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世俊：张掖在全国知名度较
高，请您介绍一下张掖是一个什么样
的城市。

黄泽元：张掖位于中国甘肃省西
北部，河西走廊中段。素有“金张掖”

“桑麻之地”“鱼米之乡”之美称。
张掖市是国家1986年颁布的第

二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古丝

绸之路重镇，是新亚欧大陆桥的要
道，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张掖有着悠久的历
史、灿烂的文化、优美的自然风光和
独特的人文景观，民国诗人罗家伦
诗曰“不望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认
江南”。境内有大佛寺、木塔寺、土
塔寺、西来寺、马蹄寺、镇远楼、山西
会馆、民勤会馆、黑水国遗址、张掖
丹霞等名胜古迹。不仅以丝绸之路
古城邦的文化令人向往，而且以地
貌景观大观园的神采吸引着世界的
目光。

张掖自古就有“金张掖”的美
誉。因为，张掖境内有中国第二大
内陆河黑河流经，在这里造就了河
西走廊最大的绿洲，有最丰饶的物

产，所以张掖历来是丝绸之路必经
之地和商旅驼队的补给之所。隋炀
帝西巡张掖，在焉支山下召见西域
27国使臣，举办了世界上第一次“万
国博览会”。张掖拥有亚洲最大的
军马场，国务院批准建设的祁连山
自然保护区和黑河湿地两个国家级
保护区，以及被美国《国家地理》杂
志评为世界十大神奇地理奇观的张
掖国家地质公园。

张掖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和
现代东西交通的重要通道，现代中
国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兰新
铁路穿越东西全境，奠定了张掖发
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对外开放和建
设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的交通
条件。

张掖张掖，，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拥有着悠久的历史拥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灿烂的文化、、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景观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景观。。不仅以丝绸之路古城邦的文化令人向往不仅以丝绸之路古城邦的文化令人向往，，而且以地貌景观大观园的神采吸引着世界的而且以地貌景观大观园的神采吸引着世界的
目光目光。《。《中国书法报中国书法报》》走进文化名城张掖走进文化名城张掖，，为其带去精神文化食粮的同时为其带去精神文化食粮的同时，，也在深入探索张掖市的文化奥秘也在深入探索张掖市的文化奥秘，，并以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对张掖的文化进行诠释并以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对张掖的文化进行诠释。。从而彰显张掖从历史文化从而彰显张掖从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旅游资源、、自然自然
资源资源、、民族特色民族特色、、重视书法艺术等方面的独特魅力重视书法艺术等方面的独特魅力。。

▲张掖市市长 黄泽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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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报》社社长·总编辑 李世俊

◎历史文化名城，丝绸之路重镇。

李世俊：张掖历史悠久，文化深厚，
请您侧重谈谈张掖的历史文化。

黄泽元：张掖历史悠久，据在市境内
黑水国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等
文物证明，早在上古时代，人类就在这里
过着狩猎、游牧的生活。张掖在远古属
雍州之地，夏商时为羌族所居。周时，
戎、狄两族在这里居处，春秋战国时期乌
孙、月氏人在这里繁衍生息。战国时建
立城邑，修筑长城，今张掖一带还留有秦

长城遗址。
在汉张掖郡辖区内出土的大量“居

延汉简”，对研究汉朝的文书档案制度、
政治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对中国
书法影响深远，史学界誉其为20世纪中
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张掖曾是
北凉国的国都、行都司的首府、甘肃省省
会和历朝诸代设州置府的治所，素有“塞
上锁钥”之称。市内汉明长城、历代石
窟、寺院、碑塔、古城、烽隧、墓葬群星罗
棋布。大禹导弱水入合黎，老子骑青牛
入流沙，周穆王乘八骏西巡会见西王母
的传说，张骞、班超、法显等都曾途经张
掖前往西域。隋炀帝于609年在张掖曾
召集西域27国君主使臣，召开了“万国
博览会”。唐玄奘经张掖去西域取经，马
可·波罗旅居张掖一年等历史传说和记
载，使这块土地更加神奇。张掖市文物
古迹众多，人文景观奇特。始凿于魏晋
时期的马蹄寺、金塔寺，保存有价值极高

