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脚踏黄土地，目览五千年。 山西，是镌刻在华夏文明长卷上的厚重篇章。 这里，北岳恒山巍峨耸

立，黄河奔涌激荡，应县木塔的飞檐诉说着匠艺传奇，红色文化星罗棋布、如歌如泣……每一寸土地

都沉淀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流淌着韵味。 本报“晋览风华”正式启程，邀您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文

旅之约，解码山西的古韵今风，邂逅三晋大地的无限精彩！

晋览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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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登鹳雀楼 重读山河诗章

名楼新姿 古今回响

鹳雀楼，初名云栖楼，登楼可生腾

空欲飞、一览天下小之感，后因常有鹳

雀栖息于楼上而得名， 自古以来便是

一处引人入胜的景致。然而，除了这处

美景外， 鹳雀楼还藏着另一处鲜为人

知的景观。

如今，重建后的鹳雀楼，不仅保留

了“云栖”这一充满诗意的意象，更因

一处难得的回声现象令人称奇。 这一

奇观并非刻意设计， 而是当年重建楼

时， 一位工匠手拍灰尘， 无意间发现

的。 现在，游人在楼下特定位置拍手，

便能听到酷似鹳雀鸣叫的回响。 听过

普救寺里奇特的蛙鸣， 再聆听这鹳雀

楼下仿若鹳雀啼叫的奇妙回声， 人们

定会惊叹于这片土地的神奇， 以及古

今之间那微妙的巧合。这一偶然发现，

亦为新楼增添了几分自然天成的意趣

和古韵。

鹳雀楼坐南朝北，背倚中条山，前

面是人工开凿的小湖“鹳影湖”。 湖面

以桥为脊、分两侧为翼，整体状若鹳雀

展翅的倒影，故名“鹳影”，巧妙呼应了

楼名的灵动意象。 楼前楹联“凌空白日

三千丈，拔地黄河第一楼”，上联状其气

势，下联点其地理，精准概括了这座黄

河流域唯一的四大名楼之独特地位。

鹳雀楼建筑外观为四檐三层，登

顶需走 369 级台阶，暗合“步步高升”

之意。内部因扩建为明三层暗六层，总

高 73.9 米， 比北周时期初建的 30 多

米木质瞭望台更为壮观。众所周知，鹳

雀楼始建于 1400 多年前的北周时期，

由宇文护将军主持修建， 初为军事瞭

望台。 北周和北齐在黄河一线大战数

十年， 此楼所在的蒲州城就是交战的

最前线。 唐至宋初， 此楼因王之涣的

《登鹳雀楼》一诗名震天下，这里成为

文人登临抒怀的胜地。 可惜在金元光

元年 (1222 年 )，金兵与元兵争夺蒲州，

楼毁于战火，仅存世约 700 年。 此后漫

长岁月中， 古楼遗址因明嘉靖 (1556

年 ) 关中大地震与黄河改道逐渐被湮

没， 直至 1997 年重启重建，2002 年正

式对外开放，续写千年风华。

鹳雀楼重建的意义不言而喻 ，它

让承载千古诗词文化的名楼“复活”，

成为黄河流域的标志性建筑，带动了当

地旅游发展。 而其重建过程也至关重

要，从专家倡议、方案论证到施工建设，

历经多年， 凝聚了无数人的艰辛和心

血，最终才让这一经典景观得以重现。

楼内乾坤 人文铺展

走进鹳雀楼内部， 六层空间均以

蒲州文化为核心， 逐层铺展着华夏文

明与楼体精神的深度联系。

一层“千古绝唱”，聚焦鹳雀楼的

文化精髓———王之涣与《登鹳雀楼》。

大厅迎面南墙，18 米的硬木彩塑壁画

“中都蒲坂繁盛图”， 再现了大唐蒲州

“依山傍河、楼阁栉比”的繁华景象，西

城墙下蒲津渡浮桥与东郊普救寺遥相

呼应。昔日作为“中都”，此地南北分别

居住着达官显贵与平民百姓， 当地流

传的民谣“手把鼓楼往南看，二十四家

翰林院”足见当年官宦云集之盛。东西

壁画分别讲述鹳雀楼的起源———宇文

护筑楼戍边，以及王之涣“旗亭画壁”

