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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稿
【休闲生活】

或是对一个城市的深入解读，
或是对一条旅游路线的亲身体验，
亦或是旅途中感受的风土人情 、
历史文化、 吃喝玩乐……本栏目
注重记录旅途中的美好过程， 以
玩家身份为读者旅途生活提供服
务 。 字数在1000-1500字 。 要求
有小贴士， 有图片。

【驴友笔记】

这里不是泛泛的游记， 而是
旅途中的风光景致 、 人文历史 、
游历故事所引发的情思、 带来的
感悟。 就像品一杯清茶， 淡淡悠
远。 本栏目注重旅途故事和旅途
感悟的分享， 为您提供一个休憩
的场所。 字数在600-800字。

【美景分享】
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景

点， 无论是专业相机还是手机拍
摄， 只要图片精美， 再精美， 标
明拍摄地 ， 文字风格活泼生动 ，
吸引人， 都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
要求大图、 100字以内的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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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知道火焰山， 是通过吴承恩
笔下的 《西游记》， 其中一回 “三借芭
蕉扇” 很是精彩。 话说唐僧师徒西天
取经 ， 途经火焰山 ， 这里无春无秋 ，
四季皆热 ， “就是铜脑盖 ， 铁身躯 ，
也要化成汁”， 然而这里是取经的必经
之路， 要扑灭800里火焰才能过去， 于
是引出孙悟空智斗铁扇公主的故事。

这一充满浓郁神话色彩的故事 ，
令人对火焰山徒生无穷想象和向往 。
火焰山 ， 地处新疆吐鲁番盆地北缘 ，
古丝绸之路北道。 它古称赤石山， 维
吾尔语称 “克孜勒塔格 ”， 意为 “红
山 ”， 唐人以其炎热曾名为 “火山 ”。
关于它名字的由来， 只因这里寸草不
生， 飞鸟匿踪， 每当盛夏， 烈日当空，
山体赤褐， 砂岩灼光， 炽气升腾， 热
浪翻滚， 如焰燎天， 似火烧身， 故名
火焰山。

七八月份， 正值吐鲁番最热的时
候， 我们如约来到了火焰山， 从凉爽
的空调车上一下来， 立马感觉进入到
了火热的海洋中， 一股股热浪扑面而
来， 没走几步， 豆大的汗珠就滴下来，
如同三伏天里 “洗桑拿”。 远处望去，
一座红褐色的山体犹如一条威武雄壮

的火龙正张开大嘴喷射烈火， 它东西
走向， 长有100多公里， 宽达10公里，
海拔500多米， 蜿蜒横卧在吐鲁番盆地
中央， 这就是传说中的火焰山， 它实
为天山支脉， 前世可以追溯到1.4亿年
前， 由于地壳发生变化， 喜马拉雅造
山运动， 逐渐形成了山脉的雏形。

步入景区， 一座具有西域风情的
高大地堡出现在眼前， 在其墙壁上镌
刻着各种栩栩如生的菩萨浮雕， 举手
投足 ， 超脱世俗 ， 或威严 ， 或端庄 ，
或大善， 或憨笑。 步入地堡， 一道西
游文化长廊， 再现唐僧师徒四人西天
取经的种种场景。 走出地堡， 出现在
眼前的是扇火童子塑像、 牛魔王骑牛
塑像、 铁扇公主塑像， 还有三借芭蕉
扇组雕、 唐僧师徒四人组雕， 它们皆
由铜铁铸造 ， 高大威猛 ， 用手一摸 ，
烫手呀！

在景区中央有一根巨型温度计 ，
这 就 是 世 界 最 大 的 立 体 造 型 温 度
计———“金箍棒 ”， 立体造型高12米 ，
温度显示高5.4米， 直径0.65米， 可实

测摄氏100度以内的地表温度、 空气温
度。 当时， 我一看当天高温时段地表
温度竟然高达62℃， 但旅友们无所畏
惧， 争相在 “大世界吉尼斯之最” 前
拍照留念， 还体验品尝沙盘、 沙窝里
烤熟的鸡蛋。 事实证名， 有着 “火洲”
之称的吐鲁番， 当之无愧成为 “中国
热极” 和 “中国干极”。

望着两公里外 “一点就着” 的火
焰山， 我提议 “既来之， 则爬之”， 同
行者多数不愿前往， 索性躲到地堡凉
快去了， 只有一位老哥和我想去 “出
出汗”， “我的热情就像一把火， 燃烧

