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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千沟万壑大河浑，黄土风成自古

存。”

黄土高坡，即黄土高原，是大自然

赐予中国的一道奇观。很早以前，在板

块碰撞中，青藏高原不断抬升，成为平

均海拔超过 4000 米的“世界屋脊”。北

半球西风带因此改变路径，沿着青藏高

原北部边缘向东南方向扩展。

缘此，来自塔克拉玛干、巴丹吉林、

腾格里和库布齐等戈壁与沙漠的各种

微小颗粒，被不断地吹卷向鄂尔多斯高

原地带。随着风沙的逐渐减弱，加之秦

岭、太行等山脉的阻拦，纷纷扬扬的颗

粒物空降到这片土地上。于是，一片辽

阔宽广、平均厚度达百米的黄土层逐渐

堆积成型，巍巍高坡横空出世。

黄土高坡东西横贯千余公里，南北

纵达 700多公里，绵延的地域包括太行山

以西、乌鞘岭以东，秦岭以北、长城以南

的广大地区，横跨青海、甘肃、宁夏、内蒙

古、陕西、山西、河南 7省区大部或一部。

作为独一无二的地质奇观，黄土高

坡完整保留了黄土堆积过程中的地球

环境变化信息，也为人类提供了一方休

养生息的土地。随之，一个与大自然鬼

斧神工相媲美的人间奇迹，出现在世界

东方。

行走在黄土高坡上，我一直被古老

的文明、灿烂的文化所震撼，一遍遍思

考：这片古老而广袤的土地，带给中华

民族怎样的馈赠？

走进灿若星辰的“仰韶文化”，我仿

佛真切地触摸着沧桑变迁的足迹——

从“蓝田人”到“水洞沟”，从“半坡”到

“陶寺”，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

从早期人类的出现，到公元前 5000 年

至公元前 3000 年成为华夏大地“中心”

