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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文化（代序）
陈 洧

一

甘州是一本卷帙浩繁、 内蕴深邃的书。

独特的地质地貌， 独具的湖光山色， 独有的民俗风情， 独享的历史遗存……构成

了独立的章节， 文采斐然， 华章生彩， 音韵铿锵， 韵味隽永。 书因历史而厚重， 章因

自然而增色， 节因人文而高昂。

二

甘州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闪烁着民族的光华， 又映射着独具风采的

地域特征。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正统文化， 列诸子百家精华， 取经史子集典范， 打造出

礼仪仁智信的理念， 派生出梅兰竹菊松的信奉， 培育出甘州人的道德情操和处世为人

观念， 至今还影响和主导着甘州人的价值观。

农耕文化是甘州文化的重要章节。 好山好水好地方， 好田好地好农家。 以农业为

主的甘州人用辛勤的劳作换来了丰硕的果实， 被外人冠以 “金” 字招牌。 春耕、 夏

管、 秋收、 冬藏的每一节里都渗着甘州人的创造和汗水。 民以食为天， 农以地为本。

甘州农耕文化所展示的创新与奋进是以踏实、 诚心、 勤劳为基础的人文精神。

甘州人具有宽容大度的秉性和崇善敬德的品格。 宗教文化影响着甘州人的是非辨

析能力。 儒、 道、 佛以及 19 世纪末传入的天主、 基督教为多种元素构成的宗教文化，

使得甘州对中外文化兼容并济， 于是有了规模恢弘的西夏国寺， 有了高耸入云的木

塔， 也有了宁和平静的心态和谦让有礼的心境。

甘州是建立在湿地之上的一块净地。 丰盈的水资源涵养了甘州的生态文化， 植树

种花蔚然成风， 护林固泉已成习惯。 柳絮飘飞， 桃红杏白， 沙枣花香， 芦荻秋风， 一

派陶然。 生态文化营造出甘州人的纯净和纯美。

生于民间、 长于民间、 成于民间的民俗文化是甘州人淳朴民风的再现和豁达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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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露， 民歌民谣语言生动活泼、 节奏明快， 民间艺术形式多样、 各具风采， 民居民

宅古朴规整、 大方宽亮， 民风民俗有章有法、 礼仪先行。

现代文化吐故纳新， 摈弃腐朽， 迎接新奇， 合着时代节奏， 吟唱历史新歌； 继往

开来， 勇于创新， 融入中华传统文化长河， 交汇时代改革开放洪流， 五彩缤纷， 绚丽

夺目。

诸多的文化元素构成的甘州文化是城市的亮点、 地域的特征。

三

甘州是一本书， 一本沉甸甸的书， 一本凝聚历史光彩、 展示地域文化、 凸现人文

现象、 荟萃自然风光、 表现风情民俗的厚重之册。

阅读甘州这本书是要花工夫、 费力气的， 读懂这本书需要深钻精研， 潜心致力，

而编写一本关于甘州的书更是重负在身， 责任倍增。 再难的书也得有人写， 再难的事

也得靠人去做， 于是， 我们知难而进， 破难而行， 诚邀文坛高手、 妙笔新锐， 以不同

的感受、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笔触、 不同的风格聚焦甘州历史文化， 展望甘州未来前

景， 成此篇章， 汇集成册， 奉献于众， 企盼评说。

书是人写的， 书也是可以再续的。 抛砖引玉， 期待更多佳作问世， 耀甘州光芒，

抒甘州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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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强国

