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城市概述 

简介 

位于中国湖北省西南部，西面和北面邻接重庆市，南邻湖南省。辖恩施、利川二市和巴

东、来凤、咸丰、建始、鹤峰、宣恩六县。自治州首府为恩施市。面积 2。4 万平方千米。

截止 2007 年末，人口约 391 万，其中汉族约占 45%，土家族约占 46%，苗族约占 6。5%。

春秋巴国地。1949 年设恩施专区。1970 年设恩施地区。1983 年置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1993 年 4 月改现名。属鄂西南山地，有山原之称。 

资源概况 

矿藏主要有铁、磷、煤、金、硒等。多深切峡谷、溶蚀洼地等。水力资源丰富。普通农

作物有：玉米、稻、小麦、薯类等，经济作物有：茶叶、种植药材。为湖北省主要林区，有

多种珍贵动植物，利川为水杉之乡。土特产和药材资源有板桥党参、坝漆、鸡爪黄连、石窑

当归等。交通已形成以恩施为中心的全州公路网。有纺织、煤炭、机械、制药、皮革等工业。

名胜古迹有来凤仙佛寺、长江三峡、腾龙洞、黄金洞、水帘洞等。 

恩施市 

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 湖北省 恩施市  

英文名称  

En Shi City， Hubei Provin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旅游资源 

恩施市属中亚热带季风型山地湿润性气候。由于北部的大巴山和巫山的天然屏障作用，

大大削减了南侵冷空气势力，气候随着地形的垂直变化，影响光、热、水的再分配，一般是

雨热同季，夏多冬少。  

旅游资源独具特色，被誉为“休闲胜地”。恩施的美就在于自然景观和民族风情，旅游者

不必拘泥于线路，可以兴之所至地游玩，这样往往能随时发现好风景。奇峰异石、溶洞飞瀑、

佳林名卉遍布，形成了秀、雄、奇、绝、险的旅游资源，有国际旅游景点----神农溪，神州

第一漂----清江闯滩，世界特级溶洞，腾龙洞，土家第一寨----鱼木寨，荆楚第一石林----梭布

垭石林，除此以外，土家族的吊脚楼、侗乡的风雨桥、七月的女儿会、耕耘时的薅草锣鼓、

葬礼时跳的撒尔荷、吉庆时跳的摆手舞，都展示着绚丽多彩的恩施风情。 

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和光怪陆离的奇洞异穴 

恩施州风景以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和光怪陆离的奇洞异穴为主，主要景点有清江、腾龙

洞、鱼木寨、大水井宗祠、星斗山原始森林、土司王城、土家摆手堂、梭步垭石林等。除此

以外，土家族的吊脚楼、侗乡的风雨桥、七月的女儿会、耕耘时的薅草锣鼓、葬礼时跳的撒

尔荷、吉庆时跳的摆手舞，都展示着绚丽多彩的恩施风情。  

休闲胜地 

旅游资源独具特色，被誉为“休闲胜地”。奇峰异石、溶洞飞瀑、佳林名卉遍布，形成了

秀、雄、奇、绝、险的旅游资源，有国际旅游景点——神农溪，神州第一漂——清江闯滩，

世界特级溶洞——腾龙洞，土家第一寨——鱼木寨，荆楚第一石林——梭布垭石林，小平同

志南巡讲话中提到的三峡附近的那棵树——谋道水杉，加上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宜人的气

候，清新的空气，与张家界、长江三峡构成了中国黄金旅游线上的“金三角”。  

恩施州素有“鄂西林海”、“华中植物园”之美誉，境内名胜纷呈，民族众多，风情独特，

是湖北省旅游资源最丰富，生态环境最好，民风民俗最独特的地区之一。  

恩施州境内的美景数不胜数：恩施大峡谷气势磅礴，中外罕见；利川腾龙洞世界奇迹，

卧龙吞江；咸丰坪坝营古树参天，杜鹃似火；神农溪、清江漂流海外扬名。还有天下第一杉、

中华土家第一城、荆楚第一石林……这是大自然赐与恩施人民的一份份丰厚的礼物。 

第二章：历史沿革 

恩施州州域曾多次变动，固定形成于１９３６年。春秋为：地；战国为楚地；秦属黔中

郡；汉属南郡、武陵郡；三国先属蜀，后属吴建平郡、武陵郡；两晋与南北朝宋、齐、梁、



北周属建平郡、天门郡、武陵郡、信陵郡、秭归郡、业州军屯郡、清江郡；隋属巴东郡巴东

县，清江郡清江县、开夷县、建始县；唐属归州巴东县，施州清江县、建始县；五代先后为

前、后蜀所据；宋属归州巴东县，施州清江县、建始县及辰州、富州、高州、定州等许多小

羁糜州；元属归州巴东县、施州建始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先后置散毛、唐

崖、金峒、龙潭、忠建、毛岭、施南等土司；元末明玉珍据蜀时本区为其所控制；明属夔州

建始县、归州巴东县、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南部地区仍实行土司制度，设有容美宣慰司，

