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北丹霞地貌军事文化研究
———以府谷莲花秥为例①

张　博

　　提　要：２０１７年，陕北地区发现特大型丹霞地貌地质遗迹景观带。其不仅在地质学上有重要地位，在历史
文化方面也有较大意义。由于陕北地区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社会环境，特别是长期为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军事对

峙前沿的独特背景，使这一地区的丹霞文化与南方地区大有不同。以府谷莲花秥地区为代表的陕北丹霞地貌具

有 “顶平”“身陡”“麓缓”三大特点，为宋、明等王朝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布防与作战提供有利条件，进而形成

极具军事色彩的陕北丹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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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陕西省新发现省级以上地质遗迹１８处，其中府谷莲花秥、靖边龙洲等６处陕北丹霞
遗迹引人注目。２０１７年８月，相关专家学者对陕北丹霞遗迹景观进行了考察与研讨，充分肯定了其
在地质上的重要意义。① 由于陕北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特别是长期作

为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对峙前沿的独特背景，使得当地人们对于丹霞地貌的开发利用独具特色。在

此基础上形成的陕北丹霞文化也与传统侧重于古寨、墓穴等方面的南方丹霞文化有所不同，陕北丹

霞文化突出体现在军事文化方面，其中地处三省交界地区的府谷莲花秥丹霞地区极具代表性。

一　丹霞文化研究回顾与展望
丹霞地貌是红层地貌的一种特殊类型，虽然关于其具体定义国内学界尚有争论②，但其因特

殊的地貌形态和较高的美学价值而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自１９３９年陈国达首次提出丹霞地貌
这一概念以来，国内外相关学者对其形成构造及相关价值的研究也逐渐深入。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经济水平和科研能力的增强，丹霞地貌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不断取

得新进展，并逐渐走向世界，开始一个新的发展阶段。③ 与此同时，人文科学领域也开始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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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陕西省地质调查院 “陕北丹霞地貌地质遗迹调查” （项目编号：２０１７０２０１）子项目 “陕北丹霞地貌

与人文地理研究”阶段性成果。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４—１６日，在陕北丹霞地貌地质遗迹研讨会上，经彭华等８位相关领域权威专家的缜密论证，专
家组认为 “陕北丹霞的发现，突破了已往对中国丹霞分区、中国丹霞构成、丹霞地貌类型、丹霞地貌演化以

及地学效应的认识。其独特性、科学性、观赏性成就了陕北丹霞是中国丹霞乃至世界丹霞科学的自然博物馆，

同时也是丹霞地貌与黄土地貌研究的天然实验室”。在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６—２９日召开的第十七届全国红层与丹霞
地貌学术讨论会上，以彭华为代表的与会学者认为：“陕西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丹霞地貌的省域调查，对该领域的

研究工作意义重大。陕北丹霞地貌分布广泛，形态多样，地理位置特殊，以 ‘沟谷’型丹霞地貌为特色，尤以波

浪谷、羚羊谷、天生桥等观赏价值极高，是中国丹霞地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类型，特征鲜明，规模巨大，中国

独有。”参见陕西省地质调查中心：《陕北丹霞地貌地质遗迹调查取得重大突破》，资料由陕西省地质调查院提供。

参见崔海亭、黄润华：《丹霞地貌名称的滥觞与泛化》，《中国科技术语》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参见彭华、潘志新、闫罗彬、ＳｃｏｏｔＳＩＭＯＮＳＯＮ：《国内外红层与丹霞地貌研究述评》，《地理学报》２０１３年
第９期。





关注丹霞地貌，并且开始挖掘其在地质之外的历史文化意义。黄进与黄瑞红的 《丹霞地貌与人

文景观》一文较早地开始将丹霞这一独特的地貌与文化联系起来进行思考。① １９９７年，翟辅东
直接在 《构建丹霞文化刍议》一文中指出：“今天提出丹霞文化意义上并不亚于２０年代提出丹
霞地貌的重要性，只是二者概念不同，不同历史时期作用不同而已。”② 此后张忠孝在 《“丹

霞”文化浅析》一文中提出 “丹霞文化”的重要概念，他认为，“丹霞地貌分布区自然地理

环境所孕育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是千百年来人类智慧凝聚、沉积的结果，从这里折射出人

