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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故事传说

嘉峪关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系万里长城之起点，丝绸之路之关隘。它

踏戈壁、倚祁连，傲然雄踞在广袤的漠野上。这里有明长城的遗迹，有魏

晋时期的古墓群，有游牧民族刻绘的岩画，有绿洲、碑碣、驼铃……处处

闪烁着灿烂的古文化。九眼泉、定城砖、火烧滩、晾经台、手印石、击石

燕鸣等传说故事，在嘉峪关民间流传较为广泛，对广大民众的生活有着深

刻的影响。嘉峪关民间故事具有故事性强、情节生动、口语化、格调明

快、想象奇特丰富、常用夸张和比喻、艺术感染力强等特点。内容上它来

自民间，反映的多是民间生活，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古代边关将士的

事迹，也有各类动植物的传说。这些故事传说充分展现了嘉峪关这片土地

的历史发展和地域特征，反映了扎根这片土地上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和

智慧。

嘉峪关位于甘肃嘉峪关市向西 5公里处，是明长城西端的第一重关，

万里长城西端起点，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嘉峪关始建于明洪武

五年（公元 1372年），先后经过 168年的修建，成为万里长城沿线最为壮

观的关城。嘉峪关两翼的城墙横穿沙漠戈壁，向北 8 公里连黑山悬壁长

城，向南 7公里接天下第一墩，自古为河西第一隘口。嘉峪关由内城、外

城、城壕三道防线成重叠并守之势，壁垒森严，与长城连为一体，形成五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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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文化丛书 嘉峪关非物质文化遗产

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一百里一城的军事防御体系。关城以内

城为主，周长为 640米，面积为 2.5万平方米，城高为 10.7米，以黄土夯

筑而成，西侧以砖包墙，雄伟坚固。内城开东西两门，东为“光化门”，

西为“柔远门”，意为以怀柔而致远，安定西陲。门台上建有三层歇山顶

式建筑。东西门各有一瓮城围护，西门外有一罗城，与外城南北墙相连，

由“嘉峪关门”通往关外，上建嘉峪关楼。嘉峪关内城墙上还建有箭楼、

敌楼、角楼、阁楼、闸门楼等共 14座，关城内建有游击将军府、井亭、

文昌阁，东门外建有关帝庙、牌楼、戏楼等。

嘉峪关故事传说的精彩故事主要有：

选址建关：明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派征虏大将军冯胜率兵西进追

歼元朝的残兵败将，一路所向披靡，直取河西走廊，大破元兵于甘州（今

张掖） 一带，进军肃州（今酒泉） 直达居延海、玉门关外，为收复河西建

立了奇功。朱元璋为了巩固西北边陲，遂命冯胜将军在河西建关设防。冯

胜将军遵旨带众将领骑马日行夜宿，仔细观察地形，可是所到之处宽度大

都在 100公里以上，哪里找得到适合建关的地方。正在冯胜将军及众将领

发愁之际，他们来到了肃州西面约 25公里的嘉峪山下，但见这里祁连山

雄峙于南，马鬃山耸立于北，西接群山大漠，东连平畴绿野，依山靠水，

地势险要。冯胜将军遂率众将领骑马涉过“九眼泉”，登上嘉峪山，再仔

细观看了山形水势，情不自禁地赞叹道：“此地乃咽喉之地，建关地势天

成，妙哉！”众将领也一致认为：“此地峡谷似瓶，易守难攻，在此修建

关口，定然固若金汤！”于是，冯胜将军就将关址选定在此处，并立即派

人破土动工，不到一年就修筑了周长为二百二十丈的嘉峪雄关。

定城砖：相传明正德年间，有一位名叫易开占的修关工匠，精通九九

算法，所有建筑，只要经他计算，用工用料都十分准确和节省。监督修关

的监事官不信，要他计算嘉峪关用砖数量，易开占经过详细计算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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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块砖。”监事官依言发砖，并说：“如果多出一

