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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义明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 。甘肃作

为华夏文明和中华[克族的重要发洋地，不仅是中华

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库，而且参与谱写了华夏文

明辉煌仙烂的第王军.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如发展做出

「重要走献。甘肃长廊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枢

刻地啕历史「一直是农刷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汇的锋

j古]j有前1壮地辛苦，是民族大迁挝、大融合的历史舞台，

不仅如Jlt:，这里还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交汇\融

合之地υ 正主日子羡林先生所言"tII界仁历史悠久、

炮域「阀、自成体系、影响深坞的文化体系只有四

个 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个;而

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民个?就是中型的

敦煌和新撞地区，再没合第二个因此， 11 肃不仅

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华夏的"民族主 1如

(费孝通)初中华民族主要的文化资源宝库，而且

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津、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通

t重3

自古就有"毒草里飞 "锅乡"之称的甘肃，是相



传中的人文始1日伏姜、女娟的诞生地o 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拥

有 6 项中国二号古之最:中国最早的早作农收标本、 tfl 'ß最早的彩陶、中

玉j文字最甲的3童天三\中玉;最早的宫殿式建筑\中国最早的"混凝1:叭"地

面\中国最早的主会阻，讼'称为 "-ftl 高原上的文化奇迹"。兴，~干距今

40()(←50()O 年之间的气，家窑彩陶文化，以支出土数量昆多、选主U*为

独特、色?在绚丽、纹:饰精美，代表了中:ïi7在陶艺术的*高成就.达刽了

世界彩陶艺术的巅峰。乌兰己咨文化林家遗址出[的青铜刀，被誉为"中

华第民刀将我国使用青铜器的时间:出一早到j班今 5000 年已从马家咨文

化到介家文化， il 肃或为中写最早从事冶金生产4的重要地区之一。不仅

如此，大j也湾文化建址和马家窑文化运址的考古还证明了 !tw是中}{j早

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是中亚、西亚农业义明的交流和扩散区。"西北

多民族共同融合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边溯到 11 肃的史前时期.\门和齐家

文化\辛店文化、专注文化\四1日文化、沙丁文化等.是"成立矢\两 1戈

等西部族群的文化遂行.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此交融可动.形成「多

族群文化汇聚融合的格局，为华夏文明不i革开注入新鲜血液"凯、穿军

际春)n 炜、秦王朝的先祖在甘肃创收兴坏，最终得以 I叫好!中原 1 间.;t

j咀以农刷发j电于.1X ]1日，合j常u了以农样?文化部礼乐文化为特征的同文化;

秦人崛起于陇南山地. ~，~.中原农耕文化与西戎\北狄等;族群文化交融.

形成了农牧芦举、{-þ戎交rL为中说:l的早期手文化υ 对此.历史学家李学

勤认为.前者"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与道德传统\后者"铸就了 Ifl

L写两 r 多年的封建政治、经i济卉初文化平裕各局

产生 r决定悦的影口晌向。

n汉代张春jÆ西域以来，横贯 fJ肃的"给观之路"成为中原联系西

域和欧、亚非的重要通i立在很K 个时期承担着华夏文明与城外文

明交汇、融合的历史使命。东青十六国时期.地处甘肃中西部的河西走



)~ß地区曾先启有五个gffi -;'，凡的地方政权交相更替 . i)~U刊「今JD巳威)成;与ìY，

文化的工个中心之一汉一时期形成的五文化不{)[讨 il 肃文化i"'/1 ♂

过深刻影响噜而巨对南北朝文化的兴告享有着不时磨灭的功绩.， (~张兵J.

