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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池州历 史悠久 ，人文荟萃，誉载江南 ，是皖江南岸 一颗璀璨的明珠，灿

然闪 耀于大江之滨 。

新中国成 立 60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 30年和池 州市 成 立 10周年以

来 ，作为 后发地 区的池州 ，却以鲲鹏击水之势 ，振翅高飞，积极跻身于安徽

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方阵 。 之所以能有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取得如此之大

的发展变 化，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们始终坚持以科学

发展观 为 指导 ，秉承 “艰苦创 业 、 负 重 拼搏 、 开明开放 、 务实创新”的 池州

精神 ，团结带 领全市人民 ，一手抓池州的经济发展，一手抓池 州 的 文化发

展 。 池 州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 ，为 社会文化的蓬勃发展提供 了 丰厚的物质基

础 ，池州先进文化的发展繁荣，又为 池州社会经济发展注入 了 新的活力 ，提

供 了 强大智力 支持 ，从 而实现 了 经济 与 文化比翼齐飞 ，经济社会发展进入 了

可持续的快速发展轨道。

现在捧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历 时一年多 、 洋洋百十 万言 、 凝聚 了全市上下

智 慧和力 量 的大型历 史 文化 书 籍《漫 步秋浦》，便是 池州 山水 与 古 迹 交 融 ，

自 然 与 历 史辉映 ，经济 与 文化相哺之灿然风韵的又一明证 。

秋浦 河 ，这条绵长流淌的母亲 河 ，像一条 玉 带 ，把 池州 山 山水水如同珍

珠 般 串联起来，成为 一幅精彩纷呈 的画卷。 本书 名 曰 “漫 步秋浦 ”，有着极

其鲜 明的现实感 ，意义深远。

编撰 出版《漫 步秋浦》 ，就是期待通过本书 的编撰 ，发 掘地域文化 ，推

陈 出 新 ，让池州人也让所有的世人，都藉此 而 了 解池州昨 天的凝重 与 深厚 ，

知晓 池州今天的 活力 与 魅力 ，让自 己 拥有的 丰厚资源 ，在现在和未来的经济

发展中 充分发挥作用 ；期待通过本书 的编撰 出版，让我 们和我 们 的子孙后

代，更加深情于脚下的这片土地，珍视我们 走过的历史 ，珍惜并紧紧把握住



历史给予我们今天的机遇 ，趁势 而上 ，把 池州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灿烂 辉煌 。

池州历史悠久。 大禹分天下为 九州 ，池州属扬州之域；春秋乱世 ，诸侯

争雄，池州次第属吴 ，属越，属楚 ，楚大夫屈原逐放于陵阳 ；秦始皇 帝统一

中国 ，置 三 十 六郡 ，池 州属 扬 州之鄣郡 ；大 汉王朝 ，在 池州设 石城县 ，属丹

阳郡；三国鼎 立，池州地属孙吴 ，名将黄盖曾封 石城长 ；南 朝 北朝 ，池州地

属南豫州之宣城郡，相传昭 明太子编《文选》于秀 山 ；隋代，在 池州设秋浦

县 ，属 宣 州府 ；唐武德四年 ，设 池 州府 ；从 此以降 ，池 州即以州 、 郡 、 路 、

府，以文化名 区著称于世。 晚唐著名诗人 、 政治家杜牧曾任池州 刺 史 ，北宋

名 臣 、 历史上的 “包青天”包拯曾任池州知府，南 宋抗金英雄岳飞曾 移 师 齐

山 、 牛头 山……

池州文化积淀深厚 。 古老的池州仅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就有 三个：被

誉为 “戏剧活化石”的贵池傩，被称为 “京剧鼻祖”的青阳腔以及至今仍活

跃在民间的东至花灯。 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就更多 了 ：青阳农民 画 、 文 南词

