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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风物故事

张掖城的来历

说起张掖城的来历，那已经是 2100 多年前的事了。西汉名将霍去
病两次出兵，完成了河西归汉大业。之后，于元鼎六年 （公元前 111
年），建立了张掖郡，郡治觻得。但是，觻得究竟在何处，至今无考，
可以肯定地说，现在的张掖城不是觻得古城所在。那么，现在的张掖
城建于何年何月，这也是一个悬案，史书无载，民间倒是有这样的传
说。

老张掖城就是现在的黑水国 （张掖城西北）。一场铺天盖地的黑
风，湮没了盛极一时的觻得城，人民流离失所，郡王忧心如焚，他在
为重建新城而焦虑。新城究竟选在何处才能保其永远，这可不是儿戏。
派出了不少选城的官员，也提出了许多选出的城址，但前车之鉴，郡
王也不敢贸然行事。

一天，西边大路上蹒跚地走来一位云游和尚。有臣建议：云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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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甘州·故事

僧，见多识广，何不请他一晤？！郡王也觉得有理，就派人把那和尚请
来。郡王提及为选城址发愁的事，和尚笑道，区区小事，这有何难？
他说：“这里有铜钱一枚，我把它埋了，你们派人去找，只要找见铜
钱，城址也就找见了。”郡王一听十分高兴，城址之事有了着落，心里
的石头落了地。转念一想，岂不荒唐！小小铜钱，这和尚埋藏起来，
要寻着它，实在是大海捞针。心里虽然不悦，碍于和尚情面，也只好
依言而行。

和尚埋了铜钱，等于选定了城址。在他说来，也属轻而易举的事
情，但却苦了找铜钱的人。郡王有令，不得不寻，真正寻去，又无处
去寻，真是狗吃刺猬———无处下口。没办法，兵民齐动手，挖地寻铜
钱，其间劳苦自不待言。但是，挖地三尺，铜钱又到哪寻去？

突然，有人飞报郡王，大路上走来一个道士，扬言能寻得铜钱。
郡王得报，传令迅速来见。郡王见了道士，百般无奈，也就百般小心。
道士倒无所谓，谈笑风生，面无半点难色，海阔天空一番，方才转入
寻找铜钱这个正题。道士问郡王要了一根半尺银针，别无它求。郡王
也不敢多问，不知道士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道士手拿银针，一直往东南方走去，一路上也不言语，只顾走路。
随从赔着小心，人前马后，不敢有丝毫冲撞。一时三刻，来到一个去
处，但见芦荡阵阵，溪流潺潺，沃野平阔，燕舞莺歌。道士停住脚步，
取出银针，直冲冲向地下扎去，然后召唤随从动作。随从忙不迭刨去
沙土，露出铜钱一枚，那银针不偏不倚，刚好扎在铜钱眼里，再验铜
钱，正是和尚埋掉的那枚。自然张掖城的城址也就选定了。郡王马上
传令，以这一点为中心，向四面扩张，重建张掖城。这就是民间流传
的现在张掖城的来历。

据说，埋铜钱的地方就是现在的鼓楼门洞内的十字交叉点。这一
点是张掖东南西北四条大街的轴心，上承乾，下依坤，六面熠熠生辉，
万代炎炎永昌。

（多红斌 王民生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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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张掖的由来

祁连山下的古城张掖，因“张中国之臂掖以通西域”而得名，为
啥在此名前加一个“金”字呢？传说，这是黑水国的臣民为逃避一场
大灾时得来的。

一天，一位白发老人得知黑风怪要在这天夜里兴风作浪，企图霸
占黑水国国都，便急忙进城通报。为防意外，他以卖桃梨为名，沿街
喊叫：“桃———梨”、“卖桃梨———桃梨———”，可他口喊卖梨，却既
不带梨又走得飞快。

这一情况，被新到的隋朝大将韩世龙发现，悟出其中的原意：
“桃梨”不就是“逃离”吗？于是，他迅速组织军民撤离了城池。子时
逃离城外，卯时便大风骤起，黑风黄沙很快把黑河岸畔一座金碧辉煌
的国都掩埋了。

