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旅游文化典故/李永梅主编.—天津： 天津古籍出

版社， 2008.10

ISBN 978-7-80696-509-2

Ⅰ . 中… Ⅱ . 李… Ⅲ . 名胜古迹-典故-中国 Ⅳ .

K928.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08) 第 045776号

中国旅游文化典故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号 邮编： 300051）
总 策 划： 李 梅
责任编辑： 张玮 乔梦坤
封面设计： 三石工作室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9×1194毫米 1/16 印张 47.75 彩插 8页
2008年 10月第 1版 2008年 10月第 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80696-509-2
定 价： 560.00元



有一种思绪， 永远挖掘不尽； 有一种记忆， 永远璀璨辉
煌； 有一种遗产， 永远万众瞩目； 有一种财富， 必将传承万
年……

气势磅礴的万里长城， 雄伟壮丽的北京故宫， 挺拔屹立
的古塔， 庄严肃穆的庙宇， 清秀明雅的古典园林……还有那
西子湖、 日月潭、 洞庭湖……风光秀丽的湖光山色宛如一颗
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镶嵌在祖国万里河山之上。 风光迷人的湖
光山色， 交映出一幅幅美丽的山水图画。 碧绿的湖水镶嵌着

如黛石山,泛舟其间， 正是舟行碧波上， 人在画中游。
中国各地的旅游胜地古往今来即以自然与人文历史的双璧辉

映著称,更以其众多的人文景观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名扬于世。 它
们犹如一幅幅历史的画卷， 诉说着它的过去， 畅想着它的未来。
它们是中国古文化沧桑历史的见证， 是人们追忆往昔的凭据， 是
中国地理与人文精确演奏的华丽乐章。

千种典故， 万般风情， 无尽趣闻， 几度传颂， 领您遨游于这
迷人的世界中……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 旅游越来越成为人

们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旅游已成为许多人探索自然、 学习
知识、 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最佳追求。

《旅游文化典故》 是中国旅游文化趣闻宝典之一， 是一本融知识性
和趣味性于一体的旅游文化读本。 作者首先从山川地理、 地质概貌说
起， 分门别类地介绍了中国各地的旅游景点的自然生成原理； 又以旅
游作为内容的叙述主线， 将这些景点的自然风貌、 文化典故、 历史沿
革、 人文内涵和旅游赏析价值等内容生动地联系在一起， 凸现旅游景
点的文化赏析意趣， 有声有色地绘出了一幅中华大地的旅游风情图。

全书内容丰富， 涉及华夏大地各个人文自然文化旅游景地。 内容
含量丰富， 包括历史、 地理、 文物、 古迹、 建筑、 园林、 宗教、 饮食、
购物、 住宿、 娱乐、 名人、 乡俗等等旅游文化知识的诸多方面。 力求
体现科学性、 知识性和趣味性。 充分体现了神州大地各个地方的旅游
特色， 典故丰富， 色彩缤纷， 琳琅满目。 书中还配有大量的各种旅游
景点的彩色照片和黑白照片， 与文字叙述相得益彰， 互为辉映堪称为
中国旅游文化知识的大百科全书。 本书既可作为导游员的知识读本，
又可用作各旅游行政机构组织培训的教材用书。 另外， 一般旅游者和
旅游院校的学生阅读此书， 也可以拓宽知识面， 提高文化素养。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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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第一章

华北地名典故

Ｔｉａｎｊｉｎ
天津

朱棣给天津赐名

天津，金朝时称直沽。天津之名始于明永乐二年 （１４０４年），这里还有一个传说呢。
元朝末年，明太祖朱元璋占领南京后封他的儿子朱棣为扫北燕王，命令他率领大军北伐元

军。燕王在扫北战斗中，很快就收复了河北各主要城镇，并在海河两岸安营扎寨。
有一天，燕王朱棣到海河两岸巡视，来到当

时比较繁华的小直沽，燕王对小直沽地理位置的
重要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小直沽是南北水陆交通
要道，具有重大的军事价值，便对下属说： “这
地方很重要，可做南下北攻的起点，叫小直沽没
什么分量，也不好听，应给它起个好名。”

