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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向西 罗马向东》 作者为英
国人爱德华·伯曼，生长并受教育于英
国剑桥，2003 年起在北京、西安生活，
并且足迹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出版过
十余部著作，除了 《长安向西 罗马向
东》外，其中让人熟悉的还有《中国隐
形的皇帝》。

长安是中国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并
成为古代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贸易起点。

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罗马热衷于
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却忽视了中国对西
来商品一直最看重的，是作为战略物资
的马。作者在 《长安向西 罗马向东》
一书中证实，对张骞发现的“天马”的
向往并不仅仅存在于汉代，而且贯穿于
丝绸之路开创、兴旺、衰落的整个历史
过程。

爱德华·伯曼引证大量西方史料，
梳理出欧洲的探险家和研究者自明清以
来对中国尤其是长安的认识。与北京、
苏杭、广州等城市不同，18—20 世纪，
西安在西方人心目中是极具神秘感的地
方，尽管曾经来过这里的人并不多，他
们的记录和见解也时有偏差，饶有趣味
的是，这构成了一个让我们重新观察历
史的别样视角。

美国的纳撒尼尔·哈维兰德·科布等
曾这样形容西安这座城市：无论固定，
还是流动人口，这里人口数量非常庞
大。四面八方的商人、小贩及各色人等
蜂拥而至，六条主干道每天繁忙无比
……资金如潮水般川流不息，西安很快
就成为最重要的集散中心。

马这种动物在古城西安的历史中发

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更有甚者，马在
战争时期象征军事实力，在和平年代则
象征社会地位。在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时
代，最著名的勇士莫过于汉朝的霍去病
和唐朝的李世民，他们两位都为后世的
兴盛奠定了基础，而唐太宗之后的唐高
宗曾颁布法令，禁止商人和工匠们骑
马。

正 因 为 张 骞 发 现 了 中 亚 的 “ 天
马”，并为汉武帝所用，才极大地增强
了汉朝的军事实力，在 400 年里实现了
对中国的有效统治；正是“马背上的商
贸”的繁荣，才平衡了丝绸和马匹的交
易，成就了西安 （当时名为长安） 的繁
荣；也正是对骏马形象的刻画，使得中
国早期的雕刻和绘画艺术在唐朝独树一
帜。

马匹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一直持续
到近现代。据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记
载：1936年，红军中有一支令人骄傲的
骑兵部队，这支骑兵部队一年之前在陕
西省的一所学校受训。这所学校由一名
德国共产党员创办，他，就是李德。斯
诺这样描述红军骑兵：他们是整支军队

中最健硕者，胯下约有3000匹纯种宁夏
马。较之于中国北方的蒙古马，宁夏马
更为高大与强健，它们毛滑体硕。

汉武帝对汗血宝马孜孜以求，历史
对这点给予了肯定。无论是早期的匈
奴，还是后来横扫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
及其子孙，都依靠强弓怒马称雄天下。
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起，骆驼因为适应沙
漠地形和恶劣气候，被视为最合适的脚
力。

外国人眼中的陕西③

丝绸之路上的马
吴绍礼 党宇婷

铜马车重现秦皇出巡场面铜马车重现秦皇出巡场面

阳关遗址上的张骞雕像阳关遗址上的张骞雕像

古代马拓片

本报电 （潘伟朝、栾雅
宁） 6 月 12 日，陕西省太白山
景区迎来了韩国旅游观光团，
他们一行 20 人开启了一日游太
白山之旅。太白山旅游区管委
会副主任马少辉对韩国旅游观
光 团 一 行 的 到 来 表 示 热 烈 欢
迎，并向韩国客人详细介绍了
太白山旅游产业发展情况。据
悉，从 2015年 12月启动太白山
韩 国 旅 游 文 化 年 以 来 ， 已 有
3000 多名韩国游客来到太白山
旅游观光。

随后韩国游客乘坐旅游大
巴进入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
沿途欣赏了莲花峰瀑布、泼墨
山、世外桃源等景点，在红桦
坪亲自体验乘坐太白山天下索
道到达了中国秦岭南北分界线
处——海拔 3511 米的“天圆地
方”，感受太白山的神奇与秀
美。由于是雨过天晴，天圆地
方 的 景 色 格 外 秀 丽 ， 云 雾 缭
绕，宛若仙境，观光团对太白
山的景色叹为观止。