块或少一块，都要砍掉你的脑袋，罚众工匠劳役三年。”嘉峪关城竣工后，

只剩下一块砖放置在西瓮城门楼后檐台上。监事官发觉后大喜，正想借此

克扣易开占和众工匠的工钱。哪知易开占不慌不忙地说：“此砖是定城

砖，如果搬动，城楼便会倒塌。”监事官听后大惊，不敢再追究。从此以

后，这块砖就一直放在原地，谁也不敢搬动，到现在此砖仍保留在嘉峪关

城楼之上。

冰道运石：当初，修建嘉峪关城时，需要成千上万长 2米、宽 0.5米、

厚 0.3米的石条，工匠们在黑山将石条凿好后，却抬不起拉不动，且山高

路远无法运输，大伙看着石条发愁。眼看隆冬季节就要到了，石条还没从

山里运出一块，若要耽误工期，没有工钱是小事，这脑袋可就难保了。正

当大家长吁短叹之时，忽然听到山顶一声闷雷，从云端飘下一幅锦绸，众

工匠赶紧接住，只见上面若隐若现有几行字，大家看后恍然大悟。等冬季

到来后，众人从山上往关城修一条路，在路面泼上水，使其结成一条冰

道，然后把石条放在冰道上滑行运输，结果非常顺利地把石条运到了嘉峪

关城下，不但没有延误时间，反而节省了工期。众工匠为了感谢上苍护

佑，在关城附近修建庙宇，供奉神位。这些庙宇成为工匠出师后必须参拜

的地方。

击石燕鸣：相传，古时有对燕子筑巢于嘉峪关柔远门内。一日清晨，

两只燕子一块出关觅食，日暮时，雌燕先飞了回来，等到雄燕飞回时，城

门已关闭无法入关，遂悲鸣触墙而死。为此，雌燕悲痛欲绝，不时发出

“啾啾”的燕鸣声，一直悲鸣到死。死后其灵魂不散，每当有人以石击墙，

就发出“啾啾”的燕鸣声，向人倾诉。古时，人们把在嘉峪关内能听到燕

鸣声视为吉祥之声。将军出关征战时，夫人就击墙祈福，后来发展到将士

出关前都带着眷属、子女一起到墙角击石祈福，以至于形成一种风俗。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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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文化丛书 嘉峪关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漫长纷繁的历史岁月中，生活在长城脚下的居民们，以嘉峪关关城

为基础，以嘉峪关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为依托，用极其丰富的想象力，表

达出人们不畏艰苦、与恶劣自然环境斗争的顽强毅力和劳动智慧，既描绘

出嘉峪关的历史面貌，又刻画了历史人物在嘉峪关的传奇故事。它们对广

大民众的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如《定城砖》《九眼泉》《选址建关》等故

事至少流传了一百多年。1907年 7月，著名探险家、历史学家奥雷尔·斯

坦因到嘉峪关进行考察，在他所写的考察报告中曾提及到《定城砖》的故

事传说。

嘉峪关故事传说以嘉峪关关城为基础，以嘉峪关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

为依托，用极其丰富的想象力，描绘出嘉峪关的历史面貌，刻画了历史人

物在嘉峪关的传奇故事。嘉峪关故事传说表达了人们不畏艰苦、与恶劣自

然环境斗争的顽强毅力和劳动智慧，是嘉峪关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

结出的文化果实，由民众世代口头相传，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代表性。

嘉峪关故事传说是生长于嘉峪关这块土地并深深扎根于民间，富有地

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口传文学作品，对嘉峪关历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

深远的影响。

嘉峪关故事传说在叙事方法上采用了顺叙、倒叙、插叙、叠叙等，在

描写手法上使用了肖像描写、语言描写、行为描写、心理描写等，在构思

技巧上使用了伏笔、讽刺等，在修辞艺术上使用了夸张、比喻等。

嘉峪关故事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嘉峪关的历史文化，如《长城的

来历》《定城砖》《关城选址》《李陵碑的传说》等，真实地反映了嘉峪关

的历史。

嘉峪关故事传说是古老的嘉峪关人传统文化的突出表现形式，寓含

嘉峪关人的精神、信仰、价值取向，涉及嘉峪关人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

具有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研究的特殊价值，已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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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嘉峪关故事传说由劳动人民世代口头相传，是劳动人民生产生活智慧