施南、散毛、忠建３个宣抚司，９个安抚司，１３个长官司，５个蛮夷长官司；清初沿用明

制，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裁施州卫，设恩施县，辖区未变，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置施

南府，辖恩施县、宣恩县、来凤县、咸丰县、利川县，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夔州建始

县划归施州，巴东县、鹤峰州属宜昌府；中华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废府设道存县，民国

四年设荆南道，治所恩施县，辖恩施、建始、宣恩、来凤、咸丰、利川６县，民国十五年改

荆南道为施鹤道，鹤峰州改县划入施鹤道，民国十七年改设鄂西行政区，民国二十一年改为

第十行政督察区，巴东县划入，州域始为８县之治。民国二十五年改为第七行政督察区，辖

区未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６日恩施县城解放，建立湖北省恩施行政区，

置专员公署，仍辖原８县，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２日改称湖北省恩施专员公署。文化大革命中，

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０日造反派夺权，专署陷于瘫痪，３月２日经湖北省军区党委批准，由恩

施军分区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５月１３日改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１９６８年成立

湖北省恩施地区革命委员会，１９７８年废除革命委员会成立恩施地区行政公署。１９８３

年８月１９日，国务院批准撤销恩施地区行政公署，成立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１２月１

日正式成立，全州辖恩施市、巴东、建始、利川、来凤、咸丰、宣恩、鹤峰７县１市。１９

８６年１１月１４日，利川撤县建市。１９９３年，经国务院批准，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更名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州庆日定为８月１９日。 

第三章：经济发展 

恩施是湖北省唯一纳入西部大开发的一个州。 

现在恩施经济正在高速发展，发展创业机会多。恩施环境优美，有许多独特的自然风景

和民族风情。被联合国评为全球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 

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经济实力逐步增强。2007 年，全州生产总值 210。35 亿元，

相当于 1978 年 5.8 亿元的 36.3 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 7.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79.36 亿元，相当于 1978 年 3.85 亿元的 20.6 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 3.9%；第二产业



增加值 49.66 亿元，相当于 1978 年 8507 万元的 58.4 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 11.8%；

第三产业增加值 81.33 亿元，相当于 1978 年 1。10 亿元的 74 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

10.1%。全州财政总收入 31.11 亿元，相当于 1978 年 4815 万元的 64.6 倍，年均增长 15.5%。  

 加大产业结构调整，优势产业初步形成。按照“特色立州”战略，全州以市场为导向，

依托资源优势，把绿色资源的开发、绿色产业的发展作为主攻方向，着力培植具有特色优势

和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初步形成了烟叶、茶叶、畜牧、林果、药材、特色蔬菜六大农业主导

产业和卷烟、电力、药化、富硒绿色食品、建材五大工业支柱产业，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

产业快速发展。一、二、三次产业比重由 1978 年的 66：15：19 调整为 2007 年的 38：23：

39，一产业比重下降 28 个百分点，二、三产业比重分别提高了 8 个和 20 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增加，基础设施明显改善。1978 年以来，全州累计共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681。22 亿元，相当于 1950-1978 年累计完成投资 9。79 亿元的 69。6 倍。特别是

2001-2007 年的七年时间累计完成投资 504。63 亿元，占 1978-2007 年累计投资的 74。1%，

相当于 1950-1978 年完成投资的 51。5 倍。通过投资与建设，全州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生产