区域……黄土高坡成为中华民族诞生

的“摇篮”之一，孕育出历史悠久的中华

文明。

君不闻，《诗经·小雅·鹿鸣》中那优

美的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

嘉宾，鼓瑟吹笙”。曾几何时，黄土高坡

森林覆盖，塬、墚、峁上满是丰美的牧

草；先民们自由自在地放牧和垦植，广

袤的原野崛起了片片农田与村落。

君不见，“伏羲炼器起乾坤，轩辕黄

帝开天门”。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

帝励精图治、开疆拓土，勤劳勇敢的祖

先们无畏探索，完成了由氏族社会向国

家雏形的转变，继而发明文字、礼制，实

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塑造。

君不见，地处黄土高原西缘的青海

省民和县“喇家遗址”：那位母亲双膝跪

地，怀搂孩子，头颅上仰，似在诘问上天

任由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频发的残

酷。这一 4000 多年前的时光记忆，正

是黄土高坡千万年间苍莽奇特地貌形

成的一个缩影……

来自远古的信息令人扼腕慨叹。黄

土高坡的先民们，挚爱和坚守着自己的

家园，在不屈不挠的抗争和奋斗中，不断

创造着璀璨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

雪。”恶劣的地理与气候，不断锻打着先

民们的意志和体魄，加上农业文明与游

牧文明交融互嵌，逐渐培塑出黄土高坡

人敬畏自然又不屈服于命运的精神品

质，包括淳朴敦厚、坚韧不拔，吃苦耐

劳、艰苦创业，忠于职守、爱国奉献等。

这些精神元素历经千年的洗练升华，最

终衍化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重要

基因。

二

站在晋西北的墚塬上，烈烈的风仿

佛从远古刮来，让同样古老的高原黄土

谣飘过荒凉的沟沟峁峁，刻在一代代黄

土高坡人的记忆里。

信天游，犹如一部用老镢头镌刻在

大地上的巨著，是一曲从心底流淌出来

的生命歌谣。千百年来，高亢嘹亮、豪

迈粗犷的信天游，包括陇东道情、安塞

腰鼓、关中秦腔等民俗文化，激荡着黄

土高坡人的血脉。

“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诗经·大

雅·绵》中的吟唱，可谓道出了窑洞的

源 远 流 长 。 黄 土 高 坡 独 有 的 窑 洞 文

化，充分体现先民们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生存智慧。据传，轩辕黄帝曾在窑

洞里运筹帷幄，挥师逐鹿，完成了统一

各部落的大业。晋公子重耳也曾在陕

北的窑洞里养精蓄锐，终成霸业。秦

始 皇 、康 熙 帝 北 征 西 巡 ，曾 以 窑 洞 为

居。杜甫、范仲淹、沈括等，都曾在窑

洞里写诗著作……

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

曾在延安窑洞里长期居住。《论持久战》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

重要著作，都是在窑洞里写成。毛泽东

说：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1940 年 6

月，他在窑洞里用自己种的豆角、西红

柿等，招待来访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

庚，整顿饭花费仅 1.5 元。陈嘉庚意味

深长地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黄土高坡地处农牧交错地带，长城

内外皆是征战焦点。连绵不断的战争

征伐，还催生出了一道雄浑瑰丽的高原

文化奇观——边塞诗。

发生于黄土高坡的早期战争中，颇

为著名的有战国时期的长平之战，汉代

对匈奴的河西之战、云中之战，唐代对

突厥的定襄会战，以及成吉思汗于贺兰

山麓对西夏发动的中兴府之战等。

边塞诗的作者，或是抒写戍边征战

的意志决心，或为描绘战场的激烈场

景。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

楼兰终不还”、卢纶的“欲将轻骑逐，大

雪满弓刀”等诗作，充满了雄浑磅礴、豪

放悲壮的色彩。

信天游、窑洞、边塞诗……这些从

历史深处走来的“黄土印记”，就像是一

枚枚内蕴无穷的时光之简交相辉映，生

动诠释着黄土高坡的沧桑变迁，折射华

夏文化的璀璨光芒。

三

处在中国版图第二级阶梯上的黄土

高坡，地势西高东低，东部横亘着太行

山、秦岭等山脉，崇山峻岭连绵，沟壑河

川密布，加上与曲折奔腾的黄河形如榫

卯相扣，构成了一道巨大的扇形天然屏

障，拱卫着辽阔壮丽的西北腹地。

1935 年 9 月，中共中央率领红 1 军、

红 3 军和军委纵队到达甘肃岷县以南

的哈达铺。在这里，党中央根据当地找

到的报纸，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

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

根 据 俄 界 会 议 决 定 ，红 1 军 、红 3

军、军委纵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

陕甘支队。毛泽东在哈达铺出席陕甘

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作行动方针与任

务的报告，指出：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

有刘志丹的红军。9 月 27 日，中央政治

局在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召开常委会

议，作出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

点放在陕北并巩固苏区的决策。10 月

19 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红一

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

红日照亮了黄土高坡。

1935 年 12 月 17 日至 25 日，中共中

央在陕西安定（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

治局会议，着重讨论全国的政治形势和

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问题，确立了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纵观黄土高坡历史上历次抗击外

来侵略的战争，无不呈现宏大惨烈、旷

日持久的特点，如西汉年间的汉匈之

战，历时达 130 余年。抗战时期，黄土

高坡独特的地理优势，再一次为中国军

民 的 浴 血 奋 战 提 供 了 天 然 依 托 。 从

1937 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仅在黄土

高坡东翼的山西境内，就发生了太原保

卫战、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娘子关大

战等重大战役。

1937 年 8 月，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

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22日至

25 日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

通称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

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纲领性

文件，阐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

本政治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

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会议决定组

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于 8 月

25 日发布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八路军的命令。

1937 年 9 月 25 日，八路军第 115 师

依托山高沟深的地形优势，在晋东北的

平型关地区展开伏击战，一举歼灭号称

“钢军”的日军第 5 师团第 21 旅团一部

及辎重车队 1000 多人。这是卢沟桥事

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

个重大胜利。

八路军等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以

黄土高坡为战场，以人民群众为靠山，

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给日寇以持

续打击。其中，广阳战斗，以在同一个

地点两次成功伏击歼敌，创造了中外战

史上的经典战例；黄土岭战役，八路军

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令日寇

惶惶哀叹：“落日时刻来临……”