类文明的进程，它使丹霞地貌增光添色，注入了生命力和活力。③ 丹霞文化逐渐受到学界

关注。

进入２１世纪后，随着旅游热的兴起，丹霞文化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彭华、赵飞 《浅论

丹霞地貌类旅游区的文化开发》④，许然、彭华 《丹霞山旅游文化精品化战略研究》⑤，郭福生、

刘林清等人 《江西省丹霞地貌发育规律及旅游区划研究》⑥，曾爱花、曹养同等人 《江西省丹霞

地貌分布特征及旅游开发初步评价》⑦ 等文章均将丹霞文化作为论述重点。可以看出，这一时

期的文章均将丹霞文化作为丹霞地貌的旅游资源进行分析，且重点是开发丹霞文化的旅游价

值。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日，第３４届世界遗产大会表决通过将由贵州赤水、福建泰宁、湖南緉山、广东
丹霞山、江西龙虎山、浙江江郎山所组成的 “中国丹霞”正式列为世界遗产。这一喜讯极大地推动

了丹霞文化研究。虽然在２０１０年之前，已有葛云健、张忍顺 《悬棺葬及其与丹霞地貌的关系》⑧，

卢云亭、卢宏升 《我国丹霞地貌区丹霞古文化研究》⑨，肖明光、陈欣、陈宁璋 《泰宁丹霞岩穴文

化群落之谜———试述丹霞岩穴文化与泰宁历史人文的关系》瑏瑠 等文章对非旅游性质的丹霞文化进行

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但 “中国丹霞”申遗成功后，伴随着文化热的潮流，学界对于丹霞文化的研究

更加深入。涌现出罗成德、王付军 《丹霞地貌与宗教文化关系初步研究》瑏瑡；周林图、李志文和郭

福生 《龙虎山丹霞地貌与民间文化心理及道教情结》瑏瑢；李志文、郭福生等人 《龙虎山丹霞地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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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进、黄瑞虹：《丹霞地貌与人文景观》，《热带地貌》１９９２年第１２卷增刊。
翟辅东：《构建丹霞文化刍议》，陈安泽、卢云亭、陈北棉主编：《旅游地学的理论与实践———旅游地学论文

集 （第５集）》，地质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９３页。
张忠孝：《“丹霞”文化浅析》，《经济地理》１９９８年第１８卷增刊。
彭华、赵飞：《浅论丹霞地貌类旅游区的文化开发》，中国地理学会地貌与第四纪专业委员会编：《地貌·环

境·发展———２００４丹霞山会议文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６９—２７４页。
许然、彭华：《丹霞山旅游文化精品化战略研究》，《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郭福生、刘林清、杨志、曾晓华：《江西省丹霞地貌发育规律及旅游区划研究》，《资源调查与环境》２００７
年第３期。
曾爱花、郭福生、曹养同：《江西省丹霞地貌分布特征及旅游开发初步评价》，《江苏地质》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葛云健、张忍顺：《悬棺葬及其与丹霞地貌的关系》，《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卢云亭、卢宏升：《我国丹霞地貌区丹霞古文化研究》，陈安泽、卢云亭、陈兆棉主编：《全国第１９届旅游地
学年会暨韶关市旅游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７６—９７页。
肖明光、陈欣、陈宁璋：《泰宁丹霞岩穴文化群落之谜———试述丹霞岩穴文化与泰宁历史人文的关系》，收入

姜建军、赵逊、陈安泽主编：《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建设———旅游地学论文集 （第１４集）》，中国林业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６３—７４页。
罗成德、王付军：《丹霞地貌与宗教文化关系初步研究》，《乐山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１２期。
周林图、李志文、郭福生：《龙虎山丹霞地貌与民间文化心理及道教情结》，《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征对道教文化传承之影响》①；江 《丹霞地貌承载的人文情结》②；孙丽、李志文 《龙虎山丹霞

地貌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浅析》③；罗成德、王付军 《丹霞地貌崖文化初探》④；彭颖睿 《明末

清初丹霞山的开发与文化景观的形成》⑤ 等文。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除了继续发掘丹霞文化的旅

游价值外，又进一步从宗教、思想等方面对丹霞文化进行理解与阐述。

纵观学界关于丹霞文化的研究，虽然研究领域、研究角度、研究深度均在加深，但仍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首先是目前学界研究多集中于南方地区，而对于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丹霞文化