能力大幅度增强提高。  

交通运输事业快速发展。2007 年末，全州拥有民用汽车 65682 辆，比 1978 年的 2009

辆增加 63673 辆，增长 32 倍；完成客运量 3506 万人，比 1978 年增长 19 倍，年均增长 10。

9%；货运量 931 万吨，比 1978 年增长 13 倍，年均增长 9。4%。邮电通信事业迅猛发展。

已建成包括光纤、数字微波、程控交换、移动通信等覆盖全州、通达世界的公用电信网，电

话网规模迅速扩大，移动通信、数据通信、互联网从无到有，快速发展。2007 年全州本地

固定电话用户 44。26 万户，相当于 1978 年 5979 户的 74 倍，移动电话用户由 1994 年移动

业务开始时的 211 户增加到 203。62 万户。广播电视事业快速发展，电视从无到有，2007

年全州广播综合覆盖率达到 94。56%，电视综合覆盖率达到 94。85%。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城乡居民收入大幅

度增加，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环境发生明显变化。2007 年，全州农民人均纯收入 2143

元，相当于 1978 年 95 元的 22 倍，年均增长 11。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274 元，

相当于 1985 年 675 元的 11 倍，年均增长 12。1%。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由 1978 年的 4。

7 元增加到 2007 年 3443 元，年均增长 16%。消费结构基本改变了多年来以吃、穿等生存资

料为主的单一格局，住、用、行和文化娱乐等享受和发展方面的消费支出明显提高。2007

年生活费支出中城镇居民用于吃的支出比重已下降为 37。1%，农村居民下降为 51。9%。

城乡居民家庭现代化的耐用消费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普及程度迅速提高。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全面实施科教兴州战略，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明显提高。教育事



业蓬勃发展，全州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形成了以基础教育为主体、高等教育为龙头、职

业技术教育为方向、成人教育为补充的教育体系。2007 年，全州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为 23276 人，比 1978 年的 965 人增加 22311 人，增长 23 倍；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数为

34236 人，比 1978 年的 3701 人增加 30535 人，增长 8 倍。城乡医疗卫生条件大大改善。社

会保障力度加大，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得到加强。稳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环境得到保

护，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文学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都有较

大发展。 

旅游经济 

近年来，恩施市抢抓旅游发展机遇，加快旅游发展步伐，不断提升旅游发展整体水平，

旅游市场持续火爆。今年 1 至 9 月，全市接待游客 182。4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9。

0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21。22%、40。67%。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恩施市旅游再现

火爆场景。据统计， 短短 7 天，恩施市共接待游客 15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23

亿元。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 8。8 万人。其中，恩施大峡谷景区共接待游客 3。5 万人，实现

门票收入 363。13 万元，仅 10 月 3 日一天就接待游客 1。1 万人，首次突破单日接待游客万

人大关。 

恩施市领导充分认识到，恩施旅游热，就是要举全市之力大力推动旅游的发展，一方面

是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在硬件上下功夫，提升接待能力；另一方面营造旅游氛围，加强

“软环境”打造。而打造“仙居恩施”，建设八大生态走廊则是恩施市解决相关问题最具前瞻性

的思路。 

尤其是今年“五一”以后，恩施市认真贯彻落实省、州旅游工作会议精神，狠抓旅游配套

设施建设，“十一”期间，全市旅游接待能力、服务水平有所提升。5 月至 9 月底，全市旅行

社已从原来的 24 家猛增到 42 家；新发展宾馆 38 家，新增床位 2000 余张，  全市现共有床

位 1 万余张；新发展旅游购物市场 6 处；新发展“农家乐”98 家；新发展导游服务公司 2 家；

新培训景区讲解员 338 人，全市导游总数已经达到 668 人。 

黄金周前夕，恩施市委、市政府领导带领市直相关部门深入到重点旅游景区进行安全等

方面的大检查，现场办公，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成立了由公安、交通、消防、旅游、安监、

卫生等部门组成的假日旅游高峰应对工作指挥部，指挥部下设游客接待、安全保障、食品卫

生及医疗防疫、市容市貌和环境卫生、景区现场秩序维护、宾馆服务协调六个工作专班，并

做到了人员、地段、时间、任务“四到位”。制定并下发了《恩施市假日旅游高峰应对工作预

案》、《恩施市 2010 年“十一”黄金周旅游高峰应对工作实施方案》等。9 月 30 日，相关部门

在恩施大峡谷马鞍龙生态停车场进行了现场应急演练，强化了协调配合，提高了快速反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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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节假日期间，州委、州政府和市委、市政府领导带头坚守在大峡谷景区指挥部署节日期