在太白山海拔 3511 米的天
圆地方，来自韩国幸福旅行社
的郑有娜说：“一直听闻陕西的
华山是以险著称，没想到太白
山给我的感觉是神奇秀美。能
看到不同海拔植被的变化，放
眼望去蔚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
云，空气清新，给人神清气爽
的感觉。来太白山旅游真是不
错的选择，我会向韩国人推荐
太白山，让太白山在我们韩国
越来越有名气”。来自韩国昌原
市真旅行社的南建宇室长激动
地告诉笔者，站在中国南北分界线处，平生
第一次深切感受中国南北气候的明显差异，
看到云雾是沿着山路一侧盘旋，始终跨不过
这道南北气候的分界线，让我感到特别神
奇。我们韩国人比较喜欢登山，我会主推太
白山神奇秀美的景色，让更多的韩国人走近
太白山，感受它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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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连霍高速临清段南华出口一路向北，宽
阔平坦的柏油路与绿荫绰绰的景观带如一条绿色
飘带，将人们迎进那依山傍水、有江南水乡的柔
媚婉约，又不失粗犷豪放，有戈壁大漠的黑河水
乡城市——甘肃省高台县。

高台曾是北凉政权的发祥地，出土的5000多
件珍贵文物填补了五凉时期文物的缺环，是丝绸
之路上文物遗存的黄金地带。

高台还是红色革命圣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
军3000多名将士曾长眠在这里，用鲜血和生命谱
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这里，还是东北亚内陆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
站，每年有几十万只候鸟从此迁徙，湿地、候鸟
已成为这里的一张生态名片。全国第二大内陆河
——黑河穿城而过，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打造
黑河水乡城市得天独后的生态资源。

近年来，高台县抢抓机遇，坚持把促进城镇
更加和谐宜居作为管理和服务的重要标尺，走出了
一条具有高台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县委书
记鞠毅认为，新型城镇化，就要立足高台“丝绸之路
古镇、红色文化名城、生态宜居之都、休闲度假乐
园”的城市发展定位，努力把历史、文化印迹体现到
城市建设的各个区域，把山水、湿地元素融入到城
市发展的每个细节，真正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历
史文脉得以延续，让居民和游客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留得下记忆。

基于这样的认识，高台县按照“一核四区”
的城市格局定位，城市建设铺开了一帧帧新的建
设画卷。

2009年，位于县城北郊黑河沿岸的黑河湿地
生态保护与恢复示范区建设全面启动；

2011 年 3 月，总投资 19.65 亿元的大湖湾生态
新区建设项目启动，黑河湿地公园、湿地新区、大湖
湾文化旅游风景区建设如火如荼地拉开帷幕；

2011 年 5 月，占地 9.23 万平方米的水如意生
态绿地建设项目启动，成为连接高台新、老城区
的“金腰带”；

目前，该县建设的由新城区、黑河湿地公园
和大湖湾文化旅游风景区三部分组成的大湖湾生
态新区已完成投资16亿元，建成公建民用、产业

发展、景观景点等各类项目近百个。
如果说曾经的高台县城是“小家碧玉”的话，那

么如今它已发育成长为一个“丰腴美人”。漫步于高
台县城，鲜花绽放，绿荫夹道，大小游园遍布其间，
商贸购物中心林立，幢幢高楼拔地而起，盏盏彩灯
扮靓县城，宛如一个国际化的“小都市”。

夕阳西下，漫步黑河湿地公园、大湖湾文化
旅游风景区，粼粼黑河水与潋滟人工湖相互映
衬、水趣盎然，木质栈道、环湖小路在澄澈水面
中蜿蜒穿行，精雅别致的亭台楼阁掩映于依依杨
柳、芬芳花丛中，造型各异的景观石点缀其间，
展现出一派迷人的南国风光。

县长杨成林向笔者介绍，仅仅湿地新区的建
成，就使高台县城区面积由2011年的8.56平方公
里扩至目前的 11.4平方公里，黑河实现了由“绕
城而过”到“穿城而过”，形成了独特的“城在林
中、水在城中、人在景中”的生态县城特色。

彰显文化内涵，打造人文新城

高台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如何将这些历
史、文化印迹体现到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高台县围
绕独特的红色资源、历史文化遗产、水面湿地等优
势资源，重点建设和打造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
念馆、黑河湿地公园、月牙湖公园、汉唐文化商业街
等一批具有人文特色的旅游景区、商业街区。

