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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word-break:break-all.">关于凤凰： 湖南十大旅游景点之

凤凰古城风景区 湖南凤凰土语 凤凰古城民间戏剧各位朋友：

大家好，我是×××旅行社的导游，为大家讲解张家界旅游

、凤凰古城、长沙、韶山等地的景点及民俗风情； 相传天方

国（古印度）神鸟"菲尼克司"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

从死灰中复生，鲜美异常，不再死。此鸟即中国百鸟之王凤

凰也。凤凰西南有一山酷似展翅而飞的凤凰，故以此而得名

，凤凰古称镇竿，位于我州的西南边，总面积1700多平方公

里，人口37万，是以一个苗族、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

县。凤凰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地，秦属黔中郡，唐

设渭阳县，元、明设五寨长官司，清舌厅、镇、道府，成为

湘西军事政治中心。凤凰的旅游资源主要是厚重的历史文化

。这里特殊的历史留下了众多的古迹，特殊历史文化塑造了

一群名人。 凤凰风景秀丽，名胜古迹众多，历来是人们游览

的胜地，自古就有东岭迎晖、南华叠翠、龙潭渔火、山寺晨

钟、奇峰挺秀、溪桥夜月、兰径樵歌、梵阁回涛等八大景。

有誉满天下的古城风貌，有唐代留下的最完整的石头城--黄

丝桥、苗汉隔绝的历史见证苗疆边墙--中国南方长城有被誉

为华夏洞王的奇梁洞等。 凤凰古城，位于沱江之畔，群山环

抱，关隘熊奇。碧绿的沱江从古城墙下蜿蜒而过，叠翠的南

华山麓倒映江心，江中渔舟游船点点，悬崖上吊脚楼，鳞次

栉比，码头边手拿棒槌洗衣的姑娘笑声朗朗。沱江河畔的东



门和北门古城楼雄伟壮观。青石板铺就的街道，四通八达。

明清时代木质结构的房屋，错落有致。这一切使得古城犹如

一副浓墨淡彩的中国山水画。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游凤凰之

后说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一是福建的长汀，一是湖南的

凤凰。 凤凰的美不仅在于它的自然景观，它的风土人情，它

的文物古迹和它的美丽传说，而且还在于它的光荣传统，它

的斗争精神。用沈从文先生的话说，即个人的浪漫情绪与历

史的宗教情绪结合为一的游侠精神，铸成了这地方人格与道

德的另一种典范。这种游侠精神一旦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只

要领导得当，就能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冲锋陷阵，创

造出惊天动地的伟业来。确实如此，试看我国近代发生的一

些大事，无不有凤凰人参加，而且往往总是站在斗争最前列

。第一次鸦片战争舍身报国的定海三总兵郑国鸿，第二次鸦

片战争青岩、开州教案中正气凛然的贵州提督田兴恕，辛亥

革命光复南京组织敢死对血战雨花台被孙中山先生授予陆军

中将的田应昭，抗日战争中血战嘉善、会站长沙冲锋陷阵的

都有凤凰"竿军"。这里地方虽小，却出过中华民国的第一人

民选总理熊希龄，出了被称为乡土文学之父、影响遍于世界

的沈从文，还有著名画家黄永玉等等。 现在我们沿着石板路

，来到中营街10号，这里就是我国著名作家沈从问2先生的故

居。这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四合院。正中有一小天井，天井四

周是木瓦结构的古屋，正屋三间，厢房两间，前庭三间。这

座古员虽然没有雕龙画凤，但显得小巧玲珑，古色古香，特

别是那些带有湘西特色的雕花木窗，格外引人注目。沈从文

故居是他的祖父沈洪富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所建。1902

年12月28日，沈从文先生就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他的



童年和少年时代。1917年，沈先生15岁，因家道中落，参加

湘西土著部队，离开了家乡，展转于沅、酉水流域，几年的

部队经历，使他目睹了水深火热的生活，亲历了如火如荼的

战争，从而激发了沈先生的创作欲望。1922年，沈先生只身

来到北京，开始了他从文的艰苦生涯。1928--1930年，沈先生

在伤害中学任教师，兼《大公报》、《益世报》文艺副刊主

编。1930--1933年，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讲师

。1934--1939年，在被奖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

。1939--1949年，在被奖大学任教授。在二十七年的创作生涯