并成为隋唐制度文化的源头之 o 甘肃的史地位还充分体现在它对华

夏文明存续的历史贡献仁，历史学家陈寅恪艺E 杳制度淋源路论稿3

'1'慨叹道 "四晋永嘉之乱， '1'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寸州一

隅，至北妻也*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飞去鬼噜其后二七魏:孝文宣武两f\':所

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梁实'共影响，故此(:i~)魏、 (二七)齐之源其中亦有

河西ι之一支派，统则前人所未深才it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奈

凉i者J+I西北、 i弱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营之学风.下开(北)

魏\ (北)齐、隋\唐之制度，求前m后，继绝技衰，五百年间延绵

掠'乡主;否];文化史之一大、11'."。戴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期， rjl原荔

晋以降的文化转移保存于江东平江河两(此处的1吁阿JLAf吁阿走 I郎，重点在

河西.覆盖甘肃全衍 引者注人后来的河西文化为北魏\北齐所楼

纳\吸收.遂成为南唐文化的重要来源 2 因此，在华夏文明曾出现阶裂

的信A仪之时，河西文化七承秦汉 F启隋唐，佼i华夏文明得以延续.主;为

中华文化传?共的重:爱链条。 F告震8士期，武成\j长掖\敦煌成为经济文化

高度繁荣的国际化都市.中西忘文明交汇达到顶峰已自宋代以降噜海上

丝绸。之路兴起，全国绘济重心遂向东 向南转移.内二1七丝绸之路逐渐￡

过了它的繁盛期ω

"丝绸之路三[里，华夏文明八[年。"这是甘肃历史悠久、文化

厚重的当动写照，也是对 1I肃历史文化地位和特色的最好j全释。作为华

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哩的历史文化累烈深厚.和政-i!j' 动物化石群平日

永靖恐龙足印君堪利、世界瑰宝.还有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义化\世界

艺术宝库 敦煌莫声J窟\被誉为"东)J 湾在塑馆"的天水麦积山石窟飞



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民的卡榜寺\ "天下第 雄关"嘉峪

关、 "j革妻生名 ll J"的桐 LIJ以及西藏归属 '1' 央政府直接管理历史见证的武

威日塔寺、中国旅游标志 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中'ß，II~ íIi生标志 嘉

峪关出 t的"驿使"等等。这里的t吃族民俗文化均烂多彩噜红色文化星

罗棋布，是国家 12 个重点红色旅游省区之一〈现代文化闪耀夺目，

让步者》杂志被誉为叮l'因人的心灵读木'\舞剧《安全路花的)) ((人:梦敦

烂约成为中华民族舞剧的"以产主座"。中华民族的手号:东河一一甲的河在

甘肃境内蜿蜒 900 多公里?孕育「以农耕;如 ßi!;俗文化为核心的拔河文

化。甘肃的历史遗沪、经典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观光文化等四类

文化资源丰度排名全国第五位，堪称'1'华民族文化改支二.在 1I 肃

这片古老千申奇的 f 地上，孕育形成的始祖义化、黄河义化 丝绸之路义

化\敦煌文化、民族文化相红色文化等，以其文化 t的j昆磁性、多元

性、包容性\渗透性，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博大精髓，融汇着，1，今'1'外多

种文化JI，素的丰富内;联.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传承和精神财窝c

甘肃历史的辉煌;如文化积说:之辛苦!早是毋庸置疑的， {E同时也要看

到啕 il 肃仍然是一个地处内陆的防部欠发省份 1 切妇肩负必绸之路约

济辛苦建设的画家战略\ }伺日当好向商开放前1乞凡衍吁的 E写E家f使史J花f王命首盯? ti切日 1妇τ充分平利1甘j用

玉玉东家主豆φ￡比立弘的j甘肃省建设华5罗夏罢至;文明f传专7求j丘支卡宦创:IJ新区j这主

动 il 肃文化的大发展大i繁季裴与荣和金绘;(在~t~浓2泞挤济?主卉r午社士会的转7乓绍l纽?发/展袁， 成为 il 肃面临的款

的挑战和机应 l 目前，甘肃已经将建设丝绸之路绘济带"黄金段 9 与建

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统筹布局，作为探索经济欠发达但文化资源富集

地区的发股新路二如f可i也过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使华夏的优秀文

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以激活，成为融入现代化还程的"活的文化，

甘肃省委书记 1 二运指出，华夏义明的传承保护 it创新，实际上旦我国

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c 华夏义明传承创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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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能够缓冲迅短的社会转型对于传统文化的冲才，.使传统文化存;保护

