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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在山水———王兴诗文集



作者简介

王兴，1961年出生于西安高陵，1982年毕业于西安

科技大学地质专业，从事地质工作三十余年，先后参加

了陕西、山西、安徽、湖北、甘肃等地野外地质工作。组织

和参与了煤田、煤层气、石油、水文及地热地质工程。曾

任陕西省煤田地质局一八六队技术科、地质科副科长、

队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职务。1987年获地质专业工程

师职称，1996年获高级工程师职称，2006年获正高职高

级工程师职称。1997年被陕西省煤炭工业局列为陕西煤炭系统专业技术拔尖

人才；1998年被陕西省煤田地质局评为优秀科技工作者。任西安市能源研究会

第五、六届理事，并被市政府聘为水资源专家顾问组专家。1986年参加了地热

水矿泉水专业学习，2003年完成了研究生进修。

在数十年的实践中，掌握了包括煤田、煤层气、水文、地热、石油、工程地质

等专业技术以及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方法。1990年主持完成了《西安凹陷地下

热水赋存规律研究》项目，并获省煤炭工业科技进步二等奖；1993年以后主持

完成了陕西彬长、府谷、吴堡、韩城、山西沁水、安徽淮南等矿区、勘查区煤层气

资源评价及勘查项目；1994年主持完成了全国第三次煤田预测子课题《陕西省

煤炭资源预测与评价》项目；1996年主持完成了《陕西关中盆地地下热水赋存规

律研究》课题；1999—2002年，拟定并完成了“黄陇煤田麟游北部勘查施工可行

性报告”，2005年获省科学技术三等奖。2000—2003年完成了黄陇煤田麟游北部

找煤及普详查项目，并获中国煤炭协会新发现资源类地质报告奖；2010—2011

年完成了《陕西省煤层气资源赋存规律研究与评价》课题，并获陕西省 2012年科

学技术三等奖。主要著作有：《渭河盆地地热资源赋存与开发》陕西科学技术出

版社 2005年；《陕西省煤层气》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年；《陕南煤炭及石煤

分布及其开发的环境地质效应》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年。



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偏爱，是幼年以来的嗜好，并有善于记录和描述见闻之

习惯。学生时期，每当课余或假期，总喜欢到田间、旷野，去领略大自然之风光，

记述一些所见、所闻；参加工作以后，这种生活情趣则更浓，每当工作闲暇之

际，或户外赏景，或登高远望，或赏析旧作，或挥笔就章，凡喜怒哀忧皆著于其

中，诚可谓之精神寄托。感思所至，随笔就述，唯求抒怀、言志，雅俗、工拙亦在

所不计。

本集所录，为 1974年以后的部分拙作。多为工余或闲暇时之所记，以描述

山水风光之旅游记述以及生平好恶、议论、词赋等文本，亦不计工拙、谬误，略

加改正即刊于文中，因对诗、词曲调掌握不十分准确，谬误之处颇多，生活中所

作亦较为零乱，残缺甚多。谨以自由闲散于自然山水间之所作为山水篇，以朋

友、家人及生活中之感悟之作为生活篇，以偶发感想之作为议论篇，以野外工

作、学习、会议等之便所发感想为工作篇，其余之诗、词、联、赋等为古韵篇分

类，整理出部分，拼凑成册，以为所览。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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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莲花峰：华山西峰，海拔 2082米，是华山最秀丽险峻的山峰。由中生代燕山期花岗岩

构成断崖、绝壁，有气象站、镇岳宫、斧劈石、舍身崖等景点。峰顶状如莲花，故名莲花峰。西峰
就是《宝莲灯》中沉香劈山救出三圣母的地方。袁宏道《华山咏》：“石叶上覆而横裂”；徐霞客
《游太华山日记》：“峰上石耸起，有石片覆其上，如荷花。”李白诗“石作莲花云作台”，也当指
此石。西峰为一块完整巨石，浑然天成。