的典故， 奠定了鹳雀楼因诗而名的文

化根基。

二层“源远流长 ”，追溯河东五千

年文明。 四面壁画串联起女娲补天、尧

王禅位等上古传说， 以及本地名人故

事，彰显出蒲州的深厚底蕴。

三层“亘古文明”， 深挖古时科技

成就。 从西侯度遗址人类文明之火开

端，到尧舜禹盐湖采盐、中条冶铁，再到

唐开元铁牛铸造耗用全国四分之一铁

产量，这些都说明了河东的战略地位。

四层“旷世盛举”，以鹳雀楼为中

心，梳理其历史脉络。从建楼初衷到历

代兴衰，变迁一目了然。

五层“诗意蒲州”，凸显永济“诗歌

之都”地位，展示历代与鹳雀楼相关诗

词，让游客深切感受“诗楼互证”的文

化魅力。

顶层“极目千里”，呼应王之涣的

诗意。 在此登临远眺，黄河奔流、落日

余晖尽收眼底，沉浸式体验“欲穷千里

目”的哲学意境，将物理登高升华为精

神求索。 鹳雀楼不仅是历史文化的载

体，更成为激励人们超越自我的精神象

征，“更上一层楼”的意象在此刻具象。

整座楼体以空间为轴、文化为魂，

从诗韵到史脉，从科技到人文，层层递

进， 最终在顶层达成自然景观与人文

精神的完美融合， 让千年文明在登高

望远中豁然开朗。

山河胜景 诗韵传承

站在鹳雀楼上，高处清风徐来。 抬

眼望去，鹳影湖碧波轻漾，湖边“双喜

临门”的石刻在阳光下泛着温润光泽，

藏着人们古今共通的美好祈愿。 如此

高度，视野愈发开阔，黄河由北向南而

流，在眼前铺展成一条雄浑的缎带。

这里， 黄河改道与地理变迁留下

深深印记。 鹳雀楼是黄河西移后择新

址重建的，现址曾是古河道，离其不远

便是蒲津渡遗址与黄河大铁牛， 那是

先民智慧与汗水的结晶。

此处黄河河道宽有三公里之多 ，

水流平缓淡然， 虽无壶口瀑布的磅礴

怒吼，却多了母亲河的雍容沉静。 河滩

之上，新耕田垄在阳光下闪耀，麦田如

绿毯向远方延展，与天际温柔相接。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

西”，正是黄河改道，河滩渐次裸露，才

有了眼前这片沃土，芦笋、桃树、葡萄

等蓬勃生长，绘就了“河东果园”的丰

饶画卷。 极目远眺， 中条山如青屏横

亘，尽头直抵黄河之畔，而对岸的华山

在云雾中若隐若现，两山隔河相望，勾

勒出黄河“几”字弯右下角最壮丽的轮

廓。鹳雀楼地处于此，“两山夹河”的格

局正是“中华”一词的渊源所在。

至此， 话题自然落到王之涣的千

古名句上。“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

流”，从前不解“白日”何意，听了导游

讲解， 才知其中藏着气候与地理的奥

秘。“白日”并非夏日的炽烈，而是冬季

特有的清冷。 冬季傍晚，太阳受南移轨

迹影响，从偏南的中条山后方沉落，加

之冬日黄河水汽氤氲， 阳光穿过薄雾

时，便有了诗人笔下泛着白晕的景致。

这“依山尽”的落日，缓缓没入青灰色

山影，与“黄河入海流”的壮阔想象相

映成趣、相得益彰。 导游笑谈，当年王

之涣被贬途中登楼， 见黄河表面虽在

此处平缓，实则暗藏奔涌之势，恰似他

心中未灭的抱负。“欲穷千里目，更上

一层楼”，是地理高度的攀升，更是精

神境界的突破。

由此思绪不禁飘到鹳雀楼一层大