几年之后，燕王朱棣以 “靖难”之名，率大
军南下，争夺皇位。在小直沽渡河南下时曾发下
誓言：“小直沽啊小直沽，若上苍助我渡河成功，

我一定给你赐名。”１４０３年，燕王朱棣做了皇帝，想起在小直沽发下的誓言，便把当年一起渡河
的下属找来商议：“各位爱卿，你们看应给小直沽起个什么名字好？”有位臣子说：“当年，皇帝
奉太祖之命平定了燕北，就叫天平吧。”燕王不甚满意，又问另一个臣子：“你看呢？”这位臣子
说：“皇帝奉太祖之命扫北，顺乎天意，这是一。其二，皇帝率大军在小直沽渡过河津，应叫天
津。”燕王听了高兴地说：“天津这名字好，有气魄，就叫天津吧。”第二年，设立了天津卫，驻
军屯守。从此，朱棣的赐名———天津就传下来。

天津杨柳青的由来

天津市西郊的杨柳青镇，传说是清代乾隆皇帝命名的。
乾隆皇帝在一年的阳春三月，由宰相刘罗锅陪着，乘船沿大运河南下，视察江南。船行到古

柳口时，乾隆命令立即抛锚，要欣赏一下岸上风光。刘罗锅顺着乾隆的目光看去，发现河岸边正
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在洗衣服。这个姑娘虽然素面素服，不施脂粉，但是她那端庄的仪态，苗



４　　　　
条的身材，俊俏的容貌，的确超凡脱俗，称得上是绝代佳人。

刘罗锅虽与乾隆执君臣之礼，可是他们在私下里，彼此说话还是很随便的。刘罗锅知道乾隆
是被河岸边的姑娘吸引住了，就故意打趣说： “万岁爷，这地方有什么好看的？让您这么有兴
致？”一句话问得乾隆哑口无言，沉吟了一会儿才说：“你看那河堤上的杨柳多好看，柳丝青青，
随风飘动，婀娜多姿，多美呀！”刘罗锅知道乾隆这是一语双关，心想不戳破他，他总是假装正
经的。于是说：“您看岸边洗衣的那个姑娘怎样？”乾隆被戳到心里，很不好意思，立时面红耳赤
地狡辩道：“那女子倒是蛮清秀的，不过朕看的，不是她，而是那堤上的杨柳。”接着又反守为攻
地问：“刘爱卿，这是什么地方？”刘罗锅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但又不能在皇上面前说不知
道，就灵机一动地回答：“这里是杨柳青。”乾隆连连称赞说：“杨柳青，好，真好。”其实乾隆仍
然是一语双关，他心里赞美的还是那个俊美的洗衣姑娘。因为皇帝是金口玉言，一言九鼎，从此
这个地方就叫杨柳青，这里的美女也就举世闻名了。

Ｈｅｂｅｉ
河北

朱元璋给山海关命名

万里长城东端的山海关是一座雄关。它南靠海，北连山。这种海与山相互连接的关隘，构成
了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

据说在６００多年前，这个地方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名叫 “迁民镇”。当年秦始皇在这
里修筑长城时，许多外地工人奉命就地落户，形成了一个村镇，后来就被称做迁民镇。这里的长
城被孟姜女哭倒了一个豁口，就再也没有修复。到了明朝，大明皇帝朱元璋来这里视察时，发现
这里北接山，南临海，是个虎踞龙盘的险要地势，应该修建一座关隘，把住这个咽喉地带。回朝
后就派元帅徐达和军师刘伯温到这里围城设防。

徐达和刘伯温奉旨带着兵马，进驻到迁民镇。他们骑马登
高，考察了地势，决定以迁民镇为依托修筑城池和关隘，并连
夜起草奏折和画图，呈报皇上，请求恩准。朱元璋仔细审阅了
他们的奏折，非常高兴，立即御笔一挥，准奏动工。徐达和刘
伯温用了一年零八个月就建成了雄伟壮观的城楼，还在海边修
筑了一座老龙头，护卫海防，并且修复了北接燕山的秦长城。

按照传统的习俗，每座关隘都有个名称，这座城池该如何
命名呢？徐达和刘伯温一时不敢擅作主张，就决定回京交旨时
请皇上定夺。这天早朝时，徐达、刘伯温向朱元璋禀报了修建
城池和修复长城的始末，并提出请皇上为这座城池赐名的要求：
“这座城池南临海，北接山，中间建有关城，真可谓山海关隘，
虎踞龙盘。我主圣明，请恩示赐名。”朱元璋一听，心里很高兴，便说：“那就叫山海关吧！”

