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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赤壁

东坡赤壁是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国家AAA级旅游

景区、省级风景名胜区。集

文物保护、山水观光、人文

体验、休闲等娱乐功能为一

体。东坡赤壁位于古城黄州

的西北边。

在湖北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古镇。

置身其间，不仅闻到了其深厚文化的芬芳，更被它们昨天和

今天的奇特而绚丽的故事所陶醉。

寻迹而去，有樱花烂漫的迷恋，有“道可道，非常道”的道

法，有三峡奔涌的狂放，有赤壁之战的沉稳，古今融贯、刚

柔兼备，这样的湖北怎能不动心。湖北的古镇最具有代表性

的有鱼木寨、谋道、昭君村。

湖北
HU BEI



古琴台

古琴台，又名俞伯牙台，位于

武汉市汉阳区，是为纪念俞

伯牙弹琴遇知音钟子期而修

建的纪念性建筑。古琴台东

对龟山、北临月湖，湖景相

映，景色秀丽，幽静宜人，文

化内涵丰富。

神农架

远古时期，神农架林区还是

一片汪洋大海，经燕山和喜

马拉雅运动逐渐提升成为多

级陆地，并形成了神农架群

和马槽园群等具有鲜明地方

特色的地层。

恩施玉露

恩施玉露，发源于现恩施市芭蕉

乡一带，相传于清康熙年间，恩

施芭蕉黄连溪有一兰姓茶商，垒

灶研制，所制茶叶，外形紧圆、

坚挺、色绿、毫白如玉，故称“玉

绿”。



2 湖北·

鱼木寨
鱼木寨，土家族山寨，位于鄂渝交界处，东距利川市61公里，

四周皆绝壁，占地6平方公里，居住着500多户土家山民。

历史
相传当年土司交战，鱼木寨的险要地势令对方久攻不下。数

月后守寨的马土司扔下活鱼挂在前来攻寨的谭土司帐前树

上，谭土司叹道：“要攻克此寨犹如缘木求鱼。”从此，鱼

木寨就有了这个名字。寨子是一个自然村，面积20平方公

里，2006年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鱼木寨明初属龙阳

峒土司，后归附石柱土司 ，万历十四年（1586年）编籍万

县，1955年划归利川。

特色景观
奇特关卡   鱼木寨关卡奇特，寨楼建在名曰“金扁担”的悬崖

脊上，当地人叫作“寨颈”。古栈道三阳关隐于老崖隙中，整

个山寨一个寨门进，一个卡门出，独特的地形地貌实属国内罕

见。寨上道路险峻，“亮梯子”建于绝壁之上，每级均用条石

一头插入岩壁，一头悬空建成。

古青石文化   漫步鱼木寨，你会融进浓浓的古青石文化氛围

中。屹立寨颈城堡式的古炮楼，古墓上巧夺天工的匾联、浮

雕，刻在青石板上的“训子篇”，凿在悬崖上的古栈道，还有

古城墙、石磨、石缸、石桌、石凳、石盆、石碾、石瓢、石

路……无一不是青石与鱼木寨人完美的结合。

民间十三陵

价值

鱼木寨的文化是刻在数
以百计的石碑上的，这
些石刻文化让土家人的
历史坚硬而恒久，在中
华文明史上独树一帜。
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誉
艺术价值。

聚焦

鱼木寨是全国保存最为
完好的土家族古寨。清
代前，鱼木寨人几乎全
为穴居，现存居住、织
布、榨油、铸币用崖穴多
处。另外，寨内还有古
墓群、古碑林、古栈道、
古寨门等。寨上石碑数
以百计，造型有塔式、
牌坊式、牌楼多层式、
圈顶式、平卧式等多种。
碑林中的“双寿居”集
马派雕刻艺术之大成，
几百名工匠雕凿3年，雕
出了6出戏剧故事中的
500多个人物造像，实为
稀世珍品。

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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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合渣   又名“懒豆渣”。在湖

