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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事

" 盛世修志，清明撰史，古今亦然 。 圭辰年大伊山旅游经济区修《大伊山志》

成，托余为序 。 灌邑乃余之桑梓，余生于斯，长于斯，曾供职数载于斯，故情尤

笃，欣诺之。

大伊山史称"大言孔圣弟子言僵曾游于斯，编史者纪而名焉 。 《山海经》

言其乃日月耀出之所也。 《陈志》载"大伊山高五百四丈周围十五里。 "是山成

于太古，名于后世，与泰岳同宗，为云台之一脉，以其灵秀神奇，钟毓幽俏与神

话传说、古迹仙踪之藩，享誉"淮北第一神山"之谓也，叹史有载而世无志，今大

伊山旅游经济区独为之，乃当世之辈巨献也。

大伊山为母系社会女性文化之遗存地，故史有"远眺峨眉，近窥螺暑"之

赞，并有美女石、奶奶庙、母子松、奶奶顶可资;更为宗教文化之弘扬场，遗有廉

鹿崖、石佛寺、甘露庵、碧霞宫可考 。 古之大伊山佛道共融，僧侣如云，香火鼎

盛，传有"九庵十八寺"之说，然多毁于兵焚，殊可惜哉!

前拓石佛寺，立巨佛，凿岩壁，壁裂石崩，现观音像一，侧有拜童，栩栩如

生 。 视之，乃樨积腐质天成，见光渐鸦，遂按廓凿形拯之。 世以为奇，传之沸然 。

至若伊尹隐而名之情世有传而史元考焉。

大伊山古迹甚丰 :石棺基葬人踪古远;摩崖石刻历史悠长;船石岩画神仙

可渡 ;拴马青松英雄气昂 。 至于星相石之谜幻、神仙洞之幽妙，羊山头之传奇、

花子坟之凄惋、梓漳殿之寄望、魁星阁之传说，俱各令人顿发思古之幽情耳 。

少时闻，游客人山，拜古佛寺，僧必掬泉煮若以款之 。 泉曰夜苓， ~胸阳纪

略》载 :有寄生树，松根夜苓所染，解之入水，令水甘冽，饮之益寿 。 故清将冯子

材扎兵于兹，嗜之成癖，后迁润州总兵，仍遥车载水供食，其曰大伊山夜苓泉

堪称江北第一神泉镇江之泉莫能比焉。 "

斯地也，人杰风流 : 凌廷堪于此题咏、封人祝于此放歌、太平军于此血战 ;

林则徐于兹治水救民、徐方策于兹投笔从戎、孟宪珊于兹奋志抗日 ……即为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井之流亦多趣事传于里巷者。 幼闻 : 大伊山古有王姓画师，善画驴，世呼"王小

驴" 。 其友姓马，行三 ，属犬，戏称"马三犬" 。 王每画，必请马题诗。 一日，二人游

大伊山，王见马神采飞扬攀岩而上，戏作上联曰"摇头摆尾马三犬喝马对之。

马视王一笑曰贴耳蜷蹄王小驴"。 王恼曰吾言公‘摇头摆尾喻公有生

气;公言吾‘贴耳蜷蹄乃垢吾为将死之驴也，何毒焉 ! "遂交绝 。 虽为笑谈，足

见斯地人赋风雅，山蕴灵光。 真乃古迹仙踪名海内，一草一石即文章。

值中华盛世，大伊山旅游经济区领导独具卓见，奎萃文士，据典寻经，博览

广征，一草一木实地考察;一石一整躬亲探究 ;一迹一说精作稽证;一地一景必

至摄存，即涵孕瞰滥元一遗阕，可见其人志之谨，为文之严也。 志成之意义必要瓦

陶赁，纸，更为海属之文献而益于万世者，与国之方志同流而不朽也 !

是志摄图之巧，若身置其中;为文之明，更如数家珍 。 志分九章，及物、及

景、及宗教、及文物、及文化、及居民、及人物，林林总总，荤纲分目，编排有序，

读之如睹其物，如见其景，如临其境，尽见为文为图者之匠心耳。 内收古今人咏

大伊山之诗赋，吟之荡气回肠，掩卷沉思，若梦若幻，令人心驰神飞，真不信世

有此境焉 ! 无怪国家景定AAAA 此乃实致名归之必然复何用溢美之词耶?

大伊山临街傍市，伊山镇为是县之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更得伊山为骨，

灌水为脉，砾地柱天，雄峙淮北 ! 乘改革开放之风，百业飞腾，物换星移。今老城

焕彩，新城如画，商贾云集，民生为变，幸福祥和，乐步小康 。 大伊山历尽沧桑，

然睹此盛况且为史者此编开先河矣 !

圣人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余今退乐林泉，曲水衡门，大伊山即践百

千回，仍萦心驻怀，每岁必游。 临此，或登高寄傲，赏万物之逆旅;或把酒临风，

阅大块之文章。 值此时，顿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慨也，是故

情之所致，责任之使然 。

临兴走笔，惶愧甚矣，唯以灌邑赤子之心声，祈伊山富足，灌云辉煌。 谨奉

数语，是为序 。

山 二去乡均系



儿~J.I

一、《大伊山志》坚持求实存真，系统记述大伊山的历史与现状，着重反映

大伊山的特色和变化。

二、本志记述范围，以大伊山景区为中心部分内容涉及大伊山周边地区

的情况 。 记述时限，上限一般从每项事业或事物的发端为起点;下限至2011年

底，部分资料至成书时为止。

二 、本志按事物性质归类，设9章32节及概述、大事记。 以述、记、志、图(含

照片)、表、录为体裁，图文并茂 。

四、人志人物，以大伊山地区的古代先贤和现代市(厅)、师级以上的党政

军领导、科技教育界的高级知识分子、革命烈士及有一定影响的名人为主，包

括与大伊山有关联的外籍人斗 。

五、本志资料，历史部分源自历代史志，近现代内容主要采自当代出版的

史志书刊、档案材料和编著者调查的资料。

六、纪年表述，采用当时名称，加注公元纪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简称为解放前(后) ，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同一时间，以"6."表示 。

