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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既有北方的雄浑粗

犷，又有江南的小家碧玉；既

有绿水青山，又是红色福地；

既靠丝绸之路经济带，又连长

江、成渝经济带；既有豪迈的

北方号子，又有悠扬的采茶小

调，是甘肃南下入川的必经之

地。这里，就是美丽的陇上江

南——武都。

武都位于甘肃省东南部，

地处长江流域嘉陵江水系白龙

江中游，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

明。独特的地质地理环境让这

里佳景遍布，绚丽多姿、美妙神

奇的万象洞、水帘洞、朝阳洞正

以独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游客。

来陇南前只知桂林有溶洞，谁知咱们甘

肃也有，也是喀斯特地貌。万象洞，近在咫

尺，带着对万象洞的无限憧憬，相邀好友一路

同行，驱车前往，开始了探寻之行。

万象洞位于陇南市武都区汉王镇杨庞村

的半山腰。驱车出武都城，沿着白龙江下游

方向而去，约半个小时的路程，即可看见白龙

江南岸半山腰上的万象洞景区。该洞已有

2.5 亿至 3 亿年的历史，因洞内石钟乳、石笋、

石幔、石柱、石花丛生，星罗棋布，千姿百态，

故名“万象洞”。

边走边看，不经意间顿感眼前视野一下

开阔了许多，形若苍穹的洞口突然就出现在

眼前。

洞口低矮狭窄，感觉洞内昏暗潮湿，深不

可测。顺着崎岖不平的台阶，高一脚低一脚

摸索着往前走了十几步，忽然，眼前色彩缤

纷，美轮美奂，这是何等美妙的仙境，各类石

笋、石柱像是午夜的森林，一下子占据了所有

的视野。

往前走大约 100 米，仿佛进入梦幻世界，

洞壁上酷似绘画、雕塑的图案造型，或像瀑布

泻珠，或似古松迎宾，或如日照雪峰，或同田

园风光映入眼帘，令人赞不绝口。距洞口约

40 米处，有一神态自然、逼真的卧牛巨石，体

高近两米，昂首望去，有一透光的洞孔，夜见

星月，昼见云日，名曰“犀牛望月”。再向前

走，穿过崎岖的弯道，见五座高低粗细差别不

大、形似宝塔的石柱，如白玉雕琢，拔地凌空，

取名“五岳朝天”。再过一洞，只觉洞内寒气

袭人，有清泉从石壁石隙中涓涓流出，聚而成

池，池水清冽甘美，深不可测，传说是太上老

君炼丹时凿制而成，名为“炼丹井”。

边走边看，巨大的石笋、石柱巍然耸立，

站在“大厅”中央天然形成的小石桥往下看，桥

下一片天然池水。走上小石桥，站在桥上看

风景。依托这些形态各异的钟乳石，在不同

明暗色彩的灯光照射下，给这些原本就让人

目瞪口呆的景致增添了梦幻色彩。

洞内钟乳石琳琅多姿，形态逼真，我们

边看边琢磨，真是让人如痴如醉。正在感叹

大自然的神奇魅力，耳边就传来了叮叮咚咚

的水声，循声望去，前面像一个浅浅的河湾，

在 灯 光 的 照 射 下 ，水 面 闪 着 光 芒 。 走 近 一

看，这地方叫“卧龙坝”。卧龙坝坦荡平阔，

无遮无盖，像是龙宫家族的栖生地。一双对

称的洞眼，虎虎有神，视为龙眼。活灵活现，

宛若神工鬼斧精雕细琢而成的两条巨龙蟠

伏坝中，龙脊崛起，鳞甲灿烂，全身金黄，仿

佛触之即飞。

行进间，只见偌大一个洞内只有右前方

有一个小洞，高不足 1 米，洞口潮湿泥泞，凉

风习习。这便是“风洞”，过了此洞便是“天

宫”了。洞小且深，须弯着腰，侧着身才能进

入。进入才发现里面别有洞天，宛如遨游东

海龙宫一般。

一路上，各类钟乳石形态多变，已定名的

就有270多处，有些一眼就能看出像什么，有些

稍加揣测便也知晓，还有的甚至正反两面可以

形成完全不同的效果，奇幻异常。

已经开发的万象洞进出只有一条栈道通

行，需原路往返。顺着栈道原路返回，看着眼