甘州城生长在湿地上。

甘州盛开着。

说盛开如花，俗了些，失了想象力。仔细品阅甘州，攒劲了回味甘州，甘州的印象便是

天赐予的那种盛开和绽放。 甘州，只有甘州那样地盛开。

甘州有水，地表上有黑河水漫过，但甘州，更是一眼大甘泉，地球深处的水脉在甘

州———盛开绽放。

地球要呼吸，陆地上多是坚硬的外壳，甘州的天然湿地，是大地呼吸的一张口，吐故

纳新，那呼与吸的暗脉之纹，那起伏与动感，正若盛开与绽放的韵律。

小时候，听说家乡的古浪峡有一块甘州石，是神仙助力飞来的，好奇不忘。不久前，家

乡人把这块甘州石费力搬到了县城中心广场，为广场显眼标志，或曰是镇守之宝。 所以，

留意着关于这块甘州石的种种传说，觉得人们想象奇特至极。 私下想，最切合实际的情

形也许是，那所谓甘州石，本来是古浪峡自生自长的，因为奇特硕大与位于人行过路处，

便以为奇石。 或许是在某一日，不解事的孙子问放羊的爷爷，此石为何石，爷爷随口笑答

曰：甘州石。 由此传开来。 为何爷爷要说成甘州石，而不说成别的地方的石头，缘是这甘

州啊，自古就是最繁华最养人的地方。 繁华可以人为，可以如灰散去；最养人，那是天地

之意了。 养人的甘州那是大地呼吸之口，万物盛开之地。 古浪离甘州，五六百里之遥，今

日交通半日可达，靠步力的过去那已经是遥不可及之处，也是心向往之处。 甘州石，乃家

乡人对甘州向往之意，尤其在人们以农耕为首温饱为上的悠远年代，甘州乃靠天下雨的

旱山之地人们心中的天堂了。

如果说甘州石非甘州飞来之石，那么甘州的神沙窝，越看越像他处飞来之物。 偌大

的石头飞几百里路，是传说神奇；一块沙漠移动而来，那是眼前就有的事。 甘州的神沙

窝，是一块不算小的沙漠，不过四周完全被绿洲包围，而且看上去也没有向外扩张的威

力，很驯服，走进沙漠深处，还有一种佯装原始和大漠无边的感觉。 神沙窝的方圆数百里

外，看不到相近的沙漠，你还真猜不出这神沙窝是从何方跑来的和尚，老庙在哪儿。 也辛

苦神沙窝了，如果说沙漠也向往甘州这块水泽之地，千辛万苦靠自己的力量而来，那么

我更愿意想，大地的呼吸之口，总有我们人类探寻不到的力量，“吸”来了这一块沙漠。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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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在甘州城里的人，也是迷在钢筋与水泥筑成的小森林里。 试想，甘州土城墙筑起的