②黄尘：大气飘尘。深秋季节，空气中飘尘甚多，登上山顶回望，头上是湛蓝的天空，而
山下是灰蒙蒙的雾霾。

③诸流：华山山脉地处小秦岭主峰支脉，为小秦岭北麓华山附近的罗敷河、柳叶河、长
涧河、黄浦峪等诸河之源，均为渭河支流。

④横卧深岭：华山山脉处于秦岭支脉，也是渭河与南洛河水域的分水岭。清新高处：在
华山北峰以上，可以看到大气浮尘的上、下分界，更使人感觉到山上空气清新。

【七律】

登莲花峰
1979年 10月，住华山玉泉院实习，黎明时分，与同学一起经五里关、莎罗坪，过十八盘、

毛女洞、紫云宫至回心石登山。至拂晓时分，到达玉女峰顶，东望日出，云海渐渐汇聚，山岚雾
气也迎面而来。于是，绕曲径而回转西峰眺望，深秋的华山，一派萧瑟，只有古松在秋风中昂
然而立，遂有感而写于西峰之巅。

莲花屹立众峰间，

势若巨标插云端；

刺破黄尘迎朝晖，

急喘清气见晴天②。

人言山住水亦在，

岂道诸流自此源③；

横卧深岭离纷乱，

清新高处涤心田④。

①

山 水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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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梁山：位于陕西汉中市西南，汉江南岸，为米仓山支脉。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梁山

在西北，山脚下有上梁山村；下梁山在东南，山脚下有下梁山村，以土地岭与上梁山分界，中
梁山在下梁山的西南，山脚下有吴家坪村，以中梁寺与下梁山分界。汉水由勉县东流至上、下
梁山分界处与北来的褒水汇合，再往东流至龙岗寺以东。梁山风景秀美，是定点实习地区。主
峰中梁山海拔 955米，为古生界石灰岩构成的低山地貌。

②汉南：陕西汉中汉江以南。
③五月坪：地名，亦称吴家坪，在南郑梁山西坳，归梁山镇管辖。是实习区范围。是吴家

坪组正层型地层标准剖面命名地点，最初由卢衍豪于 1956年在《地质学报》上发表《汉中梁
山区二叠纪并论中国南部二叠纪
的分层和对比》一文。原代表上二
叠统中上部，后厘定为上二叠统下
部。分布于陕西汉中、四川西北以
及黔、桂、鄂、赣、滇、湘、皖等省区。
为浅海相碳酸盐沉积，或称吴家坪
灰岩。龙岗寺：在南郑县北，汉江南
岸，为实习时住所。

④但愿有生不滞步，尽览华夏
好山河：由梁山而联想到神州大
地，河山秀美，遂有志伺机一览。

【七律】

汉中梁山
1980年秋，住汉中汉江南岸的中梁山实习。是时，已是大二，遂觉时光之快，有所感触。

与小组同学一起登上山顶，远望山脚之下的江水缓缓东去，沿岸稻田金黄，堤上翠草青青；激
浪横渡汉水，顺流直下，岸边、树下、船旁留影……偶题一首，写在作业地。

两载学业岁蹉跎，汉南深秋再砺磨②；

五月坪前听训授，龙岗寺下悟识多③；

梁山眺望天高阔，汉水激波浪头搏；

但愿有生不滞步，尽览华夏好山河④。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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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水 篇

【注】

①武侯墓：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汉江之滨的定军山，墓庙始建于公元 263年，《三国
志》载：“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历代曾屡加修葺，其规模较大者数唐、明、清三朝。
②沔水：即汉江。定军山：位于勉县城南 4000米处，为米仓山余脉，由十二个丘岗组成，

又称十二连珠山，主峰海拔 833米。山体由震旦、寒武系白云岩、石灰岩及砂、页岩构成，历经
长期风化、成为侵蚀残山地貌。三国蜀后主建兴十二年（公元 234年），诸葛亮第五次伐魏，病
殒于陕西岐山五丈原，葬于定军山。
③双桂：墓园内有汉桂二株，曰“护墓双桂”，传为汉代所植。两表：即前、后出师表。庙内