和罗城民歌等等 。 如果从文化门类 学角度来梳理一下池州的文化遗存 ，除 了

传统的主流物质文化，如农耕文化 、 蚕桑 文化 、 商 贸文化 、 渔 牧 文 化之外 ，

池州屈指可数的至少还有十大文化门类 ：即以九华 山佛教为 代表的佛 文化 ；

以贵 池 傩 、 青 阳腔 、 目连 戏为 代表的戏曲 文化 ；以秋 浦 河 、 清 溪 河 、 升金

湖 、 牯牛降为代表的山水文化 ；以池州本土诗人和客游 池州诗人创作的 大 量

名 篇佳作为 代表 的 “秋浦——杏花村”诗文化 ；以 “炉 火 照 天地 ，红星 乱紫

烟”为 代表的冶 炼文化 ；以 自 春秋以降历代圣 贤名 流游历 池州 而 形成的 旅 游

文化 ；还有以 “华龙 洞 ”、 “团 山泡”为 代表的旧 、 新 石器文化 ；以明 清徽

派民居为 代表的古建筑 文化 ；以黄石溪 、 仙寓香芽 、 雾里青 为 代表 的茶 文

化……按 照 文化 （文学 ）地理 学的观点 ，中国古代 ，黄 河流域具有 先发 优

势 ，长 江流域具有次发优势 ，珠江流域具有后发优势 ，而运 河流域则 沟 通黄

河 、 长江两大流域，从 而形成 了 中国文化 （尤其是中国文学）版图的 “黄金

水网 ”。 唐宋以降 ，直至清代 ，长 江流域便渐次成 为 了 中国文化 （文 学 ）重

心区 。

池州 山川锦绣。 九华 山秀逸天下 ，李白 誉之为 “天 河挂绿水，秀 出 九 芙

蓉”，刘 禹锡惊叹 “九华 山 ，自 是造化一尤 物 ，焉 能藉甚 乎人间 ”；秋浦 河 、

清溪河，美不胜收。 遍游名 山大川的李 白在这里流连忘返，赞叹 它 “山川 如

剡 县 ，风日 似 长 沙”。 剡县是吴越风光的代表 ，长 沙是潇 湘风光 的代表 ，李

白 以为 秋浦清溪兼有吴越和潇湘之妙 。 所以，李 白 把这里作为 荡涤心 灵 的圣

境，深情吟唱 道：“清溪 清我 心 ，水色 异诸水 。”清代大诗评 家 沈德潜在



《归 愚文钞》中写道：“青莲才 固天授，而栖峨嵋 溯岷汉 ，寻苏 台越中之胜 ，

探敬亭秋浦之奇 ，舟车半天下 ，尤得江 山之助。”

沈德潜所言极是。 确 实，就如同 “人以名而重 ，地藉人而名”一样，人

因 山水 而飘逸 ，山水因人而灵秀 。 池州不仅有佛教名 山九华 山 ，还有舜躬耕

过的 大历 山 ，皖 南抗 日 根据地客山……古人云 ：智者乐山 ，仁者乐水 。 池州

不 独 山明 ，更有水秀。 平天湖 ，山水相依，水天一色 ；升金湖 ，浩淼无边 ，

停云栖鹤 ；杏花村 ，十里烟村 ，诗酒客之 自 在蓬莱；牯牛降 ，原始森林，珍

奇动植物之天然 宝 库……即使把前面尽人皆知的 山川名 胜搁住不提，池州大

地上的 齐 山 、 万 罗 山 、 小黄山 、 杉 山 、 仙 寓 山 、 目连 山 、 大楼 山 ，九华 河 、

青通河 、 尧渡河 ，大王洞 、 蓬莱仙洞 、 鱼龙 洞 、 神仙洞……哪一处不是人间

仙境！古今英 才俊彦如此钟情于池州山水，不仅仅因为 池州 “当 江南形胜”，

“好山好水观未足”，还因 为 池州的明 山秀水，给予 了他们灵动的诗情画 意和

无尽的创作灵感 。

如今，九华 山 已经成 为 国家 5A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 国家森林公园 ；4A

