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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为什么叫金城 

兰州是兰新铁路东端的起点，连上东边的陇海铁路（连

云港—兰州）刚好横穿中国，是祖国的重要钢铁动脉。铁路

在兰州南北两山之间，和北面滚滚黄河并行而过。在很早以

前，兰州不叫现在这个名字，人们称它为金城。关于金城的

来历，有多种说法。有掘地得金之说，传说当初人们“筑城时

掘地得金”，故有金城之说；有地势险要之说，金城自古为战

略要地，是通往河西走廊和青海的咽喉，由于这里一面为河，

一面为山，地势险要，人们取固若金汤之意而称为“金城”；还

有兰州在京城长安的西面，从五行方位来说，西方属金，所

以命名金城。当地百姓中还流传着另一种有关金月镜的古老

传说。  

很早以前，黄河水流淌在兰州城南边的山脚下。为什么

今天我们看到的黄河在城北边的山脚下流呢？人们有许多说

法，我们就讲这个有关金月镜的传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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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多少年以前，北山脚下那面有一座火山，搞得北

山南面十分炎热，人们就想住到南山脚下来，好依山歇凉。

可惜南山脚下被黄河水占了。人们酷热难耐，又无可奈何，

就只好站在黄河北岸望着黄河南岸长叹。日子久了，终于感

动了山神。山神就把身边侍卫的一个仙童额前的金月镜取下

了半个，放在黄河南岸边的地下。那半个金月镜是天上的仙

物，岂能甘心被埋在地下，自然要向上浮起。于是黄河南岸

的土地也随着半个金月镜慢慢向上托，黄河水就向北岸滚。

滚呀滚的，年复一年，黄河水就滚到北山的脚下。人们兴高

采烈地搬到这块隆起的成半月形的南山脚下，从此再不受酷

热的煎熬了。但是北面那个火山山妖，并不甘心改掉祸害人

的恶习，一见人们不待见它了，就不断在黄河南岸放火，想

焚烧搬到南岸的百姓，让他们低头。可是南岸的百姓不仅有

河水挡着，还有半个金月镜向上浮起后形成的许多地下水、

泉水降温，日子过得很好。所以不管火山的山妖怎么折腾，

南岸的人们都安然无恙。心地龌龊的山妖见没有人搭理他，

一气之下一命呜呼了，火山也就熄灭了。在北山留下了至今

可见的红石崖壁。  

不知怎么，山神忘记了收回那半个金月镜。那半个金月

镜托着地，慢慢混成了一体，只是在地下蓄留下了很多的水。

慢慢地在这个半月形的地面上居住的人多了，就形成了一座

城，人们就叫它“金城”了。还有人说，要是山神大气一些，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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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仙童的金月镜全部放在黄河南岸的地下，现在兰州这个城

市就应该是圆月形的了。不管怎样，今天如果你有机会登上

兰州城南面的兰山，就会看到兰州城繁华的半月形主城区了。  

兰州在铁路修通以前，虽然叫金城，经济却十分落后，

人们的生活也很苦，“上街一身土，夜晚灯不明”，就是当时贫

困的真实景象。  

如今，兰州成了西北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不光有兰新

铁路，还有陇海、兰青、包兰铁路在这里交汇，四通八达，

使兰州迅速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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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官营—— 丝绸之路的要塞 

兰州是兰新铁路的枢纽，有着许多功能各异的车站，西

去十几千米外的陈官营站便是其中一个。  

大概从西汉年间开始，人们就在这个地方修筑城池营堡，

用来守御经济命脉、交通要道。兰州以前有“七十二营”之说，

“七十二营”是很多的意思。打开兰州地图，我们能够看到许多

以“营”命名的地方，那些散落在市区各个地方的“营”是兰州地

名中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说明这些地方很早以前就有屯兵，

屯兵之地是和经济命脉、交通要道、军事要塞等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兰州黄河以北修筑的明长城就是佐证。早在西夏和

