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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选粹」看不够的祁连山 

作者 | 刘恩友 赏析 | 姜玲 
【编者寄语】 

“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用脚步去丈量，用眼睛去发现，用心灵去感
受如画江山中的诗意与美好，实乃人生乐事。“观山则情满于山”，在众多名山之中，祁连山
称得上独树一帜。诗仙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的“天山”，就是此山。古往今来，
由于不同民族生活于此，祁连山有过很多名字。祁连山，藏语“多拉让茂”，意思是位于青藏
高原边缘长长的山脉；匈奴语“祁连”为天，祁连山即“天山”之意。据此可知，祁连山的地
理方位和重要地位。延绵上千公里的祁连山，恰似屏障，横亘在沙漠前，才有了三江源 “中
华水塔”的美誉。作为“河西走廊的母亲山”，祁连山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山。“轻霜
惊白露，落日半含羞。马碎溪边月，鞭归草上牛”，这里依稀存留着：张骞西域出使，霍去病
向北挥师，隋炀帝吐谷浑西征的渺渺身影。今天我们就共同走近那看不够的祁连山，去观察感
受那雪、那草、那河流…… 

【披文入情】 

看不够的祁连山 直抒胸臆，饱含深情。 

①祁连山，河西走廊的骨架山。它是河西走廊、黄土高
原和青藏高原的分界线，是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塔里木盆
地三地文明的交汇地带。祁连山地区曾经见证了大唐与吐蕃
的战与和，人们至今还记得文成公主日月山上的深情回望，
记得穿越祁连山的敦煌僧人摩诃衍那的吐蕃弘法以及莫高
窟中的吐蕃造像的传奇故事。而被祁连山滋润的整个河西走
廊，也成就了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大通道，出产
了美玉，更重要的是有祁连山的护卫，祁连山周围的人们生
活得幸福而安闲。 

以祁连山的地理位置和悠
久历史开篇，既介绍了祁
连山的重要作用，也引出
下文居住在祁连山下独有
的幸福。 

②从我所居住的嘉峪关这座城市驱车十几里，就能到祁
连山脚下，这是我们居住在祁连山脚下的人独有的幸福。山
顶是皑皑白雪，山上是茂密的草植，而山下是一望无际的戈
壁，这种植被和地貌上的强烈反差，也只有我们这些生活在
祁连山脚下的人才能感受得到。 

承接上文居住在祁连山周
围，驱车看山条件便利，引
出下文对雪、草、河流等的
具体描绘。 

③看祁连山，首先要看祁连山的雪。 

 

④祁连山顶的雪，终年与我们为伴，但唯有冬天，才是
离它最近的季节，雪将祁连山拉近到身旁。每一场大雪过后，
白茫茫的祁连山就把自己堆积成沉思的模样，勾勒出一山山
思考的皱纹，陷入一个绵延冬季的沉默。大雪过后的清晨，
祁连山卧在阳光下一副不肯醒来的样子，如青草般新鲜：而
太阳也像被雪粒洗过了似的，反射出晃眼的光亮！（运用修
辞，形象生动。 “白茫茫的祁连山就把自己堆积成沉思的模
样”“祁连山卧在阳光下一副不肯醒来的样子”，运用拟人
手法，生动写出大雪过后祁连山的形象特点。）这个时候天
寒路滑，没有要紧的事情，多半不敢进到山里，可通往山里
的大马路上，那些顶风冒雪的桔红色交通人的身影，像一团
团烧的火焰，在风雪中跳动，看不清他们的脸，分不清是男

“像一团团烧的火焰，在风
雪中跳动”，运用比喻，生
动形象再现桔红色交通人
风雪中的逆行。歌颂了为保
障行人与车辆安全，祁连山
交通人冒雪执勤的坚韧与
奉献。特色鲜明，不落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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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女。别人顶风冒雪朝家里走，他们是沿着风雪逆行，风雪
越大越往山里走，用昼夜不停的巡查，除去路上的冰雪，换
取来来往往车辆的安全。他们成为风雪中祁连山上怒放的花
色，让冰雪的祁连也富有个性和色彩。 

⑤天光将尽未尽的时候，借着雪野的微亮，驾车在戈壁
中徜徉，祁连白亮的山体，在天光和雪光里起伏成一种意境。
这个时候看祁连山的雪，一定能看出诗意，看出灵魂，看出
高度和思想。（雪野微亮、山体白亮，天光和雪光营造出唯
美意境，雪给祁连山增添了无穷的诗意。） 