匆匆逃离国都的人们，扶老携幼，背井离乡，沿祁连山而行，找
一些天然岩穴、牧人窑洞，避风挡雨，御寒防暑。

且说灾民中有一位老伯，年轻时在国王逼迫下，曾带当地百姓离
开家乡，到南山淘金，以装饰国都殿堂。但是到了殿堂修成，金库装
满，狠心的国王便放水淹了金洞。

老伯想到了过去的黄金洞，便带着灾民跋山涉水，向当年的黄金
山沟走去。他们整整走了九天九夜，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终于进入这
条山沟。

老伯抬头一看，弯弯曲曲的山沟里，灯火辉煌，如同白昼；两边
山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运木的运木，搬石的搬石；沟里丁当作
响，打铁的打铁，锯木的锯木，砌墙的砌墙，好一派忙碌景象！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看花了眼，领错了路，两腿再也挪不动步了。

地方风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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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这儿金洞被水淹没时的临时工棚，已一间不剩，今夜却有这么多
人在大兴土木，到底是咋回事？

这时一位白发老人笑呵呵地走过来对老伯说：“老兄弟，你是金
沟的始祖，如今旧地重游，我等特来欢迎。”跟在白发来人后边的随从
们，忙搀扶着一些年老体弱的灾民，紧跟两位老人走去，进入一座新
崭崭、亮堂堂的大殿，大家抬头一看，但见满殿金光四射，檩柱椽梁，
雕龙塑凤，家什用具，无一不是赤金所做。

老伯虽淘金大半辈子，可还从未领略过这么多的金具，更未去过
这般豪华的殿堂。白发老人看他发呆，便笑了笑，谦和地说：“老弟
当年踏遍祁连山川，找到了金山，在金沟熬了多半辈子，给国王修了
金殿，后来他过河拆桥舍弃了你们，如今得到可悲下场，也是活该。
今天你们来到这里，就跟大伙一起在这殿堂住下，尽情享受你们本该
享受的一切！”
“不敢，不敢！”老伯连连摇头说：“我们都是地道的穷苦人，凭

手艺吃饭，可享不了这个洪福啊！”
“谁说你们不能享受？”白发老人安慰道：“你们为天子造福，他

住进金殿，却为非作歹，欺压你们，认敌为友，如今上了黑风怪的当，
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他做了坏事，罪有应得，可我们不能昧着良心，乱占他人财物。”

老伯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凭自己的双手劳动过活。”
白发老人说：“这是你们亲手所造，谁造归谁，理所当然。”
“不不不！”老伯还是一个劲地推却：“这是举国上下的能工巧匠

们造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
白发老人见老伯执意不肯在这里久呆了，那些跟着他的人，也表

达了同样的意愿，便领他们到金山沟里走走。
各路工匠正在忙着为他们修建住宅。老伯一一招呼，并谢过他们，

然后对白发老人说：“大伙的好意，我代表灾民心领了，请工匠们赶
快收工，各回各家。这黄金沟虽好，却不是我们久居之地，这里既不
能种庄稼，又不能放牛羊，黄金虽好，却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穿呀！
所以我们还是返回祁连原野，重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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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老人一听，觉得言之有理，请他们吃过便饭，歇了一会儿，
只得送他们回去。

临走时，各路工匠纷纷赶来送行，他们都带来了礼物赠给灾民。
铁匠送了铁锄，好让他们回去开荒种田；石匠送了石磨，好让他们推
磨碾米；农民送了种子，好让他们在新开垦的荒地里种植庄稼；唯有
木匠特别，既不给斧，也不给杖，却使劲往他们褡裢里装黄色刨卷，
直到把他们所有的褡裢都装满为止。

灾民觉得奇怪，别的工匠送的均是有用之物，木匠送刨卷有何用处？
白发老人说：“不要嫌弃，即送之则受之，带着自会有用处。”
老伯也好觉得这刨卷很适用，要是一路上遇上连阴雨，它便是生

火做饭的燃料。一切准备就绪后，灾民们离开金沟，到山外寻找安家
之地。

他们沿着黑河走了三九二十七天，来到一处土地平坦、水草丰美
的地方，这儿的人们正在兴修城池，造城的人问他们从何处而来，老
伯一一回答。领工的看他们都是受苦人，便收下了他们。灾民们立即
分成两路，一路人马开荒造田，一路人马加入建城行列。