区内完成传京\发展犯对现代化的适成，最终 H:传统文化成为中 ffil现代

化进程中的"活的文化"。因此，华夏文明传术创新区的建设原则应夜

是文化与生活\传统与现代的派度融合.是传术与创新保护与利用的

有机统一U 要激发各族群众的文化 E体性初文化创造热情，抓住激活丁文

险情神内涵这个关键，真正把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发展体现在整个华夏

文明的挖掘 整理传承、展示和发展的全过程，实现文化、生态、经

济、社会、政治等统筹校J吸、协调发展c 华夏文化是由我写各族人民创

选的"斗本多元 的文化，形式是多祥的，文化发展的这系是多样的，

文化的灰现形式也是多样的，因Jtl. 要在理论 t深人研究华夏文化与现

代义化、 it各民族义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华夏文化现代化的自身逻辑，让

各族文化在符合内身逻辑的基础 t实现现代化。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秘文化生态保护的问题，在华夏文明传京创新区叶 '1主、丁文化生态保护

仄?实现文化传承保护的生态化 ， y壁免文化发展的"异化"和过度开

发。坚决反对文化保护上的两种极端倾向 为保护而保护的"文化保

护栏义'不口一睐i是求经济和rJ t言\忽视文化价倩实现的"文化经济三义\

在文化的传京创新中要清醒地认识到.华夏传统文化真有不同层次\形

式各样的价值， 建立f华#呈复王文H明月 f传专7承J丘主吟宦创t新区不J处;豆圣i击~j在宝笠;中华i民艾;族族观代f化七的}洪共流

I中l扣1升i辟聋一个 "文化古孤月旺L岛

利条f俨付件斗牛i一飞， v使巨安E气华阳豆文化能够艺在E[臼i 身特性的羊基(础1-:.按照自身的文化发展逻

辑实现现代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总摄 整合和发展华夏文

化的内涵及其价值观念噜使华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到激

活，尤其是文化精神内涵得到激活。这是对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的理性、

科学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发展观，这!二历史意识、未来眼光和对现实)Jfft

准确把握的充分彰显c 我们相信，立足传承义明、创新发展的新起点，



随着建设丝绚之路经济带r~l'i(战略的检泣，甘肃定会成为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黄志、段两次肩负赳中国向西开放前沿的国家使命，为中华

