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威，是古丝绸之路战略要冲，

素有“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

喉”之称。公元前 121年，汉武帝派

骠骑将军霍去病远征河西、击败匈

奴，为彰显其“武功军威”命名。自

汉武帝开辟河西四郡，历代王朝都

曾在此设郡置府。

一马跃古今。出土于武威雷台

汉墓的铜奔马，以马的蓬勃生命力和

一往无前的气势，彰显了奋发进取的

豪迈气概。铜奔马作为中国旅游标

志，向全世界传播推广了马文化。

“先于李益有阴铿”“只将诗思入

凉州”。王维、岑参、高适、王翰、王之

涣、王昌龄、元稹、白居易等著名诗人以

凉州为题，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

篇。“凉州词”成为中华地域文化的瑰

宝，也成为武威的一张亮丽文化名片。

文庙、雷台公园、海藏寺、白塔

寺……每一处景点都独一无二，让

人留恋。这些地方历史悠久、文化

底蕴深厚，一砖一瓦、一街一巷、一

物一景都见证了时代和社会的变

迁，留下了历史和文化的烙印，它们

像一颗颗明珠，绽放着夺目的光彩。

印象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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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景点推荐

雷台

雷台公园园内有马踏飞燕广场、汉

文化一条街、汉文化博物馆、雷台观、雷

台湖和汉墓出土文物陈列馆。从大门

开始，处处弥散着的都是汉文化……

由 于 雷 台 是“ 马 踏 飞 燕 ”的 出 土

地，公园的核心自然都是围绕着这个

稀世珍宝而设计。一进大门就是马踏

飞燕广场，硕大的广场中心矗立着“马

踏飞燕”标志，广场周边有凝聚汉文化

精粹的大型浮雕墙。

进 入 公 园 就 看 到 一 座 高 高 的 石

碑，上面是马踏飞燕雕塑，神采奕奕，

栩栩如生。背后是群马奔腾雕塑坑，

而马踏飞燕正是群马的领跑者。

继续前行，铜车马仪仗俑队便映

入眼帘，铜车马仪仗俑队由 99 件铸造

精湛的铜雕组成。这是迄今发现数量

最多的东汉车马仪仗铜俑，几十匹铜

马，造型优美，形态多样，有矫健刚毅

的骑马，也有肥壮剽悍的驾车马，还有

飞奔绝尘的千里马。有的昂首前进，

有的跳跃腾起，有的拉车驾辕，栩栩如

生的铜车马仪仗俑队，依旧可见当年

气势!