级旅 游风景 名 胜 区 、 “华东最后一块原始森林”的牯牛降 ，已 成 为国家 自 然

保护 区 ；升金湖是亚 洲 最大的湿地，也是国家珍稀水禽自 然保护 区；“秋浦

仙境”等 一批 山水园林均 已 成 为 省级风景名 胜 区 或 自 然保护 区 。 正 所谓 物 华

天 宝 ，人杰地灵 。

池 州人文荟萃 。 池州地处吴 头楚 尾 ，160多公里长江黄金水道，承东启

西；区内有九华山 ，南 有黄山 ，北有天柱山 ，西有庐 山 ，东有金陵吴越，素

有 “千载诗人地”之称 。 陶渊 明 江行过池州 ，写 下 “乙巳 岁 三 月 ，为 镇军建

威将军使都 ，经钱豁 ”，生发 归 去田园之幽思 ；李 白 三 上九华 ，五游秋浦 ，

写 下 了 “白发 三 千丈 ，缘愁似个长 。 不知明镜里 ，何处得秋霜”等 大量优美

诗篇 ；杜牧的千古绝唱 “清明时 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

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清明》），不仅妇孺皆知 ，而且也让池州的杏花村

蜚 声 海内外 ；苏 轼的 “大江 南兮九华 西，泛秋浦兮乱清 溪 。 水渺 渺兮山 无

蹊 ，路 重 复兮居者迷 。 烂 青红兮粲高 低 ，松十 里兮稻 千畦……”（《清 溪

词》），让无数 读者心向往之，魂牵梦绕神游在清溪 山 光水色之中 ；周必大的

“地占 齐 山最上 头 ，州城宛在 水中洲 。 蜿蜒正作长虹 堕 ，吸住长 江 万 里流 ”