文明的传承\创新与传播谱写新的壮美篇章。

正是在这样的史背景下， ì卖吝出叛传媒股份有限公讨;在为IJi垃圾 f

这套《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从书 "ρ飞书"以全iYi的丁文化视角祁全

球化的文化视霄，深入犯;里 il 肃与俏夏文明史密切相关的历史脉络，充

分挖掘甘肃历史远程中与华夏文明史有密切关联叶先点、节点，以此探

寻文化发展的脉络、民族交昆虫的驳杂色怒、宗教文化流布的轨别:\历史

演迈的关联，多视角呈现 iJ 有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文化独特性和杂极

性.生动展示绚丽 fJi市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如异影纷

呈的文化图景，形象地书写甘肃在华夏文明!士:上的历史地位和突出贡

献，将一个多元、开胶、包容\神奇的 il;]呈现给 IH人。

投照 il 肃历史文化的特质和演进规律以及与华夏文明史之间的关

联丛书"规划( "陇文化的历史面孔\民族与宗教、河西故事、敦

煌文化\丝绸之路\石窟艺术\考古发现、非物藏文化遗产\i可陇人

物、陇右风情、自然物i吾\红色文化\现代文明'等 13 个板块啕以展

示租传摇 IJw丰富多彩、烈淀深厚的优意文化〈丁 "矿、书'将以陇右位IIU

神活与古史传混开篇，让读在追寻光周文化和秦甲期文明的遗迹噜纵览

史小f色书的五{)i~文化，叫好神秘的训忱的夏文化.在历史的记忆l村吉绘

俏夏文明之燎的全;立随"凿空9 四殴35一人51\哮，开启"丝绸之路9

文明，踏入梦想的边疆?流连于丝路上的佛也珞影 古i盖一西风，感受奔

驰的马蹄卢噜 与行j进茸存在牛丝绸古 i边芷上的尚

肩 I而归i士过过、4土L 主还"敦煌文化"的历史画卷，随着飞天花T'llr的佛陀微笑在

沙漠绿洲起舞.在佛光照耀下的三危山， 、起进行邦润的 f 年营建，

]i1J解开戒经司封闭的 F年之谜。 j]捞"河西故事"的碎片，明月边关

6 



的诗歌情怀让人沉醉，遥去的署在「烽焰，点公川口亲 'It那历史深

处的~t求朋脂红，更觉岁月沧桑。在"苍白发现"系列耳曼 .tí悦的惊 I !J

表情\然水 i五i遗址、长城院憾和地下幽骤，口J史的辛苦吭一bt'，.yZ王军报;主f

y~石上，在:碑刻摩屋 彩陶艺术\育制艺术面航流连忘返。走进莫!离

廊、马蹄寺4与丁币、大柿;LlJtíJi页、麦宅!山刮到1、年灵寺岳飞、北岳飞寺、

r~J 白îni~(寺.沿着中国的 "bli~(艺术"长)此发现何感知j 刮到[f艺术的独特

魅力已从天境 邓连山走入"自然F树活"系列，感受大地的呼吸

沙的 111:界月霞ít立貌七一冰川，阅读湿地生态笔记，倾听水的故事c

要品味"陇右风情"和 "1~物质文化运产"的神奇，必须一路乘坐羊皮

饺子.观看黄河水车与河边桥梁，品尝斗肉面的兰州眯1茧，然后再去冲

秘的西部古城探l制，欣赏古朴的陇右民居和绚丽的反饰艺术;另、路ii!IJ

要去存细聆听来内民间的秘密寻多彩风情的民俗、流光溢;髦的民间

美术、妙手巧工的传统技艺、籍管由长的传统音乐、霓裳羽在二的传统舞

蹈。最后的乐草属于现代，存"红包文化"里， riij望南梁政权、哈达铺

23榜罗镇\飞'中:会师、西路军血战河西的历史，再次感受解放K妇女

士J芝琴呻j巧JL原明)争取婚洒自由的传奇现代文明"系列记录了

共和国 中国石化工业的成长记亿、中国人的就天梦 中国重:离

子之光\镣邵传奇以及从书院'子'堂Jilj现代教育，还有中国舞剧的"汉户

里路"总之从书"沿着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剖，探究华夏文明演变

的轨迹，力图实现细节透视和历史全貌展示的完美结合ω

读者出放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积累多年的文化和山版资源为基础.

集省内外文化精英之力量足学术背景.采用叙述体的写作风j各和说:

故事的书写方 l艾，力求使"从书"做到历史真实叙述生动、图文并

茂.融学术性\故事悦 趣眯性、可读性为、体，真正成为 王三-pj 1J

"华夏文明之源"里去甘肃历史文化的精品人义读半。 I"J8才，为保证朽

/ 



内容的准确 ~I)如严谨忏\编委会邀请甘肃衍。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

发展协同创新中'L' 、可州大学以及敦煌研究院等多家单位的专家租学者

参与审稿 ， L'J f，精锐、严l 书的子'术注后c

f二M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201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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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豆、飞挤天下黄河晨一碎|

情灵寺前平整宽阔的码头 t 、工句一块石碑， 1::.写"天 F第一桥"几

个字c 很多人不明究;完.忍不住问这里真奇座桥呜ι，" "}gf可称之

一为天下第桥呢俨 "怎么看不到桥 f 呢?H

"天下第桥"究竟也怎样 座桥?它真为金城公主而修建的11吗?

空荡荡的桥滩

晴空厅里.波澜不~ì(" 这是一个寂静而清爽的早晨，没有 rr!'t liliJ的游

客，也没有忙禄的商贩。劫、刘家峡大.l1J1码头登上快艇. 40 多分钟后.