冰沟河景区

冰沟河景区位于天祝藏族自治县

西北部，距武威市区 40 公里，因祁连山

冰川融化形成的河流——冰沟河而得

名，是一处集自然风光、生态旅游、休

闲度假为一体的山水风景佳境。景区

内涵盖了祁连冰川、阿尼岗嘎尔雪山、

柴尔龙海天池、尼美拉大峡谷、马兰花

大草原、弘化牧场、原始森林、高山草

甸等自然景观，有“一日过三季、十里

不同天”的美誉。

当 春 天 来 临 ，冰 川 消 融 ，泉 水 绕

彩 石 而 奔 涌 ，杜 鹃 于 原 野 而 齐 开 ；夏

天，翠峰叠嶂，凉风习习，百鸟在林间

鸣唱，牧群于雪山下悠然；深秋，层林

尽染，野果飘香，不同树种呈现出红、

黄、绿的色彩，可谓秋色斑斓；到了寒

冬时节，白雪皑皑，泉水成冰，远山近

水，森林草原又成为一幅浓淡相宜的

水墨画卷。

天梯山石窟

天 梯 山 石 窟 ，也 称 凉 州 石 窟 ，别

名 凉 州 大 佛 窟 ，位 于 武 威 市 城 南 50

公 里 处 的 凉 州 区 中 路 乡 灯 山 村 ，始

建 于 东 晋 十 六 国 时 期 的 北 凉 ，距 今

约 有 1600 年 的 历 史 。 天 梯 山 石 窟

是 我 国 开 凿 最 早 的 石 窟 之 一 ，也 是

我 国 早 期 石 窟 艺 术 的 代 表 ，是 云 冈

石 窟 、龙 门 石 窟 的 源 头 。 天 梯 山 石

窟 自 北 凉 后 ，北 魏 、隋 、唐 、西 夏 均

开 凿 过 ，据 说 明 清 时 规 模 颇 为 壮 观

宏 大 。 但 由 于 该 地 属 于 红 砂 岩 质 结

构 ，质 地 脆 弱 ，上 千 年 来 ，风 剥 雨

蚀 ，洞 窟 多 有 损 坏 ，现 存 石 窟 仅 18

窟 ，保 存 各 种 佛 像 40 多 尊 ，壁 画 近

百 平 方 米 。

游人可顺着台阶下到大佛脚下。

大 佛 窟 高 30 米 ，窟 里 有 释 迦 牟 尼 坐

像。细心的人不难发现，佛像面部丰

满圆润，眉若新月，嘴角微翘，含笑不

露，眼睑下垂，微微凝视着前方，双耳

长且略向下垂，神情安详、亲切，庄重、

温雅、睿智。大佛窟依山而建，面水而

立，构成一幅山、水、窟浑然一体的壮

观景象。

白塔寺

白塔寺，又名百塔寺，位于武威市城

东南 20 公里的武南镇白塔村。始建于

元代，距今已有750多年的历史。

白塔寺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寺 院 规 模 宏 大 ，巍 峨 壮 观 ，有 4

座 城 门 ，8 座 烽 墩 ，东 西 长 420 米 ，南

北 长 440 米 ，四 周 有 围 墙 ，犹 如 城

垣。寺内建筑众多，有山门、钟楼、鼓

楼 、金 刚 殿 、三 宝 殿 、大 经 堂 等 ，殿 堂

重檐七彩，雕梁画栋，佛像千姿百态，

庄严肃穆。

大白塔周围环绕着九十九座小塔，

组成塔林，因此白塔寺又叫百塔寺。

明长城遗址

位于武威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的

乌鞘岭明长城遗址，由夯土筑成的墙

体绵延不绝，穿越草原，奔向远方。

雪山，草原、河流、戈壁、大漠——

乌鞘岭像一条气势磅礴的乌龙，披云

裹雾，蜿蜒曲折；高山峡谷，壁立千仞；

山脚下牛羊成群，星星点点；天上地下

景色浑然天成，四季风光变幻无穷，令

人心旷神怡。

乌鞘岭长城修建在海拔 3000 多米

的乌鞘岭上，乌鞘岭长城分为 4段，总长

7366米，长城墙体处于乌鞘岭南麓的沟

谷中，依山就势，逶迤蜿蜒，这里的长城

是万里长城中海拔最高的一段。

乌鞘岭上的汉长城经千年风雨侵

蚀，只留下一些残垣断壁，但仍清晰可

见。沿长城有多处烽燧，现仅存一座，

巍然屹立在山巅。

凉州植物园

进入春天，春风和煦，阳光明媚，

凉 州 植 物 园 内 到 处 呈 现 一 片 勃 勃

生 机 ，景 色 美 不 胜 收 。 在 这 美 妙 的

时 光 里 ，到 植 物 园 赏 景 打 卡 是 最 惬

意不过。

植 物 园 中 人 工 湖 、游 乐 场 、垂 钓

中心等休闲游乐设施一应俱全，毗邻

更 有 单 体 高 度 达 128 米 的 摩 天 轮 。

在摩天轮上，凉州城一览无余。

狭 长 的 天 马 湖 坐 落 在 植 物 园

旁 ，水 光 潋 滟 ，倒 映 城 市 美 景 ，完

美 再 现 了“ 水 木 凉 州 ”情 景 ，为 雄

浑 的 天 马 故 乡 增 添 了 柔 情 与 浪

漫 。 围 绕 着 湖 岸 打 造 的 是 一 片 连

绵 的 生 态 园 林 ，盎 然 绿 意 与 粼 粼

波 光 结 合 在 一 起 ，为 整 座 城 市 增

添 了 别 样 魅 力 。

武威文庙武威文庙 书香满溢皆风景书香满溢皆风景

文庙景区内的状元桥（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四月芳菲，春意盎然，被和煦的春风轻

拂 着 的 武 威 文 庙 ，历 经 岁 月 沧 桑 岿 然 屹

立。殿顶飞檐凌空，脊兽端坐檐角，雕梁画

栋，灰瓦红墙，散发出浓郁的文化气息……

武威文庙位于武威市区东南隅，始建

于明正统四年（公元 1439 年），历经扩建，

规模宏大，明清之际享有“陇右学宫之冠”