年代，哪个人脚下不是水泽湿地。 神沙窝之所以成为神沙窝，是因为来得奇怪，也有神奇

之处。 至少是，脱不开湿漉漉感觉的甘州人，容易把自己弄到神沙窝里去，好晾干自己一

次。 如今呢，佯装着原始的神沙窝要被甘州人开发了，甘州人去一次湿地弄湿自己，再到

神沙窝里晾干，还能领略一次大漠风光，并在人类自造的乐趣中玩上一玩，弄得自己心

花盛开了。

神沙窝被开发了，要在人们的眼前绽放一下。 不过，在甘州的景象里，这神沙窝也只

是一片本色金黄的叶子。 更添色彩的，那是甘州及甘州周边神奇的丹霞山。 大自然总是

不经意间让人类明白自己的渺小，甘州丹霞美轮美奂的色彩，让人们明白大自然才是地

球上最伟大的画家，将调好的色彩，像江河一样泼向大地，人们的眼里，除了这色彩，一

切都苍白了。 当你双眼迷离时，大自然还会落下清清雨水，空山新雨，这色彩给你的是无

与伦比的震撼。 我只是无法理解，以水为韵、以绿为主色的甘州，在其中，竟也有豪泼的

丹霞炫目美景，真是大地太垂青于她这呼吸之地了。

在甘州的绽放里，你的脚步无法企及的是南边遥远处却看得见的晶莹雪山，那是黑

河水的源头；向下来是森林，是甘州水系涵养林，也是甘州生态生命最忠诚的守护神；再

下，是山地草原，是牛羊和草原上生命的乐园；到了草原边缘，是阡陌交错的农田。 到了

甘州北，那里还有延绵的戈壁和似乎沉默了千年的东大山，你不知那里又蕴藏着什么。

甘州是这样一个绽放与盛开，以湿地为中心，大自然把自己仅有的生态系都在这里浓缩

了一下。 城区、农区、牧区、林区、雪山、戈壁层层推开，还镶嵌着一片金色沙漠，泼出几块

美丽丹霞。 或许，大地只有在其生命的呼吸之口，才装缀如此的景致。 地之灵，何处再觅

胜处。

我在甘州住了几年。 我所住的北关以东，就是湿地，湿地后来干枯了，东北角保留的

那块芦苇，以为多余，以为多年后会被钢筋水泥取代。 似乎是在突然间，这块湿地就被恢

复了，还好大一块面积，又多了几池湖水，新修的栈道也使人们的脚步能伸到湿地中央

去了。 看芦花飞扬，看湖水微澜，心生的感动却不为景色，而为着天地早已对甘州这样的

赐予，为着把这赐予恢复得如此壮观、温馨又和谐的甘州人。 我知道当人们在湿地里欢

笑，在湖水中嬉闹的时候，大地母亲也笑逐颜开了。 甘州，人有的有了，大自然有的也有

了。 围绕甘州城，或许人们更多在城里追觅自己的幸福和乐趣，城边上，大自然中的生灵

也找到了自己的乐园。 甘州啊，也许本该就是这样一个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相依的甘州，

是这样一个天地视角上的大盛开与大绽放。 那大佛寺、西来寺及五行塔等，正是曾经大

盛开与大绽放后的落叶， 只是这落叶受了几代人的膜拜与香火的滋养， 已有了神灵之

气，使其虔诚的子民心有所依。

多年前，走在甘州街上，多见“再铸金张掖辉煌”的标语，金张掖即甘州，不单是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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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最近的昨天辉煌过，翻开甘州的历史，都有曾经的辉煌，或许更准确些说，在不同的时

代，甘州都有自己的一种令人羡慕的盛开与绽放。

甘州东关有至今保存最完整的明代粮仓，叫东仓，俗称大仓。 甘州自古是米粮之乡，

河西大粮仓，前几年的叫法是商品粮基地。 当你走进农区，会发现这里的庄稼，已经不是

原来的庄稼，农业科技以至最尖端的农业科技，早在这里生根开花，天宝物华之地的甘

州人，随着时代的节拍，力争把绽放在甘州之中的农业这片叶，修整得最美丽最出色。 在

畜牧业上，也不断创新，开拓进取，比如力争把甘州建为河西肉牛基地等。 这些都显现地

灵之处的甘州人，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或许，你到张掖国家湿地公园的栈道

上走一走，到甘州的新城区看一看，就能领略甘州人的那种激情与智慧的盛开与绽放。

天地有造化地方的人更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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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食事
王新军

河西地面上，吃面食是颇有些讲究的。 做法上倘若省了一道工序，口感就会弱上几

分。 面这个东西，的确怪得很，虽然来自一粮一秫，仿佛自有些性情，你对它用了几分力，

它必给你几分的劲道。

总之，面就一直被这么吃着。

东街拉面

面食当中，最具阳刚气的，当数拉面。拉面当中的翘楚，被当下食界推为兰州拉面，但

在河西地面，并不以为然。甘州拉面就颇得食客———至少是我的赏识。事实上，不独我好

这一口，只要那一碗劲道的面条吃下去，很多人都会成为拉面店里的回头客。

甘州城里的拉面，东街的最好。东街拉面的老店，开在城东靠北的一条街上。丈多宽

的门面，当门一口卤肉大锅坐在火炉上，大块的猪肉在红油油的卤汤锅里翻滚着。 一起

翻滚的，还有大料、肉桂这些调货。 一个精瘦的师傅站在门面靠左、锅与案板架成的三角

处，右转掌勺，左转切肉，不紧不慢的。 店的最里面，是拉面的地方，由一道合金架起的玻

璃墙隔着。一个小门可以出入。揉面的，醒面的，搓面剂子的，捞面的，男女四五个人在条

案和灶台前忙碌。 最是拉面的师傅叫满屋子食客长见识———两手捉住五六根醒好的面

剂子，抖腕一抻，阔臂一拉，再下膀子一甩，复一提，筷子粗的面条便抽得案板“啪啪”一

阵响，接着双手一收，“嗖”的一声，面条已撂进沸腾的大锅里了。 这叫人惊诧的手艺，能

增加食欲。 一顿足，却发现这个拉面的，原来是个敦实的女师傅。 不禁愕然了。

面出锅，一碗一碗排开在一个条盘里，洒上焯过的芹菜丁，端到门口肉案前。 掌勺的

精瘦师傅一手端了漏勺， 一手伸到肉堆上抓一把切好的卤肉放上， 往滚滚的卤锅里一

荡，另一只手提一只大勺接住余汤，翻手一并盖在面上，一碗正宗的甘州拉面就好了。 吃

的时候， 或佐以红油辣椒， 拌上醋， 或就一瓣生蒜， 口味就上来了。 也有佐一些咸菜

的———咸韭菜，也是下面的极品。

如果胃口好，再要上半斤卤排骨也无妨。

一碗面下去，一定要来两口热面汤。 这是一定的，否则不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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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吃东街拉面，是随了一个采风团，一帮人，稀里哗啦，吃完就走。第二次是我独