北宋争夺此地时，两国的人们就各自修筑了不少城堡。这些

城堡在元代大部分已倾废，现在能保留下来的营子绝大部分

是明清时期的。古代军队驻扎的地方或集体活动的住地，被

人们称之为营，这些“营”保留了过去的军事信息。营子的名称

非常有意思，有些由当地风光而命名；有些则是军屯转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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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的见证；还有些是战争结束后命名的。在市区繁华热闹地

段有费家营、柳家营、陈官营等；在市区边上有清水营、太

子营等；在皋兰山上有头营子、二营子、三营子等；在榆中

等地有夏官营、范家营、袁家营、高营、徐家营等。这些“营

子”修建的年代不同，背后的故事也各不相同。  

陈官营的来历，有这样一个传说。汉时的丝绸之路经过

这里，是一个大集市。明朝的时候，丝绸之路由于多年的战

乱，很少有商贾来往，此地早已成为一个陈姓人占多数的小

村落。明洪武年间的一个夜晚，一队被土匪追杀的骆驼客们，

急急忙忙误打误撞地来到了此处，他们已是筋疲力尽，慌忙

向村中人求救。村中的族长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他想起明

将陈超随从肃王朱木英（朱元璋第十四子）来兰在兰州城安

营扎寨，便一边派人去兰州城向陈超求教，一边传唤村里所

有的人在村中点燃火把，壮年男子列队布阵，打起旗帜，冒

充陈超的队伍，虚张声势。土匪们不明真相，心存疑问，在

黑夜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土匪头子一时间也没了主意，

不敢贸然进攻。但是土匪们又舍不得眼看就要到嘴的肥肉，

想等到天亮看清楚情况再做打算。  

好在天亮时刻，陈超的队伍及时赶到。土匪们明白上了

村里老百姓的当，但为时已晚，大部分土匪被歼灭，土匪头

子只好带着几个残兵败将，悻悻离去。  

后来老百姓担心土匪再来骚扰，请求陈超屯兵于此。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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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见此处地势重要，可以和兰州城为相互依托之势，便在此

建立了营地。后人便以姓为名，把这座营盘称为“陈管营”。“管”

营就是当时的指挥部，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团部或是师部，

或者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区、一个县。现在人们叫这里陈官营，

是把“陈管营”叫转了音。  

那些骆驼客们一见这里安全太平，又离兰州城不远，老

百姓对他们又好，就在“陈管营”门前一条东西方向的大路上设

立了商行，做起了买卖。由于买卖公平，名声越传越远，一

来二去，吸引了许多商人前来设店，形成了一条商业街。老

百姓期望和平繁荣，约定俗成，在这条街上立庙焚香祈祷，

日子久了，大家俗称这里为庙沟街。庙沟街成了这一带的繁

华地区，各行各业的铺面越来越多，生意非常好。一有庙会，

人们便蜂拥而至，就像现在兰州市内的张掖路一样，非常热闹。 

陈官营这个古老地名承载的这段历史的记忆，不管是真

是假，大家都把它当作故事来听，因为它是来自古代的声音。

兰新铁路通了，给陈官营带来了真正的繁荣。如今它早已和

兰州城连在了一起，成为了市区的一部分。你如果在火车上

观赏兰州的城市景色，那就请留意看看陈官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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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石 

兰新铁路西出兰州，沿黄河上行 40 千米，就是河口南站，

火车要在这里西渡黄河。“河口”者，庄浪河汇入黄河之口岸。

千百年前，作为水陆咽喉之地，“河口”变成“丝绸之路”上的物

资集散中心，商贾云集，繁华无比，是黄河的古码头。黄河

在这里竟然那么宁静。远处房屋在水面上影影绰绰；不时有

三两只水鸟掠过水面，然而片刻便又平如镜面。河边一排排

古树，粗犷的枝干直刺苍穹。  

景色虽然好，筑路的铁路工人却没有心情欣赏，根据兰

新线的施工部署，决定在黄河大桥上游先建一座铁路便桥，

争取提前通车过河铺轨西进。但是修筑河堤的石料短缺，这

可如何是好？  

河口黄河桥位于黄河上游，是兰新铁路的重点桥梁。这

是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与施工的黄河桥，它标志着我国桥梁

事业的发展，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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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黄河上虽然有三座桥梁，即兰