研究较少。而受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影响，不同地域之间的丹霞文化，亦各有特点。不能仅将

目光对准丹霞地貌更为显著的南方地区，忽略广大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其次是目前学界对

于丹霞文化的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于宗教及思想方面，并逐渐形成了北方大部分丹霞文化

以石窟艺术与宗教文化积淀为主，南方丹霞更多的是以古寨文化与墓穴文化为主的印象。⑥ 但

事实上，丹霞文化所涉及范围不仅只有宗教、思想等，还有很大的拓展潜力。再次是目前在丹霞

文化研究中，缺乏将地质地貌、人类活动以及文化三者紧密结合并系统阐述三者之间关系与互动

的著述。

丹霞文化研究经过２０余年的发展，取得不少成就，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而针对上文
所说的丹霞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问题，陕北地区丹霞地貌人文地理研究将会是重要的突破口之一。

二　相关历史文献对陕北红层地貌的记载
位于府谷县黄甫川镇墙头农业园区 （原墙头乡）的莲花秥，是２０１７年陕西省地质调查院

“陕北丹霞地貌地质遗迹调查”项目的重要调查区之一。莲花秥位于鄂尔多斯地层分区，主要

地层岩性有 “三叠系刘家沟组 （Ｔ１１ｊ）：红色长石砂岩、粉砂质泥岩 （以河流相为主）；和尚

沟组 （Ｔ１ｈ）以一套湖泊相为主的棕红、桔红、紫红色泥岩及二马营组 （Ｔ２ｅ）的灰绿色砂岩
夹红色泥岩。三叠系地层下部零星出露二叠系石盒子组 （Ｐ１－２ｓｈ）的砂岩、泥岩及页岩和孙家
沟组 （Ｐ２Ｔ１ｓ）的泥岩和粉砂岩等。莲花秥为黄河入陕第一个弯右侧侵蚀岸，主要为紫红色和
灰绿色砂岩泥岩互层，砂岩为中细砂。厚层约９米，薄层２厘米，顶部有少量黄土覆盖，上部
则为厚层砂岩，约３７米，层理的阶梯面有少量植被发育”⑦，兼具地质价值、观赏价值以及文
化价值。

虽然丹霞地貌的概念是近代提出的，但早在中国古代，陕北地区的民众就已经发现了丹霞等红

层地貌与众不同的特点，并将其记录下来。在方志繁荣的明清时期，陕北地区有关丹霞等红层地貌

的记载十分丰富。如莲花秥 （旧志中写作 “莲花缠”）一带 “峦阜错列，石色红白相杂”⑧；花石

茆地区 “石壁色红，间有白文”；五虎山桃花洞一带 “崖中有朱砂，洞艳如桃花”⑨； 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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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文、郭福生、孙丽、张文秀：《龙虎山丹霞地貌特征对道教文化传承之影响》，《热带地理》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江：《丹霞地貌承载的人文情结》，《环境》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孙丽、李志文：《龙虎山丹霞地貌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浅析》，《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
第３期。
罗成德、王付军：《丹霞地貌崖文化初探》，《乐山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１２期。
彭颖睿：《明末清初丹霞山的开发与文化景观的形成》，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６年。
参见周学军：《中国丹霞地貌的南北差异及其旅游价值》，《山地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以上数据由陕西省地质调查院以及长安大学地质遗迹保护研究所查方勇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李熙龄纂修：《榆林府志》卷４《山川》，道光二十一年 （１８４１）刻本。
刘于义修，史贻直、沈青崖纂：雍正 《陕西通志》卷１３《山川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山色俱赤”①；红山地区更是 “环列若屏障，落日照之，如霞起焉”②；片石茆 “俱红白色相