间的旅游接待工作。通过几次旅游高峰的指挥协调工作，全市应对旅游高峰预案进一步完善，

经验进一步丰富，应对能力进一步增强，实现了“安全、有序、和谐、高效”的假日旅游工作

目标。 

 “十• 一”黄金周期间，恩施州副州长董永祥、市长秦斌、副市长肖家魁、公安局长张

孝赤、副市长陶文胜亲自到景区各个工作点，对票务中心、检票口、换乘车辆等运行情况作

了仔细检查，并对现场对盒饭供应、自驾游乘客停车，游客返程安全等工作作了具体指导，

以确保游客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景区秩序稳定。现场工作人员除了景区的干部职工，恩施市

各相关市直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投身到恩施旅游的一线岗位，市旅游、公安、工商、卫生、交

通、质监、工商等部门组织工作人员。这 7 天他们每天凌晨 3 点出发，晚上 12 点多能结束

工作 

 “十一”长假期间旅游接待的火爆场面是恩施旅游业快速发展的标志和缩影，同时，也

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如景区道路、游客中心、换乘中心、厕所、停车场、宾馆

饭店的建设滞后，景区自身的规划管理、信息化水平较低，旅游标识标牌、旅游城市的建设

投入不够，以及 10 月 3 日在恩施大峡谷景区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件都说明了恩施市离游

客理想的“旅游目的地”还有很大的差距。值得欣慰的是在采访时记者了解到，恩施市委政府

已经决定下一步将加快景区景点的开发进度，全力支持恩施旅游港建设。完善旅游配套服务，

出台旅游产业激励和扶持政策，扶持力度。打造“恩施玉露茶” “恩施女儿会”名片，开发具有

恩施特色的旅游商品，将旅游发展与城市建设、新农村建设、“仙居恩施”建设相结合，使乡

村生态休闲游成为构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新亮点。进一步加大宣传推介力度，积极融

入全国及国际大旅游，推进旅游产业大发展。抓好导游队伍建设，整治消费环境。打造旅游

品牌，牢固树立“一切为游客着想”、“一切为恩施旅游着想”的意识，以优质的服务提升游客

的满意度，提升恩施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让“仙居恩施游”逐渐成为一块人人称赞的金字

招牌。 

经济发展特色之路 

世上有一种罕见的“米”叫葛仙米，有一种珍贵的“菜”叫莼菜，它们都生长在极为干净的

地方，污染是其“大敌”。这两种纯天然绿色食品如今在恩施境内蓬勃地生长着。  

    葛仙米和莼菜独有的生存环境，给拥有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优势的恩施州出了一道难

题：作为一个欠发达地区，能否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恩施给出

肯定答案：“十一五”期间，恩施州实施“生态立州、产业兴州、开放活州”战略，特色农业、

资源型工业和生态文化旅游业三大产业一路高歌。良好的生态，给今后全州的发展留下了广



阔的空间。  

    旅游业，演绎“老大的幸福”  

    提到恩施，首先让人想到的是恩施的旅游。“我们坚持把生态文化旅游业摆在优先位

置突破性地发展，使之成为全州的支柱产业，努力实现恩施州由旅游资源大州向旅游经济大

州的跨越。目前，恩施生态文化旅游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比最高，这在全省独一无二。”11 月

18 日，州长杨天然接受记者专访时充满自豪。  

    到恩施旅游，有几大景点吸引游人：恩施大峡谷、利川腾龙洞、咸丰坪坝营、巴东神

农溪。这些景点如今都成了撬动所在县市经济的支点。  

    恩施大峡谷景区所在的恩施市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出打造“仙居恩施”、建设八大

生态走廊的计划，将新农村建设与“仙居恩施”相结合，让农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在这 8 条

生态走廊上，游客既可以快节奏欣赏沿途美景，又可以看特色民居，品尝当地特色小吃，到

茶楼里喝茶聊天，感受特有的民族文化，真正体验一回“神仙”生活。  

    同样，建设“旅游强市”已成为利川市三大战略之一。利川腾龙洞被列为“中国最美的

十大奇洞”之一，以其雄、险、奇、幽、绝的独特魅力驰名中外，已成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景区今年前三季度已接待中外游客 15 万多人次，门票收入 3000 万元。利川市还树立“发

展好是政绩，保护好也是政绩”的理念，始终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一批新景

点应运而生。  

    坪坝营国家森林公园以前是一个活立木蓄积量 96 万余立方米的林场，当地人主要靠

卖林木为生。后来，咸丰县引入武汉三特索道集团分期开发，使坪坝营森林公园一跃成为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坪坝营从“卖木材”到“卖风景”这一变化，让咸丰县迅速融入了鄂西生态