州黄河公路桥、京汉铁路黄河桥和津浦铁路黄河桥。但是这

三座桥梁都是委托外商承办修建的。  

河口村的一位老先生得知此事，前来工地献策，他讲了

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  

在盘古开辟出苍天大地以后，女娲依照自己的样子，用

黄泥造出了人类。从此开始，天上有日月普照，星辰经纶，

地上则四季序更，万物生长，人民安居乐业，四海歌舞升平。

不料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起了纷争打起仗来，结果祝融战胜

了共工，失败的共工很不服气，大怒之下一头撞向了不周山。

不周山乃支撑天地之柱，顷刻间倒向东南，致使苍天塌下一

个大窟窿；大地被震得陷落倾斜，张开道道大裂缝；海水就

向上倒灌，肆意淹没世间苍生；山林中也燃起了熊熊大火，

向着四处蔓延，烧向逃难的人群；野兽和猛禽都无处觅食，

就疯狂掠食老人和小孩。天下人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遭

遇到了空前的灾祸。女娲心急如焚，决心找出办法修补苍天

和整治洪水。她周游四海，遍涉群山，终于找寻到了五色土，

放入巨石堆垒的炼炉中，借来太阳神火，历时九天九夜，炼

就出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方五色石。女娲手捧五彩石飞赴苍

天，历时九天九夜，用去五彩石三万六千五百方，将天上的

窟窿修补完好，砍下了神鳌之足以作撑天之柱。接着她又率领

民众，收集大量芦草制成灰泥，掩挡住了泛滥的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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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那方五色石在哪，老先生自问自答说，就在咱黄

河里呀。筑路的铁路工人们茅塞顿开，下河一捞，果真有不

少黄河石，作为石料刚刚好，工期按时完成。  

又过了许多年，人们想起了这件事，纷纷在黄河里寻找

黄河石观赏。不过观赏黄河石比修筑河堤的黄河石要小，有

人说那是女娲补天修整下来的边角料，称为黄河奇石。黄河

奇石具有天然性、稀有性、科学性、可柔性、区域性、商品

性等特点，根据它的产出地点、形态特征及成岩构造的不同，

大体上分为画面石、象形石、景观石、彩色石、抽象石、黄

河化石和文字石等几种。黄河奇石品种多样，从石质上看，

除一般性石质外，还有玉质性石质，如黄河玉、黄河玛瑙、

黄河鸡血石、黄河腊石等，另外还有矿物质和化石类黄河奇

石，在市场上可抢手了。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淘上一块带回

家中慢慢品玩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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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水玫瑰 

兰新铁路西渡黄河，进入庄浪河河谷，在上石圈火车站

附近，每年春天，遍地鲜花争奇斗艳，尤其到了五六月份，

一片片一簇簇殷红的玫瑰花儿盛开，像燃烧的火焰，又似遍

地的红霞。微风吹过，荡起缕缕清香，隔着火车车窗，观赏

花海仿佛都能嗅着花香，这就是苦水玫瑰。  

很早很早以前，这地方很是焦苦，人烟稀少。这地方苦

就苦在水源又苦又涩，用这水浇庄稼，五谷不长；人喝了，

日久生病。人们都祈盼着，什么时候“苦水”变甜水！  

村里有个勤劳心巧的花匠，他妻子即将临盆时梦见一只

金凤凰落到自家的玫瑰花丛，梦醒后顺利产下一个女婴。花

匠在为女儿沐浴时，发现女婴十分端庄秀丽，心里高兴，便

根据妻子的奇怪睡梦，为女儿起名叫玫瑰。不料这个玫瑰满

月后，一见院中的玫瑰花便咯咯大笑，一旦离开玫瑰花便哇

哇大哭。花匠知道女儿喜玫、爱玫，便将几株玫瑰花移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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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室，自此之后，玫瑰不但不哭不闹，而且整日咯咯欢笑。