有南宋名将岳飞所书的前、后出师表石刻。
④灵台：武侯墓中的读书台。南宋陆游《游诸葛武侯读书台》诗曰：“世上俗儒宁辨此，高

台当日读何书。”蜀道：即古蜀道，通常指由关中通往汉中的褒斜道、子午道、傥骆道以及由汉
中通往四川的金牛道、米仓道等。主干道南起成都，过广汉、德阳、罗江、绵阳、梓潼，越大小剑
山，经广元出川，在陕西褒城附近向左拐，之后沿褒河过石门，穿越秦岭，出斜谷，到达关中，
全长约 1000余千米。现仍存有许多古栈道遗迹。

武侯墓
【七律】

1980年 9月 13日，在汉中汉江南岸的中梁山实习。闲暇之际，与同学一起游汉中市勉
县定军山，谒诸葛武侯墓，遂题一首。

沔水蜿蜒柏肃然，

定军巍峨祭香烟②；

忠贞双桂守荒冢，

名志两表刻石镌③；

楹联丹青书功绩，

翠林鸟语赞高贤；

灵台百尺数行书，

蜀道千里著箴言④。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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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河直出石门关，残垣断柱半空悬②；

南北通达千载路，秦魏遗窟百余篇③；

栈道明修缓兵计，陈仓暗度谋中原④；

斜谷不与诸葛便，五丈星哀定军安⑤。

鸡头拦涛未设坎，老君崖下犹存观⑥；

文革有意革旧迹，镌刻无形绝世间⑦；

摩崖珍品一水没，汉台空余十三品⑧；

七盘岭下新途阔，青桥驿前水如天⑨。

【注】

①褒斜道：古道路名。是战国至
清代关中穿越秦岭通往汉中及巴蜀之
要道，南起汉中城北 15千米的褒河谷
口，北至陕西眉县城西南 15千米的斜
谷口，全长 235千米。沿山谷碥崖凿石
架木，建造桥阁，以通行旅，历代屡毁
屡修。褒斜栈道是中国古代最浩大的
陆路交通工程，谷口北鸡头关下的石
门，凿通于东汉永平九年（公元 66
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通车隧道。
由于战火和两千多年的侵蚀，古栈道残痕斑斑。尤其是褒河大坝的建设，使古栈道已被深深
地淹没于水底，大坝以下河道旁尚余栈道遗迹。

【七律】

褒斜道
1980年秋，在汉中市汉江南岸的中梁山一带实习。即将结束之际，独自自汉中出发，向北

至褒河石门峡谷一游，浏览古栈道残迹，观赏褒河峡谷故道之景，遂记。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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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褒河：汉江上游支流。位于陕西省西南部，源出秦岭太白山西南麓，南出石门进入汉
江平原，经古褒城，在汉中西、中梁山北入汉江，流长 100余千米。石门：褒河出山口。

③秦魏遗窟：《战国策·秦》载“栈道千里于蜀汉”。栈道始建于战国时代，拓展于秦汉，褒斜
栈道石门内外刻有一百多方汉魏至明清的铭文、题诗等，如东汉的《襵君开通褒斜道》、《石门
颂》、《衮雪》、北魏《石门铭》等，是研究古代政治、军事、交通、科技、水利、书法、文化的重要资料。

④栈道明修缓兵计，陈仓暗度谋中原：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战术。记载汉高祖刘
邦在取得汉中后，于公元前 206年依韩信之谋派人修栈道，以转移镇守关中的章邯的注意，
暗地沿陈仓道北出大散关，攻占了陈仓城并进军咸阳。栈道作为我国古代在峭壁陡岩上凿孔
坐桥连阁而成的一种通道，也是兵家攻守的交通要道。

