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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东汉应劭解
释：“敦，大也；煌，盛也。”

敦煌曾是中西交通的枢纽要道，丝绸之路上的咽喉锁
钥，对外交往上的国际都会，经营西域的军事重镇，在中华
历史长卷上占有光辉的篇章。

东方艺术明珠莫高窟
位于敦煌市东南 25公里处的莫高窟又名千佛洞，开

凿于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坐西朝东，前临宕泉河，面对三
危山，南北长 1680米，高 50米，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
一。

莫高窟洞窟密布崖体，大小不一，鳞次栉比,上下排列
五层,高低错落有致，形如蜂房鸽舍，异常壮观，是我国现
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内容最丰富的古典文化艺术宝
库，也是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中心，以其雕像和壁画闻名
于世，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

相传，公元 366年（十六国时期的前秦），乐僔和尚西
行至三危山，忽见金光闪耀，犹如万佛现身，于是开凿了第
一个洞窟。此后千年，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
五代、宋、西夏和元代的兴建，形成了一座内容丰富、规模
宏大的石窟群，这里也逐渐成了信仰圣地。

在历史长河中，受自然风沙侵袭和人为破坏，莫高窟
现存洞窟492个,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像2000身，是一处
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综合艺术殿堂,倘若把壁画排
列，能伸展 30多公里，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1961年，
莫高窟成为国务院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

如今，莫高窟已成为中外游人竞相前往的旅游胜地，
不论春暖花开、烈日炎炎，还是霜满枝头、雪花飞舞，莫高
窟前都有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身影。人们欣赏着精美绝
伦的壁画、雕塑艺术，近距离感受着古丝绸之路的文化魅
力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沙山月泉相映成趣
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名胜区地处敦煌城南 5公里处，

千百年来以山泉共处、沙水共生的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被
誉为塞外风光之一绝。

鸣沙山，因沙动成响而得名，为流沙积成，分红、黄、
绿、白、黑五色。鸣沙山东西长40余公里，南北约20公里，
主峰海拔 1715米。月牙泉处于鸣沙山环抱之中，因其形
酷似一弯新月而得名。

1994年，鸣沙山·月牙泉被定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获“中国最美的五大沙漠之一”等称号。2015年7月20日，
被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16年1月，鸣沙山·月牙
泉景区被拟认定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

关于鸣沙山·月牙泉的由来，当地流传着一个故事。
从前，这里有一座雷音寺，有一年四月初八，寺里举行一年
一度的浴佛节，善男信女都来寺里烧香敬佛，顶礼膜拜。
当佛事活动进行到“洒圣水”时，住持方丈端出一碗雷音寺
祖传圣水，放在寺庙门前。忽听一位外道术士大声挑战，
要与住持方丈斗法比高低。只见术士挥剑作法，口中念念
有词，霎时间，天昏地暗，狂风大作，黄沙铺天盖地而来，把
雷音寺埋在沙底。奇怪的是寺庙门前那碗圣水却安然无
恙放在原地，术士又使出浑身法术往碗里填沙，但碗内始
终不进一粒沙子。直至碗周围形成一座沙山，圣水碗仍安
然如故。术士无奈，只好悻悻离去。刚走几步，忽听轰隆
一声，那碗圣水半边倾斜变成一湾清泉，术士变成黑色顽
石。原来，这碗圣水是佛祖释迦牟尼赐予雷音寺住持世代
相传，专为人们消病除灾的，故称“圣水”。由于外道术士
作孽残害生灵，便显灵惩罚，使碗倾泉涌，形成了月牙泉。
一湾翡翠般的清泉，在沙山的怀抱中静静躺了几千年，虽
受狂沙袭击依然碧波漾漾，水映沙山，蔚为壮观。

据说，月牙泉早在汉代就是游览胜地。泉南岸原有一
组古朴雅肃、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从东向西建有娘娘殿、龙
王宫、菩萨殿、药王洞、雷神台等。据史料记载，月牙泉一
直是碧波荡漾、鱼翔浅底、水草丰茂，与鸣沙山相映成趣。
在当地老百姓中有铁背鱼、七星草和五色沙三件宝的说
法。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蓬勃发展，鸣沙山·月牙泉景区
开辟了沙疗、涌滑沙、滑翔跳伞、骑驼遨游等沙漠娱乐项
目。迎着初升的朝阳，一队队骆驼旖旎而来，游人骑骆驼
游走在梦幻般的沙丘间，领略大漠奇观的同时，尽享异域
风情。夕阳西下，驼铃声声，游人伴着落日余晖爬上沙
山，鸟瞰月牙泉，远眺五彩斑斓的敦煌城，更是一种难得
的体验。