（《翠微亭》），使齐 山翠微亭百世流芳……还有刘 禹锡 、 杜荀鹤 、 王安石 、 黄

庭坚 、 文天祥 、 岳飞 、 沈昌 、 吴 应箕 、 刘 大櫆和黄宾虹 、 张大千 、 李可染 、

刘 海粟 等 古今达人大家，流连于池州山水，寄情于丹青翰墨 ，为 池州的 山 山

水水增添 了 别样的 画 意诗情 。 今天，当我们 徜徉在池州大地上，涵咏着先 贤



们的珠玉之声 ，心画 着先 贤们的锦绣之像，油然而 生 出 一种别样的胸襟 。

宋代大诗人陆游在《入蜀 记》中写 道：“李太白往来江东，此 州 所赋尤

多 ，如《秋 浦 歌》十 七 首 及《九华 山》、 《清 溪》、 《玉 镜 潭》诸诗 是 也 。

《秋浦歌》云：‘秋浦长似秋，萧条使人愁 。’又云：‘两鬓 入秋浦 ，一 朝 霜

已 衰 。 猿声催白发 ，长短尽成 丝 。’则 池 州之风物可见矣 。”清代穆彰阿 等编

撰的《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十九池州府二》也写道，李白 “尝由金陵上秋浦 ，

更名 九子山 为 九华 。 遍 游青 溪 、 桃湖 陂 、 玉镜潭 、 江 祖 石 、 大 楼 山 、 苦竹

岭 、 黄 山 、 桃花坞 、 五松 、 陵阳之胜 ，辄题咏 ，池 人 于所 游历处 ，立 祠 祀

之”。 池州之胜 ，九华 山 、 杏花村 、 青阳腔 、 贵池傩早 已 名 满天下 ，而秋浦 、

清溪之名 至今不显 。 何哉？顾彼而 失此之故也 。 李 白有关 池 州的诗歌作品 计

四十余篇 ，出现 “秋浦”之名 30次 ，出现 “清溪”之 名 12次 ，可 见他对这

块土地是多 么 钟 情 ，多 么 眷恋 ！

《漫 步秋浦》的特质概略如下 ：以 “揽胜”为 目标 ，以 历 史 文 化 为 轴

线 ，以 自然地理为 经 ，以实景实物实故为 纬 ，深入全面地展现池州厚 重的历

史文化 ，浓郁的民俗风情 ，秀美的 自然风光，实乃 文化池 州之洋 洋 大观；采

用叙述 与 描写 相结合的手法 ，图 文并茂 ，实乃 “实力 池 州 ，活 力 池 州 ，魅 力

池州，和谐池州”之 生 动 画卷；客观准确 ，注重对入选对象进行现实考察和

历 史 考察，力 求笔笔有交代 ，字 字 能 落 实 ；语言简 炼 生 动 ，平实典雅 ，一 景

点 一文，一人物 一文，一民俗一文，一文艺 一文 ，篇 幅 相 当 ，结构匀称，既

独立成篇 ，又相互辉映 ；视野广阔 ，广搜博取，使大量沉睡 已 久 、 被时间 湮

灭 、 被世人淡忘的风景 名 胜 、 人物 故事 重 放异彩 ，如秀 山 、 小黄 山 、 大 楼

山 、 杉山 、 胡桃陂 、 六峰 山 、 水车 岭 、 三羊墩 、 七 星墩 、 梅山 、 玉峰山 、 大

宇 坑 、 陵阳 、 黄石溪 、 太 白 书 堂等 等 ；既注重传承，又注 重发掘发现和创

新 ，遴选收录 了 大量复建 、 新建的文化景 观，如黄公酒垆 、 杏花村文化园 、

秀山门博物馆 、 昭 明 渔 港 、 百荷公园 、 清溪 河景 观园 、 包 家 山公园 、 平天

湖 、 目连 山 、 龙门景 区 、 九华佛国陵园 、 九华 山 大 铜像等 。

回顾过去，我们充满骄傲和 自 豪 ；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和勇 气 。 今

天的池州 ，走过 了 奋力过坎 、 艰难爬坡阶段 ，进入了 厚积薄发 、 加速崛起的

快车道 。 昔 日 闭塞落后的池 州 ，如今已 经成 为 长 三 角连接中西部地区的重要

通道 、 长江经济带的重要区段和皖江开发的重要地区 ，成 为 一块充满 生机活

力 的热土 。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不断深入实践 ，随着国家 中部 崛 起战 略 不 断推

进 ，随着 “生 态 立 市 、 工业 强市 、 旅 游 兴市 、 商贸 活 市”战 略 的大 力 实 施 ，

池 州 的后发优势 必将越来越明 显 ，池州 的明 天也必将越来越辉 煌 。 我 们 坚



信，《漫 步秋浦》的面世 ，必将还 乡人一份骄傲，给世人一份惊喜 ，必将激

发池州人民更加热爱池州 、 建设池州的热情 ，为 池州美好的未来做出更多更

大的贡献 。

在本书付梓之际 ，我 们要向参与本书编撰的所有人员 ，向关心 、 支持本

书编纂出版的各级领导 、 各界人士 ，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 。 因为 你

们的努力 ，让《漫 步秋浦》得以顺利问世 ，让我们能以这样一份精美 、 珍贵

的文化礼品 ，献给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

2009年 8月 21日

（作者系中共池州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总 序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对池州的 了 解 、 理解和感情 日 益加深，这里 已 经成