灾民们顾不上长途跋涉的劳累，便搭锅做饭，从黑河里挑来水，
又找些柴火，不知谁想到褡裢的刨卷。好在路上没遇上阴天，柴火又
很充裕，褡裢里的刨卷，一次也没用，现在正好派上用场。

怪，从褡裢里倒出来的刨卷，竟变成了金卷、金条、金粉。尤其
是老伯褡裢里的黄金，像流水似的淌着，直倒个没完。

直到这时，有些人才后悔了。因为他们当初不愿多装，有些人一
路上还觉得背着碍事，偷偷撒了许多。

吃过饭，突然失踪了一些人，他们不是怕修城太苦，而是去找黄
金去了。他们走过的路上，处处都是黄金。奔腾的河水也闪着金光，
因为有些人把刨卷偷偷地扔在水里，入河的黄金随着水滚动，放着耀
眼的金光。

于是，有人便在“张掖”的前头加上一个闪光的“金”字，不仅
张中国之臂掖，而且使之永远闪烁富饶的金光。

（潘竞万 整理）

地方风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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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得名

黑河，相传是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给起的名字。原委是这样：当
年，霍去病奉武帝之命，指挥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地来到焉支山下。
他选择在水草丰茂、能攻能守的山丹大草滩边的一个地方扎下营盘，
这个地方后来人们就叫成了“霍城”。霍去病以此为根据地，是准备全
面攻击河西一带的匈奴。

在霍城西北方向百里之外的大河岸旁，有座小城堡叫“柳树城”。
此城与霍城呈掎角之势，若发兵进击，攻可做跳板，守则有退路，是
个理想的军事要塞。所以霍将军指挥部下攻占了柳树城。

由于连年战乱，柳树城中没有多少人家。霍军刚扎好营盘，就听
见战鼓咚咚，杀声震天。霍将军急忙登上城头想看个究竟，呀！只见
城西、城北烟尘滚滚，两股匈奴兵骑马挥刀，大喊大叫地冲杀过来，
霍军火速迎击。两军交战，霍军损失惨重，不得不撤进城堡。匈奴兵
乘势将城堡团团围住，企图困死霍军。

面临如此险境，霍将军彻夜难眠，苦思破敌良策。午夜时分，他
登上城头，只见匈奴兵的篝火多如满天星斗，一望无际。霍将军想，
看来硬拼是不行了，只能智战，想着想着就睡着了。这时，他见一位
彪形黑汉笑吟吟地走到他的面前，嘴里自言自语地嘟囔着：“草守城，
马加铃，羊撞鼓，鼠打洞，人走东，龙西行。”霍将军也情不自禁地大
声念叨着这些话。不等随从发问，霍将军一阵风地回到营帐，召集众
将领，按刚才嘴里念的这个喻义，布置了一番。柳树堡又陷入沉寂之
中。

天亮之后，匈奴官兵见城内死寂一般，疑有诡计，不敢轻举妄动，
只得叮嘱守兵把好各个城门，严防霍军突围。一连数日，城内仍然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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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一般，引起匈奴军的怀疑，令其守兵细听城中动静。守兵回报：
“城里有马嘶鼓响，铃声丁当。”又过了一天，还是这般寂静，匈奴兵
头目更加疑惑了，便派几个精悍的人，小心翼翼地爬上城头一看，大
声喊道“不好，上当了！城里没人。”当匈奴兵打开城门冲进去才发
现，只有几匹瘦马脖子上挂着铃铛，一些山羊摇铃击鼓，寥寥无几个
披假甲的草人。

匈奴军恼羞成怒：“难道霍军插翅膀飞了？”于是搜遍全城，果然
在东城墙角下发现一个出城洞口，令兵士进去探寻。这些兵士还未走
出地道口，一股大水汹涌冲来，淹没了匈奴兵。

原来，霍军从地道出城后，派人将城东南方的一条河引至地道口，
等匈奴兵攻进城内，霍军守住城门，“关起门来淹人”，挖开堤坝放水
淹城，匈奴兵大部分被淹死，少部逃出。跑出来的匈奴兵奔至黑山口
时，又被埋伏在此处的霍军一举歼灭。

