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十月， 我们来到了青岛， 饱览了
大海的壮阔和这海滨城市的靓丽风景。 青
岛地处山东半岛的东南部， 是一座历史文
化名城。 城市依山傍海， 山峦郁葱秀丽叠
嶂起伏， 美景胜境无不令人陶醉。

青岛旅游资源丰富， 景点众多， 是我
国著名的海边旅游城市。 坐落于市政府前
的五四广场， 清秀脱俗， 富丽典雅， 名为
“五月风 ” 雕塑 ， 是广场的标志性建筑 ，
据说， 那是采用了500吨青铜铸造而成的，
前看为火炬， 后看为寿字， 这一独具匠心
的设计， 寓意着青岛人民秉承着 “五四”
精神， 继续建设美丽的青岛。 那巨大的红
色火炬造型， 仿佛给人以一种力量， 又给
人以一种奔腾的气势。

坐在车上 ， 顺着导游手指的方向看
去， 只见一块礁石在海水中突兀而出， 酷
似一位弓腰驼背的老人， 这就是青岛著名
的石老人。 相传， 石老人原是居住在午山
脚下的一个勤劳善良的渔民， 与聪明美丽
的女儿相依为命。 不料一天女儿被龙王抢
进龙宫， 可怜的老人日夜在海边呼唤， 直
盼得两鬓全白， 腰弓背驼， 仍执著地守候
在海边。 后来趁老人坐在水中拄腮凝神之
际 ， 龙王施法 ， 使老人身体渐渐僵化成
石。 虽为传说， 但也有几分灵性， 引人遐
想与幽思。

与市内最繁华的中山路成一条直线的
栈桥， 直接伸入海中400米， 是青岛海滨
风景区内的又一标志性景点。 游人漫步栈
桥海滨， 栈桥似长虹卧波， 回谰阁熠熠生
辉。 远处， 生长在近海水域中的小青岛，
她还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防波堤”，
形似一把横卧水面的古琴 ， 故当地 人
又形象地称其为 “琴岛”。 在导游讲解下，
我忽然有所顿悟： 难怪 《青岛日报》 的副
刊取名为 “琴岛”， 原来是具有地方特征
性呀！

若干年前 ， 就曾听过成方圆演唱的
《游子吟》， 记得其中有一句歌词是： “都
说那海水又苦又咸”， 但因与海一直无缘，
不知海水到底是啥滋味 ？ 那日 ， 我 终
于在栈桥边用双手捧起海水尝了尝， 果然
如此。

青岛不仅旅游发达、 工业兴盛， 而且
地域文化特色也非常浓厚， 流行语 “青岛
八大怪” 就高度概括了该市的人文地域特
征。 如： “青岛第一怪， 啤酒塑料袋拎着
卖； 青岛第二怪， 美女嫁老外； 青岛第三
怪， 骑车没有走路快； 青岛第四怪， 泳装
穿在外……” 每一怪都有其合理的解释。
青岛八大关也极具特色， 如 “山海关、 居
庸关、 紫荆关、 临淮关……”， 一关一路，
一路一树 （即每个关是一条路的名称， 各
条路都栽植不同品种的树木）， 讲究同中
有异， 异中有同的风格。

凡到过青岛， 游过青岛， 说青岛人杰
地灵、 人文荟萃， 我认为这说法一点也不
是虚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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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印象

■■周周末末推推荐荐

一年一度的 “香山红叶节” 开幕了！ 香
山红叶历史悠久， 曾有 “七分秋色在香山”
之说。 香山之秋蕴含着秋境、 秋香、 秋韵、
秋意， 到香山赏红叶是人们的首选。 年年游
香山， 岁岁看红叶， 怎样观赏红叶更美更富
情趣呢？

秋游香山“赏红攻略”
□户力平/文

“香山红叶 ” 已有800多年的历
史 ， 远在金代诗人周昂观赏香山红
叶后便即兴赋诗 ： “山林朝市两茫
然， 红叶黄花自一川”。 清代 “扬州
八怪 ” 之一的郑板桥观赏香山红叶
时， 也即兴写下 “红树年年只报秋，
西山岁岁想同游”。 民国著名旅行家
田 树 藩 秋 游 香 山 时 ， 欣 然 命 笔 ：
“数点青峰来眼底 ， 满山红叶入衣
襟。” 1956年秋， 著名散文家杨朔游
览香山， 被香山风景所倾倒， 写下玲
珑剔透 、 清新隽美的佳作 《香山红
叶》， 被收入中学教材， 由此使 “香
山红叶” 更为知名。