的雕塑，与那里优美的祁连山风光、浓郁
的裕固族风情相映生辉。始建于隋代的
木塔和元代的土塔，历经沧桑，风韵千
古。建于西夏的大佛寺，有全国最大的
室内泥塑卧佛，寺内藏有大量佛教文物，
其中明代金经是国家一级文物，是极其
罕见的。张掖金经中的金银粉写经卷，
自是书法珍品。在张掖，尚存有手书上
板的经书雕版800余块，这是明清时期
张掖印书的遗存，是国宝中的国宝。张
掖金经和木刻雕版，对书法绘画艺术的
研究借鉴，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在
张掖，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民间百姓之
家，还存有大量的书画篆刻作品，都值得
珍视。山丹马场从西汉时就是皇家马
场，今仍为亚洲马场之最。以北凉国都
城高台骆驼城、张掖大佛寺、肃南马蹄寺
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为代表的文物遗迹
达800多处，反映了历史上张掖的繁荣
与昌盛。

◎历史悠久，文化深厚。

李世俊：张掖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
文化，那么，作为新兴的旅游城市，张掖都有哪
些旅游资源？

黄泽元：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中段的张掖
市，古为河西四郡之一张掖郡，取“断匈奴之
臂，张中国之掖（腋）”之意。张掖，在中国第二
大内陆河黑河的滋润下，孕育了广袤的绿洲，
从而也孕育了河西走廊文化。境内有着得天
独厚的自然景观，有着美不胜收的原生态城市
湿地、气势磅礴的彩色丹霞地貌、西北最美的
油菜花海、亚洲最大的万匹军马驰骋、独特的
裕固族风情、祁连山旷野风光、戈壁滩冰川奇
峰。雪景、冰山、林海、草地、湖泊、碧水、沙砾相
映成趣，既具有南国风韵，又具有塞上风情，所
以有“不望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当江南”这样
的佳句。张掖是一座拥有两个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的城市，也是一座坐落在湿地上的城市，
被誉为山清、水秀、天蓝、地绿的“塞上江南”，宜
居、宜游、宜学的“湿地之城”，明净、清新、亮丽
的“清凉之都”，文明、和谐、繁荣的“戈壁水
乡”。张掖最大的芦苇面积达2万多亩。

张掖市旅游资源丰富，人文景观奇特。造
型各异的古建筑，构建精巧，绚丽多姿，古有

“一湖山光，半城塔影，苇溪连片，古刹遍地”之
美景。张掖市内有大佛寺、西来寺、土塔、镇远
楼、总兵府、山西会馆、明粮仓等古代建筑，黑
水国遗址、汉墓群、古城墙、长城烽燧等历史足
迹；还有国家湿地保护区、润泉湖公园、甘泉公
园、沙漠公园、黑河山庄、大野口自然风景区等
融南国秀色与塞外风光为一体的绚丽的自然
景观。隋代木塔、明代镇远楼、黑水国遗址等
古迹享誉中外，特别是保存完整的西夏大佛
寺，以其精湛的建筑艺术和现存全国最大的室
内卧佛名扬海内外，张掖大佛寺始建于西夏永
安元年（1098），原名迦叶如来寺，明永乐九年
（1411）敕名宝觉寺，清康熙十七年（1678）敕改
宏仁寺，因寺内有巨大的卧佛像故名大佛寺，
又名睡佛寺，1996年被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大佛寺卧佛身长35米，为全国室
内卧佛之最，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
佛寺藏《大明三藏圣教北藏》为目前国内保存
最为完整的明代官版初刻初印佛经。其中600
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用泥金书写绘制而

成，历史、艺术价值很高，有“张掖金经、国之魂
宝”之美誉。市中心镇远楼造型雄伟、比例协
调，可与西安钟楼媲美；高32.8米的隋代九层
木塔，结构精巧、蔚伟壮观，历来被视为古城之
象征。此外，市区新建的图书馆、美术馆、博物
馆也都美轮美奂，宁静安和，是城市的“客厅”
和地标。

马蹄寺位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北距
张掖市65公里，是集石窟艺术、祁连山风光和裕
固族风情于一体的旅游区。石窟由胜果寺，普
光寺，千佛洞，金塔寺，上、中、下观音洞7处组
成，共有70余处窟龛，始建于北凉。马蹄寺因传
说中的天马在此落有马蹄印而得名。马蹄寺石
窟的独特之处在于千佛洞有500多个摩崖佛塔
窟龛，规模宠大；金塔寺中的大型肉雕飞天古朴
稚雅，为国内仅有；普光寺的33天洞，上下5层
21窟，宝塔形排列，内有佛殿，外有回廊，共开内
外窟龛达49孔之多，造型奇特。肃南还有文殊
寺旅游景区，在祁连山主峰素珠链脚下的文殊
山景区，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北魏
时期，是远近闻名的古刹，也是旅游的好去处。