不幸的是，花匠妻子常年喝苦水，身体不佳，玫瑰三岁时便

离开人世。花匠无心再娶，只和玫瑰姑娘相依为命。  

玫瑰姑娘在花匠的疼爱和乡亲们的关怀下长大，人长得漂

亮不说，心眼又特别好，对乡亲们热腾腾一片情。老花匠除了

侍弄庄稼外，还特别爱花。乡亲们生活苦呀，有了鲜花，有了花

香，他们才有生活下去的勇气。玫瑰姑娘呢，除了下地干活料理

家务外，常常帮父亲把鲜花送到乡邻家。她帮村东的大娘打柴挑

水，她为村西大爷缝补衣裳，她教村南的姐妹织绣，她教村北

的小伙歌唱，她像一只快乐的百灵，带给了乡亲们无穷的欢乐。 

每当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时分，父女俩常常坐在村头的

石凳上，思量着怎样才能让“苦水”变甜，让大家过上幸福生活。

也许是诚心所至，金石为开吧。那一夜父女俩同时做了一个

梦，梦中，灵山脚下十八罗汉中的降龙罗汉现了身，对他们

讲述了玫瑰花的性质、功能、栽培方法及炮制用途等，直到

天亮时分才离开，并且提示说：“只要能提炼出花的香油，滴

入水中，苦水就会变甜。”于是父女俩摘来九千九百九十九朵

玫瑰，架起烧锅，按照降龙罗汉讲述的方法熬炼起来。  

村里有个财主心眼特别坏，看玫瑰姑娘一天天长大，花

一般的容貌，云一般的身影，蜜一般的心肠，便垂涎三尺。

听说他们爷俩提炼鲜花香油能使苦水变甜，更是满怀虎狼之

心。他三番五次托人求亲，都被玫瑰姑娘一口回绝。财主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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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成怒，勾结官府，诬陷老花匠炼什么毒药害人。眼看鲜花

香油就要提炼出来，老花匠却气愤不过，抱恨归西。玫瑰姑

娘强压住心头的怒火，继续熬炼，她要让乡亲们喝上甜水。  

鲜花香油终于炼出来了，滴入水中，顷刻间，苦水变得

甘洌清香，洒到地上，地上一下子充满生机，乡亲们欢欣雀跃。 

财主得知后，带领爪牙要霸占泉水和玫瑰姑娘。玫瑰姑

娘十分愤怒。只见她横下一条心，手持扁担拼命。财主的保

镖一见事情不好，挥起砍刀搕飞了玫瑰姑娘的扁担，又割断

了她的喉管。玫瑰姑娘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滴过她鲜血的土

地长出一丛丛带刺的玫瑰，开满了艳鲜的玫瑰花，就像一片

红霞飞落大地，又像一簇殷红的火焰燃烧在村旁溪边，她把

美丽的清香洒向人间。乡亲们对此事感到不平，又无可奈何，

只好面对苍天呼喊：“苍天苍天睁开眼，财主杀人谁来管？” 

一天，财主又带着他的保镖前来苦水催收租金，来到一

个断崖处，忽然乌云滚滚，雷声大作，一个火球砸来，随着

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炸雷轰鸣，山崖突然崩塌，财主和他的

保镖被断崖深深地埋在崖下。  

苦水的百姓们为了记住玫瑰姑娘，都自觉地竞相种植玫

瑰。而且那花苗无论移栽在川心里还是水渠边，都是一栽就活，

玫瑰花开遍了苦水川。兰新铁路通车后，来这里的人们都要带上

一些玫瑰花，玫瑰的花和根可以入药，具有顺气和血、疏肝解郁

的功效，用玫瑰花卷馍馍、腌酱膏，或者泡茶、泡酒，都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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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甜美的香味。兰新铁路把这玫瑰姑娘的故事带到了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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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歇后语的故事 

兰新铁路职工来自祖国各地，为了支援祖国西部建设这

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各地的文化不同，就有了各种

文化方言的融合。比方说在哈密有人形容“多”，就说“河坝”一

样多；在鄯善，有人形容好事美事、滋润的事情，叫太“佛油”