⑤斜谷：太白县东石头河、桃川河，南到褒河，是古代关中通往汉中的主要通道。公元
234年，诸葛亮卒于斜谷口东侧的五丈塬，蜀军为躲避魏军之追击，经斜谷退兵。五丈：五丈
塬。星：落星村，在五丈塬南。定军：勉县定军山，诸葛亮墓地。

⑥鸡头拦涛未设坎，老君崖下犹存观：1934年建宝汉公路，因涉及栈道、石门及其石刻等文
物，改在鸡头关北架桥，沿褒河东岸，在石虎峰下开凿三个隧道。公路由鸡头关铁桥转到褒河东
岸，修复一段栈道，石门山腰筑一凉亭，以便游人参观。东岸隧道口有“新石门”刻字。

⑦文革有意革旧迹，镌刻无形绝世间：“文革”中水利部三局建水库，褒河水库易名为石
门水库，把摩崖石刻从崖壁上凿下搬运至汉中城内古汉台陈列。从此，古石门沉没水中，摩崖
石刻失去褒谷山野背景，成了可资研究古文化的石书，古栈道与古石门遭受同样的命运，饮
恨水下。一颗文化明珠及历史见证，从此永劫不复。

⑧汉台：后世为纪念刘邦被封汉王的纪念性建筑。十三品：汉台后来成为汉中市博物
馆，收藏有 1970年建石门水库时，从诸多石刻中精选出的十三方精品，称“汉魏十三品”或
“石门十三品”。

⑨七盘岭：石门峡东侧山峰。青桥驿：石门水库上游重镇。一九五八年建褒河水库时，为
保护古石门和石刻，水坝位置选定在古石门北十五里的老君崖，川陕公路从褒姒铺上山，绕七
盘岭到褒城。水坝东面沿半山腰修石渠越石虎峰，顺山脚东下。依此设计，老君崖有水坝和电站、
穿山公路，东有穿山石渠，旧有的鸡头关铁桥、栈道遗址和古石门及其摩崖石刻可以免遭毁坏。

山 水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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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黄陵：即黄帝陵，古称桥陵。位于
陕西省黄陵县，因沮河水由西向东呈 U
形绕此山而过，就像水从山底穿过，故
此山名曰桥山，陵曰桥陵。宋乐史《太平
寰宇记》载：“桥山，《山海经》云：蒲谷水
源其山下，水流通，故谓桥山。”清人顾
祖禹在其所撰《读史方舆纪要》中说：
“沮水至县北，穿山而过，因以桥名。”清代毕沅更于陵前题碑“古轩辕黄帝桥陵”。《史记·封禅
书》载：“上（指汉武帝）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
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桥山山体为第四系黄土，山基为三叠纪砂岩、泥岩。《史记·五帝本
纪》载：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陵、庙始建于汉代，现存北宋以来祭祀碑文、石刻五十

【七律】

祭拜黄陵
1980年 12月，住铜川实习。结束之前，与同学相约同赴黄帝陵谒拜。时值浓冬，气候干

燥，温差较大，未明而动，车上寒冷异常，走下汽车，手脚几乎已冻僵。午时，阳光明媚，温暖如
春，在古柏林中穿行，更觉清新、愉快。

轻踏严冬澽水边，荒野点翠绿桥山②；

千古祭拜轩辕陵，万世胄衍社稷绵③。

嫘祖织帛殖桑蚕，仓颉造字著史篇④；

伶伦制乐正六律，大侥记事作支干⑤。

华夏九族遍九州，漂泊落叶归根源⑥；

古柏七搂八扎半，巨印一足五千年⑦；

人文远祖辉煌业，碑石近立富新观⑧；

中秋望月清明雨，天涯赤子祭陵园。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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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石林：云南省路南县境内，由距今二亿七千万年的晚古生代二叠纪海相石灰岩，在漫
长的地质历史时期，经水溶液沿着岩石裂隙溶蚀、冲刷、分割而形成的石柱组合而成。有莲花