为 我的第二故 乡 。 每 当夜读 池州史 料 ，常 常会为 其辉煌的历史 所惊叹 ，为 其

重要的战略地位所感慨 ，为其璀璨的文化积淀所吸引 ，同 时也为 自 己 肩 负的

使命而 深感 不安 。 渐渐地，我便产 生 了 一个愿望——是否 可以以某 种方 式 ，

把 池 州的诸多可爱之处充分地展示 出来，让世人，也让后 人更加全面 地 了 解

池州 ，于是《漫步秋浦》便成 了这一夙愿的实现载体。

池州是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 说它古老，是因为 池州作为 州府建制

始于唐高祖武德四年 （621），迄今已有 1380余年历史 ；说它年轻，是因为

撤地建市还不到 10年光阴 。 池州地处 “吴 头楚尾，江左要冲 ”，春秋战国以

来一直是经济繁荣 、 文化昌盛 、 战略位置非 常重要的江 南 肱股重地，具有良

好的生产生 活条件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 生产发展的同 时，这里吸引并哺育

了 陶渊明 、 萧统 、 金地藏 、 李 白 、 刘 禹锡 、 杜牧 、 罗隐 、 苏 轼 、 王安 石 、 朱

熹 、 黄庭坚 、 梅尧 臣 、 萨都剌 、 方苞 、 姚鼐 、 刘 大櫆 、 黄宾虹 、 张 大 千 、 李

可染 、 刘 海粟 等文坛 巨 擘 、 哲人政要 ；孕育 了 杜荀鹤 、 费冠卿 、 殷文圭 、 张

乔 、 刘 放 、 刘 光复 、 黄观 、 华 岳 、 吴 应 箕 、 钱之选 、 吴襄 、 王懿修 、 周馥 、

许世英等 大 批 贤达俊彦 。 贤达先哲们驻足池州 ，或探佛学真味 ，或 究理学要

义 ，或理政其间兼修文辞，或 徜徉山水纵情诗歌，或挥毫泼 墨 存形丹青 ，为

池州留下 了 丰 富而又宝贵的文化遗产 。 概而言之 ，在这块承东启西 、 呼南 应

北的秋浦 大地上，历经千百年沧桑 岁 月 ，中原 文化 、 吴越文化 、 楚 湘 文化等

中华亚文化圈在此长期传通 、 交融 、 碰撞 、 嬗变 ，最终形成 了 一种独具神韵

的地域文化类型——九华文化。

经济建设与 文化建设是互 为 条件 、 互相支撑 、 相辅相成的 。 没有 经济的

发展，文化建设就失去 了根基；而文化事 业滞后，也会使经济建设缺少持续



发展的动 力 。 经济要向更高 层次发展 ，文化因 素 不可忽视 。 一个现代化城市

的标志 ，不仅在于具备繁荣的经济和发达的科学技术，而且还必须具备优良

的人文环境和高度的文化品位。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最大的特性是文化

性 。 美 国著名 学者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 史》一 书 里 ，以全球发展的视

角 为 出发点 ，认为 “神韵”是全球城市的 第 一 品质。 “神韵”就是文化性 ，

它 既是城市起源和发展的第 一 要 素 ，又是体现城市个性和特质的永久 性 印

记 。 不 同 性格和神韵的城市 ，就会有不 同的历史印记 ，即使同属休闲浪漫性

质的两座城市 ，也会因 文化神韵不 同 而 产 生明 显反差 。 从某种意义上说 ，神

韵的差异性就是城市记 忆和城市个性 。 全球发展到现代城市 阶段 ，所包含的

城市 文化多样性就更加突 出 了 。 所以 ，凡是世界名城，都 努力保护 自 己的历

史 印 记 ，追寻 自 己 的文化脉络 ，张 扬 自 己 的文化个性 ，发展 自 己 的创 新理

念 。 “凝今者察之古 ，不 知来者视之往”（《管子·形势》）。 揆往昔 而察今

日 ，深谋 而远虑 ，我以为 弘扬与 传承九华文化，展示 与 推介秋浦风情 ，应 当

成 为 我们 池州 当代人的基本使命之一 。 这就是《漫 步秋浦》编辑出版的良苦

用心和现实意义 。

古老的 池州 ，以其深厚的文化优势 ，为 我 们提升产 业 ，加快向 综 合实力

强市发展的步伐创造 了 条件。 其一 ，利用 文化优势 ，可以大力 发展文化 、 旅

游 等 三 产服务业 ，打造皖 南 生 态及文化旅游圈 。 其二 ，利用文化优势 ，发掘

人文史 料 ，走出 一条符合池州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 。 其三 ，利用 文化优势 ，

