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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阳关大道，历代著名高僧和外
国旅行者的足音仿佛在耳畔萦绕。前秦
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西域高僧鸠
摩罗什随吕光东传佛教途经阳关。时隔
17 年后，中国高僧法显西行求经，路经
敦煌，坐夏一月，由敦煌太守李暠资肋，
并亲自将法显送出阳关。唐贞观十九年

（公元645年），唐僧取经东归途经阳关，
敦煌吏民前往迎接，留下了一段传奇佳
话。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
意大利人马克·波罗入阳关而抵敦煌，游
历全城，在他的《马克·波罗游记》中，对
当时沙州民间丧葬习俗有详细记载。

“聚散离合一杯酒，东西南北万里
程。”自古以来，阳关在人们心中，总是凄
凉悲婉与寂寞荒凉的代名词。沧海桑
田，物换星移，昔日古董滩上雄伟的阳关
关城已被风沙夷为平地，唯有古董滩北
边墩墩山上被称作“阳关耳目”的半堵烽
燧供人凭吊，思古发幽。

春风吹丝路，古道换新天。如今的
阳关遗址和阳关博物馆已成为迎接世界
各地旅行者的重要旅游景区，而阳关脚
下的阳关镇（原南湖乡），已建成敦煌的
葡萄基地，被誉为中国西部又一个“吐鲁
番”，使古老的“阳关三叠”谱写出了浪漫
的青春畅想曲。盛夏，这里小桥流水江
南景，如诗如画如梦中。金秋，这里“最
忆阳关唱，珍珠一串歌”。在阳关脚下的
绿洲田园，那纵横交错的木架上，缠满了
翠绿繁茂的葡萄枝蔓，无核白、马奶子、
玫瑰紫、里扎玛特等十多种葡萄琳琅满
目，惹人垂涎。沿路的一家家农家乐环
境幽雅，民风淳朴。游客在前院品尝农
家饭菜，在后园采摘新鲜葡萄，真是“瀚
海绿洲桃花源，阳关人家故人亲”啊！

如今的阳关，不再是“西出阳关无故
人”，而是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文化遗
迹，它不仅是一个文化符号、文化意象，
更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产，需要你用心
品味和诠释。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荆雯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刘小雷）“2024中国最美县域榜单”日前在第
二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发布。全国107个县市区上榜，甘肃
省康县、卓尼县、崆峒区、麦积区名列其中。

中国最美县域榜单以县域生态美、人文美、产业美为评价标准，以“发现美、传播
美、享受美”为宗旨，其意义在于为亿万旅游消费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旅游目的地，
助推全域旅游发展与区域经济振兴。“生态美、人文美、产业美”不仅是高质量发展的
标志，更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源泉，它构建了一幅绚丽的“美丽中国”的立体画卷，
是对“美丽中国”丰富内涵的最通俗诠释，彰显了中国践行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和“美丽
中国”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最佳载体。

中国最美县域榜单自第十四届中国（深圳）文博会上发布以来，得到了各地各级
政府及国家相关部委的高度认可与重视。“最美县域”作为一个具有无限品牌价值的
公共IP，已成为全域旅游之首选、康养投资之指南、县域高质量发展之标志、世界向往
中国的理由。

“中国最美县域”是个不受商业因素影响的公益动态榜单，秉持“发现美”的榜单
宗旨，由深圳市中元品牌价值研究中心和中县智库共同研发的《中国最美县域品牌价
值研究报告（2023-2024）》蓝皮书同期发表。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是唐代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又名《渭城曲》《阳关三叠》。
千百年来，这首中国文学史上咏叹离别之情的诗句，使阳关名扬四海，声震

五洲。诗中提到的阳关就在敦煌，位于市区西南70公里处的阳关镇。

说起阳关，因在玉门关之南，故
名。早在公元前 121 年，西汉王朝
为抗击匈奴、经略西域，在河西设置
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同时
建立了阳关和玉门关。从此，阳关
成为通往西域的门户，又是“丝绸之
路”南道的必经关隘，其战略地位极
其重要。汉魏以来，阳关作为军事
重镇和丝路要冲，虎踞龙盘，大道通
天。多少文臣武将曾在这里远离故
土，戍守征战，书写了悲壮的历史；
多少商贾、僧侣、使臣、游客曾在这
里验证过关，归去来兮，演绎了丝路
的辉煌；多少文人墨客曾在这里触
景生情，悲喜交集，留下千古吟唱。