“香山红叶” 有 “京华红叶之源”
的美誉， 所以香山被视为观赏红叶最
正宗的地方。 金秋时节， 山野之上大
面积的黄栌、 五角枫、 鸡爪槭、 紫叶
李、 柿树等逐渐变色， 红、 橙红、 橙
黄， 色彩丰富斑斓， 景色壮观秀丽。
而10月底， 11月初是观赏红叶的最佳
时期 ， 特别是香山东南山坡上 ， 十
万余株黄栌树迎晖饮露， 叶焕丹红，
其间杂以柿、 枫、 野槭等树， 如火似
锦， 极为壮美。 徜徉于如诗如画的秋
色里， 谁人不歌， 谁人不诗， 谁人不
醉呢？

观赏香山红叶的三个最佳时段

“色彩斑斓期”： 从10月中旬到下
旬， 香山上的各种植物绿色、 黄色、
红色相间， 远看好像一幅色彩斑斓的
水墨画。 此时秋高气爽， 景色宜人，
宜于观赏香山深秋的色彩。 此时香山
红叶虽不特别艳丽， 但万绿丛中点点
红的景致， 更富生机。

“层林尽染期”： 10月下旬至11月

初， 初霜过后， 温度降低， 秋叶的颜
色变得更加浓艳， 满山的红叶， 层林
尽染， 让人感受到金秋红叶的壮美景
色， 为摄影取景的最佳时机。

“万叶飘丹期”： 11月初至11月中
旬， 时至初冬时节， 随着气温的持续
走低， 劲风吹来， 红叶的附着力降低
而随风飘落， 满地的红叶令人爱不释
手， 欣赏的是一种惜别、 不舍的凄婉
之美。

香山四条 “赏红” 最佳线路

御道赏 “红” 线： 这是当年乾隆
皇帝多次到香山观赏红叶的御道， 而
今可以来一次 “穿越”， 感受昔日皇
家御园的风景。 从东门进园后左转，
沿着由花岗岩石铺就的御道而行， 经
过翠微亭、 双清、 香山寺， 到达 “静
宜园二十八景” 之一的绚秋林。 这里
树木种类繁多， 深秋季节丹黄朱翠 ，
颜色各异 ， 朝阳初照及夕阳 返 映
之下 ， 景色分外绮丽 。 当年 乾 隆
皇帝曾观赏红叶 ， 并以 “幻色玄彩、
丹黄珠翠 ” 点景于此 ， 曾赋诗曰 ：
“嶂叶经霜染， 迎辉紫翠纷。 绚秋堪
入画， 开锦恰过云。” 由此再往上走，
便是阆风亭， 也是乾隆皇帝观赏红叶
之处。

凌空赏 “红” 线： 从香山公园北
门入园百余米为客运索道始发站， 由
此乘缆车上山， 可凌空观赏红叶。 在
缆车平缓的行进过程中， 即可远眺南
山红叶幻色炫彩， 也可近观脚下红叶
的斑斓。 17分钟后到达海拔575米的
香炉峰， 此时有一种 “一览众山小”
的感觉。 远望是峰峦叠嶂的太行， 千
林红树 ， 一片秀丽 。 近看 ， 满眼殷

红 ， 每一片红叶都很薄 ， 像是透明
的， 叶脉清晰可见， 宛如晶莹剃透的
红玻璃， 美的晃眼， 令人赏心悦目。

悠闲赏 “红” 线： 这是宜于中老
年游客观赏红叶的线路， 从公园东门
进入， 迎面就可以欣赏到两棵长势茂
盛的枫树； 向左行进五六分钟， 到达
静翠湖景区。 这里三面环山， 环境幽
雅， 由此仰望， 高坡上苍松翠柏把如
火如荼的红叶映衬得格外美丽。 由此
沿山路向西行， 路过香山寺， 再向东
而折， 便拾阶来到 “看云起”， 这里
是黄栌树较为密集的南山破， 在此可
近距离观赏红叶。

活力赏 “红” 线： 这是宜于年轻
人观赏红叶的线路 ， 从东门入园向
南， 沿着向西而去的盘山道上山， 过
多景亭、 十八盘、 阆风亭、 森玉笏、
朝阳洞、 平台， 最后到达山顶， 相对
来说， 这条路较长、 较陡， 但随着道
路的上升， 可时而寻一处高坡远望，
尽览不同层次的红叶之美。 走这条线
路不会有与其他游客摩肩接踵或熙熙
攘攘的景象， 幽静而惬意， 但登山需
要一定的体力。

小贴士

乘车： 公交318路、 331路 、 360
路、 563路、 698路直达香山。

地铁： 市区乘坐10号线在巴沟站
换乘西郊线， 直达香山。

驾车： 五环路香泉桥出主路， 沿
香山路西行即到。 或四环路四海桥出
主路， 向西经北坞村路、 玉泉山路，
至香泉环岛， 沿香山路西行即到。

特别提示： 香山路较窄， 停车位
极其有限， 以乘坐公交车为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