的结晶。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娱乐方式已发生很大的改变，

那些口口相传的故事已成为明日黄花，逐渐被人们遗忘和摒弃，只有为数

不多的高龄老人还记得当年曾经脍炙人口的故事。况且这些高龄老人也即

将离世，嘉峪关故事传说面临着失传的危机。因此，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

保存这项民间文化遗产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嘉峪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抢救性地进行了嘉峪关民间故

事的搜集、整理、编纂、成书工作，出版了《嘉峪关故事传说》，通过出

版书籍、拍摄影视作品等多种途径与渠道，弘扬这一独特的地方传统文

化。嘉峪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还将嘉峪关故事传说带进学校、搬进

课堂，让嘉峪关的孩子们从小就了解城市的历史，使嘉峪关故事传说世代

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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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石砚

早在一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用嘉峪石制作砚台。嘉峪关石砚，又

称“嘉砚”，产于甘肃省嘉峪关市的嘉峪山（黑山）。此山海拔为 2799米，

是嘉峪关市最高峰，属残丘地带。山后有峡，峡中溪流蜿蜒，长达百余

里，两面黑岩壁立，分青、绿、黄、赤、紫诸色，色泽绚丽，质地润泽，

为制砚上等良材。

嘉峪关石砚因材施艺、因色构图，其制作工序繁多，有采石、选料、

下料、设计、制坯、开膛、合口、雕刻、打磨、上光、配盒等。

嘉峪关石砚端庄厚重、古朴典雅、风格独特、工艺精巧，花色品种有

三边雕花砚、池头雕花砚、杂形雕花砚、自然雕花砚、素砚等五大类。嘉

峪关石砚有圆、椭圆、正方、长方等各种形状，各种图案形状不论拟人状

物、比鸟喻兽、类山临楼，均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这些精美绝伦的嘉峪

关石砚，远销国内外，是国际市场上享誉极高的珍品。

砚石质地润泽，色彩绚丽，青、绿、赤、黄等条纹的石料为制砚上等

良材。

制作工序繁多，有采石、选料、下料、设计、制坯、开膛、合口、雕

刻、打磨、上光、配盒等。

嘉峪石砚充分利用天然形成的石块，经过巧妙的构思，精雕细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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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它古朴典雅，精美无比，具有很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也是馈赠亲朋

好友的珍贵礼品。

嘉峪石砚是我国最古老的石砚之一，早在 17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

用嘉峪石制作砚台。《敦煌杂抄》中载：“嘉峪山，石可做砚”，石呈青、

绿等五色，且具有质地润泽、既不废笔又不废墨之特点，为一时之佳砚。

梁披云《中国书法大辞典》中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兰州明嘉靖年

间兵部尚书彭泽（字济物，兰州人） 的墓葬中出土一方仿古琴单砚，砚背

铭刻“嘉峪石砚”。该石砚长 18.5厘米，宽 7.5厘米，现藏于甘肃省博物

馆，砚为古琴形。

我国现存最早的砚是在战国至秦初的墓葬中发现的，而砚作为研磨器

而存在则要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属彩陶文化中仰韶文化时期的遗物。直到

汉代，砚仍然留有研磨器的影子，但已趋成熟，经隋唐、两宋、元明清不

断发展提高而成体系。嘉峪关石砚的制作，已有 1700多年的历史，以其

质地润泽、既不废笔又不废墨的特点，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及书法艺术

的流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嘉峪石砚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

项。砚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文化史，我国是东方文明古国，在几千年漫长

的岁月中，逐渐偏重于向欣赏的方向发展，石砚逐渐成为一种具有较高价

值的艺术品。

嘉峪石砚的制作工艺是中国最传统的民间工艺，采用打磨雕刻等纯手

工技艺对石料进行制作，每道工序手法细腻，精确度高。这些生产技艺是

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的智慧结晶，且难以为现代技术所替代。

嘉峪石砚古朴典雅，精美无比，很耐观赏。因此，它具有很高的观赏

和收藏价值，也是馈赠亲朋好友的珍贵礼品。

一般情况下，嘉峪石砚从选料、设计到雕刻都是由一个人完成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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