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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湖口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小平

获悉湖口县民间文化普查资料即将结集出版，甚为欣慰。湖口历史文化底蕴

深厚，这次民间文化普查成果凸现出灵秀湖口之魂脉，吹起湖口一片古朴之风。

近几年来，湖口经济快速崛起，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社会文明日臻完美，文

化发展也步入了快车道。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相得益彰，为湖口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湖口的民间文化是当地民间智慧之结晶，是湖口处在特定地域酿就的文化雅

韵之遗存，是湖口民间的创造力、生命力、想象力旺盛之体现；湖口民间文化是

湖口人民世代相承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镌刻着历代

湖口人民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优秀价值观和审美情操。保护、传承和利用好自己

的民间文化，对于建设新湖口，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的全面

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今年我县大规模大手笔开展的民间文化普查工程，可谓是一项具有开拓性、

抢救性、基础性价值的工程。开展民间文化普查，不仅是对优秀传统民间文化的

一次大搜集大整理，更是助推湖口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

次伟大实践；开展民间文化普查，不仅是一次对世代湖口人民聪明智慧的总结和

提高，更是留给后人取之不尽的发展源泉；开展民间文化普查，不仅是一项具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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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郁文化气息的繁巨文化工程，也是一项具有多种效能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一次

民间文化普查任务繁重，影响深远，规模巨大，效益显著。本丛书印证着我县民

间文化普查工程取得了丰硕成果。

开拓性地开展民间文化普查，得到了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众多热爱家乡、

热爱生活、热爱文化的贤人智士辛勤地奉献了他们心血和汗水。我谨向参与民间

文化普查工程的诸位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我县开展的民间文化普查，是我们对湖口民间文化采取抢救保护措施的一次

有益尝试，体现了党委、政府对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视和决心。实践证明，民间文

化普查的成果必将为湖口的全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这些民间文化瑰宝

的呈现，必将进一步丰富我县的文化内涵，必将唤起我县人民塑造优质文化生态

文明的意识，必将增添我们对传统文化保护的使命感、责任感，必将激发出文化

的生命力，迸发出文化的创造力！

是为序。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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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湖口，位于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南岸，山川壮丽，历史厚重，钟灵毓秀，文风

蔚然。扼湖锁江的石钟山有上下之分，湖口老县城地处两山之间，故名双钟镇。

石钟山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穴居。至秦汉时期，山上出现了砖瓦建筑。

现存的古建筑群建于清代咸丰年间。主体建筑昭忠祠依山就势，气势恢宏，有

亭、台、楼、舫、廊、祠、塔多种建筑形式。石钟山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吸引

历代名人学者登临访胜，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歌赋、石刻碑碣。现存唐至民国的石

刻170余处，最珍贵的是魏征、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郑板桥、曾国藩、彭玉麟

等名人的题刻。这些石刻既是时代的印记，也是一部难得的史书。

鄱阳湖绝岛鞋山（古称大孤山），距湖口县城9公里，西临庐山，北望石钟

山，四面碧波，孤峰独峙，雄踞中流。鞋山因形似绣鞋，素有“天下无双第一

鞋”之称，景区内有水上古战场景点多处，同时也是冬夏鄱阳湖候鸟观赏区，是

国内难得的综合型山、江、湖、鸟景观群。

随着湖口县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还开发了风光绮丽的天山风景区，

建成了石钟山公园、国家森林公园、金砂湾工业园等人文、休闲、娱乐、参观园

区。此外还有张青酧山古洞群、屏峰鄱湖十景、付垅大山十二景等旅游资源有待

开发。

熠熠生辉的古代建筑散布于湖口城市乡间，无论是民居祠堂还是桥梁寺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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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充分彰显着湖口先民精湛的建筑技艺和聪明才智。这些保存较好的古代建筑是

民间休闲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口县集大江大湖、名山秀岛、名胜古迹于

一身，旅游资源丰富独特，是一处融山水文化、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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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游景区