杂，而巅尤绚丽高布。山半有长坡一道，自西至东计五里；东下坡，色亦如之，高低簇铺，人行

其上如在云霞中，顿忘足力之倦”③。足见当时人们对于丹霞等红层地貌之美的感知丝毫不亚于今

日。其中关于莲花秥之记述最为生动，乾隆 《府谷县志·荣河十景纪略》中 “莲花耸胜”一节载：

县东莲花缠山。高百余仞，南面黄河，西北绵亘二十里，东缠属河曲边外，峰峦较少，

西缠属县边外。相峙十余里，中以灰沟为界，黄甫川边墙起筑西缠上也。巨石砏磃，阗骈危

耸，于县为东障，于陕省为北边首钥，雄已！而山石一路皆红白相间，鲜色克餐。峰峦之远

近高下相错杂，奇丽万状。右挹东缠，左盼西缠，奇峰波属，迷离插目。坡下壑五里许，有

圆尖小沙石墩，弗啻亿计，红者白者，高下团声，纷披连接，宛若一大池勃绽之莲苞焉。雨

后，墩容华滋，苔藓铺绿，弥觉荷叶增胜，抑又秀甚。山以莲花缠名，有以也。④

由此可见莲花秥地区极高的美学观赏价值，但陕北地区长期为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民族势力

交界之地，是历代军事战争与民族往来的重地，处在这一地区之中的丹霞地貌也更多地与军事战

争发生联系，因而陕北地区丹霞文化更多体现在军事文化方面。

三　莲花秥丹霞地貌与军事防卫
史念海曾指出：“从陕西全省观察，陕北的黄河两岸似乎是偏处一隅，无足轻重，而实际却不

仅屏蔽着关中，也屏蔽着太行山东西和大河南北。宋明两代之所以重视这里的防备，正是由于这里

关系着当时都城的安危，不能稍事疏忽。”⑤ 陕北丹霞地貌区多位于蒙陕交界地带，长期以来是中

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民族政权对抗的前沿，莲花秥等拥有险峻地势自然成为历代重要的军事设防区。

府谷地区 “黄河带其南，长城绕其北，地据上游，势若建瓴，实秦晋之咽喉，关陕之险要

也”⑥。自唐代设镇以来，为历朝防御北部与西部游牧民族势力的重要据点，而在府谷东北端，

莲花秥 （时称莲花缠）丹霞 “崇峰叠嶂，雄树垣藩”⑦，更是府谷边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宋时期，府谷 “其地险绝，实捍西戎”⑧，出身少数民族的折氏家族曾掌控这一地区百余年之

久，成为宋王朝抵御西夏势力的重要力量。但莲花秥丹霞地貌区在军事上发挥突出作用的时期还

是在明代，这一时期由于明、蒙的长期对峙，使得 “天下之大防莫严于华夷之辨”⑨ 思想再度

兴起，莲花秥丹霞地貌区也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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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丹霞地貌与军事设施的修建

地形对于军事防御设施的建设至关重要。《草庐经略》载：“凡大山大水、坷坎、关隘、险

阻、林木、沮泽之处，俱险也。”① 占据优势地形进行布防，对于在对蒙战争中长期处于守势的明

王朝至关重要，利用险峻地形布设寨堡等军事工事在明代陕北地区极为普遍，如木瓜园堡 “设在高

阜，东、西、北俱大沟深险，南、西峻坡”②，十分险要；龙州堡 “负山斗绝，虏不敢仰窥”③；

孤山堡则有 “簇簇青山隐戍楼，暂时登眺使人愁”④ 之势。除此之外，怀远堡、清坪堡等设在

顶平的高山、高阜之上，也具有极大的军事防卫价值。莲花秥地区的军事工事亦利用所在区域地

形地貌特点进行构建，丹霞地貌所具有的顶平、身陡、麓缓三大特点不仅为明代在此地区的军事

防守提供了地理优势，也为这些军事设施的建设提供了便利。

丹霞地貌首先具有顶平的特点，这为大型军事工事的建设提供了条件。因而莲花秥一带在明

代有众多军事设施布设，如成化年间所修二边长城，“东自莲花缠之保河台起”⑤，武宗正德二

年 （１５０７）所更置之砖墩亦 “自定边营达黄甫川，延亘千里”⑥。此外，明代寨堡体系亦是 “东

其清水营之紫城寨，西至宁夏之花马池，延蔓几二千里，每二三里为对角敌台崖寨，连比不

绝”⑦。从上述史实可以发现，无论军事防御体系怎样修缮与改变，黄甫川堡、紫城寨等莲花秥

地区所建的工事，始终是重要的东端点。这一方面是由莲花秥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决定，另一方