文化旅游圈。昔日的伐木工人放下斧头，有的成了导游，有的成了“农家乐”老板。景区所在

村的 200 多名村民成为旅游从业者，人均收入增长两倍多。  

    神农溪享有“天下第一漂”美誉，已通过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初审。近几年，巴东大力

发展以神农溪景区为主的旅游产业，请专业机构对旅游产业进行总体策划，提出了围绕鄂西

生态文化旅游圈发展规划，以县城和野三关两个旅游集散中心为核心，打造神农溪纤夫文化

旅游区、水布垭风光风情旅游区、绿葱坡高山休闲度假区、环城休憩度假带，串联长江和清

江，推动“一江两山”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的区域发展战略。  

    数据显示，“十一五”开局之年，全州接待游客 275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0 亿

元。今年前 10 个月，全州旅游接待游客达 800 万人次，预计全年游客接待量将逾 1000 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逾 50 亿元。  

    新型工业设限，“非常勿扰”  



    除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旅游资源外，恩施丰富的水电、矿产、风电、中药材等自

然资源也吸引了不少投资者。“我们的经济还不发达，但这并不意味着有钱就可以进来投资，”

杨天然说，“恩施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必须坚持走绿色繁荣、特色开发、可持续发展

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近年来，恩施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据州生态能源局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恩施州

53%的农户用上沼气，在全省排名第一，实现了“全国沼气第一州”的目标。恩施天然气储备

丰富，属全省最早用上天然气的地区。湖北最大的风力发电场——齐岳山风电场也位于恩施

州，年底将正式投产。来凤县作为全省生物质能源林建设的试点县，2008 年与武汉凯迪公

司签订合作协议，在恩施州率先开始“不与人争地、不与地争粮”的生物质能源开发。该项目

投产后，年产值 2 亿元以上。  

    在恩施，招商引资中注重选商，与实力雄厚、理念先进的大企业合作。如恩施州的铁

矿资源丰富，有不少客商想来投资开发，最终，恩施选择了武钢集团这样的大企业来开发，

因为该企业有技术优势，可以减少对资源的破坏和浪费。在利川市，招商实施最严格的环境

准入制度：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坚决不批；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项目坚决不上；影

响人民群众环境权益的事情坚决不做。利川市决不引进污染严重的项目。一些规模小、污染

重、工艺设备陈旧的落后企业被坚决淘汰，而像利川齐岳山风电场这样的可再生清洁能源项

目，该市则大力支持其发展。  

    农产品附加值，“不再潜伏”  

    以烟叶、茶叶、特色蔬菜、林果等为代表的特色农业是恩施的支柱产业之一。截至目

前，全州累计建成特色产业基地 300 多万亩，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到 257 家，农民

70%的收入来自于特色农业。在转变发展方式上，通过大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高

农副产品附加值，恩施尝到了甜头。  

    恩施虽是茶叶大州，但“十五”时期，每公斤茶叶的价格仅在 10 元左右。如今，通过

利用优质茶叶基地打造“恩施玉露”、“伍家台贡茶”等品牌，茶叶单价大幅上升，伍家台贡茶

公司一款 5120 元/公斤的有机茶，今年一度卖断货。  

    土家腊肉是“恩施一绝”。以前，高山农民的腊肉挂在家里两三年都卖不出去。现在，

通过大力发展龙头企业，老百姓养猪的市场风险大大降低，积极性不断提高，企业也从中受

益。主要从事畜禽养殖、屠宰、加工、冷冻冷藏、物流配送、研发等一条龙生产经营的思乐

牧业集团，今年可实现产值 10 亿元、利税 2000 万元以上。  

    “以前，我们说转变发展方式，主要侧重于经济上的转变，现在应该包括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转变，”杨天然认为，“恩施州发展方式的转变应该在扩大经



济总量、打好交通和社会事业基础、确定科学合理的目标中实现，始终抓住科学发展这一核

心，实现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的大突破，聚集产业群，抓好三大产业，促进基础设施、和

谐社会建设，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由温饱型社会向小康型社会转变，由传统产业体系向现