自去的，一路看着街景，一路有事无事地打问些甘州城里的老去处，像一个绝对的闲客。

东街拉面，有时候吃一碗并不过瘾———当然，我说的是如我一般的壮男们。

孙记炒炮

“炒炮”这个东西，不是河西人，乍一听是不懂的。 不是被当成炒制火药的，就是被言

之凿凿地认为是制作花炮的———年头节下，“嘭”一响，“啪啪”一阵乱爆，完事———就那

玩意儿。甘州西街的“孙记炒炮”，就往往被外来者当成这样的一家作坊。当然了，这种错

我是犯不上的。

“炒炮”是“炒炮仗”的简称，炮仗也的确是“嘭”一声那样放着听响儿的，但这里的“炮

仗”，取的只是它的形———面搓成筷子粗的圆棒，十数人围一口沸腾的大锅，寸许的面段

“刷刷刷”地揪进去。 一茬一茬揪进去的面段———形如炮仗，滚透后又一茬一茬捞出来，

菜锅里一炒，大碗里一盛，上面盖一层卤肉，一碗地道的“炒炮”就上桌了。 传统的吃法没

有多少讲究，大老碗一端，一筷头辣子一股子醋，两瓣紫皮生蒜就上，或者坐，或者门前

台阶上一圪蹴，呼噜呼噜，一阵阵就是一身顺沟子的热汗。

孙记炒炮在甘州城里是有名的，说是有百年的历史了，但我以为未必。 一是没有考

据，一切不足信；二是觉得“炒炮”这个东西，在甘州也许百年不止。 前些日子在甘州，主

人把午餐安排在孙记炒炮，情形与我原来预想的已经不大一样了。 一是店面阔了，上下

两层不说，还设了若干包间雅座。二是菜的样数多了，不像一家专事“炒炮”的了。三也许

是最为要命的一点，“炒炮”的“炮仗”，不用手揪了，改用刀切。 那齐茬茬的切口，怎么看

都是经营老店的一种失误。

乐口斋的搓鱼子

甘州城里，面食上有“东拉西炮，南搓北臊”的说法，这里说的“南搓”，就是指乐口斋

的搓鱼子。 “乐口斋”是一家自成特色的面食店的名号，店里面，素的有，荤菜也有。

乐口斋仿佛并不在城南，但也许是按古城方位的说法罢。我在河西走廊的许多地方，

都吃过搓鱼子这种面食，炒的，汤的，干拌的，但都没有吃出乐口斋的味道来。 搓鱼子，甘

州最地道。

在乐口斋，据说有十多个妇女专门搓搓鱼，四时不停。 白面的，青稞面的，荞面的，都

有。 寸许长，两头细尖，中腰处也只筷头一般粗细。 揽一簸箕下进锅里，拿二尺长竹筷子

一搅，真就似一群摇头摆尾的小毛鱼在水里游动。

007



甘

/

州

/

文

/

化

/

精

/

粹

搓鱼子搓得好的，据说一巴掌过去能搓六根面，而且搓出来的搓鱼子，大小粗细如

一。以我多年吃面的经验，面这个东西，上不得机器，甚至近不得铁器。最好吃的面，往往

是离这些东西远的。 妻子在家也会偶尔搓搓鱼，但她一次只能搓一根，但搓出的搓鱼，我

和女儿都比不上。

乐口斋的搓鱼子样式很多，吃法上也有数种，但大抵都是因个人口味，或干，或汤，或

炒，或拌。 吃起来，醋和红油辣子多多少少都要加一些。 我有一个朋友，秋天的时候请我

去过一次乐口斋。 先上的菜，然后才是搓鱼。 结果我菜吃多了，搓鱼一碗没吃掉。 入冬后

又去乐口斋，便有了经验———菜上来，筷子先不动，专等搓鱼子。

吃面食，菜是其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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