据史料记载，西汉时在南湖（今
阳关镇）置龙勒县，阳关为都尉治
所；魏晋时设阳关县，唐代设寿昌
县。唐代高僧玄奘从天竺取经回
国，就是走丝路南道，东入阳关返回
长安的。边塞诗人岑参曾写了“二
年领公事，两度过阳关”的诗句，可
见在唐代，阳关还在固守丝路，迎来
送往。宋以后，阳关被沙漠无情地
掩埋了，故有“阳关隐去”之说。

“阳关隐去”了，留下一片遗
憾。那么，阳关关城究竟在什么地
方呢？

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古阳关关城就在
墩墩山烽燧之南看到的那片茫茫沙丘之
中。因为从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的汉、
晋时期的陶片、兵器、钱币、料珠等物，可
以见证其昔日的繁华。

所以，当地老百姓称它为“古董滩”。
当地民谣唱道：“进了古董滩，空手不回
还。”从藏经洞出土的《沙州地志》残卷中
有明确记载，“古董滩”就是古阳关所在
地。

古人设关置戍，充分考虑“依山傍水，
据险当川”。从实地来看，这里占据两大
水源，北临龙勒水，即今之西头沟，东靠渥
洼水，今称黄水坝水库，地势险要，四野开
阔，不愧是个据关涉险的好地方。

在茫茫戈壁大漠，水是生命线。阳关
据水把关，固若金汤，是生命和安全的保
障。在大漠腹地千军万马若找不到水源，
就会人困马乏，休想闯过此关。其次，阳
关依靠龙头山，远近百里尽收眼底，墩墩
台所在正是阳关的制高点。如今，它已是
阳关历史唯一的实物见证。

“见说阳关和玉门，当年地纪万军
屯。”

从这两句古诗可知，阳关是历代兵家
必争的战略要地。早在汉武帝太初三年，
贰师将军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曾在这里
集结兵力六万余人，加上驼、马、骡、驴等

后勤部队共十余万，历时一年迫使大宛献
出良马三千匹，最终结束了这次战争。这
次战争的后方基地就是敦煌，阳关又是基
地前哨。

汉宣帝时，破羌将军辛武贤小驻敦
煌，西出阳关征讨昆弥（乌孙王），沿白龙
堆沙漠以东掘井通渠，准备运谷积聚居卢
仓以为后应。从此，将中原地区先进的掘
井灌田的技术由敦煌传入西域，对西域诸
国及敦煌的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推进
作用。

东汉顺帝永建初年（公元126年），西域
焉耆王背叛朝廷，在丝路南道攻劫汉朝使节，
侵扰周围邻国，使西域交通一度中断。消息
传到敦煌后，时任西域副校尉的班勇立即和
敦煌太守张朝商议，迅速兵分两路夹击焉耆
王，旗开得胜，制服了焉耆王，使一度冷落的
阳关又恢复了昔日的繁荣。

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西突厥
和龟兹国的反唐势力互相勾结，攻城略
地，侵扰不休，使唐与西域关系又呈紧张
局势。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复命左卫大
将军阿史那社尔、昆山道行军大总管、安
西都护郭孝恪，带领铁勒十三部兵力共十
余万西伐龟兹，当时的沙州刺史苏海政、
行军长史薛万彻也带精骑一部，出阳关配
合作战，双方经过激战，打败西突厥和龟
兹联军，得胜而归。

2.大漠落日，星耀阳关1.悠悠古道，源起西汉 3.春复秋往，翻天覆地

敦煌阳关镇农民采摘葡萄。 阳关博物馆。

阳关遗址。本组照片均为奔流新闻·兰州晨报通讯员 张晓亮 摄

2024中国107个最美县域发布 甘肃省四县区上榜

康县阳坝景区梅园沟茶园。

峰燧孤矗望西垂
大漠阳关古与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