加强人本建设，增强干部群众的 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人们 热爱池州 、 建设

池州和发展池州的热情 与 斗志 ，把外显的文化魅力 内化为 凝聚力 、 创造力和

执行力 ，进 而形成 生产力 ，提升城市的魅力和综合实力 。

《漫 步 秋浦》的 出版至少具有四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为 了 普通读者认识

和 了 解 池 州 名 山 胜水 、 历 史 文化 、 经济地理 、 旅游资源提供形象 生 动 的教

材 ；二是为 专家学者走进池州 、 研究池州提供真实的信源 ；三 是为 保护和传

承池州的历史文化提供灵 动鲜 活 的 范本；四是为 池州政治 、 经济和社会事 业

发展 ，为 旅游兴市 、 文化名 市提供历史 文化支撑和决策参考。

《漫 步秋浦》即将付梓之际 ，略述所感 ，聊以为 序 。

2009年 9月 9日

（作者系 中共池州市委副 书记 、 池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



序
王贵杰

九华 山位于皖江 南 岸 池 州市境内，在 中国佛教四 大 名 山 中位置 显著 ，在

国内外享有 盛誉，更是流动着的秋浦 画 卷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

九华山佛教历史 源远流长 ，早在东晋 时期就有佛教传入，到 了 唐朝 ，因

新 罗国 （今韩国）王族近亲金乔觉 （法号地藏）生前逝 后各种瑞相酷 似 佛 经

所载地藏菩 萨 ，遂被辟为 地藏菩萨道场 ，九华 山 因此 而 蜚 声中 外 ，特别 是明

清以来，香火之盛更是甲 于天下 。 其间 ，自然形成的肉身 文化，为 九华 山 更

增添 了 神秘色彩。 九华 山自然景观佳美 ，有 99峰 、 11大景 区 ，素 有 “莲花

佛国”美称 ，其中连绵 山峰形成的天然睡佛 ，更是佛化 了 的 自 然 奇 景 ，生 物

的 多样性和独特的生 态 系统得到妥善的保护 。 九华 山人 文 积淀深厚 ，几 乎 与

金乔觉到九华 山同时，唐代大诗人李白登临九华 ，写下 了 “妙有分二 气 ，灵

山开九华”的不 朽诗句 ，成 了 九华 山的 “定名 篇 ”。 晋唐以来 ，陶 渊 明 、 李

白 、 杜牧 、 苏东坡 、 王 安 石 、 刘 禹锡 等 文坛大儒 ，黄宾 虹 、 张 大 千 、 刘 海

粟 、 李可染 等 丹青 巨 匠 都 曾驻足于此 ，留下 了 数 千篇脍炙 人口的佳作 。 经 久

不衰的 宗教活 动和广 泛的文化交流 ，连同僧俗共处 、 农 禅并 重的民俗文 化 、

带有佛教色彩的民歌文化 、 依山就势的建筑文化 、 “禅茶一味”的佛茶文化

等 等 ，造就 了 九华 文化的宽宏 与 厚 重 ，九华 文化历经 岁 月 的磨砺 变 得更 加灿

烂 。

对外开放 30年尤其是 “十 一五”以来 ，九华 山凭借得天 独 厚 的 文 化资

源优势 ，经过几代九华 山人的 努力打造 ，正 式 步 入 了 又好又快的发展轨道 。

按照 “山上游 、 山下住”的 思路 ，核心景 区 经过拆迁整治 ，管理机构成功下

迁 ，空间明 显扩大，面貌为之一新。 游人一进入景 区 ，映入眼 帘的是潺 潺的

流水 、 橙 黄的寺院 、 宽敞的 步行道 、 标准化的旅 游公厕 、 生 态 化的休闲 广

场，生 态 、 清新 、 开阔 、 明 亮之感油然 而 生 。 柯村新 区以 99米 地藏菩 萨露

天铜像工程为 龙 头的一批 重点项目加快推进 ，星级宾 馆 、 游客中心 、 行政服

务等标志 性建筑拔地而起，还有高 空 索道 、 地面缆车直插云霄，旅 游配套服

务设施大幅 完善，旅游接待能 力明显提高 。 道路交 通环境得到极大 改善 ，佛



光 大道建成通车 ，盘 山公路安保 亮 化工程顺利实 施，夜间犹如婉蜒长龙 ，又