面，莲花秥丹霞顶平的特点便于军事工事建设也是重要原因。除长城外，这一地区还有黄甫川

堡、清水营堡寨堡以及大量墩台分布，如作为二边长城起点的逐虏台 （也写作竺碌台、筑禄台

等）⑧ “高三丈，周十五丈”⑨，其所处之地 “巨石瓒祎”瑏瑠，极为高险，隔黄河可与山西河曲的

守河十墩相望，对于防守黄河西岸，有着重要作用，但台所在之山顶部却较为平缓，宜于墩台的

建设。包括莲花秥在内的广大陕北地区既有险峻地势可以用来防御，又有平缓之处用来修建工事

的特点被人们广泛利用，明朝余子俊 “相度边地，画形势，于沿边一带高山陡崖，依山随形，

地势或铲削，或累筑，或挑堑，绵延相接，以为边墙”瑏瑡。

丹霞地貌顶平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蒙汉之间的互市以及各堡寨之间的贸易提供了便

利。《延绥镇志》卷２《市镇》记述了清代陕北互市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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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市，距镇城之北十里许，为红山市。又东，为神木市，又东，为黄甫川市，皆属国互

市处也。正月望后，择日开市。间一日一市，镇人习蒙古语者，持货往市，有土城、不屋、

陶穴以居，或施帐焉；其货则湖茶、苏布、草缎、盐、烟，不以米，不以军器。蒙古之至

者，则羊绒、驼毛、狐皮、羔皮、牛、羊、兔，不以马。①

其中黄甫川市、清水营市便位于莲花秥及其附近地区，丹霞顶部平缓地形在一定程度上为大

规模商贸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此外 “城镇及营堡俱有市，而沼边村落亦间有之”②，诸如莲花

秥一带黄甫川之呆黄坪、清水营之尖堡子等，隆庆五年 （１５７１），清水营堡甚至 “设马市于

此”③。这些商贸活动，特别是马市，均需有一定平缓地形处作为其贸易场所，丹霞顶部较为平

缓的地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堡寨的商贸活动需要。

丹霞地貌的又一重要特点是身陡。“易限戎马之足”④，这对于军事防卫十分重要，正所谓

“守城不如守险”⑤。莲花秥丹霞崖壁陡峭，“仄径砏险，未易攀跻”⑥。清代学者黄宅中称莲花秥

与河曲 “一河之隔，秦晋分圻，峭壁层崖，束洪波而南，?怒涛触石，声如巨雷，操舟历险，处处

皆然”⑦。顾炎武认为莲花秥所在的东路防御区 “利在险也”⑧。乾隆 《府谷县志》亦载：“（府谷）

东南逼临大河，最称险要，自昔酋难深入。”⑨ 由此可见莲花秥丹霞崖壁之陡峭险峻，很难直接攀

登而过，再加之府谷段黄河 “两岸逼侧无十步”瑏瑠，这样的地势不仅对来犯的敌军造成较大的阻碍，

也不利于敌军攻击设立在丹霞顶部的军事要塞，进一步增强莲花秥等府谷沿河地区的防卫能力。如

嘉靖四十四年 （１５６５），“虏数千骑突入延绥黄甫川关城，焚劫城内外凡四日，攻堡不克而去”瑏瑡。
虽然历史材料中没有确切提及仰攻莲花秥地区军事工事的战役，但府谷县城亦依山而建，居

高临下，且 “东西皆陡崖”瑏瑢，其形势与莲花秥地区的寨堡有共同之处，致使清军 “数渡河仰而

攻之，弗克”瑏瑣。由此可以推知莲花秥等丹霞地貌 “身陡”的特点对于军事防御的重要作用。

（二）丹霞地貌与军事交通

麓缓是丹霞地貌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一特点有助于交通点和交通线的建设。在陆路交通方

面，莲花秥一带的黄甫川堡、清水营堡地区与周边的木瓜园堡以及靖边、榆林丹霞区的怀远、清

平等诸多寨堡之间均有道路沟通，既可以在战时使各堡互相支援，也可以在平时便利民众相互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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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但各堡之间陆路交通状况极不稳定，随局势而变化，嘉靖年间甚至出现过 “诸堡道路皆绝，

