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日
2风景360 责编/李成义 版式/王茜

旅游周刊部主编 电话：8380709

TOURISM WEEKLY

Scenery 360

走进十里画廊，山涧两边林木葱葱，山上奇
峰异石，宛若一幅幅巨大的山水画卷，并排悬挂
在千仞绝壁之上，让人称奇不绝。

放眼北望，尽头有一座拔地而起的石峰，它
就是转阁楼山峰。峰顶中心有一方孔，形如窗
户，远看像一座多级宝塔，近看又似一座转盘阁
楼，一条羊肠小道盘旋而上，可直达楼顶。

北面还有三座瘦削的石峰，形同美女，亭亭
玉立，称“三女峰”。三女峰尤以第三峰奇妙，
其 上 有 一 直 径 约 1 米 的 孔 ， 从 孔 中 可 窥 山 后 天
光，既像高悬在石壁上的明镜，又像少女佩带着
一枚晶莹透明的玉簪。

峡谷中有座石峰一分为二，左侧石峰大，右
侧石峰小，特别像当地传说中，土家族起义领袖
向大坤在此阅读兵书的样子。故称此峰是向王天
子的化身，命名“向王观书”。

在十里画廊的尽头，处处都是怪石嶙峋，林
木苍茫，常有三五成群或成百上千只猴子在此会
集，此处称猴子坡。

进入十里画廊约 30 米，有一石峰恰如一老寿
星迎面站立，五官轮廊分明，短头发长眉毛，眼
睛深邃，笑容可掬。他左手高高扬起，似在招呼
远方游客。此峰高达百米，石峰侧身而立，就像
一位腰身佝偻老人，头戴方巾，身着长衫，背着
满满一篓草药。背笼中斜生一玉杆光洁的杂树，
宛如药锄倒置，酷似药王“孙思邈”。所以，此
峰也被称为“采药老人”。

自画廊向西展望，有两座由高到低、南北走
向的山峰。其中一座，俨然象只猛虎一样，他将
头高高昂起，向天长啸而昼夜不停。这就是十里
画廊知名的景观——猛虎啸天。另有一座“锦鼠
观天”山，它蛰盘于猛虎啸天峰斜对面，其峰犹
如一只翡翠锦鼠。只见那鼠眼圆瞪，双耳直竖，
仰望蓝天，深情凝视，久久不变。

衡山东侧，北流的湘江拐了一个大
弯，一个因朱熹得名的千年古镇——朱
亭，坐落岸旁。古镇漫步，田园阡陌，
山水滋润，村民怡然，游人如织，一派
乡村兴旺的图景。

朱亭古称浦湾，是湖南省历史文化
名镇。古镇湾岭遗址的出土文物将当地
的历史追溯至 3000 多年前。

南宋时期，朱熹和张栻同游南岳衡
山，路过朱亭并讲学。后人为记其事，
遂改浦湾为朱亭 （停）。古镇还建起了
一座桥，取名“朱张”。

朱熹、张栻，为古镇刻写下了尊师
崇文、敬贤尚德的底蕴。漫步朱亭，历
史的悠远随处可见：石拱门、古井、古民
居、古码头群、古渡口、古驿道，以及湾岭
遗址、朱张桥遗址、一苇亭讲堂遗址⋯⋯

古镇北头的朱亭老街，全由长条麻
石铺成，汉代即形成街市，清代完善成
了三条街道。老街前临湘江，后靠长
岭，依山傍水。寻觅老街，会发现 13

处明清风格的民居，翘檐青瓦。这条古
色古香的老街经常成为电影外景拍摄
地，岁月打磨，更显魅力。

如果说湘江让朱亭更加灵动，那长
岭则让朱亭更加厚实。

长岭位于朱亭古街背后，绵延数十
里。长岭之上，杉木林、松木林、竹
林、油茶林等漫山遍野，郁郁葱葱。朱
亭镇专门规划了一条长 20 公里的林海
骑行小道，穿古镇、入林海、依湘江，
一路饱览山水人文。

朱亭最南边，是小镇又一特色去处
——鲜果小镇。独具特色的“采时令
果、赏四季花、吃农家菜、品农耕文
化、体验农家活”观光体验游，以特色
凝聚人气，让游客不仅能陶醉于人文和
山水，更能体验当地生活。村民既可开
民宿赚钱，还能在农产品销售上盈利，
多样态的产业带动了老百姓脱贫增收，
乡村振兴也具有了更持久的生命力。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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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游客多
新华社兰州 12 月 21 日电 （记者郎兵兵、张百慧） 深冬时节寒风凛冽，甘肃

省陇南市宕昌县西北角的“集市小镇”哈达铺却热闹非凡。
这座甘川古道上的小镇历史上就以物产丰富、集市繁盛而闻名，现在红墙木

门的临街铺面依然吸引着来来往往的客商和乡民。不论是米面粮油，还是名贵中
药材，哈达铺总能让人满载而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坐落于岷山脚下的古镇哈达铺，因中国
工农红军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而有了更加响亮的名字：长征途中的“加油
站”。

“哈达铺是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后的绝处逢生之地。”哈达铺红军长征
纪念馆馆长路晨霞介绍，哈达铺被红军将士亲切地称为长征途中的“加油站”。

过去哈达铺为红军“雪中送炭”，如今红色基因让哈达铺更加红火。红军在
哈达铺的驻留为这座历史古镇留下了丰富的革命遗迹和感人的红色故事，如今这
些丰厚“红色”底蕴正变成促进哈达铺发展的最强动力。

近年来随着红色旅游升温，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参观人数不断增多。尤其
是 2017 年兰渝铁路修通之后，客流量成倍增长，长征“加油站”哈达铺已成为干
部群众传承红色文化、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网红”打卡地。

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馨文介绍，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5 月份才开馆。可是刚一开馆就进入旺季，“七一”前后迎来客流高峰，每天
接待散客 3000 余人次，企事业单位团体超过 40 个。

红色旅游不仅助力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也带“火”了当地经济。“旅游的人多
了，来我们店里吃饭的人也多了。”47 岁的付红海和妻子在红军街上经营着一家叫

“长征路酿皮”的小吃店。
他说，旺季的时候他家店
一天能卖 800 元。

40 岁 的 杨 红 菊 千 里
迢迢从新疆来到哈达铺，
终于圆了儿时的梦。2000
年 她 随 家 人 搬 迁 到 新 疆
时，纪念馆还没有修起来。

通过这次“圆梦”之
旅，杨红菊看到了家乡的
巨变。她自豪地说：“老
家比我走的时候变化大太
多了。我要把拍的照片发
到朋友圈和快手，让朋友
们都能看见。”

哈达铺：
昔日长征“加油站”

今日红色文化“网红”打卡地

游客在红军长征哈达铺纪念馆参观。（资料图） 新华
社记者 罗晓光 摄

十里画廊 张术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