山丹军马场闻名遐迩，勾画出独具西部特
色的绚丽画卷。它位于张掖地区山丹县南55
公里处的祁连山区大马营草场，是目前世界上
历史最悠久、亚洲规模最大、世界第二大马
场。横贯东西的祁连山，既是甘肃、青海两省
的界山，又是蕴涵甘肃河西丝路谷地湿润气候

的天然屏障。早在3000多年前，这里就已养
马。自西汉以来，这里以当地蒙古马为基础，
又引进了各种西域良马，杂交培育出的山丹马
驰名天下，这里遂成为历代皇家军马养殖基
地，经久不衰。

焉支山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张掖市
山丹县境内，被茂密的原始森林所覆盖，地势
险要。隋大业5年（609）隋炀帝在焉支山谒见
西域27国使臣，召开万“国博览会”，史称“国博
故里”。夏秋之际，气候凉爽湿润，景色秀丽迷
人，是理想的消夏避暑的旅游胜地。

张掖丹霞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世
界10大神奇地理奇观”之一，被《中国国家地
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景观之
一。七彩丹霞地貌位于临泽倪家营南台子村，
距张掖市40公里。张掖丹霞地貌分布广阔，场
面壮观，造型奇特，色彩艳丽，是我国干旱地区
最典型和面积最大的丹霞地貌景观，具有很高
的科考价值和旅游观赏价值。

张掖平山湖大峡谷距离张掖市区约25公
里，作为张掖丹霞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华地带，
素有大西北的“张家界”之称。是迄今为止中国
离城市最近的集自然奇观、峡谷探险、地质科
考、民族风情、自驾越野等于一体的复合性旅游
景区，是张掖地貌景观大观园中最美的景观之
一。张掖平山湖大峡谷海拔高度为1500 至
2550米。其地质构造属于红层地貌，所谓“红

层”是指在中生代侏罗纪至新生代第三纪沉积
形成的红色岩系，一般称为“红色砂砾岩”，距今
已有1亿800万至两亿4千万年。峡谷以流水沟
壑为基本特征，山势低且平缓，以沙石山为背
景。大峡谷山石多为红色，从谷底到顶部分布
着从寒武纪到新生代各个时期的岩层，层次清
晰，色调各异，并且含有各个地质年代的代表性
生物化石，又被称为“活的地质史教科书”。

张掖为什么有这么多元的地貌景观？这
与张掖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貌发育有关。河
西走廊在亿万年前，曾经是大海，后来由于地
壳运动，青藏高原板块和蒙古高原板块相撞，
逐渐隆起，形成今天这种地貌，可谓“沧海桑
田”。张掖自然景观得天独厚，由南往北经过
了大起大伏的变化。整体东南高西北低，位于
中国的第二级地形阶梯，南枕祁连山，北依合
黎山——龙首山，黑河贯穿全境。整个地貌自
南向北分为祁连山山地、中原走廊平原、北部
山地三大区域，海拔从最高的5547米，降至最
低处的1200米，跨度很大，加上气温条件差异
显著，因此形成复杂多样、变化无穷的地貌
——碧水、湿地、绿洲、沙漠、戈壁相间分布，冰
川、雪山、草原、丘陵相映成趣。在风光旖旎的
祁连群峰，冰川映雪山，彩丘伴丹霞；而在瓜果
飘香的沙漠绿洲，河流绕田园，草地遍牛羊，将
南国秀色和塞外风光巧妙地融为一体。除了
大海，张掖具备我国所有的地貌景观。

◎人文景观奇特，旅游文化发达。

李世俊：张掖有哪些自然资
源呢？

黄泽元：张掖市资源丰富，有极
大的发展潜力。位居全国第二大内
陆河的黑河中上游、河西走廊腹地，
为新亚欧大陆桥沟通国内东西交通
的咽喉要道，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
重点地区之一。

张掖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中部，
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

夜温差巨大，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和
地理条件，又有黑河水灌溉，物产丰
饶，农业发达，素有“塞上江南”“西
北粮仓”之美誉，盛产小麦、玉米、水
稻、油菜、胡麻等农作物，为全国重
点建设的12个商品粮基地之一。

张掖具有玉米种子生产得天独
厚的优势，被誉为“天然玉米种子生
产王国”。玉米制种产业现已成为
农民增收的“黄金产业”，张掖市目
前为全国面积最大、最具知名度和
竞争力的杂交玉米制种基地，种子
产业为全市产业化程度最高、规模
效益最为显著的支柱产业。

近几年，农村成立了许多肉牛
养殖专业合作社和肉牛养殖龙头企
业，张掖发展成为了河西肉牛养殖
基地。著名畜牧学家、中国工程院
张子仪院士评价说:“张掖肉牛发展

模式开创了国内肉牛规模化、标准
化养殖之先河。”

