误，敬请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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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清明时

清明节是民间传统“四大节”之一。阳春三月，大地复苏，

人们以愉悦的心情迎接这一年中国的首次大节。关于清明的由来，

多数人会脱口而出是因为介子推，但在榆林城内居民看来，清明

节却是一个属于上坟、祭祀祖先，以及到郊外踏青、赏花、放风

筝的日子。

摊黄、黄和菜当主角

清明前一天是寒食节，传统习俗讲究禁忌烟火，要吃冷食。

即吃头一天已摊好的黄米摊黄、凉拌黑豆芽。榆林清明上坟的必

备食物之一就是摊黄。这个看似简单的食物，在榆林城内已经流

传有百年的历史了。

清明吃“摊黄”可能是榆林独有的风俗。加工原料是黄米或

小米磨成面粉然后用水和成糊状，经过发酵后加入碱面。若喜甜，

可加入些许白糖。然后在一个中间凸起的圆形铁制容器（当地叫“鏊

子”）里煎成饼状，称作“黄”。细想这个食俗可能因为本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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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小米和黄米。磨成糊状，色泽金黄，所以取其色为名——“黄”。

时代发展，如今也有人用软大米加工，不过软大米黄的口感细腻、

小米黄的口感香甜却有些苦涩，口味各领风骚，各有其爱！

制作摊黄是门技术活，用专门的鏊子慢火烙成，这螯子是凸

起的。舀一勺面糊，顺凸顶倒下，流到边楞挡住，自然成为圆形，

然后盖上盖烙，听到盖上水蒸气滴下来响三声，就说明熟了。铲

在盘中，半指厚的米饼，里嫩外焦、状如满月，边厚中薄，香气

扑鼻，咬一块，略酸带甜，酥软可口。

食用摊黄冷热均可，过去生活贫苦，人们在清明时节才能吃

得到“黄”。但现如今，摊黄已经成为古城居民生活中的快餐小

吃，走在街上总能看见妇女们推着车子，燃着蜂窝煤，现做现卖，

因着口感好，老少皆宜，又经济实惠，所以摊黄的生意一年四季

都是红红火火。

老一辈人还喜吃油黄，其做法是将凝固成块的猪膘油切极小

的块裹上红糖，搅拌入面糊中，有些讲究的人家还会加入熟芝麻

和陈皮。摊黄的过程中，经过高温，猪油、陈皮、红糖和面糊互融，

揭盖时其油香味扑面就来，吃起来油脆绵甜，十分可口。但喜欢

这种口感，只限于八十年代以前的人，因为那时人们生活水平自

不比现如今，能吃点油腥大的食物，足相当于过年了。

另一道在清明期间名气很大的食物便是和菜。据记者了解，

黄和菜这种菜肴可能只有榆林才有。过去一到春天，因为气候寒

冷蔬菜少，巧手的家庭主妇便会在家中生豆芽，或绿豆芽或黑豆芽，

自生自吃，可凉拌可烩炖。为春季单调的饮食增添一丝生机。黄

和菜的做法不复杂，所需的食料有黑豆芽、板粉、炸豆腐、熟猪肉、

韭菜、菠菜，加上三椒油、香油、醋、芥末等调料，搅拌均匀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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