黄土高坡的抗战烽火愈烧愈烈，延

安 成 为 全 国 热 血 儿 女 心 驰 神 往 的 圣

地。仅 1937 年到 1938 年，从全国各地

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包括学者、艺术

家及归国华侨等就达 4 万多人，壮大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千万颗青

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在山野

田间长长的行列，结成了坚固的阵线！”

这 是 响 彻 黄 土 高 坡 的 正 义 之 吼 ！

这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时刻发出的

强音！

四

黄土高坡雄踞西北，地势险要，战

略资源丰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饱经苦难的中国走

到了黑暗与光明的分水岭。黄土高坡，

当年红军北上抗日的落脚点，又神奇地

成为人民解放战争的指挥中枢。

1947 年 3 月，蒋介石调集重兵“闪

击”延安。党中央果断实施战略撤离，

毛泽东与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

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

各战场的作战。

在 胡 宗 南 看 来 ，陕 北 不 过 是 弹 丸

之地 ，以 20 余万对不足 3 万的兵力优

势 ，“ 剿 灭 ”中 共 首 脑 机 关 不 在 话 下 。

可他没想到，就在他踌躇满志时，却遭

到当头棒喝——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

兵团连续发起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

战役，三战三捷，共歼国民党军 1.4 万

余人。

被我军打蒙的胡宗南，包括蒋介石

都不知道，此时，毛泽东于黄土高坡之上

俯瞰全国战场，正在下一盘“三军配合，

两翼牵制，中央突破，经略中原”的战争

“大棋”。他率不足千人的中央前委纵队

冒险转战陕北，正是要牢牢拖住蒋介石

的战略预备队——胡宗南集团，为刘邓

大军挺进大别山减轻压力。

1947 年 6 月 30 日，刘伯承、邓小平

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突破

国民党军黄河防线，转入外线作战，随即

就势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

军战略进攻的序幕。蒋介石连忙赶到开

封，纠集 20 多万兵力开赴鲁西南，妄图

击溃我刘邓大军于黄河南岸。

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令彭德怀发

起榆林战役。蒋介石又急忙飞到延安，

调遣整编第 36 师增援榆林。鉴于诱敌

北上的战略目标实现，西北野战军果断

转向榆林东南隐蔽集结，制造东渡黄河

的假象，诱使敌 36 师孤军冒进。

8 月 20 日，西北野战军于陕西米脂

沙家店一带，一举歼灭敌 36 师师部及

两个旅 6000 余人。毛泽东在电报中指

出：胡宗南猖獗时期已经过去。我野战

军士气高涨……休息数日，即可寻机歼

敌……以利陈谢放手进攻豫西，协助刘

邓作战。

历史大势的走向，往往取决于微妙

的瞬间。陕北的关键一仗，迅即在全国

战场上引起连锁反应——陈谢兵团强

渡黄河，迅速在鄂豫陕边区实施战略展

开；随后，陈粟大军击破陇海路，迅速在

华东地区拓展战场；27 日，刘邓大军不

负党中央、毛泽东的重托，一举实现千

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部署。

从陕北三战三捷、孟良崮战役到沙

家店大捷、清风店战役……转战陕北一

年间，毛泽东指挥全国各大战场连战连

捷，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势不可挡。

1947 年 10 月 10 日 ，新 华 社 播 发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了