2017年，张掖市建成万亩供港
蔬菜储备基地项目。该项目规划面
积1600亩，总投资6000多万元，项
目基地建在临泽县蓼泉镇、甘州区
沙井镇、山丹马场四场，项目基地实
行产销直达运作模式，直接向香港、
深圳供应蔬菜产品，承担蔬菜保鲜
储备和供应。实现年总产量8万多
吨，总产值达1.5亿元。张掖市现已
成为全国十大商品粮基地、十二大
蔬菜瓜果基地之一。

张掖市还具有丰富的矿产、土
地、水利、光热和劳动力资源，有30
多种矿藏，其中煤、铁、石灰石、芒硝
等储量过亿吨。已探明的金属非金
属资源有煤、石膏、粘土、砖石、铜、
铁、锌、钨等，累计储量居全省之首。

◎自然资源丰富，效益显著。

李世俊：刚才，您提到了裕固族，
这个民族很独特，请你介绍一下。

黄泽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隶属于
甘肃省张掖市，是中国唯一的裕固族自
治县，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
东西长 650 公里，南北宽 120 至 200 公
里，总面积2.38万平方公里。裕固族聚
居在甘肃省河西走廊肃南地区，其余居

住在酒泉黄泥堡地区，人口2万多。裕
固族自称“尧乎尔”“两拉玉固尔”。

裕固族起源于唐代游牧在鄂尔浑
河流域的回鹘。9世纪中叶，其中一支
迁至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史称“河西回
鹘”。明初，陆续迁至祁连山一带，逐渐
形成了裕固族。1953年经本民族确定
称“裕固”族。1954年2月20日建立了
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按分布地区，裕固族使用三种语
言：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尧乎尔语、
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恩格尔语和汉
语。无本民族文字，一般通用汉文。

裕固族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
过去，他们不仅住的是毛毡帐篷，穿的
衣服、鞋袜，吃的肉、奶是畜产品，而且
生产和生活上用的大部分用具也都是

毛皮制成的。现在，已有一部分人改为
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商业。

裕固族人勤劳勇敢，能歌善舞。近
年来，肃南草原的裕固族歌手，在全国
媒体和歌曲大赛上频频亮相，屡获奖
项，引人注目。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裕固族歌手银
杏吉斯、娅荷吉斯、苏尔吉斯、瑙尔吉斯
曾轰动歌坛，频繁亮相央视，人们至今
记忆犹新。2005年“十一”期间，在中央
电视台大型活动“梦想中国”进入总决
赛的裕固族“萨尔组合”，开创了近年来
裕固族歌手进入央视大赛的先河。
2007年，由4名青年歌手组成的裕固族

“彩虹”组合已被中央电视台《星光大
道》栏目选定为6月份角逐原生态大赛
歌手。

◎民族特色浓郁，人民勤劳、勇敢、善良。

李世俊：据说，张掖人爱书法
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您是如何看待
这个问题的？

黄泽元：好古爱书，可以说是
张掖文明的一个好传统。现在，欣
赏和喜欢书法，已经成为社会美学

的一个重要方面。书法进课堂，在
全国已经成为现实，张掖也不例
外。张掖的中小学也都开设了书
法课，全社会关注书法，自然就成
了时尚。在张掖，常常有书法展
览，是一个正常现象。不仅仅张掖
的书法家们有展览，中小学师生的
书法展览，也都已经成为常态化的
工作。书法，已经全面进入张掖人
的生活。“大美张掖全国知名书法
家作品展”“沈门七子书法展”“央
视书画频道张掖写生创作基地”

“张掖甘泉书院”“来德书院揭牌”
等全国性的品牌展览在张掖的举
行，标志着张掖书法进入了一个发

展的新阶段。张掖涌现出一大批中
书协、省书协会员，出现了付德峰这
样在全国有影响的书法评论家。用
欣欣向荣来形容张掖书法发展的现
状，一点也不夸张。在张掖，不仅仅
各个县区的书协活动都很活跃，就
是各个单位、各类行业，也都有许多
书法展览活动，举例来说，张掖城区
除美术馆、南华书院等处之外，人员
密集的图书馆书法作品展览，也影
响很大，反响强烈。社会发展了，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追求艺术享
受的愿望也就更为强烈了。甘州讲
堂今年已经举办过4次书法专题讲
座，场场爆满。

◎好古爱书，传统文化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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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农田 摄影：陈冈

▲肃南熬河丹霞地貌 摄影：陈冈

▲绿洲城市张掖 摄影：陈冈

▲钟楼夜色 摄影：陈冈

▲裕固族人

▲居延汉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