前斑斓的世界，蕴藏着自然界最深的秘密，不

禁想起溶洞最初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被发

现的？返回途中，朋友娓娓道来：这里属于喀

斯特地貌，“喀斯特”是伊斯特拉半岛上的石

灰岩高原的地名，那里有发育典型的岩溶地

貌，由此得名喀斯特地貌。

所谓喀斯特地貌，指的是一种水对岩石

溶蚀的自然过程，这是一种地壳作用。被誉

为武都明珠的万象洞就是一处典型的地下喀

斯特溶洞。

大自然的巧夺天工，早在 3.5 亿年前的古

生界石炭系之石灰岩地层中就开始了。而武

都又具有明显的亚热带温暖湿润的特征，白

龙江水系流经在千百亿年间，不仅拥有良好

的地下水源，且地表植被茂密，又为万象洞的

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一幅诗意

栖居的生态画卷正是角弓镇的真实写照。

角弓镇是武都的“西大门”，地理环境优越，

境内物产繁多，人文底蕴浓厚，盛产大米和

菜 籽 油 ，资 源 丰 富 ，素 有“ 鱼 米 之 乡 ”的 称

号。秀丽多姿的朝阳洞就坐落于此。

朝阳洞位于陇南市武都区角弓镇陈家

坝境内。朝阳洞坐西向东，每当朝阳初升，

阳光射入洞内，故名“朝阳洞”。

隔河遥望，半山腰的朝阳洞，只见那亭

台楼阁瑞气氤氲，奇石林立气象万千，云雾

缭绕宛若仙境。

《阶州直隶州续志》记载：“朝阳山，在州

西八十里，明初有老禅卧化于石洞中。”在陈

家坝过铁索桥，沿林中小径拾级而上，可见两

株巨大的青杨端坐路旁。这是植于明代的两

株 40多米高的古树，据说已有 500多年。

沿着栈道拾级而上，领略绿树掩映、曲

径通幽的绝好胜景，金黄的叶子在浓密的

绿叶间格外鲜亮，松树和柏树你挤着我，我

挨着你，密密匝匝，在阳光和微风中，吟唱

着生命的赞歌。

经过小径曲折盘旋，转折数次，即到一

大洞前。相传，洞窟始凿于唐代，有大小洞

窟 26 窟，塑像百余尊。窟壁有大量壁画，洞

前有楼阁，凉亭等建筑。近年来塑像及崖前

建筑大部分修复，面貌焕然一新。

洞不是很长，进洞后蜿蜒上行 10 余步

便出头。右傍两窟，泥塑彩画，细腻生动。

雕花门旁，是集句联“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

门”，书法文意与洞前幽雅的环境浑然融为

一体，给人以独特的幽静之感。

再往前行，便来到“卧仙宫”。进入后，

只见卧仙头北脚南，一手托面，一腿微收，神

态自若，安然酣睡。出“卧仙宫”向前数米，

是“望鹤亭”。楼有上下两层，飞檐下悬挂着

几只风铃，山风悠悠，铃声不绝于耳。楼后

有一窟，称为“圣母殿”，内有 9 尊塑像，有正

襟危坐者，有执笔聆听者，有怀抱婴儿者等，

情态各异，栩栩如生。

走出“望鹤亭”，可步入依崖而建的亭内，

又各有一窟，分别为“玉皇殿”和“药王殿”。

接连过数洞，直至最高洞窟。从崖壁窗口下

看，稻田碧绿，村舍交错，好一派大美风光。

一旁的游客纷纷用相机记录大自然的

美好。大河上下数十里的美景尽收眼底，陇

南独有的山川形貌，在这里得到了集中展

现。绵延逶迤的一座座青山在造物主的巧

妙安排下，排布于广袤的苍穹之下，是那样

的大气，那样的雄壮。

来 到 朝 阳 洞 景 区 ，观 鹤 楼 一 定 不 容 错

过。从观鹤楼向下看去，可看到仙鹤晴空翩

翩起舞、早晚觅食在附近的白龙江和村寨边

的田野，为朝阳洞平添了几分古色古韵。

□ 刘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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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洞