北西南山区的恩施等地是民间

常吃的佐菜，在当地许多餐馆

已把它当成一道特色菜，来推

荐给游人。

交通
从利川汽车站乘车3小时就可以到；或者先从利川市坐班车到

谋道镇，再从谋道包车前往；也可以乘坐班车前往，谋道站内

有3趟班车到达鱼木寨。

购物

八峰氨基酸营养酒  氨
基酸营养酒，是以优质
高粱、小麦、玉米为原
料，经传统发酵工艺酿
制而成的纯粮酒为酒
基，辅以13种氨基酸、
B族维生素和10多味中
药材，采用传统工艺和
现代科学技术，精心勾
兑配制而成的低度营养
酒，风味独特，绵甜爽
口，回味悠长。长期饮
用，具有平衡营养，顺
气健胃，免疫调节，滋阴
壮阳，祛湿祛寒，促进
血液循环之功效。

谋道镇 水杉之乡

谋道镇原名磨刀溪，有水杉之乡的美称，位于湖北西大门，利川

西部。镇有1000多年历史，是晋代古南浦县遗址，镇域内有保存

完好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被称为“土家第一山寨”的鱼木

寨；有“南方最大的高山草场”之称的齐岳山；有伊甸园之称的

苏马荡，有黄中土司遗址船头寨；有白莲教遗址女儿寨。

历史
古镇谋道，历史悠久。古语有：“周属巴子国，民国施鹤道。

龙水汉砖历史久，四合甬钟文化早。蜀国故地磨刀溪，楚天

名镇桥头堡。”东连荆楚，南及湘黔自古兵家必争道；西接川

渝，北枕长江历来商贾称富豪。尚武磨刀，修文谋道。三国上

将关云长大丈夫垂宇宙磨刀；清时四川总督赵尔丰仕君子贯古

今谋道。历来被文人雅士津津乐道。

价值

谋道镇是湖北最西边的
高山乡镇，是湖北省旅
游名镇，湖北省25个重
点口子镇之一，有“黄
连之乡”、“水杉之乡”、
“黄花之乡”的美誉。

湖北·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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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景观
铜锣关   铜锣关是川鄂古道上的一道险关，位于今湖北利川谋

道西部，在谋道与鱼木寨之间。铜锣关紧靠鱼木寨，对面有一

石岩像一面巨大的铜锣，一根石柱柱酷似锣槌，铜锣关处则

有一大石鼓，当地童谣：“铜锣对石鼓，银子五万五，有人识得

破，买下重庆府。”

购物
富硒茶  恩施市因盛产富硒茶而久负盛名。尤以芭蕉侗族乡为

甚。恩施市山青水秀，空气清新，硒矿储量位居世界第一，

故所产茶叶无污染且富含人体必需的硒元素。长期饮用富硒

茶，是人体补充有机硒的最佳途径，具有抗癌防癌、抗高血

压、延缓衰老的功效。

美食
凤头姜   因其形似凤头而得名，其风味独特。鲜子姜无筋脆

嫩、富硒多汁、辛辣适中、美味可口，远销东南亚市场。

交通
利川市有班车到谋道镇，车程1个小时。

聚焦

土家族风情和自然风光  

据史书载：“谋道古称
‘蛮夷地’”，为古代巴
国南鄙，巴人早就在此
生息繁衍，故被历代统
治者称为“土蛮”、“土
夷”等。历史考证土家
族属于历史上土著居
民后裔，为土生土长的
少数民族。在土家族漫
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
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其
中服饰、民居、婚俗、
游艺、信仰等民俗别具
特色。这里民族风情
浓郁，榨油、织布、土
陶、水车、凉桥等遗迹
尚在，谋道民风淳朴，
交通便捷，谋道人勤劳
好客，这里远离华都，
是一处神奇的自然山水
和最具养身价值的生态
场，谋道以其“古、秀、
雄、奇、幽”成为天地间
灵性山水的绿色生态家
园，成为天地间最为厚
待生命的温床。

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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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龙坝村  
滚龙坝村位于恩施市崔家坝镇境内，该村山清水秀，风土人情