看不够的祁连山——祁连
山的雪。雪与人相伴，雪山
呵护茫茫戈壁，形成美丽
雪景；人在雪中奉献，交通
人的无畏无私带给人们幸
福安全。 

⑥看祁连山，最应看的是祁连山的草。  

⑦夏天的祁连山坡，一层一层的草，一片一片的坡，从
低到高，在眼前延伸起伏。高的像玫瑰花叶或田田的荷叶，
低的如层层的水浪，一波一波、一山一山地涌动，涌过一个
个沟坎、一个个渠洼、一个个山头，将一页连着一页的山峦，
涌动成绿色的草海，涌动得没边没沿，涌动得失去自我，涌
到山顶，腾地就开出一片又一片鲜艳的花朵，让群草们在起
起伏伏的山头来一个欢呼雀跃的盛大绽放，像燃起五颜六色
的大苗，像花炫花韵构成的花浪。 

“一层一层”“一片一片”
“一波一波”“一山一山”
“一个个”“田田”“层层”
“起起伏伏”，作者运用反
复和叠词，真实、贴切地再
现青草铺满山野、生机勃
发的景象。节奏感强，富音
韵美。“高的像玫瑰花叶或
田田的荷叶，低的如层层
的水浪”“欢呼雀跃的盛大
绽放，像燃起五颜六色的
大苗，像花炫花韵构成的
花浪”，运用拟人和比喻修
辞手法，生动形象地表现
祁连山坡上草的生机活
力、花朵的繁茂缤纷，表达
了作者对祁连山的喜爱和
赞美。 

⑧站在如茵绿草的深处，我仿佛看见古人的牛羊就在草
丛里出没。经过几千年浩荡时光的冲刷，那些马背上的民族，
似乎依然没有走出祁连山。他们骑着向西迁徙的高头大马，
踏平沟涧和山谷，鲜绿的地衣和灿烂的野花顺着他们的马蹄
向西生长，一川川蔓草，一川川水涧，一川川奔走的羊群和
马匹，已深深地嵌进了祁连山的一沙一石、一草一木里，漫
入祁连山的风雨里。 

“鲜绿的地衣和灿烂的野
花顺着他们的马蹄向西生
长”，一语道出了人与祁连
山，亘古不变的紧密相连。 

⑨一座座草山，是那些红脸蛋的坚强牧人的家园，也是
那些羊群的家园。牧人们把毡房盖在向阳的山坳处，把羊群
赶向山坡。他们爱着那些羊群，也爱着那些草山，不让人擅
自闯入，不让人攀爬，只让羊儿静静地吃草。“也许明年就
不让放羊了呢！”一位红脸牧人忧伤地说。其实，她的忧伤，
也是祁连山的忧伤啊！正因为如此，国家才对祁连山实行最
严格的保护措施，只有这样才能让祁连山不再忧伤，让整个
河西走廊生机勃勃，让祁连山永远是绿水青山，福泽万家。 

穿越千年时光，从曾经的
“马碎溪边月，鞭归草上
牛”，到如今的毡房向阳，
国家对祁连山实行严格保
护，是为了保护一座座草
山，保住河西走廊的勃勃
生机。字里行间饱含着对
祁连山一系列生态保护策
略的肯定和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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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冬天，丝路长城与祁连雪山相
映生挥。这时候的山体上，连绵不绝的草棵，渐渐地矮了下
去，还原成大地的颜色，山体似乎脱去绿装，裸露出大地的
金黄肤色，祁连山也伸展了身姿，晒着冬日的暖阳，张着浑
身的毛孔，畅快地呼吸。很多时候，大自然是我们心灵的镇
定剂，就像冬天去看祁连山是怡人的享受，那是一种似乎颗
粒归仓后的放松和安然。（“草色遥看近却无”，本指初春
小草沾雨后的朦胧景象，此处将其用于再现祁连山冬季草的
特点，新奇贴切。“脱去绿装，裸露出大地的金黄肤色”，
作者将祁连山视为生命体。连用“伸展”“晒着”“张着”
“呼吸”四个动词，显示其生机和活力。） 