了；嘉峪关有人称“漂亮”为“攒劲的很”。这些背后都有典故。

今天讲一个甘肃籍老工人表述事情有点冤的歇后语“城隍庙

里挂算盘—— 表清白呢”的故事。  

这句话出自永登。永登是兰新铁路西过黄河后经过的第

一个县城。“永登”一名，来源既远又近。说远的，据《十六国

春秋·前凉录》载：“建兴四年（316 年），拜张寔都陕西军事……

是年分金城之令居、浩门二县，又立永登县。”这就是说，永

登县名称到现在已近一千七百年了。人们为了祈求永远五谷

丰登，故为本县起了个名字叫“永登”。  

旧时，永登县城的城隍庙大殿墙壁上，悬挂着一个长 3

http://baike.baidu.com/view/46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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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宽 1 米的大算盘。传说，永登曾有一任县令叫卢建中，

是湖广黄安人，进士出身，为官清正廉明，不徇私情，清雍

正四年（公元 1726 年），任永登县知县。当时平番县内官吏

损公肥私之风严重，他厘定整饬，每月初一，在城隍庙内置

案问讼。他断案如神，老百姓敬而畏之，却忤犯了一些不法

分子。这些仇家联名诬告卢知县贪污受贿。上司即派人来查，

结果查无实据，不了了之，竟做出了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模棱两可的结论。卢知县很气愤，又无处申诉，万般无奈，

就命人专门制作了一个长一丈、宽三尺的大算盘，挂在城隍

庙大殿上，恳请城隍明察。其意是：“若贪污受贿，请城隍爷

清算。”以示清廉。  

后来，人们就创造了这条歇后语，用来替那些蒙受不白

之冤的人物和事情申诉。不知道那把大算盘如今还在不在，

有机会到永登城，可要留心打听一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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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鞘岭上韩湘子的传说 

兰新铁路从兰州向西，乌鞘岭是第一个障碍。岭高，坡

陡，云佩雾障，气候多变。虽然乌鞘岭周围是良田和牧场，

一片翠绿，但是它宛如一条莽莽巨龙，横卧在这里，兰新铁

路要想穿越它，可是把铁路职工们辛苦坏了。  

据说，其实多少年以前，在这里落脚的许多神灵，都是

桀骜不驯的坏脾气。在这里生活的老百姓每年必须给这里坏

脾气的诸神，特别是雷公献上牛羊、美女、五谷，才能保证

人畜平安，庄稼丰收。否则，雷公就要大发脾气，用冰雹毁

灭草原和良田。老百姓叫苦不迭。  

一天，韩湘子路过乌鞘岭，正遇见老百姓献牛羊、送美

女。那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美女们，其实都是一些十几岁的

孩子，凄凄惨惨地哭着，送她们的家人和乡亲也是哭哭啼啼，

十分可怜。韩湘子问清楚此事后，决心惩治这些恶魔。他叫

老百姓们各自回家，带回牛羊和那些女孩子，告诉乡亲们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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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说那雷公由他来对付。  

果真，那雷公不见老百姓来敬它，大发雷霆，又是打雷

电，又时下冰雹的，吓人极了。  

只见韩湘子面不改色，沉着应对。他手指天空，口念咒

语，霎时雷电阴沉，冰雹也变成了白雪。雷公怒不可遏，恼

羞成怒，用尽力气发出雷电来击韩湘子。韩湘子提身一跃，

在空中和雷公较量起来。不到三个回合，雷公就招架不住了，

转身想逃。韩湘子岂能放过这害人的东西，只见他把神力都

集中在手指尖，重重一点，那雷公就从天上落了下来，摔死

在乌鞘岭的西边。雷公的尸体变成了一座山，就是现在的雷

公山。人们为了感谢韩湘子，就在乌鞘岭上为他修建了一座

庙，香火不断。  

人们的愿望是美好的，虽然传说韩湘子打死了害人的雷

公，还为他建立了庙宇，但是那乌鞘岭的天气还是变幻莫测，

说翻脸就翻脸，老百姓依然少不了受难。兰新铁路修上了这

高高的乌鞘岭后，运来了许多科学仪器，在乌鞘岭上建立了

气象站，这里的各族人民才真正掌握了变化无常的天气，让

田野的庄稼丰收，让草原上的牛羊兴旺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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