七、有关数字按国家技术监督局2011年 11 月 1 日发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的规定执行，计量单位按1984年2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的《关

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 执行。 高程以 1956年黄海系标高记

述 ;距离以公路里程为准。

八、大伊山在本志中有两个概念属性，一是山名，特指山 ; 二是区域，指大

伊山及周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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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还

《山海经 ·海外东经》载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 曰大言，日月所出 。 "大

言山即为大伊山，坐落在苏北大地，东临大海、南邻盐准、西接徐海、北望云台，

地理坐标为北纬340 11'45"-34038'50" ，东经 11902'50"-119052 '9" ，山体面积约5

平方公里，与云台山同属泰山之脉，距今有20亿年的历史 。 大伊山由 12座山峰

组成，最高峰海拔226.7米，是苏北平原由南向北始见的第一座高山 。 清海州相

才著《胸阳纪略 ·大伊山记》开篇写道淮北平川二百里，始睹一山曰大伊" 。 大

伊山史称"淮北平川第一神山"又因大伊山与县城相依故有"十里青山半人

城"之美誉 。

大伊山自然风光秀美、人文景观独特、文化内涵厚重 、水陆交通便捷。 她如

一颗灿烂的明珠，镶嵌在淮海大地 ;她像一位沉睡的仙女，仰望着蓝天白云 ;她

更像一部光辉的巨著展现着东方的历史文化。 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官家商

贾慕名造访过大伊山，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挥毫泼墨书画过大伊山，也不知有

多少志士仁人热心助力发展大伊山 。 大伊山虽经沧桑却充满生机，虽显古老但

更见活力 。

1998年4月 10 日，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对《苏北呼唤大旅游》一文作重要批

示 。 省建委根据省委书记的批示精神，提出苏北地区风景名胜资源的布局规

划:沿陇海线风景旅游区 、洪泽湖风景名胜区和灌云大伊山风景名胜区 。 大伊

山从此成为省内外、市内外、县内外关注的焦点之一成为地方社会事业发展

的重点，成为南来北往游客驻足的旅游理想目的地。

1998年 10月 1 日，伊山公园正式开园，县林业站与新成立的伊山公园管理

处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2006年 1月与新成立的大伊山景区管理处合署 。

2006年5月，大伊山旅游经济区管委会成立 ，过去多头管理的状况成为历史 ，旅

游经济区被纳入全县生产力布局之中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

大伊山景区集盛名美誉和名牌于一身 。 先后获得全国全民健身优秀服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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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连云港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连云港市红色旅游示范基地、连云港市

民最满意的八大旅游景区、连云港市文明单位、连云港市创建文明风景区工作

先进单位、连云港市青年文明号等称号。 2004 年，大伊山景区被国家旅游局评

定为 AAA 级旅游景区 : 2012 年大伊山景区晋升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

大伊山古老，名闻遐迎。 她诞生于太古代，至今已有二十亿年的历史 。 其早

期为海中暗礁，因地壳运动逐渐演变为深海岛屿;随着海水东退、沧海变桑田，

大伊山又成为平原上充满人烟的山脉。 20亿年来在海浪、狂风 、烈日、暴雨等

自然力多重作用下具有特殊水文、气候、地理位置和岩石结构的大伊山被"雕

琢"得十分优美，到处留有悠久历史的印痕。 有专家认为， 6500年前的大伊山新

石器时期石棺遗址是东夷文化的发祥地 。 还有人认为这里是青莲岗文化的源

头 。 据记载，清康熙五十年 (1711) 以前，大伊山还濒临大海，在山坡台地上遍布

着新石器时期直至商、汉时期的遗址。 就"古"字而言青风岭下有新石器时期

的石棺古墓、老龙涧旁有距今700年的石佛古寺大山好边有楚汉相争时的防

御古城，古岩画 、古石刻、古庙宇 、古崖如星罗棋布，周边还有古盐河、古街市以

及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古老传说。

--
大伊山幽静，名副其实 。 大伊山地处暖温带，属季风性气候，伴有海洋性气

候影响，且光照充足、雨水适量，适宜多种植物生长。 南方、北方的一些植物在

此也得到融合共生常年植物种类达千种以上珍奇植物上百种 。 由于地方党

委、政府及景区管理部门高度重视大伊山绿化和防火工作使得多年生的植物

得以保存下来，还引种了植物新品种，大大提高了大伊山的自然景观价值，改

善了大伊山的环境，大伊山的绿化覆盖率达到85%以上 。 香槽林、青桐林、麻标

林、桂花林、雪松林、竹林和茶园、新华园、植物园鳞次柿比，金银花、凌霄花、山

茶花争奇斗艳。 大伊山官印山与小山吁间有一峰，因自然风光腐脆、环境幽静，

情侣纷至而得名恋爱山 。 有歌词中唱道"美丽的大伊山，草绿果鲜花飘香，山

间小溪水潺潺，曲径幽深通古道，游人意境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