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丁进阳

本 报 讯 4 月 21 日、22
日，在五一小长假来临之际，
我市多家旅行社受邀参加了
山西晋城司徒小镇、皇城相
府、湘峪古堡等为期两天的
踩线活动。本次活动由市金
色假期旅行社牵头组织。

司徒小镇：精彩演出令
人叫绝

大巴车早上7点30分出
发，抵达山西晋城司徒小镇时
已是中午。司徒小镇占地千
余亩，是集特色餐饮、休闲娱
乐、农耕体验、旅游购物、文化
演艺等为一体的“老山西民
俗印象基地，新晋城美食旅
游地标”。小镇内景观别致，
仿古建筑群错落有致。司徒
小镇六尺巷，千种小吃百种
面食，古朴明清建筑风格，汇
聚山西民俗、美食、文化、创
意集市为一体，淋漓展现山
西民俗风情。小镇还原农耕
时代油坊、醋坊、豆腐坊等，晋
城本土文化元素融合集中展
现，置身其中，仿佛穿越时空
回到明清时代。

小镇的民俗表演极具特
色。山西大迁徙节目扣人心
弦，再现了当年山西人向各
地迁徙的难舍难分场景。

皇城相府：带你走进明
清时代

“这里是康熙皇帝老师
陈廷敬的府邸。”在导游的讲
解下，大家步入了皇城相府。

皇城相府枕山临水，依
山而筑，城墙雄伟，雉堞林立，
官宅民居，鳞次栉比，是一组
别具特色的古代建筑群。

皇城相府外城完工于康
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
建有前堂后寝、左右内府、书
院、花园、闺楼、管家院、望河
亭等，布局讲究、雕刻精美。
康熙御赐的“午亭山村”匾额
及对联“春归乔木浓荫茂，秋
到黄花晚节香”至今保存完
好。御书楼金碧辉煌，河山
楼雄奇险峻，中道庄巍峨壮
观，斗筑居府院连绵，藏兵洞
奇妙无穷，南书院曲径通幽，
西花园风景别致，紫芸阡御
碑林立。纵观相府景区，历
史人文底蕴厚重，造型独特，
气象万千。

最具特色的建筑物是取
“河山为囿”之意的河山楼，
据说是为抵御流寇侵扰所
建，整体为砖石结构，没有方
木，同时能容纳千余人避
难。如此大规模的民用军事
防御堡垒，即使今天看来，其
设计也非常科学合理。

湘峪古堡：富庶人家的
历史见证

湘峪古堡是明代万历年
间户部尚书孙居相、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孙鼎相兄弟的故里。
因孙鼎相在兄弟中排行第三，
又曾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所
以也被称做“三都古城”。

湘峪古堡背山面水，建
在湘峪河谷北侧的山坡上，
湘峪河流量不大，紧贴建于
石壁与陡坡上的城墙西流，
成为护城河。高高的堡顶、
洞洞相连的城墙给人以巨大
的视觉冲击，生动地展现了
沁河古堡的建筑美学特色。

隔着湘峪河，历经 400
年风风雨雨的古堡耸立如
初。从古城南门而入，便
可以看到城墙的内墙里一
排排整齐的砖砌窑洞，这
是当年用于防卫城堡的藏
兵洞。传说当年李自成多
次兵临沁河流域，在湘峪
古城外进攻七天七夜未破
城墙，铩羽而归。

湘峪古堡体现着人文情
感美学。城堡内，院院相通、
楼楼相连，体现着对内凝聚、
对外排斥、居安思危的地域性
格以及可防可守、可居可游的
理性思维，是当时山西沁河流
域富庶人家的历史见证。

带你穿越时空 领略明清风采
我市50多名旅游界人士赴山西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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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22日上午，平
顶山市硬笔书法协会第二届大
书法艺术展在湛河宾馆开展。
本次活动旨在更好传承中国传
统文化，弘扬书法艺术。

据了解，本次书法艺术展由
平顶山市硬笔书法协会和平顶
山市湛河宾馆联合主办。经过
两个月的筹备，共征集作品300
余幅，内容包含楷书、篆书、隶书、
行书、草书等多种书体（如图）。

当天，我市书法家和书法爱
好者 100 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本次展览精品佳作众多，艺术水
准和专业水平非同一般，受到大
家好评。现场，平顶山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左玉昆、市书画院院
长李联生等书法名家现场挥毫
献墨，为此次会展增光添彩。

市硬笔书法协会主席李伟
说，本次大书法艺术展为我市书法
爱好者提供了良好交流平台，对提
升书法自信、文化自信和中华书法
艺术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市硬笔书法协会
第二届大书法
艺术展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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