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该县还努力突破建设
资金短缺的瓶颈制约，着力完善城市功能，创新
观念、盘活资产、多元运作，建立起了城镇化建
设的多元投资体制。先后筹措资金 5.47亿元实施
城乡道路交通、城市管网、污水垃圾处理及绿化
亮化等项目，县城道路硬化和管道铺设基本完
成，县、镇、村一体的路网框架全部贯通，城乡
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建成国家一级图书馆、国家
一级文化馆、全省领先的县级博物馆、全省首个
县级游泳馆和科技馆、体育馆等公共场馆及九年
一贯制学校、园林式中医院等民生项目，累计建
成保障性安居工程8197套，覆盖率达33.79%，基
本实现了“住有所居、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的目标。

经过连续几年的建设，城区道路、供暖、供
排水等市政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养
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及商贸、休闲、旅游等设施配
套跟进，形成了集行政办公、休闲居住、商贸物
流、生态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型城镇。

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

高台县的决策者们清醒地认识到，城镇化建
设，农村是难点也是重点。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
建设实践中，即使高台县的城镇化率达到 50%以
上，全县仍将有 7 万多群众生活在农村，必须以
城镇化建设为龙头带动新农村一体化发展。

高台县充分发挥重点镇和示范村的辐射带动
作用，从而“推动小城镇与中心村、居住社区公
共资源共建共享，加快创建美丽宜居小镇、美丽
宜居村”。近几年，他们在加大重点镇、中心村整
合扶持建设力度的同时，配套跟进南华、宣化、
骆驼城等集镇供水、排水、供热、垃圾处理、绿
化等设施，在已建或新建的农村住宅小区推行

“网络化管理、社区化服务”模式，成立物业管理
公司，还深入实施了农村环境卫生连片整治项
目，有效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

目前，该县形成了以巷道镇富民小区、骆驼城
镇怡馨嘉苑等为代表的一批规划布局合理、建筑形
式新颖、配套设施齐全、环境整洁优美的“四化”村。
新型农村社区真正成了农民生活、生产的乐园，实
现了城乡无差别发展和农村群众的就地城镇化。

一幅文旅联动、山水融合、城乡统筹、产城
互动、生态宜居、社会和谐的生态文明县城新画
卷正呈现在黑河两岸。

高台丝路金地带 黑河两岸新画卷
——甘肃高台县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纪实

潘伟朝 郭晓芸

唐代名画 游春图
在海拔 3511 米的天圆地方也就是中国秦

岭南北分界线处，韩国客人对太白山的神奇
与秀美竖起了大拇指 （摄影：傅蓉）

走进“丝路农业带”

探访“杨凌农科”品牌
本报电（吴绍礼、韩建安） 6月 17日，由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宣

传部组织的2016“走出杨凌看示范”媒体采访活动启幕。本次采访
活动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宣传部邀请中央和陕西省新闻媒体、网络媒
体及杨凌区内媒体组成采访团赴甘肃、宁夏进行实地采访报道。

据悉，采访团将赴杨凌示范区在陕西省内外科技示范推广辐射
点、试验示范基地、企业链推广基地、农高会参展企业等，带着感
情、带着任务、带着问题走进企业、农户、试验示范站，多走多看
多思，深入挖掘素材，用笔尖、话筒、镜头，讲好“杨凌农科”品
牌惠及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发展、农民脱贫致富的故事，采写
一批有深度、有影响力的新闻稿件。

本次的重点采访点可谓是一条新的“丝绸之路农业带”：甘肃庆
城苹果试验示范站，宁夏吴忠孙家滩农业综合开发区，宁夏银川葡
萄与葡萄酒科技示范基地，秦宝灵台现代肉牛产业示范推广基地，
正大集团兰州公司 （泾川基地），甘肃菁茂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吴忠成功葡萄苗木有限公司等。

从6月17日起，在新浪微博开设的“2016走出杨凌看示范”微
博话题持续关注此次活动的进展和推动。

6月9日端午节这天，在西安世博园的西安灞柳驿新丝路文化体
验基地举办了帆船、皮划艇及水上高尔夫的体验和比赛等活动，在水
上高尔夫体验和皮划艇比赛等项目上，来自西安不同学校的孩子们个
个生龙活虎，认真比赛。

西安灞柳驿新丝路文化体验基地创办的意义在于，随着人们生活
节奏的加快和压力的无所释放，“慢生活”逐渐成为近年来倡导热
词。让“慢工作、慢学习、慢社交、慢运动、慢休闲……”等 12种
慢生活方式成为生活的主旋律。 （党宇婷/文 孙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