代产业体系转变，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第四章：景点 

文化遗迹 

【大水井古建筑群】   

大水井古建筑群位于恩施自治州利川市白杨乡水井村，是湖北省境内目前规模最大、保

护较好、艺术价值较高的古建筑群落。它由李氏宗祠、李氏庄园和李盖五宅院等多部分组成。

2002 年国务院将李氏宗祠、李氏庄园、李盖五宅院三部分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水井村西侧的李氏庄园，占地 4 000 平方米。这座建于民国十三年的中西结合风格的

建筑物，内有 24 个天井 174 间房屋，多为二层或三层楼房，设有大厅、套房、客厅、小姐

房、账房、仓房、缝纫房、工匠房、磨坊等。主殿三进，正殿上部雕花飞龙，下部拱门走廊，

中西合壁，匠工精湛。24 个天井全石条垒砌，整个庄园层叠错加，雕花扑面，令造访者目

不暇接。  

在庄园西门横过山道 200 米山崖边，用巨石保坎合围着的李氏宗祠巍然屹立。这座建于

1846 年的仿成都文珠院构造物，占地 3 800 平方米，在 8．8 米高的巨石围墙里面，构成了

3 个大殿、4 排厢房、6 个天井、69 问房屋。大殿作为建筑物中心，呈台阶式，内设讲礼堂、

宗祠、仓库、银库、财房、客房、族长、职员住房。祠堂东侧有口水井，被高墙围住，由祠

堂西屋下至井口有 72 级台阶，井里终年出水，供李氏宗祠人饮用，大水井因此得名。  

【鱼木寨】   

鱼木寨位于利川西部，明代属龙阳洞土司地，为历代土司盘踞和少数民族起义军征战地

点。鱼木寨东西北三面陡壁如削，仅东面山脊梁上一条栈道直人“鱼木寨”石门，寨貌形如瓢

勺，栈道下悬崖百丈，远方更有船头寨山崖石壁和千韧深涧映衬，使得寨堡更加壮观和险峻。

寨堡绝壁东面和北面，凿有古栈道 3 处，游人可从古栈道的“卡门”、“亮梯子”、“石壁凿梯”

上下，峭壁下为古代穴居景观，古人居住、榨房、铸币崖穴近 100 处。寨堡内有良田 500

亩，居民 500 余人，保存完好的清代碑墓、皇帝诰封牌坊、明清乡间学堂、阴宅阳宅同室的

奇妙景观和石刻雕花艺术精湛的“夫妻墓室”以及石屋居民多处。  



不涸，渍涝不浊，清澈盈溢，碧波荡漾，甘甜爽口，且常年向外流出，流遍沔阳州，故名流

潭。后有墨客游历至此，曾赋诗赞曰：碧绿晶莹玉镜澄，洁纯甘美久飘芬；清流本是瑶池物，

渴饮一杯如品醇。正是这一声巨响，将守护桃林的黄鹤惊起，展翅东去，直抵蛇山，时人修

黄鹤楼又栖之，后人为记此事，撰联述之曰：黄鹤升天东去，蛇山留胜迹；瑶池掷地西来，

沔水化流潭。 

第五章：特产 

土家油茶汤 

土家油茶汤是恩施州土家族具有代表性的包含文化现象之一，堪称中国茶文化一绝，源

远流长。土家油茶汤是一种似茶饮汤质类的点心小吃，香、脆、滑、鲜，味美可适口，提神

解渴，是土家人传统的非常钟爱的风味食品，帮有民谚曰：“不喝油茶汤、心里就发慌”。同

时，喝油茶汤又是土家人招待客人的一种传统礼仪，凡是贵客临门，土家人都要奉上一碗香

喷喷的油茶汤款待。 

鲊广椒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土家人特别酷爱酸辣。有“三日不吃酸和辣，心里就象猫

儿抓”的民谚，鲊广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明的，并在恩施这块土地上长盛不衰。鲊广椒，

也称鲊辣椒，它是以恩施鲜红辣椒和苞谷面（玉米面）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 

张关合渣 

合渣，又名懒豆腐。其制作程序是：将黄豆洗净用水泡胀后，连豆带水在石磨上一转一

转地磨成浆，架火煮开，然后放入切好的新鲜萝卜菜叶，再煮开，就制成了一锅乳白带绿的

合渣。张关合渣因宣恩一小集镇“张关”而得名，以合渣火锅为典型特征，尤以镇上一位黄姓

老太婆制作的最有名、最为地道。张关合渣口味纯正，营养丰富，人们戏称“全价食料”。无

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无论是本地人还是中外游客都特别喜欢吃，受到极高评价。 

利川莼菜 

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