人烟稀少，商贩不至”① 的窘境。至清代，这一地区的陆路交通线路才逐渐完善，宁夏谷米

“自归化城，由保德州、府谷县一路，可至潼关，则为益甚速”②。

丹霞地貌区与水路交通也有着较大联系。按照 《府谷县志》《榆林府志》的说法，莲花秥地

区的大缠渡口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君子津，邓森云 《府州城》一诗中亦有 “若问名津处，悬知君

子来”③ 之句。这一沟通秦晋两岸的重要渡口，早在汉代就已出现。《水经注》载：

昔汉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东行代地，洛阳大贾赍金货随。帝后行夜迷失道，往投津

长曰：“子封送之渡河。”贾人卒死，津长埋之。其子寻求父丧，发冢举尸，其资货一无所

损。其子悉以金与之，津长不受。事闻于帝，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为君子津。”④

此后，君子津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如北魏太武帝进攻赫连夏政权的统万

城，北魏明元帝西狩薛林山均经君子津。

由于河曲与大缠渡口之间 “河宽三里”且水势较急，可谓天堑，但至冬季则 “冬寒水合，万马可

渡”⑤，因此军队大多趁冬季黄河结冰之时通行。如晋太和三年 （３６８）代王拓跋什翼键攻打刘卫辰势
力，途经君子津，“散芦于其上，冰草结合，有如浮梁”⑥，使代军顺利渡河。北魏始光三年 （４２６）
十月，太武帝西征赫连夏政权，至君子津，“会天暴寒，数日冰结”⑦，魏军趁机渡过黄河进入陕

北地区。明代蒙古诸部亦常借冬季河水冻结之机南下，如成化五年 （１４６９）冬，蒙古势力 “乘冰渡

河，深入寇钞”⑧。正德九年 （１５１４），“冰合，敌骑尽入河套，延、宁、固原皆当警备”⑨。嘉靖
五年 （１５２６）“虏亦卜剌驻牧宁夏贺兰山后，将以冰合渡河入套，陕西诸边皆患之”瑏瑠。这些蒙古冬入
事件使府谷一带沿河地区形成了 “四时防胡，三冬防河”瑏瑡 的局面。“黄河南岸，各深冻，可以履

冰逾越”瑏瑢，对陕西沿边一带造成威胁，使莲花秥大缠渡口等重要津渡成为防御重点。

山陕之间大缠渡口等重要津渡的存在，使两地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府谷一带若被攻陷或

侵袭，必定殃及河对岸的河曲，如明末王嘉胤起义，攻破府谷不久便 “渡河犯晋”瑏瑣。所以当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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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遇有紧急情况时，河曲方面如有实力便会 “渡河援应，并著添劲旅，严防河保一带”①；如无

力抵抗，也会 “将官私船尽行拆毁”② 来阻止敌军渡河。此外，战乱时期，双方民众也会流亡

彼地，如 “王国忠，府谷人，以避乱走河曲”③。而在和平时期，山西与陕西民众亦通过大缠渡

口互通有无，如 “河曲之民食，有资府谷之烧煤不缺”④。府谷民亦渡河赴河曲采办石材，如

《起立卧碑记》载：“遂鸠工采石河曲，不数月而五碑俱立。”⑤

无论是各寨堡之间的道路还是大缠渡口 （即君子津），能够长期成为军事要道，都与莲花

秥、榆林、靖边地区丹霞地貌麓缓的特点有重要关系，正是在这种较为平缓的麓间才有助于交通

线路的布设与稳固渡口的建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乱时期，丹霞地貌不仅为政府军队阻击敌人提供了地理优势，也

为普通民众躲避战乱，保护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庇护。陕北地区丹霞地貌的洞穴多为风蚀洞穴，

“北方较大的日夜温差使岩石块松动，风吹蚀岩面形成许多很小的凹坑，强风挟带沙粒沿凹坑钻

磨，在崖壁上形成了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洞穴”⑥，而丹霞地貌的洞穴 “因洞体大且干燥”⑦，