了整个沙漠”， 尽管可以骑骆驼、 坐毛
驴车、 开沙滩摩托前行， 但我俩还是
选择了步行， 只为真正体验一把火热
人生。 赶往火焰山的路上， 看不到一
朵花， 见不到一棵树， 听不到一声鸟
叫 ， 我们行走在 “光天化日 ” 之下 ，
无遮无挡的， 尽管我俩大汗淋漓， 但
必胜信念让我们热火朝天地往山上走，
老哥说： “这里应该是连妖怪都不敢
来的地方吧。”

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 土是红色
的， 砾是赤色的， 岩是褐色的， 难怪
唐代诗人岑参游览火焰山时， 写下了
“火山突兀赤亭口， 火山五月火云厚。
火山满山凝未开 ， 飞鸟千里不敢来 ”
的诗句， 一连四个 “火” 道出火焰山
的显著特点。 当时， 我想光脚走走试
试 ， 刚一伸脚感觉立马就能被烫熟 ，
遂作罢。 随后， 我们登上了海拔零米
线处， 又爬到了半山腰， 那火焰山上
的一道道裂沟， 一道道深沟， 好似火
龙之躯被刀刀劈开的血口子。 汗流浃
背时， 我们看到火焰山不一样的风景，
如鲜血染红的大山， 似大火烧红的云
朵 。 明代旅行家陈诚曾写诗描述 ，
“一片青烟一片红， 炎炎气焰欲烧空。
春光未半浑如夏， 谁道西方有祝融？”
这又是对火焰山的生动写照。

“海阔心无界， 山高人为峰”。 此
后， 每当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 我都
会像那次爬火焰山一样， 只要心存必
胜信念， 人生就没有过不了的 “腊子
口” “火焰山”。

凡是中国地图册上标注的山峰 ，
如果山峰下面还有一朵小花， 那就是
一座名山， 而且还是国家级风景旅游
区。 凭着这点儿知识， 我找到了福建
省最南边的灵通山。 网上有关灵通山
的介绍不多， 但是一张灵通寺的照片
让我心动了。 灵通寺建于天然石洞之
中 ， 上有巨石覆盖 ， 下是绝壁悬崖 ，
惊险壮观， 值得一看。 所以去年4月我
就去了一趟灵通山。

灵通山在福建省平和县， 景区门
票20元。 车子可以一直开到半山的青
云寺 ， 从这里往上就算进入景区了 。
灵通山的旅游公路修得很好， 上山的
台阶路修得也好， 一会儿工夫我们就
来到了三岔路口 ， 向左拐去灵通寺 ，
向右拐去擎天峰。

擎天峰是灵通山的主峰， 我们决
定先上擎天峰， 擎天峰有多高， 我们
不知道， 怎么走也不知道， 我们觉着
只要是风景名胜区， 一般的道路都挺
好， 再说20块钱的门票， 你说这山能
高到哪去？ 其实， 我们想错了。

按着路标， 我们去了擎天峰， 很
快就拐进了一条山谷。 进了山谷就是
小路了， 山谷里灌木茂盛， 怪石嶙峋。
但是山路越来越窄， 所谓的山路就是

用山谷里滚落的石头码一码就是上山
的路。 我们总认为擎天峰山不高， 再
坚持一下就到山顶了， 可是走了好久
仍然没有看到山顶， 我们一直在幽深
的山谷里往上爬。

现在 ， “爬山 ” 这个词很少用
了， 只要是旅游景区， 基本上都不用
爬， 顺着上山步道走就行了。 可是在
灵通山不行， 一定要手脚并用地往上
“爬”。 因为山路的尽头是一块七八米
高的巨石绝壁， 已经无路可走了。 要
想上山， 只有攀着搭在巨石上的梯子

爬上去。
等这块巨石爬上去了， 抬头一看，

前面依旧绝壁连着绝壁， 还有天梯架
在前面。 更为惊险的是还有梯子竟然
从石缝中穿过 ， 我顺着梯子爬上来 ，
背上的旅行包都蹭到了上面的崖壁 。
这会儿下都下不来了， 只能硬着头皮
往上爬。

天梯爬过来才算是爬出了山谷 ，
前面是一块空地， 站在这里才看到了
我们要去的擎天峰全貌， 高耸的峰顶
有一个铁塔， 而山的北面、 西面和南
面都是悬崖峭壁， 现在它离我们还有
好远一段路呢， 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一直通到山顶。

也许是擎天峰过于陡峭过于险峻
了， 所以人们在山顶竖起了一面国旗
为登山者加油。 我们也都撑着国旗留
下了照片。

该下山了， 我们还要再从天梯返
回爬下去。 这真是：

闽南有座灵通山，
山高路险不好攀。
仰望天梯心敲鼓，
屏住呼吸腿打颤。
老天保佑碎碎念，
助我爬上这山巅。

没有过不了的

闽南有座灵灵通通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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