霍去病率军得胜再过柳树城时，往日的城堡已成汪洋一片，那条
河的水也越来越大，改道向西北方向蜿蜒流去。霍将军勒马望着河流
沉思片刻，对将士们说：“这条河就叫黑河吧！”众将士不解，他说：
“这次败敌之策，全仗那位黑汉在梦中授予十八字的破阵法，全歼匈奴
又在黑山口。你们说，这条河该不该叫‘黑河’呢？”众将士一听，异
口同声地大声疾呼：“该！”众声震天，回荡旷里，溶入黑河，化作惊
涛骇浪，轰鸣不止。

从那以后，黑河就有了正式名字。

（安培兰 整理）

地方风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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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红柳

在祁连山下蜿蜒百里的黑河边上，生长着茂密的红柳。这些红柳
姿态美观，色泽鲜艳，枝条柔韧，历时千年盘根错节长生不衰，涵养
着黑河流域水土，对甘州的生态保护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说起黑河
边的红柳来，当地还流传着一个几乎失传的故事。

传说很早以前，黑河边上住着一户姓王的人家，家里只有母女俩
相依为命。母亲年老多病，但还挣扎着和女儿务弄几亩薄田。女儿芳
龄十六，已经出落得美若天仙。农闲时，姑娘就赶着十几只羊在黑河
边放牧，母女俩日子过得十分清苦。

有一年，遭遇大旱，农历五月份了，黑河没有流下一滴水，眼看
田里的作物马上就要枯死了，愁得母女俩天天朝黑河上游展望。黑河
缺水，岸边草场干枯，姑娘只好赶着羊群到上游去放牧。一天，姑娘
在河边赶着羊晃晃悠悠地走着，突然，看见脚下的草丛里有个野鸡窝，
窝里有五个野鸡蛋，她喜出望外，捡起那几个蛋后，就匆忙赶着羊群
回家去。她想，家里已经断粮好几天了，老母这会儿正在挨饿，赶快
回到家里把这几个野鸡蛋煮熟给老母补补身子骨。她走到半路，忽然
看见一个柴门口躺着一位老太太，饿得不断地呻吟。姑娘非常同情老
太太，也没多想什么，赶紧进屋烧起灶火，将那五个野鸡蛋煮熟，一
个一个地喂给了那位老太太。老太太吃了野鸡蛋又咳嗽得不得了。姑
娘更加不安，又赶快到黑河边上去采药。她走遍了黑河沿岸，采到了
一些甘草根和薄荷叶。回到老太太家里，她把那些草药熬成汤让老太
太喝了下去。老太太的病好了，姑娘也长长松了一口气。

据说，老太太是神仙化身的，刚才她是有意试探姑娘的心肠。姑
娘的善良深深地感动了老太太！老太太从手腕上摘下一个手镯送给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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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作为谢礼。姑娘硬是不要，说：“帮助您是我应该做的。手镯很好
看，但穷苦人家的丫头不需要打扮。再说，今年干旱，我们连命都保
不住，手镯更是不必戴了。再次谢谢您的好意！”老太太说：“这不是
普通的手镯，这是求雨的宝贝！只要你想让老天下雨，念上我教你的
几句真言咒语，再将镯子对着天空，在镯圈里吹上三口气，天就下开
雨了。”接着，老太太把真言咒语教给了姑娘。姑娘接过手镯，正想给
老太太鞠躬道谢，可那老太太化作一股清风不见了！

姑娘把手镯戴在手腕上，高高兴兴地回到家，把今天的奇遇给母
亲说了一遍。母亲听了十分惊奇，连忙让女儿把手镯取下来试试灵验
不灵验。姑娘就按照老太太教的方法，把镯子对着天空，念念真言咒
语，然后对准镯圈吹了三口气。霎时间，天空乌云遍布，大雨倾盆，
整整下了一夜。第二天，田地里濒临枯死的庄稼又生机盎然。母女俩
自从有了玉镯，田里的庄稼年年都是好收成。坡上的水草也茂盛起来，
羊群也从当初的十几只增长到五六十只。村里的平民百姓也和王家母
女俩一样，日子越过越好了起来。这件事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
百传千千万，不久就传到了乌江黑河湾的许财主耳朵里。许财主是个
贪婪、奸诈、好色、凶暴的家伙。在此之前，他就对王姑娘早已是垂
涎三尺，只是等待机会抢过来做他的四姨太。这天，听到姑娘手上有
个宝贝镯子后，更是寝食难安，暗暗下了狠心，一定要弄个人货俱全！