“来到甘肃陇南，我看到的是一幅江
南美景，小桥流水、粉墙黛瓦、亭台楼阁
……”。

甘肃还有这么好的地方？！有一句话
一直在甘肃流传：“早知有陇南，何必下江
南”。

陇南地处甘陕川三省要冲、甘肃东南
部的秦巴山地里，素有“秦陇锁钥，巴蜀咽
喉”之称，被誉为“陇上江南”。这里藏着
与干旱、坚硬的北方风格迥异的秀丽胜
景：气候宜人、景色优美，水网密布、物产
丰富，永葆最古典的诗意，集齐最鲜明的
江南特质，是道不尽的温柔之乡，写不完
的繁华之地，完全超出了我这个香港人的
想象。

独特的地貌构造与自然景观造就了
陇南神奇灵秀之美，既具北国之雄奇，又
有南国之灵秀，走进美丽陇南，犹如欣赏
一幅幅神奇画卷。

宕昌官鹅沟在西北一直享有“小九寨
沟”之美誉。因水而活，因水而神秀，景区
内有大小不等、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湖
泊 20余处，瀑布 10余处，移步换景，美不
胜收，是镶嵌在陇上江南的一颗璀璨明
珠。

成县鸡峰山巍然挺立，山峰相连，雄
伟壮观，远观日出云海佛光晚霞，俯瞰百
里平川如铺锦绣，蓝天白云，绿茵如染，是
一幅绚丽多姿的锦绣图景。

武都万象洞神秘奇幻，乳石遍布，琳
琅多姿，宛如巧夺天工、包罗万象的地府
龙宫，“北方第一洞”的美名享誉四方，是
陇南大地上一张最为靓丽的文旅名片。

文县天池由地壳活动挤压形成，群山
万壑如同一双双手，托起高山上的一面

“宝镜”，涨不见溢，枯不见涸，有风无浪，
仿佛万古时光在此凝结。青山绿水，风光
秀美，碧波微漾的天池，充满江南水乡情
韵。

西和晚霞湖地处西汉水流域、漾水河
支流的姜席河下游，湖水即是郦道元《水
经注·漾水》所称的建安之水。悠悠晚霞
湖，绵绵仇池风，峰峦叠嶂、涌碧叠绿的起
伏连绵里，征战的风云远去，消散在山河
的记忆，沉淀在山山峁峁的断壁残垣，千
峰万壑揖拱，一水七河蜿蜒。走进晚霞
湖，便是一次寻古探幽，与万化冥合，如入
仙境，水秀山雄，形胜景奇。

陇南之美在于水。江河滋润，水灵清

秀。陇南是甘肃境内唯一的长江流域地
区，也是陇原水资源富集的地带，有嘉陵
江、白龙江、白水江、西汉水四大水系，大
小河流3760条。江河滋润着山川大地，更
是一道道俊美秀丽的风景。

白龙江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蕴藏
着丰富的水力资源，是大自然对陇南的厚
重馈赠，也是陇南儿女的生命源泉。滔滔
江河，水润万物，泽被四方，万古长流，历
经沧桑，穿山林、跨峡谷，众溪汇集，融入
长江，终归东海。白龙江水哺育着两岸勤
劳淳朴的人民，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奋力
前行。

白水江是白龙江的支流，流域面广，
径流量大，四季常绿，绿得仿佛是一块无
瑕的翡翠，连绵的山拱卫着碧绿的水，碧
绿的水倒映着连绵的山，空中云雾迷蒙，
山间绿树红花，荡舟白水江上，如同走进
了绵延幽深的山水长廊，真切体味到“舟
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江南水乡韵味。

嘉陵江是长江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
自陕西凤县入境，流经两当县、徽县，不舍
昼夜、一路欢歌，从大山走来，滋润花草树
木，秋天的斑斓在这里交相叠映。经历了
春夏的洗练，一江秋水，微波粼粼，昭示着
她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
水一方。”西汉水流经陇南礼县，河水潺
潺，汩汩流淌，孕育了秦人故地，见证了大
秦帝国艰苦创业的历史。抖落历史的风
尘，身披新世纪的朝霞，苹果产业、苹果之
城正在西汉水畔悄然崛起。

四大水系之外，成县东河、两当广香
河、康县燕子河，一条条清澈的河水穿城
而过，一泓泓碧绿的池水涵养山川。碧波

荡漾，锦鳞游泳，浮光跃金，一碧万顷，充
满着浓郁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灵气，洋溢
着陇上江南诗画一般的神韵。

陇南之美在于物产。物华天宝，生
机盎然。亚热带向北温带过渡的独特气
候，赋予了陇南丰富殷实的生态资源，有
自然生长树种 1300多种，中药材 1200多
种，是甘肃唯一的油橄榄、茶叶等亚热带
作物产地，也是全省重要的中药材生产
和出口基地，当归、红芪、大黄、半夏、纹
党参等道地中药材驰名国内外，有“千年
药乡”之称。