独特，文化传统深厚。2007年被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正式命名

为“中国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滚龙坝的文化遗存主要

以古民居与古墓葬为主。

历史
据《向氏宗源》记载，向氏先祖向大发，明官军头目，于崇祯

七年携眷征战，始于豫，复经楚，后因敌众我寡，在四川彭

水战败于张宪忠部，领其子孙及寥寥无几的士卒弃戈奔走，由

彭水经施州，数月有许，奔至滚龙坝挽草落户，向大发畏其追

捕，更名为向大旺。自向大旺来滚龙坝生息繁衍，已承传二十

代人，形成了一个人财兴旺发达的大家庭。

特色景观
石狮子屋   三门九排间多厅进砖木结构建筑，分左中右三屋。

中屋为石门，门两边墙上各饰一石狮头，头前踞立清道光十八

年打造石狮一对，故有石狮子屋称谓。中左屋为清进士、候选

学正堂向致道居住，右屋为清武进士、蓝翎都司向发道修建。

整幢房屋除左屋前二进及中屋亭子屋毁塌，余保存较好。风火

墙画和石木雕刻古朴精美。

向氏古墓群    茅坎山墓地是滚龙坝向氏墓葬主要分布地，共有

墓葬数十座，最早的墓下葬于明末清初，大多数为清道光、咸

丰、同治、光绪年间墓葬。有一定特色的墓碑的墓葬就达26座

之多，其中四座墓碑为虎头碑，这在其他地方是罕见的。向氏

古墓群已被列入恩施市文物保护单位。

交通

在武汉坐长途卧铺客
车到恩施，再坐班车前
往。

湖北·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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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口村
两河口村位于宣恩县沙道沟镇东南，地处巫山、武陵山两大自

东向西南的山系之中，龙潭河贯流其中。该村风景秀丽，有

“田野纵横千嶂里，烟火人家半山中”之称。

特色景观
吊脚楼  吊脚楼沿山坡走向搭建，先立四根木柱搭成木架，再

以正屋地面平齐的高度上搭横木，盖上木板，三面装半装台的

板壁或木走廊，用杉皮或草作天盖，楼下四周皆空，通风防潮，

阳光充足。这里的吊脚楼被中国古建筑学家、华中科技大学教

授张良皋誉为“可与其他各地最好的吊脚楼相比”。尤其是彭

家寨，“在土家寨子中，是全面领先的冠军”。

民俗文化
宣恩土家八宝铜铃舞  俗称“解钱”，是土家族的酬神活动，

是流行于酉水流域宣恩、来凤土家族的一种古老的祭祀歌舞，

产生于“五溪”之一的酉水流域，历史极为悠久。跳八宝铜铃

舞是祭祖“解钱”的代名词。2006年，八宝铜铃舞被成功申报

为湖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八宝铜铃舞原生地沙

道沟镇被命名为“湖北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薅草锣鼓  又名打闹歌，俗称打闹，是土家人在薅草季节，聚

集数十乃至数百人在进行集体劳动时，请两名歌手面对薅草的

众人，随着锣鼓声的起起落落而吼唱的一种土家族民歌，是一

种独特的民族民歌艺术形式。两河口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薅草锣鼓的发源地。

美食
豆皮懒豆腐  将黄豆浸泡几小时，然后放入搅拌机内，放入适

量的清水，搅拌成带渣的浆。锅里放少量的油，加姜蒜泥炒

香。倒入豆浆，水开后放入适量的盐，再煮至无豆生味。放入

切好的生菜丝，即可起锅。

苞谷酒  用自家产的苞谷为原料酿酒，有的加入少量蜂蜜，喝

起来香甜可口；有的加入珍贵药材如“头顶一颗珠”、野生

天麻等泡成药酒，不仅御寒还能治病。酒的度数很高，大多

在50度以上。

交通

在汉阳汽车站坐武汉
到宣恩的汽车，再在宣
恩车站坐到沙道沟的
汽车。

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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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阳坝村
简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五批中