一天，许财主骑着高头大马，带着手下一帮打手沿着黑河逆流而
上，来到了姑娘放羊的地方。他下马走到姑娘面前，深深鞠了一躬，
嬉皮笑脸地说：“王妹妹，老生这厢有礼了！”姑娘瞪了他一眼，扭身
赶着羊群就走。许财主慌忙跟了上去，拦住姑娘，说：“今天我来就
是看下你的什么宝贝玉镯，看下东西我立马走人，要是看不见东西，
你走到哪，我跟到哪。”天真的姑娘信以为真，以为许财主看完玉镯后
不会纠缠，就把玉镯递了过去。许财主拿到玉镯后，就马上变脸，对
手下的那群打手喊：“给我抓住这个黄毛丫头，回家与我拜堂成亲！”。
那帮无赖一下子拥了上来，姑娘看势不妙，顺着河边撒腿就跑。许财
主和手下人穷追不舍，姑娘一个劲儿地跑。慌乱之中，姑娘被一块石
头绊倒，一下子掉进了黑河。她一边大呼“救命”，一边用手抓撕着河

地方风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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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翠绿的柳条。顷刻间，姑娘的手被柳枝条划破了，鲜血把沿岸的绿
柳染成了“红柳”。一个浪头打来，可怜的姑娘就再也没有爬上岸来，
她被滔滔的黑河水吞没了。

许财主见姑娘坠入黑河中，营救无望，便回到了自己家中。许财
主拿着镯子，如获至宝，胡乱折腾，结果这镯子就是不灵验！他十分
懊悔，后悔自己没有从王姑娘口中套出真言咒语。他想，黑河北岸的
北武当山上的高僧，有可能知道镯子的咒语。于是，决定到北武当山
上寻找高僧讨教讨教。第二天，许财主拿着手镯，坐着轿子前往北武
当山。过了黑河吊桥没走多远，突然，他从窗户中看见一个身穿红衣
美若天仙的女子姗姗走来。他赶忙叫人停下轿子，简单整理了一下自
己的服饰，迎上前去对那女子深深鞠一躬，色迷迷地说：“姑娘，老
生这厢有礼了。”红衣女子停下脚步问：“你是谁呀？”许财主摆出一
副派头说：“我就是黑河南岸乌江黑河湾有名的许财主呀！”红衣女子
拖腔拖调地说：“呦———原来你就是那个许财主啊！”许财主一看那女
子不但没有恼气，反而流露出对自己仰慕的表情，就迫不及待地说：
“姑娘，我家有良田千亩，家财万贯，又得了个能下雨的宝贝玉镯，你
若嫁给我做四姨太，我保你荣华富贵！”女子说：“要做你的四姨太也
可以，我必须要你手里的那个玉镯作聘礼。”许财主想，她做了我四姨
太，那宝贝不就还是我的吗？于是就答应女子说：“也行！但你必须
马上回去和我拜堂成亲。”女子说：“只要你现在把玉镯交给我，我可
以答应你的条件！”许财主又想，这女子年轻貌美，赛过仙女，肯填我
四房，真是天上难寻、地上难觅的美人！我今天先回去和她成亲，过
几天再找高僧也不迟。他眼珠子滴溜溜地一转，连忙把镯子递给女子，
并让女子跟着轿子和他一起回家。

轿子刚走上黑河吊桥，女子把身上披的红斗篷一扬，只见一道红
光覆盖了黑河两岸的柳丛，绿柳霎时间变成了红柳。突然，女子用力
一推轿子，许财主连人带轿跌入黑河，一命呜呼。许财主的家丁们见
闯了大祸，四散而逃。

后来，人们传说，那个红衣女子和老太太就是黑河下游香姑寺里
的香姑化身。香姑为了让人们记住这个血淋淋的教训，点化人们弃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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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善，便将黑河两岸的绿柳变成红柳了。王姑娘和她的母亲落水后都
被香姑救了，香姑点化她们成了寺里的神仙。许财主呢？香姑把他的
灵魂囚禁在北武当山里的一个黑风洞里去了。直到今天，有人到黑风
洞洞口探望，还感觉里面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