可供民众居住。在南方地区，丹霞洞穴多被用来建造寺观或佛像，供僧道居住。而在军事战争频

繁的陕北地区，这些洞穴亦可被民众用来躲避战乱。如府谷山崖窑， “有古窨子，居民避乱

处”⑧；黄甫南陶家山的石窑洞 “王嘉胤作乱，乡人多避兵与此，全活甚众”⑨。此外，在此次陕

北丹霞调查区范围内，木瓜园堡南部 “可寓数百人”瑏瑠 的石佛塔崖窑，是明代张克敬等人因蒙

古势力南下侵掠人畜，而进行利用与改造的，“以为近堡居民避寇”瑏瑡；磁窑山洞 “弘治间僧人

创之，以济人避兵者”瑏瑢；府谷广福洞亦是 “明末堡人避兵处”瑏瑣。可见这些洞穴在战乱时期不仅

对于政府有重要利用价值，对民众亦十分重要。

总之，无论是寨堡的修建、险峻地势的利用、交通线路与渡口的建设，还是民众避乱地的选

择均与陕北丹霞地貌有一定联系。 “一般地来说，决定军事行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是地理条

件。然而，一切军事行为或战争都必须在一定地理条件下才能进行，因此，就不能不受着地理条

件的影响和制约。”瑏瑤 莲花秥等丹霞地貌区正处于明蒙军事斗争的前沿，且这一地区丹霞并不利

于农业生产，使其军事作用远远超过生产与生活作用。自唐宋以来，中央政府就利用这里丹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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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条件构建军事防御工事，至明代到达顶峰，形成了以自然的险峻地势与人工的边墙、寨堡于

一体的防御体系，为巩固明王朝统治发挥了较大作用。

“从整体上说，军事行为就构成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军事行为的主体即人的方面，一个是军

事行为的地理条件即可观环境方面，从而形成了一对矛盾。”① 所以仅有地理上的优势还不能决

定军事斗争的胜负，完善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也影响着战局的变化。以各堡相互支援为例，明

代陕北各堡寨并非是孤立的，而是有着一套较为成熟的相互支援与联动制度，以便战时可以协同

作战，黄河 “在大同西界偏头、河曲、延绥，东界府谷、神木之间。故西路有警，则宣、大游

兵驻河东滨；东路有警，则延、宁游兵驻河西滨。戎入套，则西路之警；出套，则东路之警”②。

虽然明王朝在陕北丹霞等险峻地貌上修建了较为完善的防御工事，但朝廷内部各势力的争斗

与吏治腐败等因素，使看似坚固的防御体系并未完全发挥作用。明代学者陶其愫所作 “府谷荒

城大如斗，守土之臣夜半走。土贼攫人人奔呼，搜金逼命刀声吼”③，形象地反映了官军败退后，

府谷民众的悲惨遭遇。府谷城有 “山为城郭但增陴，城下黄河胜凿池”④ 之天然优势，但仍被

攻破，可见地理优势只是军事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的自然因素，而决定战争胜负或防御是否成功还

在于指挥者的策略、军队的纪律以及士气等人为因素。

结　论
“不论在中国南方还是北方，丹霞地貌均与人类历史活动关系密切，只是由于中国南北方的历

史文化差异，南北方丹霞地貌的文化沉淀差异也较为明显。”⑤ 陕北地处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交

界地带，长期以来是民族交往的窗口。统一和平时期，这里是不同民族互通有无的交流平台；割据

分裂时期，又往往是军事对峙的前沿。在这种背景下，陕北地区丹霞地貌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不同于

南方地区，以府谷莲花秥丹霞为例，陕北地区丹霞文化更突出的体现在军事文化方面，丹霞地貌顶

平的特点利于长城、墩台、堡寨等军事设施的建设；身陡的特点有利于己方的防御，对敌军的行进

与进攻造成了巨大的阻碍；麓缓的特点又有利于交通线路与驿站津渡的建设。此外，再加上莲花秥

地区临近黄河，形成天堑作用，使其军事防御能力进一步提升。要之，莲花秥等陕北丹霞地貌的地

理条件为宋、明王朝在这一地区的布防与作战提供了较有利的条件。但军事斗争的结果并不是仅由

双方的地理条件决定的，兵力、策略、士气等都是决定战争最终胜负的重要因素。

军事斗争并不是这一地区民族交往的常态，在和平时期，丹霞地貌上的军事设施在维持稳定、

保证通行安全等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所以陕北地区丹霞文化虽然较为突出的体现在军事文化上，

但其也交织着民族交往、商贸往来等方面，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值得学界进一步发掘与研究。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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