里，沈先生先后用岳焕、上官碧、甲辰、小兵、窄而霉斋主

任等笔名，创作了《边城》、《鸭子》、《神巫之爱》、《

一个女演员的生活》、《湘西散记》、《湘西》、《沈从文

自传》、《黑凤集》、《长河》、《八骏图》、《沈从文散

文集》、《沈从文文集》等一系列文学作品，銮声中国文坛

，几乎与比他年长20多岁的鲁讯先生齐名。五十年代之后，

沈先生就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

究员，潜心于中国文物的研究，写出了填扑我国空白的惊世

之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及《唐宋铜镜》、《明镜》

、《龙凤艺术》、《战国漆器》等一系列文物论著。沈先生

的作品与人品表现了强烈的一致，自然、厚朴、谦逊、勤奋

、博大而凝重。 沈先生一生所创作的500多万字的作品，是世

界的文学瑰宝，也给后人研究中国和湘西留下了宝贵的历史

文献。 1982年，沈先生和夫人张兆和重返故乡，看望家乡的

父老乡亲，随知竟是与故乡永远的告别。1988年5月10日晚8

时35分，这位世界文学巨匠在京逝世，享年86岁。 我们现在

到达的地方是朝阳宫，又叫陈家祠堂，是凤凰24家祠堂的代



表之一，它坐落在古城区的西门坡，民国4年（1915年）由乡

绅陈氏发动族人所建。民国12年（1923年），湘西王陈渠珍

又率族人扩建。那时，每年的祭祖族仪均在此举行，当然也

议过集资修路架桥以及处理家族中违规之事。来源：考试大 

陈家祠堂分正殿、戏台、左右包厢等，组成具有浓烈地方民

族特色的四合院，尤其是进门处的古戏台，更是别具特色。

一幅"数尺地方可家可国可天下，千秋人物有贤有愚有神仙"

的对联和戏台上的八幅戏曲壁画，是不是令大家生出一丝半

怀古之情呢？凤凰有名的地方戏叫傩堂戏，古老而浓郁，具

有神秘色彩，表演细腻，纯朴逼真，人们称赞有"土、俗、纯

、细"四大特色。代表剧种主要是"三女"，即《孟姜女》、《

龙王女》、《庞氏女》，演出时以锣鼓伴奏，节奏明快，曲

调优美流畅，内容原始古朴，情节简洁有趣。 顺着小巷紫纱

石板小道，我们从大成殿--孔庙的桃檐下经过，有到了文星

街10号，这里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熊希龄先生的故居

。 熊希龄，号秉三，1870年7月23日出生在这里，熊希龄少年

时代就有湖南神童之名，15岁中秀才，21岁中举人，24岁中

进士，被授予翰林院蔗吉士（俗称点翰林）。熊先生少年时

就具有忧国忧民之心。9岁时，他的私塾老师出了一幅上联

："载数盆花，探春秋消息"，熊先生立即对出下联："凿一池

水,窥天地盈虚"，一时传为佳话。中举之后，新科举人作画以

言志，一时间，牡丹、芙蓉、金菊等纷争斗艳，而熊先生只

画了一幅不起眼的棉花，但熊先生"此君一出天下暖"的题词

，却使四座皆惊。 熊先生成名之后，积极主张维新变法，曾

开办《湘报》，时务学堂，常德西路师范学堂，是湖南与谭

嗣同齐名的唯新派中坚。我国的一些著名革命家如向警予、



林伯渠、滕代远，国民党左派宋教仁，武汉起义总指挥将翌

武等都是熊先生的学生。熊先生后出任过东三省理财官、热

河都统、财政总长等职。民国二年（1913年）就任民国内阁

总理，当时的这一任政府被舆论界称为"才子内阁"。后来，

因熊先生反对袁世凯独裁，被袁世凯逼迫解散内阁，辞去总

理职务。从此，熊先生的慈幼院收养了一大批孤儿，现任我

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雷洁琼就是慈幼院收养长大的。我党创始

人之一李大钊就义后，其妻儿也被隐藏在该院。民国14年

（1925年），凤凰县遭大旱，绝大部分田土无收，熊先生知

道消息后，送来赈灾款大洋10万元（其中著名京剧表演艺术

家梅兰芳先生捐款大洋4万元），救助了很多灾民。 晚年，

熊先生就任我国红十字会会长，积极投身抗日战场战地救护

，其功德可昭日月。 1937年12月5日，熊希龄先生病故于香港

，享年67岁。 凤凰县城元明两朝为五寨长官司所在地，当时

建有土城，1556年改土城为砖城，清康熙年间，设凤凰直隶

厅，厅通判、总兵和辰沅永靖兵备道衙门都设在这里。康熙

五十四年（1715年）建石城。石城周长2公里有余，开设四个

城门，东门叫升恒门，南门叫静澜门，西门叫卓城门，北门

叫壁辉门。各有巍峨的城楼。1940年，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

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以"城堡一旦落入敌手，反攻不易

，且不利于空袭疏散"为由，通令所属各县将所有城墙拆除。

凤凰县东、北二门因防水需要，仅拆除城垛碉楼，其它城门

全部拆除。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东、北二门和连接其间的半壁

城墙。 现在各位看到的是北门，北门也叫壁辉门。城门楼上

有一幅石雕画，画上有三位人物，这画取自"三国演义"中的"