（张 军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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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钟鼓楼

位于甘州区市中心的钟鼓楼，是古甘州有名的八景之一。在甘州
民间有句顺口溜“甘州有个钟鼓楼，半截子攮到云里头”，在老百姓眼
里，钟鼓楼显得雄伟壮观。

钟鼓楼是怎样建成的呢？为什么要将钟鼓楼修建在这个位置？这
在史书上尚未有记载，但在民间却又许多神奇的传说。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生活在黑河以西的一个城堡
里，人们相互之间和睦相处，共同生活。城堡外面是宽广平坦的平原，
水草丰美，气候宜人，人们在这里耕耘、放牧，过着太平、安详的生
活。
一天深夜，狂风呼叫，乌云滚滚，闪电雷鸣震耳欲聋，狂风卷着

沙石向这片土地侵袭了过来，树木、房屋、城墙遇见了狂风如同散了
骨架一样，全部倒塌了，人在疾风中轻如树叶，被刮得无影无踪了，
人们惊呆了，是什么怪物竟如此肆虐来残害生灵？风，整整刮了一夜，
第二天，城池不见了，百姓不见了，房屋也不见了，展现在眼前的是
一座巨大的沙丘和残砖烂瓦。

一段时间过去了，一位君王带领幸存下来的人们要重新建立一个
新的家园，他们四处奔波，观山水、察地理，要将新的家园建立在一
个安全的地带。可是，要在哪里修建呢？人们犯难了。

一天，有人发现被风沙掩埋的旧城池上的门匾，被大风刮到了东
边 20 公里以外的一个地方，那门匾已经被沙石击撞的面目全非了。门
匾被风吹到了这么远的地方，而且是被毁城池中惟一遗留下来的东西，
的确令人吃惊。再看这门匾降落的四周，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林草
茂盛，溪流纵横，芦苇荡漾，人们为这样的一块风水宝地而惊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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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门匾既然被风刮到这个地方，这是天意，天意要将我们
的家园修建在这个地方。

于是，人们就决定以门匾落地的地方为中心，建立一座新的城池。
大伙儿搬起匾额的时候，发现在匾额下边有一眼清泉，泉水清澈见底。

在泉上建城，必须先把泉眼填埋了才行。大家运来砂石，倒入泉
中，将泉填平。然而，一夜过去后，泉水冲走了所有的砂石，又清澈
碧透。人们这次先运来石头，将石头填入泉中，再将砂石填入石头缝
隙中，就这样，将泉眼填埋的没有一丝的缝隙。可是，到了第二天，
人们发现那眼泉水依然清澈见底，而填进去的石头和沙料却不见了踪
影。原来，这是一眼神泉，泉下有九条巨龙在生存，用砂石是填埋不
掉的，填多少都是无济于事！

砂石填不了泉眼，人们就铸造了一口大铁锅扣在上面，再用砂石
填埋四周。但是，泉水仍然从铁锅四周和砂石缝隙中涌出。能工巧匠
们都使出了自己的绝招，谁也无法治理那一眼神泉之水。

人们煞费心机，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这时，从远处走来一位白
须老道，手里拿着一个银碗，那碗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道人口中
念念有词，将银碗扣入泉水正中央，泉水即刻止住了。人们知道是神
仙降临了，大家肃然起敬，顶礼膜拜。

老道嘱咐大家：欲想在此建城，要永久填平此泉才行。要填平此
泉，只有在泉上建立一座三层楼房，名曰“钟鼓楼”。说罢，留下一卷
图纸，飘然离去。

展开图纸，上面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人们依据图纸，很
快建起了一座钟鼓楼。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甘州城里的钟鼓楼。

选择的新城池，确实是一块金不换的风水宝地，这里水泊处处，
溪流潺潺，池塘遍地。从此，人们在这里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祖祖
辈辈几千年来创造着美好的家园，因而，也给我们留下了：“一城山
光，半城塔影，连片苇溪，遍地古刹”的美好景象，钟鼓楼便成了历
代甘州人民的骄傲。

（张 兰 整理）

地方风物故事

13·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