美丽乡村游美丽乡村游

水帘洞

相关链接

水帘洞位于武都区城北 3 公里处的城郊

五风山南麓，北峪河北岸。从远处眺望，树

木参差，隐约可见楼阁悬空，立柱井然，嵌于

悬崖峭壁之上，奇特惊险。

驱车出城，一路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中行

进。窗外一座座山峦此起彼伏，白云宛若

玉带缠绕其间，云雾时而将山峰遮挡，时而

又好似薄纱笼罩使其若隐若现。暖暖的阳

光，洒下一地金黄，虽然已是冬季，但仍能

感受到田野勃勃的生机。

和友人一路谈笑风生中，不知不觉中便

到达目的地。舍车步行，抬头仰望，起起伏伏

的山脉，与嵌于峭壁之上楼阁纵横交织，美不

胜收。

据史料记载，水帘洞始建于唐朝，明末

清初重建，雍正六年（1728 年）重建，乾隆年

间进行了补修。

水帘洞的主要建筑楼阁窟龛分两路，自

下而上，左路依次为三霄殿、关圣殿、伏羲

殿，右路依次为天王殿、观音洞、桥廊、大佛

殿，两路交会顶点为红女祠。楼阁虽贴崖悬

空，但楼阁之间，并无栈道相连，那是因为有

天然石岩洞在山体内曲折蜿蜒，使楼阁互相

贯通，上下连为一体。

从关圣殿东北角进天然洞穴，向右跨过

石桥，到舍身崖。据说这里是红女舍身跳崖

之处，故名舍身崖。再往前走便是红女祠（又

名圣女祠），红女祠初建于唐代，现存楼阁为

清初重建，乾隆时曾增修殿阁。《水经·漾水

注》记载，红女祠在“武都秦冈山，悬崖之侧，

列壁之上，有神像，若图指状妇人之容，其形

上赤下白，世名之曰圣女神”。

洞内正中为阿弥陀佛坐像，高 2 米。左

侧为观音菩萨，右侧为大势至菩萨，坐像均

高 1.8 米。三大佛像前后四龙攀绕护卫。龛

内 左 侧 巨 龙 上 方 端 坐 红 女 塑 像 ，像 高 1.5

米。塑像面容慈祥温和，双目平视前方，神

态自然大方。据《武阶备志》记载，晚唐诗人

李商隐曾两次游历，并写下《过圣女祠》和

《重过圣女祠》两首诗词流传至今。

行至山顶，驻足眺望，对面的悬崖处，一

条白练从云天直泻而下，像奔腾的野马飘飘

洒洒，破云而来；又像神话中的仙女披着银

纱，光彩夺目，在幽谷中展示大自然的优美

和磅礴。

裕河镇赵钱坝村

一个如诗如画的小村庄。这里四

面环山，茶园、棕榈、芭蕉环绕，水景观

环抱村落，晨雾缭绕，宛如人间仙境。

漫 步 在 赵 钱 坝 村 干 净 整 洁 的

青石板路上 ，清澈见底的小溪潺潺

流 过 。 庭 院 错 落 有 致 ，花 香 四 溢 ，

绿 意 盎 然 。 村 民 们 热 情 地 向 游 客

介绍自家的特色农产品 ，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夜幕降临 ，万家灯

火点亮整个村庄 ，农家小舍在灯光

映 衬 下 宛 如 璀 璨 明 珠 。 灰 瓦 白 墙

的建筑群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美不

胜收。

枫相乡张家院村

走进枫相乡张家院村，一条条舒

适平坦的水泥路、一道道干净整洁的

沟渠，茶园满目新翠，小景观引人流

连，颇有蜀南竹海风韵的竹林更是让

人流连忘返。

同时利用废旧砖木等材料，打造

特色景观，用水槽养鱼，用废弃轮胎、

水缸养花，用竹排做护栏……如今，这

些富有农村特色的“改造”成果在张家

院村随处可见。远远望去，山上草木

茂盛，一片葱茏。五彩缤纷的山花纷

纷绽开笑脸，给这苍翠欲滴的山色增

添了许多色彩。

安化镇大鹿院村

村子里绿树环绕、鸟语花香，道

路两边新修砌的瓦片围墙和利用危

房拆下来的椽做成的栅栏，让大鹿院

村显得格外古色古香，极有气质。村

庄道路宽阔平坦，古朴而又充满新农

村建设的现代化气息。那极富诗情

画意、淳朴自然、山清水秀的农家小

院更是别有一番风味。村内的小花

园、小菜园、小景观 ，都是利用老瓦

片、旧砖石等老物件“变废为宝”，处

处呈现出一派生态良好、乡风文明、

美丽宜居的幸福图景！

鱼龙镇宁家山村

走进碧水环绕绿树掩映的宁家山

村，整洁宽敞的村庄道路两侧，三三两

两的村民在文化墙前欢声笑语；错落

有致的农舍，出门可见绿草红花。村

内古朴的文化长廊、戏台、广场和凉亭

依次映入眼帘，一排排石板房鳞次栉

比地分布在山腰上。石板和瓦片混搭

而成的石板屋，与村内百余棵百年梨

树相互映衬，形成色调、风格统一的古

朴风貌，令人心旷神怡。

武都区裕河镇武都区裕河镇（（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