陇南油橄榄面积 65万亩、居全国第
一，花椒面积268万亩、居全国第一，核桃
面积 436万亩、居全国第三，“麻辣香甜”
品牌初见成效。

陇南是甘肃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丰富
的地区，野生动植物数量占全省 60%，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占全省70%，是野
生动物和珍禽异兽栖息繁衍的乐园。境
内有野生动物300多种，大熊猫、金丝猴、
羚牛、大鲵等珍稀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

陇南矿产资源前景广阔，已探明金
属和非金属矿 34种，有全国第二大矿体
——西成铅锌矿带，铅、锌、金、锑、重晶
石储量位列全国前十，被著名地质学家
李四光誉为“宝贝的复杂地带”。

以有色冶金、白酒酿造、农产品和中
药材加工为主的生态工业体系初步建
立，正在朝着绿色化、信息化、智能化方
向发展。

我眼里的陇上江南、甘肃明珠，自然
环境、人文气息相融合，没有大城市的拥
挤和喧闹，却有着小家碧玉的温婉，更有
奋力追梦的豪气。

近几年，我来甘肃的次数不算多，但每次来，
都能看到新变化。

从中川机场一下飞机，就看到了附近如火如
荼的建设场景。据了解，这是兰州中川国际机场
三期扩建工程，建设工期为 4年。到时候，甘肃
就会有一个强劲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在网上被“度娘”告知，前不久，甘肃省被交
通运输部批复成为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依托机场
三期建设打造的陆空立体一体化航空枢纽项目
是五项试点之一，还有大敦煌交旅融合发展、车
路协同创新发展、交通投融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和陇原乡村振兴“四好农村路”建设四个试点项
目。这一路，我为很多事由衷点赞。

旅途中，我看到每个服务区都写着很大的
“司机之家”四个字。进去后，看到里面的饭菜种
类特别多，服务大厅像一个舒心的咖啡馆，有沙
发、茶几、按摩椅、电视机、手机充电宝等，旁边还
有便利店、休息室、淋浴间……干净又整洁。

我问休息的司机：“在这儿休息贵不贵？”回
答是：“洗澡一次10元，普通床位住一晚40元，都
挺便宜的。最关键的是，现在服务区有‘车货无
忧’保险，在服务区遇到货物、燃油、财务失窃，人
员伤亡等任何问题，（甘肃的）交通部门都会在
24小时内快速赔偿，自己不用掏一分钱。”那位
司机大哥跟我说他在服务区待着特别放心的时
候，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这次都不用我点赞，货
车司机已替我点了赞。

我去过武威市民勤县。前不久，那里迎来了
一条更新生活节奏的高速公路——北仙高速公
路。这是民勤县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它的建成也
让武威实现高速绕城。据说2021年7月9日，甘
肃还一次性开通了 6 条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
559公里，创下甘肃高速公路一次性通车里程最
长的纪录，也让甘肃基本建成东进西出、南拓北
展的“两横七纵”公路主骨架。我激动地又一次
为甘肃的交通发展点了赞。

真的，这些年，甘肃的交通事业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成绩有目共睹。据了解，截至 2020
年年底，全省公路实际里程达到 22.3万公里，高
速公路突破 6000公里，近 1.7万公里二级及以上
公路连接城乡，包括自然村组路在内的19.2万公
里农村公路四通八达。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
通硬化路、通客车，100%建制村通邮，助推 75个
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兑现了“小康路上决不让
任何一个地方因交通而掉队”的庄严承诺。

进入“十四五”，甘肃交通再次“加速度”。特
别是随着甘肃省交通运输厅提出的“路衍经济”
被写进规划（“十四五”规划）后，交通运输部也纳
入了行业相关文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并在
今年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上专门就发展路衍经济
进行了交流。同时，甘肃交通还精心谋划“项目
包”，积极配套“政策包”，通过上门对接和“云招

商”的形式，向百强央企、民企推出了总投资约
1300亿元的10个国家收费公路和10个路衍经济
优质项目。于是，我再次竖起拇指给甘肃交通点
赞。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喜欢听听当地的故事。
此行最触动我的是嘉峪关“八棵树”的故事——

风沙肆虐的戈壁荒漠，种活一棵树跟养大一
个娃一样难。20世纪 50年代，一位叫郑占乾的
养路工，在艰辛工作之余，带领职工和有四个月
身孕的妻子，用炉棍和铁勺凿开坚硬的砂土，把
刚刚返青的杨树枝条种下去。历经千辛万苦，最
终有八棵树苗活了下来，成为戈壁公路上最耀眼
的地标。虽然，种下“八棵树”的郑占乾已去世，
但他的名字和“八棵树”精神在甘肃交通人之间
久久流传。