【七绝】

石 林
1982年 5月，自云南滇东还归昆明，逾路南游石林。正值春末夏初，夜雨洗尘垢，晴日映

木新，正是云贵高原气候温暖湿润之时，蓝天、白云，红土、灰石，清新幽静，顿消旅途疲倦，偶
得一首。

滇东归客览石林，路南少年仰池心②；

万年灵芝比目潭，千载妇孺拜观音③。

余篇。
②澽水：简化为沮水。发源于陕西与甘肃交界的子午岭兴隆关，亦

称沮源关，经黄陵县城南，向东注入北洛河，流长 120余千米，上游流经
林区，流量大，含沙量小；下游穿过黄土高原沟壑区，南侧支流多常年流
水，北侧支流多季节河。桥山：位于黄陵县城北，因有黄帝陵也称桥陵。
③轩辕陵：即黄陵。胄衍社稷绵：引自 1937年 4月 6日毛泽东、

朱德《祭黄帝文》：“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社绵，岳峨河浩。”
④嫘祖：传为西陵氏之女，黄帝之妻。神话中为养蚕治丝方法的

创始者，北周以后被祀为蚕神。仓颉：传为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始
者。《荀子·解蔽》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⑤伶伦：传为黄帝的乐官，是发明律吕据以制乐的始祖。大侥：
亦为黄帝之臣，曾创造六十甲子，用以名日。支干：干支，天干和地支
的合称，以十干同十二支循环相配，构成“六十甲子”，古代用来表示
年月日和时间序次。
⑥九族：《书·尧典》“以亲九族。”指本身以上的父、祖、曾祖、高祖和以下的子、孙、曾孙、

玄孙。旧时立宗法、定丧服皆以此为准，诗中泛指各种家族关系。
⑦古柏：轩辕庙内有黄帝手植柏，树围 10米，俗语称“七搂八扎半”，树高 19米，据鉴定

其树龄已有 4000余年。巨印一足：黄帝脚印。
⑧人文远祖：黄帝庙内的“人文初祖”殿，殿内供奉有汉代黄帝石刻像。碑石：碑亭内的

历代祭祀碑石。

①

山 水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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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第一枝】

游峨眉
1982年 6月，毕业实习，由云南昆明返回西安，途经成都小憩，与同伴分别之后，各自登

程。遂独自前往峨眉山、乐山一游。六日，夜宿峨眉山万年寺。七日傍晚，登上山顶，借宿气象
站。写在途中。

乘风东来，抬眼西望：

巍巍峨眉长卧。

伴云步上轻轻，踏雾脚下漠漠。

熙熙稠攘，荫林深处多游客。

古寺万年深山里，博得秀名威赫②！

云漠漠凉台再攀，风习习冻香又落。

夕汐洗象冷雨，游子更显衣薄③。

峰、剑峰池、望峰亭、石林湖、母子偕游、万年灵芝等景点。林区平均海拔 1750米，最高点
1875米，最低点 1625米；属亚热带低纬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5℃，最高 39℃，
最低 - 2℃，可谓四季如春。是世界唯一的一处位于亚热带高原地区的喀斯特地貌景区。地表
可溶性岩石（主要是石灰岩）受水的溶解而发生溶蚀、沉淀、崩塌、陷落、堆积等现象，而形成
各种特殊的地貌———石林、石峰、石芽、溶斗、落水洞、地下河以及奇异的龙潭众多的湖泊等，
这些现象总称喀斯特（南斯拉夫西北部喀斯特高原，故名）。

②仰池心：石林东侧小石林区，有半月
池，池边的“阿诗玛”形态逼真，引人仰视。

③万年灵芝比目潭：石林西南李子园内，
有比目潭，潭边耸立着一座巨大的石柱，称“万
年灵芝”，高约 15米，上大下小，犹如一朵巨大
的灵芝，因而得名。夕阳西下，立于灵芝山顶，
颇有“一览众山小”之感。妇孺：石林南侧的“母
子偕游”，对面是“观音石”，虽经千万年的风风
雨雨，但形态却始终无改。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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