便到丙:J~寺码头 c 浴着宽宽的f?阶，逐级而上天下第权i" 石碑

赫然出现 l 石碑面LLr背河啕正面对肴的一个寺院啕隐约能看到匾额 t写

着"水帘洞"二个字n 石碑的背面是水波不兴的黄河，闲的那一面是小

山丘，山脚下问 iíi3纵楼.山Tfli隐隐约约有寸、村庄，似 'F能可l到鸡犬之

声。可是桥呢?桥早已消失在了岁月栩ζi'.II' ，就连桥的 :H址也早已沉没

在水底了 J

对于"天下第 4桥'\很多资料中都有所提及.往往是这样记述的:

I ()Oll 



华夏立饵 2二 1π占有凤

i 波注之下曾经的乞在古道

''')、卡第一桥， '!ê: il 肃省永靖县城 35 公里， J也处刘家1块水库尾端，在

小积Ti'山怀抱的炳灵寺 6姊~l， j弯'附近的石门口。桥的 A头(f牛;厕:X寺水

帘f同前，另一头在对丽的鲁主!I滩里。"

记述简单且直奈，远远不能同乞背后所隐族的故事相比，更无法说

清楚它的来龙去旅c

''j llî噬消浪?良消 Z-Yj 两岸青111隔水库.第一名桥EE 不住， I山

F削卧i卡、芦花明 t!J宗宗靖年间，问州d 子吴i同元寻访"天 F第一桥"时写

了这芮诗，距今p，经有 450 多年「。然而，权rt衣日扑朔迷离c

安调)C探"天下第权r" 时，在渡口边上看到 n王 F般大的R石

时每刻着"天 F第一桥"几个字"丁 1葱新苦苦r'中;扣写E 成、守7

被淹没?在主主i支刘1) 家』峡侠)库辈区中 f仁" 1流汪f传专下来的:混兑法足垃:: )这主些字大大民有唐人炽风L才格各.

主其实E出自宋人的手笔实艺;际拮上，永靖县保存('份珍贵的材料，人们22

1002 1 虹自ι 阮 t 甘肃仔;在



现"天 F第一桥"几个字然I竟然有颈体笔意c

数百年后， 此地依}丑日j龙二"两f岸主青山 I隔百水崖

]且川A: ， (盼 l踪电踪踪字主:最影二， 而 "天下第 A桥" 也越22 神秘 (c 

迷雾蠢蠢

西宾飞桥天 F黄冯主在一桥|

能够被称为"大卡第一"的东西，应该有也来头六 F第一桥'。

也不例外 J

;t丙灵寺地处丝绸之路的要1日，从河州(今 i恼夏)出发.上北j原军j丙

灵寺附近的风林度於1可，然后翻越漫天j冷 E 台、 J Ií域进入青沟[\2.

和，直抵西宁 J 也可经兰州?可υ过黄~öL 翻乌黯岭.迈入河西主廊。

从码头上有碎的内容来看天下第 桥"为西秦所建c 与7](经

注》中记述了 4天下第

告f' 的修建过程有1可

夫岸，岸['四 f 义，义熙

中 (405-408; 乞伏于此

作飞桥啕高五卡丈三年

巧就"

民间传:兑文Ji'it公主就

是过凤林关，金主"大卡第

一桥'\沿着总古道一路

面行的己在唐蕃古边上，

L斗多地方都流传着;文 Jtt 'l_~

:金城公主的故事，严

格考证后，大部分部足后

人附会，仅是个美丽传说 炳灵寺在引天下第节目】茫年主门前[

I ()03 I 



华夏立饵 2二 Iπ占有凤

而已n 文或公?究j始有没有生帘，已找不到明确的记载，不过却

有 段关于金城公主的i己载流传至今已

景龙 1111年飞710) 金城公主运嫁l王若，震中宗命令当地?可府征调能

工巧匠，在风斗事关修架黄j"l桥，被称为"大卡第一桥"对寸这个说法.