厅的“旗亭画壁”壁画。冬日天寒微雪，

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同游，相约

旗亭，登楼会宴，以诗赌胜，成就文坛

佳话。 原来，《登鹳雀楼》的冬日暮色，

早有历史伏笔。

站在楼上，俯瞰河滩沃野，终于懂

得鹳雀楼为何能凭一首诗跻身四大名

楼。 诗因楼生，楼因诗名，当自然景观

与人文情怀在此交融， 黄河泥沙里早

已沉淀了千年文化密码。 从“三十年河

东，三十年河西”的地理轮回，到唐时

“胡汉交融” 的铁人雕塑， 从诗人笔下

“更上一层楼”的精神力量，到今日河滩

上的万亩良田，这片土地始终在时光中

演绎着生命的坚韧与文明的传承。

千年后重踏此地， 我们看到的不

只是河山胜景， 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

攀登精神。 正如滔滔河水，历经曲折，

终向大海。 王之涣笔下的冬日暮色，藏

着对生命不息、进取不止的咏叹。 地理

变迁与人文积淀， 原就是这片土地并

行的史诗。 （薛丽娟 文 / 图）

开栏语

近日再登鹳雀楼，沿着石阶拾级而上时，耳畔讲解员的话语与河风交织，竟在熟悉的风

景里品出了新意———原来千年诗韵里藏着的，不只是文字的平仄，还有山河地理的密码。

晋北寻踪

沿长城一号旅游公路

探寻晋北斑斓画卷

环山临水的自驾公路众多， 而沿长

城而建的山西长城一号旅游公路独树一

帜。 它以“边塞古风、跨越长城” 为主

题，贯穿大同、朔州、忻州三市 ，不仅串

联起云冈石窟、 悬空寺等知名景点，更

将晋北壮丽风光与厚重历史娓娓道来。

忻州:长城蜿蜒处，古韵入画来

从起点出发， 首站抵达忻州偏关老

牛湾景区。 这里是黄河与长城的首次交

汇， 高空俯瞰， 黄河在此勾勒出太极图

般的曲线。 古村落里， 百年窑洞冬暖夏

凉，诉说岁月故事；老牛湾堡城墙斑驳，

尽显雄浑； 悬崖之巅的老牛湾墩， 让人

仿若穿越回金戈铁马的岁月。 而代县雁

门关， 作为 “中华第一关”， 杨家将雕

塑、边贸街、宁边楼等景点，处处弥漫着

历史气息，天险门更以“一夫当关” 之

势震撼人心。

朔州:木塔巍峨立，古堡忆遗风

朔州的应县木塔， 这座近千年的辽

代建筑， 全凭木构件卯榫咬合而成，历

经地震战火仍岿然不动。 塔上精美斗拱

与历代匾额， 承载厚重文化。 杀虎口古

文化旅游区， 则是历史与自然的交融之

地。 明代古长城、青石古道、通顺桥、广

义桥，每一处都铭刻着“走西口” 的商

道传奇，见证晋商的辉煌岁月。

大同:粉桃映城郭，古寺悬碧空

五月的大同， 桃花山景区漫山桃花

盛放， 粉若云霞，“桃花雨” 飘落， 如梦

似幻。 文瀛湖生态公园内，春花烂漫，湖

水波光粼粼， 市民在此享受惬意春光。

而悬空寺更是不可错过的奇观， 飞阁栈

道镶嵌于翠屏峰峭壁间， 木质结构精巧

绝伦，身处其中，惊险与宁静交织，尽显

古代建筑智慧。

这条公路， 串联起晋北的壮美山河

与千年历史， 邀你一路前行， 饱览独特

风光。 （张婷）

老牛湾

应县木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