看不够的祁连山——祁连
山的草，漫山遍野的草与
花既呈现了美丽的风景，
又给牧民们带来富足的生
活。 

⑪看祁连山，必须看的是祁连山的河流。  

⑫冰雪融化的古历七月，一川川雪融水，流得哗哗啦啦、
流得汹涌澎湃，轰轰隆隆像一川川马群，奔出祁连山。这样
的一川川雪融水，融汇成奔涌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一
路奔走在干旱的河西走廊上，滋养出一个个绿洲，滋养出“金
张掖”“银武威”，滋养出居廷文明、敦煌文明的灿烂和辉
煌，像是一个个祁连山的传说。 

 

⑬沿着河流走，五颜六色的祁连石，是那些五颜六色的
丹霞山体落下的羽毛。（比喻新奇独特、形象生动。）作为
褶皱山系的祁连山，由于其地质构造复杂，成矿地质作用多
样，广泛分布着各类矿藏，为周边玉门、嘉峪关等工业城市
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资源基础。玉门的石油、镜铁山的铁矿
石，都是这一地区极富代表的矿产资源。顺着丹霞山体往里
走，就能找见晶亮的矿石。（矿产丰富，难怪祁连山素有“万
宝山”之称。）那些头戴矿灯的矿山工人，把山里的矿石装
进绿色的火车皮，运进嘉峪头这个因关得名、因矿设企、因
企建市的西北最大的钢铁基地，再把这些矿石冶炼成优质的
铁和钢，运送到祖国四面八方，沿着丝绸之路运向世界。这
些矿石包含着祁连山的海拔和折痕，包含着祁连山的灵魂和
高度，它们就是祁连山谱就的“神曲”。祁连山的各种矿产
资源是丰富的，但这些年来祁连山做到了有限开发利用，这
样才能还原无限的生态。（祁连山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却
没有过度开发，体现了当地人民对“绿水青山就是金银山”
理念的践行。） 

看不够的祁连山——祁连
山的河流，河流奔走在河
西走廊上滋养了绿洲，孕
育出灿烂的文明。 

⑭“马上望祁连，奇峰高插天。西走接嘉峪，凝素无青
烟。”其实，辽阔的河西走廊，何尝不是祁连山最大的传说
呢？多少年来，这里见证了战马奔腾、刀光剑影，也目睹了
牛羊成群、商旅纵横。从翻山越岭的马匹，到蜿蜒爬坡的汽
车，再到风驰电掣般的高铁，驶进这个曾经商贾云集、绢帛
山积的丝路关口，与久远的驮着丝绸逶迤西去的驼队，在这
里完成历史性的对接。祁连山脚下的河西走廊，陪伴的不仅

回眸历史，驻足当下。结尾
部分，呼应上文对雪、草和
河流等具有祁连山景色的
描写，寄托了作者对祁连
山的深挚情感，对未来的
美好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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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光与过往，更有文明与未来。而天天生活在祁连山下的
人们，望望祁连山的白雪，看看祁连山的河流，瞅瞅祁连山
的花和草，已经是一种习惯和长久愿望，也是最大的欢喜和
满足。 

作者：刘恩友  

【文章珠玑】 

1.夏天的祁连山坡，一层一层的草，一片一片的坡，从低到高，在眼前延伸起伏。高的像
玫瑰花叶或田田的荷叶，低的如层层的水浪，一波一波、一山一山地涌动，涌过一个个沟坎、
一个个渠洼、一个个山头，将一页连着一页的山峦，涌动成绿色的草海，涌动得没边没沿，涌
动得失去自我，涌到山顶，腾地就开出一片又一片鲜艳的花朵，让群草们在起起伏伏的山头来
一个欢呼雀跃的盛大绽放，像燃起五颜六色的大苗，像花炫花韵构成的花浪。 

2.“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冬天，丝路长城与祁连雪山相映生挥。这时候的山体上，连绵不
绝的草棵，渐渐地矮了下去，还原成大地的颜色，山体似乎脱去绿装，裸露出大地的金黄肤色，
祁连山也伸展了身姿，晒着冬日的暖阳，张着浑身的毛孔，畅快地呼吸。很多时候，大自然是
我们心灵的镇定剂，就像冬天去看祁连山是怡人的享受，那是一种似乎颗粒归仓后的放松和安
然。 

【思考探究】 

1.本文的语言风格独特一直为人所称道，请结合全文对此加以赏析。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黑龙江省高考语文优秀评卷教师 姜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