秦皇岛

秦皇岛因秦始皇在此求仙入海而得名。传说，秦始皇羡慕仙人不死，欲求不老之方，他听信大
臣赵高之言，带领人马离开咸阳，来到渤海边碣石山寻访仙人。有燕国方士卢生自谏于始皇，愿往
东海求取长生仙药。三日后，卢生率人从碣石山东北八十里处的一个小岛起程入海，秦始皇亲自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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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他见小岛细砂如金，松苍柏翠，美景如画，不由啧啧赞叹。卢生入海后，遍寻仙山踪迹，最终
空手而归，为防秦皇加罪，便用黄缎伪造了一份仙书，上书 “亡秦者胡也”。秦始皇惊骇，忙命大
将蒙恬修筑长城以御北敌。后人因秦始皇在此岛求仙入海，便立碑为记，将这个美丽的小岛命名为
秦皇岛。

卧牛城的变迁

河北邢台市又名卧牛城，一头由大理石雕刻的巨型石牛就高卧在邢台市中心。这卧牛城的来
历还有一个传说呢。

传说在远古时代，有一对夫妇流落到邢台地区，在荒山野地找到一块有树有水的地方，用树
干搭了一个窝棚，算是有了自己的家。从此，他们日夜辛劳，垦荒种地，但他们农具简陋，又没
有牲畜，无论干什么只能凭自己的力气，使用笨重的农具收效不大。所以，一年到头累死累活，
打不了多少粮食，还是吃不饱穿不暖，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尽管如此，他们生活得很快活，对未
来充满信心，仍然起早摸黑地干个不停，从地里抠粮食。

苍天不负有心人。他们的真诚感动了上苍，玉皇大帝说：“奖给他们一头黄牛，帮助他们耕
地，不能让勤劳的人挨饿。”从此，他们有黄牛帮助耕作，开出的地多了，粮食也富余了，盖了
房子，有了子女，来此居住的人也多了。随着生产发展，人口慢慢地繁衍，逐渐形成了一个城
市。现在，邢台已成省属较大城市，有关牛的街名、遗迹仍然不少，如东西牛角、牛市街、牛尾
河、牛眼井等。

Ｎｅｉｍｅｎｇｇｕ
内蒙古

呼伦和贝尔的化身

初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你会被那茫茫无际、绿草如茵、如诗似画的绿所吸引、所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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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特别是那两个清澈见底的湖泊———呼伦湖和贝尔湖，被一条乌尔逊河所连接，犹如一个巨大
的、晶莹剔透的哑铃，被搁置在这绿的草原上，显得非常神奇而壮观。可是你决不会想到，这两
个湖泊，在传说中却是一对恋人的化身。

呼伦和贝尔原是蒙古族的一对青年恋人。他们是在大草原上长大的，呼伦姑娘给家里放羊，
小伙子贝尔以放牧马群为生。他们从小就很要好，彼此谈得来，就产生了爱慕的情意。可是俊
美、俏丽的呼伦却被恶魔莽古斯看中，要把她据为己有。

在一个雨后初晴的傍晚，恶魔莽古斯
突然来到呼伦家居住的毡房，把呼伦姑娘
抢走了。贝尔闻讯，两眼冒火，抄起神弓
神箭，跨上枣红马，却不知莽古斯逃向何
方。他大声地呼唤着呼伦，回答他的却是
自己的回声，丝毫不见呼伦的踪影。他骑
马来到一座敖包旁边，这是他们定情和经
常幽会的地方。旧地重游，睹物思人，贝
尔悲伤万分。他下马坐在敖包旁，忽然发
现岩石缝里长着一朵瘦小的阿日楞花，仔

细一听，似乎还能听到微弱的哭声。贝尔明白了，一定是恶魔莽古斯把呼伦变成了这株阿日楞
花。于是贝尔把皮囊里仅有的一点水浇在阿日楞花根上。霎时间呼伦复活了，他们紧紧地拥抱在
一起。

正当他们准备上马离开时，恶魔莽古斯悄悄地出现在他们背后。莽古斯先发制人，打了贝尔
个冷不防，将贝尔推倒在地，背起呼伦就跑。莽古斯怕贝尔追来，就兴风作怪，草原上立时飞沙
走石，大火熊熊，火借风势，大片草场被烧毁，成群的牛羊号叫着四处奔跑。贝尔拉满了神弓，
连向天空放射出三支神箭，顿时大雨倾盆，烈火被扑灭，草原复苏，牛马羊群又恢复了安静的生
活。恶魔莽古斯见贝尔破了他的魔法，将呼伦绑在背上又冲了过来，企图杀死贝尔，毁灭草原。
这时呼伦挣脱了绑绳，顺手从恶魔莽古斯的帽子上揪下一颗绿宝珠，吞进口里。顷刻间，山崩地
裂，呼伦倒地化作一个浩荡的大湖，就是呼伦湖。恶魔莽古斯被呼伦揪掉了命根子，痛得哇啦哇
啦直叫唤，一溜烟似的逃跑了。