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口号——“打倒

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五

黄土高坡是奇崛而险峻的，但在面

对人民期盼、面对时代选择之际，总是

有着特别的慷慨和担当。

1935年 10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老百姓箪食壶浆

欢迎自己的队伍。毛泽东曾比喻说：长

征以后，我们就像小孩生了一场病一样，

是陕北的小米、延河的水，滋养我们党恢

复了元气。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老百姓，

是他们支援了革命。

毛泽东率中央前委纵队转战陕北，

历时 1年零 5天，辗转 12个县，驻扎过 38

个村庄。尽管敌军追兵如影相随，时而

擦肩而过，时而仅隔一个山头，但他们一

次次都化险为夷。“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

壁！”毛泽东的这一著名论断，在黄土高

坡的千沟万壑间得到了最好的验证。

1939 年 ，国 民 党 悍 然 掀 起 反 共 高

潮，对我党领导的军队停发军饷和经费，

并实施严酷的军事和经济封锁，再加上

日寇的疯狂“扫荡”，陕甘宁边区遇到极

大经济困难。为此，毛泽东号召陕甘宁

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1 年初春，王震奉命率第 359 旅

开进南泥湾，将荒草滩变成了“平川稻谷

香，肥鸭遍池塘”的陕北“好江南”。党中

央和军委机关也因地制宜，组织开荒种

植。毛泽东在杨家岭开垦了一块地，种

上了辣椒等农作物。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有效减

轻了人民的负担，成为抗战时期黄土高

坡上的一道绚丽风景。

时光如流水，黄土高坡的这些历史

经典，穿越时空铸成了永恒丰碑。新中

国成立后，饱经沧桑的黄土高坡，焕发

出勃勃生机，翻开新的篇章。

1952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沃尔

特·劳丁站在黄土高坡腹地，眺望漫山遍

野的荒凉感叹：这里已经无可挽救，最有

效的办法就是将当地居民迁走。

然而，历史否定了他的结论。自新

中国成立起，党和国家就将黄土高坡的

自然环境修复治理列入国家发展战略，

坚持不懈地以大规模植树造林增加植

被覆盖率，以新型梯田建设提升土地保

水保肥能力，以兴建水库塘坝恢复储水

能力……改革开放后，国家又强力推出

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和小流域综合治

理等一系列科学举措。

短短几十年，黄土高坡创造了人间

奇迹，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为全球生

态修复治理成功范例。

进入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与西

部大开发战略相衔接，更是推动黄土高

坡进入了可持续发展的“快车道”——自

然环境综合治理体系持续推进，光伏发

电、石油开发等重大项目齐头并进，公

路、铁路等交通网络纵横密布……

为 有 牺 牲 多 壮 志 ，敢 教 日 月 换 新

天。古老的高原黄土谣，正不断填写

新的歌词。雄伟的黄土高坡，正以前

所未有的强劲活力，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新征程中，创造新的崛起，迈向

新的腾飞！

高 原 黄 土 谣
■章熙建

黄土高坡黄土高坡，，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见证了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见证了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
展展，，经历了战火洗礼与岁月磨砺经历了战火洗礼与岁月磨砺，，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和不朽的民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和不朽的民
族精神族精神。。它所孕育的黄土文化它所孕育的黄土文化，，与黄河文化交相辉映与黄河文化交相辉映，，构成中华民族构成中华民族
文化图谱的重要文化图谱的重要部分部分。。

高天厚土高天厚土，，大河奔流大河奔流。。黄土高坡雄黄土高坡雄踞西北踞西北，，战略位置重要战略位置重要，，也深也深
深影响着历史进程和民族命运深影响着历史进程和民族命运。。尤其是在尤其是在 8080多年前多年前，，当中华民族陷当中华民族陷

入生死危亡之际入生死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治主张从这里发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治主张从这里发出，，古城延安古城延安
成为全国热血儿女心驰神往的圣地……成为全国热血儿女心驰神往的圣地……

古老的黄土高坡古老的黄土高坡，，如今如今生机勃勃生机勃勃，，迈上新发展的快车道迈上新发展的快车道。。沐浴着沐浴着
新新春的阳光春的阳光，，让我们跟随作者笔触让我们跟随作者笔触，，感受这片土地的雄伟感受这片土地的雄伟、、厚重厚重、、坚坚
韧韧，，体悟这片土地上人民的奋斗精神与时代脉搏体悟这片土地上人民的奋斗精神与时代脉搏。。

——编编 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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