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单，宣恩县椒园镇庆阳古街所在

的庆阳坝村名列其中。庆阳古街始建于乾隆年间，属于

木质结构凉亭式古街道，为恩施州“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始建于乾隆年间。两条

街道交错排列，以街面、巷道和桥梁贯通，集土家吊脚楼和侗族凉亭构架于一体，

现主体建筑保存较好。庆阳凉亭街历史悠久，建筑富于民族特色并保存较好，人文

丰富，在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交通   在恩施航空路车站乘坐开往宣恩的班车。中巴车半个小时一班，12元每人。长

轿只坐4人，20元每人。还有一种商务车，15元每人，大约半个小时一班。

徐家寨
徐家寨位于来凤县大河镇五道水村青龙山，距来凤县大河集镇

20公里，是一个美丽神奇的土家山寨。寨内楼房林立，民风淳

朴，极具浓郁的土家民族特色。寨外青龙山上，古树参天，山

清水秀，景色奇特。

历史
据说是当年明初开国大将徐达的后人为避祸而隐居深山所建，

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寨子里95%的住户都是明朝开国大将徐

达的后代，至今已繁衍了19代人。当然，由于土家文化的极强

的包容力和同化力，尽管徐家寨人的始祖是汉人，但是自汉地

而迁于土家山乡后，六百余载来耳濡目染，代代浸润，于今的

徐家寨人也早已成为地地道道的土家人。

特色景观
铁甲寨山峰  铁甲寨山脉相当俊秀，七峰耸立，峰峰秀丽。峰

顶平坦，四周峭崖如削。乡人说上山仅两条独路，顶上则还有

55道山湾。名为“铁甲”，是为早年曾有人在山顶炼铁之故。

吊脚楼  徐家寨的古民居，多为吊脚楼，寨子里的村民，大都

姓徐，他们自称是唐朝徐茂公、三国徐晃、明朝徐达的后代。

寨子最初的规模比现在宏伟得多，层层叠叠的吊脚楼依山而

建，鳞次栉比，从青龙山脚一直延伸到山上，四周有高大的院

墙和寨门。

交通

坐火车至恩施，转坐公
交车至来凤县，来凤有
公交可至大河镇。

湖北·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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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老嘴镇位于荆州监利城北25公里处。周老嘴曾是湘鄂西革命

中心，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色

首府。

聚焦

红色之旅  为了缅怀革
命先烈，以革命先烈的
光辉形象和感人的英雄
事迹对青少年进行长期
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
主义教育，监利县以革
命旧址为主体，以湘鄂
西革命斗争史实为基本
教育内容，先后创建了
“周老嘴革命纪念馆”
和“监利县革命历史博
物馆”。除此之外，还
在首举义旗的地方—
剅口，修建了“剅口烈
士陵园”，在周老嘴柳
直荀烈士殉难处修建
了“柳直荀烈士纪念
园”，在分盐花子桥掩
埋红七师政委鲁易等红
军将士的墓地修建了
“花子桥烈士陵园”，
在新沟镇修建了“新沟
嘴大捷纪念碑”。 

周老嘴镇

价值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现
有“周老嘴革命纪念
馆”和“监利县革命历
史博物馆”等。

历史
周老嘴镇在历史上先后为古容城国、成都王国、华容县、监利

县的治所。1949年5月，成立周老嘴镇人民民主政府，驻周老

嘴，7月迁容城，次年元月改为周老嘴镇人民政府，初属沔阳

专区，1951年析周老嘴镇东部分地另置洪湖周老嘴镇，同年2

月改属荆州专区，1970年属荆州地区，1994年10月随荆沙合并

属荆沙市，1996年12月荆沙市改称荆州市后属荆州市。

特色景观
革命旧址   周老嘴现保存革命旧址达48处，主要有中共中央湘

鄂西分局、湘鄂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委、河邺军团总

指挥部、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学校二分校、河邺军军部、政治保

卫局等旧址，还有湘鄂西第三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会址以及

段德昌、夏曦、贺龙、周逸群等人的旧居，现在在周老嘴建立

了革命历史纪念馆和柳直荀烈士纪念亭。

美食
鱼糕   鱼糕是荆州一带特有的风味，以吃鱼不见鱼，鱼含肉

味，肉有鱼香，清香滑嫩，入口即溶被人称道。曾有“吃鱼不

见鱼”之美誉。

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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