贝尔到处找不到呼伦，悲痛欲绝，垂头丧气地折断了神弓。不料一声巨响，草原裂缝、塌
陷，贝尔也化作一汪湖水。这对恋人化作呼伦、贝尔两个清澈浩渺的大湖，以自己的湖水滋润着
广袤的大草原。草原大地感激他们，就裂开一道乌尔逊河，把两颗恋人的心连接在一起。

后人为了纪念呼伦和贝尔，就将这两个湖泊叫做呼伦湖和贝尔湖。

锡林郭勒河的传说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的锡林郭勒河，是草原上一条弯曲美丽的河。在蒙古语中，“锡林”是丘
陵之意，“郭勒”是河之意，合起来就是 “高原之河”的
意思。

传说这条河是长生天按照成吉思汗的皇后孛儿帖的
围巾点化的。当年的八月天，成吉思汗与皇后孛儿帖带
着十万大军南下攻金，途经锡林草原时，他们见到一条
清澈见底的河流，如同腰带一般流淌在大草原上。这里
地势起伏，河面开阔，河两岸绿草如茵，百花绽放，星
星点点的牛羊，在大草原上安详地吃草。他们欣赏着这



７　　　　
种美景，不由得感慨万端。成吉思汗对皇后说：“你看这地方多美！蓝天白羊，绿草红花，哪里
也不如咱这草原美。要不是金人欺负咱们，我真的乐意在这里养老。”皇后孛儿帖说：“这条河要
是再弯曲一些，在这大草原上，就更美了。”成吉思汗也搭腔道： “是呀！按你说的那样，就更
美了！”

他们越看这大草原，越觉得美丽，就并驾齐驱地纵马
驰骋，马越跑越快，如同风驰电掣一般，就连皇后孛儿帖
的围巾被风吹走，也浑然不觉。在他们跑出了一段路程，
策马返回时才发现锡林郭勒河变得曲曲弯弯了。孛儿帖惊
奇地几乎叫了出来：“怎么一会儿工夫就变得这么曲曲弯弯
呢？”成吉思汗也觉得很奇怪，但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对
皇后说：“这是长生天的伟大恩赐，是告诫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美丽的草原。”从此，锡林郭勒河就成了一条千回百

转，宛如一条绿色飘带的河。

神秘的额济纳黑城

黑城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纳林河畔，传说是西夏的古都黑水城，当时叫亦集乃路。在蒙古语

中称哈日浩特，即黑城的意思。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一位黑将军而起的。

相传古时候有一位蒙古族将领叫哈日巴特尔，他在一座名叫黑城的建筑内筑防镇守，由于他
骁勇善战，功绩赫赫，颇得皇帝欢心，晋升为将军，皇帝还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为妻，哈日巴
特尔也颇受民众拥戴。这位将军皮肤黝黑，黑发浓密，又喜欢穿黑衣黑甲黑盔黑鞋。他嗜黑如
命，又身高马大，虎背熊腰，作战英勇，体恤民情，因此被当地百姓和官兵称做 “黑将军”。

后来，黑将军日渐感到皇帝骄横狠毒，苛捐暴税，欺压民众，就决心起义，夺取皇位。这事
被公主所识破，报告父皇，皇帝闻之大怒，并派出数万大军围困黑城，捉拿黑将军。由于黑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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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守坚固，皇军久攻不破，皇帝命军士们用头盔盛沙土，截断河水筑起大坝，扼住通向黑城的河
水，致使黑城内人畜饥渴，禾苗枯萎。城中无水供给，让黑将军陷于困境。且不说城中军士、马
匹离不开水，就是数万百姓，无水怎么过活？黑将军命令军士们就地挖井，但是挖了很多口井，

也不见水源。援军久久不到，黑将军没有别
的办法，只好突围。突围前，他命令军士们
将城内的珍宝、文献都埋在挖的干井里。在
夜黑风高的时刻，黑将军率领众士兵将城墙
挖开个大豁口，猛然杀出城外，冲出重围。
黑将军带领军士们突围了，当地人怀念他，
便把这座古城称之为 “黑城”。

传说，在黑城方圆二十里地都有涸井，
是当时皇帝派大军堵塞了河道所致。在黑城
附近因无水而死的树木都倒向北面而伏，便
是当年追随黑将军突围出逃的通道。

到了近代，一些外国人根据这个传说，
渡过重洋，走过沙漠，来这里 “淘宝”，盗走
了很多西夏、元代的珍贵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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