美誉，是西北地区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

整的孔庙，为全国三大孔庙之一。文庙是

孔庙的另一种称呼。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

封孔子为文宣王，称孔庙为文宣王庙。明

朝以后，人们把祭祀关羽的庙称之为“武

庙”，由此文宣王庙也被称为“文庙”。

已有 500 多年历史的武威文庙保持着

庙学合一，文昌宫与孔庙和而不同的“三

足鼎立”整体格局，保留了从明代至民国

各个时期的建筑。整个文庙的建筑，格局

可以说精湛绝妙，每一处房檐、雕纹都有

特色。通过日常维护、定期修缮，文庙一

直保持着雍容古雅的气质。1996 年，武威

文庙被国务院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武威文庙坐北朝南，院落式布局，原由

东中西三组建筑物构成。东为文昌宫，中

为文庙，西为儒学院，整体建筑布局对称，

结构严谨，占地面积 30096 平方米。

文昌宫以桂籍殿为中心，前有山门、过

厅，后有崇圣祠，中为戏楼，左右有牛公祠、

刘公祠。孔庙以大成殿为主，殿前依次有

状元桥、棂星门、戟门，后有尊经阁。凉州

府儒学，现仅存忠烈祠和节孝祠两组建筑。

走 进 文 庙 内 ，这 里 古 建 林 立 ，古 树 参

天，碧草成荫，环境优美，具有宫廷式特征

的建筑触目皆是。

不 远 处 的 一 尊 立 在 广 场 中 央 的 高 大

塑像，吸引着前来参观的游客。塑像双手

交握，面容和蔼，双目炯炯有神，这就是孔

子——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

文学家。

来到棂星门，棂星门是明正统时建成

的一座木质牌楼，四柱三间，翘檐飞角。穿

过棂星门，就可看到戟门，戟门是大成殿近

前的一道门，大成殿建在宽阔的石筑台基

上，雄伟而庄严，保留着明清建筑风格。戟

门两侧是乡贤、名宦祠。

棂 星 门 正 南 方 ，是 一 堵 高 大 的 影 壁 。

影壁是古代庭院中的附属建筑，设在门外

正对大门处，是隔离院内外的屏障，又是区

别院主人身份，显示荣华与富贵的一种标

志。文庙影壁宽阔、高大，壁身内外均涂赭

红色，周边则是一色水磨青砖，外观古朴、

凝重、典雅且醒目，内部则与庄严肃穆的古

建筑群浑然一体。

影壁两侧各开小门，朝东的称“义路”，

往西的称“礼门”。由“义路”进入庙院，影

壁北面是半月形的泮池，泮池上架一座石

拱桥，名“状元桥”。

状 元 桥 ，我 国 古 代 常 见 的 桥 梁 名 称 ，

而各地有着不同的状元桥，每座桥亦有不

同的故事传说。每年进入 5 月份以后，武

威文庙都会成为热闹的地方，状元桥上挂

满了红布条，特别是临近考试，连状元桥

边 的 树 上 也 会 拴 挂 上 各 种 各 样 的 红 布

条 。 这 是 自 古 延 续 下 来 的 人 文 习 俗——

学生家长和莘莘学子都希望能考出一个

好的成绩。

慢步前行，来到大成殿。大成殿是文

庙的主殿，三宽三间，进深三间，重檐歇

山 顶 ，顶 置 九 脊 ，鸱 吻 螭 兽 俱 全 ，脊 皆 以

缠枝莲纹砖砌筑，屋面尽覆琉璃筒板瓦，

檐下为五铺作双抄双平昂，柱头、补间铺

作 华 丽 ，棂 格 隔 扇 、裙 板 等 皆 有 简 单 雕

饰。驻足殿内，自己仿佛就成了孔子的弟

子 ，穿 透 千 年 时 光 而 来 的 语 言——“ 学 而