有人支持.有人J怀疑，究党有没有出处?在饭书》有这样一段记

载: ‘宰相连言:吐蕃本以;可为境，以公主故噜乃桥河筑域，宣独山、

JL曲-~言巨苇!石二百塑 J 今既负约，请毁桥，复守Nf如约。"这是唐

玄宗开元二年宰相奏折中的话 J 许多专家依据此记载认为，这里说的公

主就足金域公主'桥自然就足炳灵寺边上的"天下第

(714剖) 口时t 盔蕃;兵 lω0 力万牛]攻立、 E仁\渭， 应王朝 F令拆除此桥。

"天 F第一桥"究;完挡的是1郭路桥呢。是两奈的，还是唐代的?有

|天下第非但E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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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宾飞桥天 F黄冯主在一桥|

人把它们放在一起写，有人把臼门分开71(i3~(1当年的真实情形如何啕现

在已经Jt:从考证 1"

太阳升局 J\ A些不知名的小鸟在飞翔噜刘家峡库区边"万统朝

义"的丹霞J1li貌，给?自1交凌的水面增添了不少到刚之气。L'Ji:此J{且不远;就

是凤林关 J 凤称:生设寸皮观卡一年 (637) ，位寸口唾歌集逆:呼而仁的寺沟

峡内夜f汪牛 A斗t块主被当i地也j人\称{作乍 1它白) t 

字.可'rlí 20 I11 纪 50 年代.修建英雄m时百刻被毁。

自由以求，游牧民族平日农树民主主搅在这里沿黄ìl可两岸生息繁衍.他

们时丽和于相处，时而干戈突起，上演了、幕幕的悲喜剧c

唐诗里的桥

"安史之乱"时，陇右\河西唐军东满'j1'J1i，边防空虚，吐蕃乘机

还攻。在这个背景 f ，风牛在又二布"天 F第一桥"也多次之人应诗，成为

诗人们吟诵的对象。窝屑秦州的村A甫曾写风林戈未息，鱼海路常

"清1-t宗主应几年 (ì62) ， 吐蕃大军克风林关， :çÆz r1J 1-刑11全境.从

此开始占据冈州长 300 多年n 公元 822 年.诗人张籍路公此地，此时

"天 F第一桥"早已是物是人非啕 1虽!然盛极一时的大程王朝也逐渐走向

没落。张籍i叹 i宣风林关里水东流，臼草黄检六十辛苦边~，~.皆7JÍ二主恩

f手，无A.~手道取片l' 威逼初年，860 年为咸通元年)，举川刺史高拼

击)没F上总. J立取了洲、 j胃一州，路;毛凤材、关，随后小久这里义被口主主攻

陷。高骄工Ji宣关山万里恨难泊，铁马金棋也塞遥二为问昔日才青海

1II'f. JL人归到风衬衫è"

人类修桥的历史非常久远了，据说可以j丘溯到原始社会。究竟是谁

造了天下第 座桥，更儿法考证了c

于是，人们投照各内不同的角度，来命名"天 F!;ß一桥

1 ()05 1 



华夏立饵 2二 Iπ占有凤

I 奈飞愣囹(豆、自桥灾博;如

就有了形形色色的"天下第 桥"。有的是从拔河上游至IJ下指了这个角度

来说的，匀的员u从建桥的材贡A毛说， {且就建桥历史*毛说，当属于我们面

前所讲的这座"人一 F第一桥'。

民间传说主桥是鲁~IE所修建的c 这个鲁班并不也春秋战国时的公

输班，而 位甘肃辛苦的能工巧匠，他的名字也叫鲁班。据记载，这位

售班是敦煌人，善于修建，还能制作飞乌木人，曾经在凉州修建过浮

雳c 民间传说天下第仔r" 就是这作鲁到修建的c

传说鲁到为(j惨挤.四在rc于找石头作杯基c i也怪赶石、相信?在满山遍

野中赶石头c 谁知一个我汉却道破了x机.石头不动了.鲁班就在早

开始修辛弃，后来人们就把这个地方取名"鲁班滩也就在今天人们看

到"天下第桥"石碑附近c

纳灵寺所处的位置正是"丝绸之路"和")也总 ifi)豆"的交会处 ω

必绸之路陇右段;钉线由临ì1s 、 i恼夏取道均与灵寺"大 t，第一桥"渡黄;时，

经青j样?越扁部门噜 f支出 7长于1夜jξ人河西走廊二因而?这里历代为兵家必

争之地，豆豆晋高偿法忠、名将李靖、金城公平三都曾从此经过。至ιKK1 二t

时(1Il97) 人们还提到了这里的桥，元r:了一年\109引桥及哎道都毁于

1006 I 虹自ι 阮 t 甘肃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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