“扎根戈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甘当路
石”，乘车在宽阔平整的甘肃道路上前行，路旁的
风景如诗如画，那几个字如同电影的旁白，不时
在眼前闪现……这纵横交错的路网，是甘肃经济
社会腾飞的保障，也是助推甘肃人民向前迈进的
底气。

点赞甘肃，点赞甘肃交通。一路走过，处处
好风光！

我的歌，是一道静静的水流穿城而
过，本是悠闲，而后激越。越是荒漠，越是
悲壮，转转折折，许许多多。

在中国的西北偏北，有一片广阔而秀
丽的存在，那里充满着粗粝的深刻，那里
有着隐秘的宁静，那里埋藏着民族古老的
文化瑰宝，那里诉说着一个又一个真实而
虚幻的故事……

那里，河岳根源，羲轩桑梓，是华夏上
古神话的摇篮；那里，出使西域，凿空之
旅，是中国面向未知世界的门户；那里，张
国臂掖，烨烨敦煌，是我盛世家园的浓彩
缩影。

是的，“那里”就是甘肃。
甘肃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地方，也是中

华民族的发祥地和华夏文化的起源地。
远在旧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在
这片土地上繁衍、劳作、生息。以造文字、
创历法而列为三皇之首的人文始祖伏羲
就诞生在这里。远在距今 8000 年前，甘
肃境内的渭河、泾河出现了中国北方最早
的农业，成为黄河流域灿烂文化的开端。

汉唐以来，甘肃更是中西文化、贸易
往来的重要通衢。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横穿甘肃。丝绸之路，一条无与伦比的东
西方历史交流大道，一段让无数旅游者魂
牵梦萦的旅程。在它的繁盛时期，勇敢的
商队，从古都长安出发，穿越河西走廊，翻
越葱岭，到达欧洲。

汇集无数历史遗珍和千姿百态地貌
类型的甘肃，被誉为丝绸之路的黄金路
段。据了解，丝绸之路在甘肃境内绵延
1600 多公里，占总里程的近四分之一。
这段“黄金之路”东起甘肃天水、平凉两大
门户，途经兰州、武威、金昌、张掖、酒泉、
嘉峪关，西行至敦煌。

由此，甘肃作为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
黄金路段和枢纽地带，成为东西方的贸易
大通道和文明大动脉，谱写了人类历史上

中西文明交流、古今文化交汇、民族风情
交融、多样地貌交错、宗教艺术交织的“交
响曲”。

在甘肃，敦煌文化、长城文化、黄河文
化、始祖文化等交相辉映，历史古迹遗址
遍布全省。这里不仅有享誉中外的千年
莫高窟，还有嘉峪关长城、麦积山石窟等
7 处世界文化遗产，彩陶、汉简等遗存数
量和价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中国四大石窟，有两个在甘肃。其
中，敦煌莫高窟，被誉为人类的“文化圣
殿”，飞天千年的守望。它是一座汇集了
十六国、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
夏、元等朝代，由700多个洞窟、2400多尊
雕塑、4.5 万平方米壁画和 5 万多件敦煌
遗书构成的戈壁绿洲中的“佛国天堂”。
麦积山石窟，开凿于十六国后秦时代，荟
萃历代7200多尊泥塑像和1000多平方米
壁画，泥塑佛像大的高达十几米，小的仅
有20厘米，其雕塑之精美被誉为“东方艺
术雕塑馆”。

甘肃不仅是集高山、冰川、绿洲、彩
丘、沙漠、戈壁等众多极致风光为一体屹
立数千万年的“风景走廊”，还是集长城、
边关、古城、石窟等众多文化遗产于一身
的纵横千年的“文明走廊”。历史跨越数
千载，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在此繁衍生
息，黄河流域灿烂文化滥觞于此，中国文
化的真实烙印就在这里。苍苍莽莽的黄
土高原上，天水、武威、张掖、酒泉、敦煌，
这些名字延续上千年，经过漫长风沙的洗
礼，留下的是别具一格的自然古朴与沧桑
宁静。

一步千年，一眼万里。曾经的丝路
苦旅和艰难跋涉已成为昨天的记忆，今
天海内外无数旅游者正沿着丝绸之路甘
肃黄金段，重返历史的长河，追寻丝路文
明的精神家园，续写人类文明交流的新
篇章！

何萍萍（住澳门省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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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恒（住澳门省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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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兆贤（住香港省政协委员）

一步千年一眼万里

历史文明是陇原大地的根脉

王其武（住香港省政协委员）

陇上有“江南”
道不尽温柔写不完繁华

看甘肃看甘肃
港澳委员港澳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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