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谆谆教诲言

犹在耳……

走出大成殿之后来到尊经阁，尊经阁

是两层土木结构楼，重檐歇山顶，坐落在

高达 2 米的砖包台基上，是武威现存最高

大的古代重楼建筑。顶部三重翘角上均

悬有风铃，清风徐来，铃声叮当，为沉寂的

殿宇增添了些许生气。

跟随工作人员的指引，来到位于文庙

西面的儒学院。这是一个长方形院落，明

伦堂是府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

“明代兴办的书院很多，有些县有三四

所。有各级政府兴办的，也有学者私人创

办的，而且私立书院的教学质量往往超过

了官办书院。有些书院在全国影响非常

大，比如东林书院。在儒学院‘右文之盛，

前古罕闻’的影响下，仅清代二百多年间，

武威考中进士的就有四十二人，武威出现

了张美如、张澍等全国知名学者，这跟当时

儒学之风盛行是分不开的。”景区工作人员

讲解道。

如果说，走进文庙里面的孔庙和文昌

宫感受到的是肃穆和庄严，而在儒学院则

能找到一种心灵的宁静和回归。

边走边看，文庙除了恢宏的建筑外，众

多匾额尤其让人叹为观止。

从庭院移步到桂籍殿，44 块精美绝伦

的匾额悬挂在桂籍殿上方。桂籍，指科举

登第人员的名籍，后人因此用“蟾宫折桂”

来比喻科举高中进士。桂籍殿的抱厦内悬

挂的匾额，多由地方名士、饱学鸿儒书写。

“天下文明”“书城不夜”“聚精扬纪”……一

块块匾额以行、楷、篆、隶等书法字体让我

们近距离一睹当年鸿儒们的风采，感受书

法大家们独具匠心的杰作。

其最早者为康熙三十四年(公元 1695

年)的“化峻天枢”匾，最晚的是民国二十八

年(公元 1939 年)的“文教开宗”匾，前后历

时约 250 年。桂籍殿的匾额是河西地区保

存最完整、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匾额。

从 匾 的 外 观 形 制 来 看 ，匾 又 分 为 横

幅、竖幅。这是随着古代建筑构件斗拱的

变化而变化的。在唐宋以前,斗拱结构宏

大，自元、明以后,斗拱所占的比例逐渐缩

小，因此早期的匾有竖匾，晚期的匾多为

横式，呈长方形，尺寸依门面大小而定，挂

在门的上方或是屋檐下，也有悬挂于正殿

上方的。现存武威文庙中的这些匾，都是

横幅的。

而从材质来说，大致可分为木刻匾额、

石刻匾额和铜制匾额等。目前留存下来的

匾 额 大 多 为 木 质 ，也 是 比 较 常 见 的 匾 类

型。究其原因，一方面这是由于木刻匾文

更能体现题匾者的书法功力，木质比石头、

金属材质轻巧美观，而且伴有古色古香的

气息，更能彰显文化底蕴。

一 块 块 悬 挂 的 匾 ，不 仅 是 文 物 ，在 它

沧桑的身躯上，承载着文学、书法、绘画、

雕刻、篆刻、漆艺与装饰等，是世人了解以

前本地区社会生活、书法艺术、精神境界

和文化背景的一面镜子。

如今，从武威文庙文辞典雅的匾额中，

从那些优美的楷、行、隶、篆的气息里，依稀

能望见当年饱学鸿儒、地方名流、名师学子

的翩翩身影。

行走在文庙内，用心感受一砖一瓦、一

室一楼阁所承载的气息，细细品味，这是武

威从古至今文风盛行的有力印证，也是岁

月长河里，河西儒学蓬勃发展的最好见证。

孔子塑像

冰沟河景区

□ 陈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