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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安镇，这座蔬菜林果集
散地的甘谷大镇，车水马龙，热
闹得有点拥堵。一早上凝滞不
散的雾气，在这一刻终于让位
给了太阳。

瞬间阳光从天空流泻，热
烈而温暖。

从磐安镇去往四十里铺永
宁故城的残存城墙，我们并不是
驱车直达，在途中路过刘家墩村
停留了一会儿，因为村口有两棵
元代榆树在招引着我们……

它们高高矗立，树皮皲裂，
透出丝丝古意，其中有一棵古
榆半边已经没有了树皮。当年
这里还有一座寺院，寺院连带
旁边的榆树一起被大火吞噬，
当地百姓从火海中将两棵榆树
救出，光秃秃的树干就是从那
个时候形成。如今的两棵榆树
近旁，还有一株年代稍晚的榆
树，三棵古树至今枝繁叶茂。

从刘家墩村再向东走，从
村舍中的小路上南山，蜿蜒的
山路已水泥硬化过。越到山顶
越开阔，一层层平坦的台地草
木丛生。

一下车就看到一条极深的
沟壑，沟壑的南边是一座山峰，
北边是一堵高大的土墙。

凛风乱草，荒山残墙，此时
此刻开始，我们就要真正去触
摸繁华落尽、寂寞成殇的永宁
古城，这段残留的城墙是当年
永宁城的南城墙。历经千百
年，现在的城墙透着一股沧桑
的味道。宽十多米的城墙，可
以随意走动。

东边一小段南北走向的城
墙，那是永宁城的东城墙。当
年的城门开在何处，这座城的
面积究竟有多大也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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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300年历史烟云，寻找倾覆的永宁故城

甘肃省甘谷县磐安镇四十里铺，曾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永宁镇所在地，其前身
是西汉末大落门谷口的落门聚，东汉光武帝立国时，曾是一代枭雄隗嚣割据政权的
战略屏障，两汉至明清的两千年间，永宁镇一直是陇右、天水乃至整个丝绸古道上
繁盛的商贸驿站，但是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这座古城却在一夜间倾覆……

上

金秋的一天，我们从兰州
出发，出巉柳公路，上天定高
速，直奔甘谷县城，目的地便
是磐安镇。“磐”，从字面释义，
是 大 石 ，迂 回 层 叠 的 山 石 之
意，一个镇子取这样的名字，
自然有希望它像磐石一样稳
固安定的寓意，它与武山县洛
门 镇 毗 邻 ，距 县 城 二 十 多 公
里，陇海铁路、G30 连霍高速、
316 国道横贯全境，是甘谷县
最大的商品蔬菜基地和集散
地，好几次路过磐安，觉得它
和其他的乡镇没有什么不同，
热闹、纷乱、簇新，在那里，难
道也能寻到斑斓的古意？

早晨清冷，车窗外雾气深
重，公路两边的山川被裹缠在白
茫茫的雾色中，从县城出发，我

们走 316 国道去往磐安镇。关
于磐安镇的历史，以及寻访曾经
消失的永宁故城的线索，就全在
这条国道之上。对于磐安镇的
人们来说，这并不只是一条贯通
东西的公路，在这里，人们都把
这条公路称为“官道”。

人们来往进出，都不说走
大路、走国道，而是走官道。这
条“官道”现在虽然演变成柏油
公路，但它所在的路线和走向
存在时间非常久远，远到早在
秦人在此为周天子养马生息的
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如今，尽管高速公路就在
北边三四米开外，但是在这里，
对于磐安镇的人们来说，这条
早已和316国道混为一体的“官
道”依旧车马往来如流水。

公路两边，村庄一个接着
一个，渭河在一旁潺潺流淌，塑
造着这一方水土的地理风貌。

官道两边南北对峙的低矮
山脉，并不是籍籍无名，而是潜
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密码”，直
待有心人辨识。当地人说的南
山，就是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声名
赫赫的朱圉山，是秦岭山脉的一
支末端，典型的丹霞地貌。

天定高速上行车，大多呼啸
往来，而行驶在国道上，就能趋
近观察这赤红色的砂石岩体上
大大小小的石洞。

这些石洞，大部分是自然
风化或流水侵蚀而形成，形状
千奇百怪；有些石洞则是人工
开凿，有历朝历代遗留下来的

许多佛窟，它们的年代比天水
麦积山石窟的年代要早，这也
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佛教东渐
的痕迹。与之隔河相对的北
山，样貌则极具不同，黄土堆
积，属于六盘山山系。

在磐安镇，南北两山的最
宽处不足 20 公里，最窄处则是
在朱圉山的鸡儿咀，收束到只
有短短的几公里。

沿当地人说的“官道”分布
的村庄，依次是十里铺、二十里
铺、三十里铺、四十里铺，最后
是五十里铺，也就是磐安镇。

不长的“官道”，显然却承
载着厚重的历史，以它为线索，
抽丝剥茧，磐安镇的人文印痕
将一点点显露出来。

在十里铺，去拜谒石作蜀
先贤祠。这位夫子是孔门七十
二贤人中的一个，按照方志上
的记载，早在西周时期，他就从
磐安求学到东鲁，师从孔子，最
终成为孔子的高足。学成归
乡，他在冀县（今甘谷县）兴学
施教，传播儒学和西周文化，淳
教化，移风俗，自此三陇一带文
教大兴，人文蔚起。

在二十里铺，可以看到依南
山而建的华盖寺，在那里我们曾
找寻过寺内释迦洞内的两幅取
经壁画，那可是甘肃省东部现存
极为重要的两处取经壁画之一，
它同河西地区所保存的诸多寺
窟取经图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
一条跟随玄奘法师西行足迹的
取经图像流传线路。

从这里开始，南山之上，寺
院众多。

过十里，便是三十里铺的
白石寺，历史上也鼎鼎有名。

寺院背倚的南山之上，在半山
腰有四座依次排开的小庙。庙
里供奉的是关羽和他的赤兔
马，这显然并不是白石寺最为
出名的原因。在民国时期，报
人范长江曾在白石寺采访过在
此小住的名震一时的“西北王”
胡宗南。

上山的小路湿滑，前半截
还 有 石 阶 ，后 面 就 成 了 碎 石
路。上到半山腰的四个小庙，
就是当时胡宗南栖身的山洞。

胡宗南部队当时则驻扎在
白石寺后的南山。山上山洞大
小不一，洞门紧闭。在其中一
个最大的洞口上，挂着一幅匾
额，是毕业于黄埔军校的甘谷
人李果所撰写的，因而我们猜
测，这个最大的山洞应该就是
当年胡宗南的暂居住所。

纵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
中午时分才到达磐安镇镇政府
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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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县磐安镇。

甘谷南山上的石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