古城会"。上面擂鼓的是张飞，下面是关羽挥刀斩蔡阳，过五



关、斩六将，最后和张飞、刘备古城相会。这幅雕画?取的是

百战百胜、凯旋而归的意思。出了北门，便是北门码头，这

是凤凰以前出城的主要通道。电影《湘西剿匪记》中土匪进

攻凤凰县城的镜头，土匪就是从河对面冲过来，解放军在这

里阻击土匪的。这条河叫沱江，一路奔来弯弯曲曲，像蛇一

样，古人称蛇为"沱"，故称其为沱江。跳岩为元朝以前当地

人过河之用，木板桥是明朝以后当地人过河之。来源

：www.examda.com 我们现在到达东门。东门街，是旅游商品

一条街，这里的六色坊有很多苗族的民间艺术品和工艺品供

大家选购和参观，联合国颁证的的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吴景莲

（吴花花）女士的扎染工艺品和东门内熊氏的蜡染国画更是

别具一格曾受到著名画家张汀先生的好评。扎染、蜡染堪称

凤凰民间工艺的一枝奇葩。蜡染又分土家族蜡染印花布，苗

族蜡染土布，前者注重配色纯净，讲究立意构图，艺样风格

特异纯美，突出的工艺特点是为热色：后者注重染色纯，不

讲究华美雕饰，给人一种自然纯净的艺术感，突出的工艺特

点是为冷色。两者共同特点是纯朴、典雅，而且原始古朴，

制讲究。扎染与蜡染相比，又是另一种特殊的工艺，也称为

蜡染的姊妹艺术。它的特殊工艺性能突出表现在手扎制作方

面。由于扎染的工艺精细，制作特殊，在民间流传极为稀少

。现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扎染在制扎构图，利益造型

方面进行了大胆变革和创新，使之更具实用性和时代感。近

年来，凤凰的扎染艺术异军突起，在首都市场展出时备受海

内外客商欢迎，享誉甚高。凤凰蜡染与扎染以其独特的民族

风格和浓郁的地方风味，远销日本、香港等地，有较好的收

藏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旅游商品一条街，有叫民族商业街



，两旁尽是店铺、染坊、制作银器首饰的作坊和工艺美术店

、各种小吃等。凤凰有名的地方小吃便是"腌罗卜"。这种罗

卜酸味浓度适中，佐料丰盛，酸中带甜，甜中有香，香中有

浓，来到凤凰，大家可别忘了一饱口福吆。 现在我们来到虹

桥，这座桥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清康熙九年（1670年）加

修。现在是后来恢复的桥下，可以看见一排有百年历史的吊

脚楼，沈从问2先生的书中也装满了吊脚楼，装满了沱江沅水

流域两岸吊脚楼里演过的一幕幕人间喜悲剧。吊脚楼的人和

事成立沈先生作品的一大风景。这个河湾是每年端午节赛龙

船的地方。沈先生每遇家乡人就会问及这里的吊脚楼，还讲

述他当年在吊脚楼上看龙舟的故事。沈先生作品里翠翠就作

站在吊脚楼上看赛龙船的。沈先生解放后两次还乡，都抽空

来这里看吊脚楼，跟吊脚楼人家拉家常，寻找他的少年足迹

，或立于临江的吊脚窗前，凭悼吊脚楼的沧桑岁月和东逝之

水，重温那遗落在吊脚楼中的迷人梦幻。 下了桥，我们步人

沙湾，凤凰县旧时的八大景在这里就有"溪桥月夜"、"龙潭渔

火"、"梵阁回涛"和"奇峰挺秀"四大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万

寿宫，有叫水府庙，因为是江西商人所建，大家习惯叫江西

会馆。万寿宫占地4000多平方米，是凤凰县最大的民间建筑

物，宫内的遐昌阁仍然保留完整。 相传江西商人在凤凰发财

之后，修建了这座万寿宫，有人不服，就在河对面修建了一

座准提庵，并在准提庵的墙壁上留下了两只大眼睛（窗户）

，想看看江西人是如何发财的？江西商人不高兴了，于是在

沱江边上修了一座塔，挡住那一双眼睛。 相传这里本无塔，

传说江边的鸬鹚岩下的水中有一对金鸭子，不时兴风作浪。

清嘉庆年间，人们就在词建造了一座塔以镇之。又传，凤凰



古城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扩建为笔架城，为配风景

，便在沙湾鸬鹚岩上修建字纸炉一座，有如一支巨笔，与笔

架城遥相呼应，意思是凤凰人文慰起。1985年，著名画家黄

永玉先生捐画义卖，集资重修，故定名为万名塔。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