1. 石钟山风景区

石钟山风景区位于县城双钟镇老城区，屹立在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处的东南

岸，半临湖水半依城。西望匡庐，北枕长江。与鄱阳湖对岸的梅家洲、长江对岸

的江洲和安徽省宿松县的老洲隔水相望，素有“江湖锁钥”之称。

石钟山之名，始见汉代的《水经》。自古以来，对石钟山的定名有以声命

名，以形命名，或以声形兼备而命名之争论。宋文学家苏轼月夜泛舟探访，留下

千古名篇《石钟山记》。

石钟山分上石钟山和下石钟山两处。上石钟山倚南，滨湖而立；下石钟山

靠北，面江而屹。两山对峙，形成犄角，相距1200米。上、下石钟山的大小、山

势、形状等，甚是相似，均为海拔67米，面积10万平方米。明代以前，上石钟山

殿宇参差，十分繁荣。后因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毁坏山上建筑和明代大地震使临

水山体崩塌，遂逐渐衰落。清咸丰年间，清军水师长江巡阅使彭玉麟驻守下石钟

山，陆续修建亭台楼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石钟山在驻县海军仓库基地

的管辖区内，未进行旅游开发。而下石钟山经四次集中修建，其中最全面、最具

规模的修复，是从1978年开始的一次。政府拨款、上级支持、社会捐助、名人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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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在石钟山管理处处长袁作的主持下，集中县内建筑精英，在全县范围及邻县

大量搜集古建筑材料，经精心拼嵌修补，修旧如旧、恢复原貌，建成第一个旅游

景点。下石钟山于1979年10月1日开始对外售票，正式开放。

1959年，江西省人民委员会将石钟山列为文物重点保护单位。1979年，石钟山

成为庐山风景名胜旅游景区的景点之一。1996年12月，石钟山经联合国世界遗产委

员会的专家考评，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文化景观

名录》。2002年，石钟山被国家旅游局评为AAA级旅游名胜风景区（点），2011年7

月，石钟山正式申报创建国家AAAA级旅游名胜风景区。2013年3月，石钟山古建筑

及石刻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自然景观

石钟山之石具有透、瘦、皱、漏特点，

奇岩怪石，千姿百态。天然形成的崖、缝、

矶、洞等状态，自成佳趣，各显景致。

瑞云洞  位于上石钟山东北面的一个天然

岩洞，又名古仙洞，洞门上端石壁刻有“古

仙洞”三字，为宋代王安石手书。洞内石壁

有10余处明清石刻，“忘怀天地”四字，为

朱元璋部将常遇春题写。岩洞高阔，可容纳

数百人。旁有小洞，狭窄崎岖，曲折迂回。

英雄石  在上石钟山北麓，巍然耸立湖

面。相传常遇春与陈友谅交兵时，为救朱元

璋，枪挑巨石置岩上，吓退敌军。石上尚存

的窟窿，传说是枪戳的痕迹。西侧崖石有无

名氏题刻的“英雄石”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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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舟崖  位于下石钟山西北面。百尺

绝壁，下临深潭，峭崖峥嵘，悬石欲坠。

山岩上爬满藤蔓，裂缝石穴里竟伸出高大

乔木，有的挺拔，有的倒挂，表现出顽强

的生命力。1980年，傍崖依山建起一条小

路，由江天一览亭底下隧道循坡而下，越

过两座人造石拱桥，再经过156级石阶，

深达崖底。1982年，又依崖壁往北，延长增修一条石阶路，游人可循级穿过石缝，

垂直上坡仙楼下的廊外廊。廊外廊与崖壁石级小道，一路在上，一路在下，两路平

行，类似栈道。

石钟洞  在下石钟山麓西南临水

面，有一行行穴缝迎水而开。冬季涸

水，洞口方露，循径入内，别有洞天。

《石钟山志》记载，洞内壁间多处刻有

小诗。如“我来醉卧三千年，且喜尘世

无人识”“小憩千年人不识，桃花春涨

洞门关”等句。晋代一高僧圆寂后，以

石棺悬葬于山底溶洞，此洞可纳百人。

矶头  是下石钟山临水一块天然巨

石，峍屼嶙峋，悬空凸向江面。相传

古时一妖龟，兴风作浪，祸及百姓。

正在石钟洞修行的赤脚僧，怒不可

遏，用神功将妖龟降服，镇压在船厅

之下，龟头无法缩回，伸出江面，化

作龟头状岩石。“龟头”二字，人之

所忌，改叫“矶头”。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军将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在此投

入江中。郭沫若《登湖口石钟山》诗中“日寇沉人岬”，即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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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笋  浣香别墅前院，古木参天，右侧

独竖一块天然立石，高达1米，径约0.4米，

呈圆锥形，上尖下粗，酷似破土而出的春

笋，故名之。

桃花洞  且闲亭过曲桥，委身入石门，

即桃花洞。洞名取意陶渊明《桃花源记》。

桃花洞是天然与人工巧妙合成，又名渔人精

舍。洞外多摩崖石刻，洞内石壁上有三个不

同写法的梦字，为彭玉麟所书。

天河  据《石钟山志》记载，梅花厅

下，归去亭旁，“一带石岩丛竹，岩下活水

淙淙，江源不竭，得天然真趣”。1980年，

清淤开掘，以石砌天河，蓄水养观赏之鱼。

天河绕梅花厅半壁，从太平楼通往梅花厅小

道，以天河桥勾连。

（2）人文景观

下石钟山有30多处古（或仿古）建筑，均为清咸丰年间所建，总面积万余平

方米。其楼台亭塔、榭轩阁坊、祠院禅林、别墅曲廊，一步一景，各抱地势，错

落有致，别具匠心，既具徽派特点，又具江南园林风格。

石钟山大门  建于2001年，位于石钟山东南麓，面对登山斜坡公路，与大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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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T”形，是一座仿古牌坊式建筑。大门高

9米，宽11米，4根花岗岩立柱，高踞在18级

花岗岩石台阶之上，气势恢宏，古朴典雅。

正面门眉上“石钟山”三字，为郭沫若手

迹，背面门额上，镌刻四个遒劲大字“江湖

锁钥”，乃辑苏轼手迹而成。大门前一对石

狮，是从旧镇署门前两度搬迁而至。

苏轼石像  乳白色仿汉白玉石像，雕刻于

2001年9月，立在石钟山东南方，背靠石林，

俯瞰石钟山大门。石像高3米，基座高1.5米，

正面刻有苏轼简介及其三过湖口概况，左右侧和背面分别是苏轼月夜泛舟探访石

钟山、上观音阁和寻访“壶中九华石”的浮雕。

石钟亭  1984年为纪念大禹和李渤

而建。《江西考古录》记载“禹开九

河遇巨石，石钟山正其疏凿遗迹”。

唐李渤访其遗踪，得双石扣之，“南

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

歇”。 亭约10平方米，仿古四飞檐，

花岗岩基座、立柱，琉璃瓦顶。亭中设

响石供游客敲击。 

半山亭  位于山南半山腰，故得此

名，建于清咸丰年间。此处原为登山老

路，凡登山者，穿亭而过。亭东面壁间

两块碑刻，靠山而立，为县人高心夔撰

写的《石钟山铭并序》。西面横砌石

凳，装有铁护栏。游人拾级登山，常在

此小憩，有“半入江风半入云”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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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苏亭  为怀念苏轼而建。该亭始

建于清康熙年间，位于石钟山南临湖塔

附近，1979年石钟山重建山门于东面，

乃将怀苏亭移于绀园前面，平面六边

形，攒尖顶，石立柱。亭中立一石碑，

正面刻有苏轼像和他三访湖口简况，背

面镌刻墨拓清翁方纲手书《石钟山记》

全文和彭玉麟题跋。

绀园   建于清咸丰年间，面积约160

平方米，两层飞檐，圆形门洞，为佛教

信徒或居士们的住处，绀园前，远可眺

庐山秀色，近可览鄱湖风光。

紫云廊   1980年建于绀园入口处一

座仿古式门坊，取名紫云廊，该廊全长

约50米，砖铺路面，墙设花格明窗、木

柱铜钱磉泵、万字挂格、廊间碑铭石刻

甚多，廊坊门前两棵古樟是140多年前

彭玉麟手植。

船厅  位于石钟山西南，为整个园

林中的舫式建筑。清咸丰年间知县岑莲

乙建。同治年间，水师湖口总兵丁义方

重修。1979年大修。面积约60平方米，

廊柱下皆设有梅花万字挂和祥云万字

挂，斜撑皆雕为狮子和麒麟。飞檐曲线

美观古朴，整个建筑显得豪华气派，雕

刻十分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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挹清亭   位于船厅后，为宋代知县任伯厚建。1979年重新修复。

江天一览亭  位于船厅前，原名“江山一览”亭，明代天顺中僧人宗鋐建，

清代重建，改名“江天一览亭”，1979年大修。六角攒尖，斜撑中两个为凤头雕

刻，四个为云头雕刻。面积约16平方米，其位置临江，立于船厅之前，为江湖览

胜最佳之处。

临湖塔  1980年新建于江天一览亭左下侧，塔顶装设红灯，为湖上黑夜行船导

航，故又名天灯塔。

泛舟亭  又名聆音台，建于1986年，位于山之西麓临水的悬崖底下，仿亭式建

筑，木架石柱，琉璃盖顶。此处“微风鼓浪，水石相搏”，聆之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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