如浩瀚 星 河……古往今来，九华 山发生 了 翻天覆地的变 化。

当 前 ，九华 山 正认真落实 省 委 、 省 政府 “旅游 强省”和市 委 、 市政府

“旅 游 兴市”战略，全力 加快 “二次开发 、 二次创 业”进程 ，努力 打造世界

一流旅游胜地和国际著名佛教道场 。 站在时代的舞台 ，放眼未来，九华 山定

能 继续绘就壮 丽的诗篇 。

《漫 步秋浦·九华 山卷》在各位编撰者的共同努力下 ，短短时间内便问世

了 。 该书广征博引 ，史 料详实 ，以优美的语言 、 充沛的情感 、 高雅的品位 ，

从不同 角度 、 不同侧面 、 不同 层次记录着九华 山的点点 滴滴 ，向广大读者宣

传和展示博大精深的九华文化和 日 新月异的发展成果，有生 活 、 有诗意 ，集

趣味 性和史 料性于一体，可谓芙蓉绽放 ，神光异彩 。 我相信此书问世，对于

想 了 解九华 山 、 研究九华山的人来说 ，无疑又是一部重要的文献资料。

我是 2002年 1月上九华 山工作的 ，成 为 一名新时期九华 山人 ，参与 新

时期九华 山开发建设，见证新时期九华山发展变 迁 ，感到 无比幸运 。 人们都

说，只要来过九华山 ，就是有缘，而我现已在此工作八年，更觉 “因缘殊

胜”。 我对九华 山 一草一木都非 常熟悉 ，充满感情 ，无比热爱 ，今日 受邀作

序 ，故未推辞 ，聊寄感言以表祝贺 。

（作者系中共九华 山风景 区党工委书记 、 管 委会主任）



概 述

一

九华山，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国际佛教道场，中国5A级旅游景区，

中国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是以佛教文化和自然与人文圣境为特色的山岳型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九华山位于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西南境，北俯长江，南望黄山，东临太

平湖 ，西接池阳 （池州市贵池区）。 景区面积 120平方公里 ，保护范围

173.85平方公里 。 中心位置 （九华街）的地理坐标为东经 117°8′，北纬 30°

5′o

九华山，古属陵阳山区，号九子山。 唐天宝年间，李白 “曾由金陵上秋

浦，更九子山名为九华山”（《贵池县志》清光绪九年重修本）。 清人王琦考

证，李白于天宝十三年 （754）冬，应友人韦权舆、 高霁的邀请，聚会于九子

山西麓夏侯迥家，睹奇峰而互相吟唱，写了《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并

在诗序中指出 “青阳县南九子山，山高数千丈，上有九峰如莲花，按图得

名，无所依据。 太史公南游，略而不书，事绝古老之口，复阙名贤之纪。 虽

灵仙往复而赋咏罕闻，予乃削其旧号，加以九华之目”。 他吟唱的 “妙有分

二气，灵山开九华”之佳名杰句成了九华山的 “定名篇”。 天宝十四年，李

白赠青阳友人韦仲堪 “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的诗句，又是一曲脍炙人

口，名扬千古的九华山绝唱。

早在诗仙为九华山扬名而佛教未彰显之前，道教便捷足先登，使九华山

成为道教早期发源地之一。 西汉元封二年 （前109），设置陵阳县，辖九华

山。 县令窦伯玉，笃信黄老道，在治所推行 “无为而治”，并热衷于修炼成

仙之术，悠游山水，垂钓溪涧。 他最早传道教于山中，是九华山道教的鼻

祖。 据《列仙传》记载，窦伯玉最终在天柱峰下 “乘白龙飞升”，“得道成

仙”。 步其后尘，三国道士赵广信从东吴入住九华山修炼 ，广采百药炼就

“九华丹”。 晋代，道教丹鼎派创造人葛洪，从罗浮山辗转至九华山寓居，留

下了葛仙洞，炼丹井等遗址。 唐代，道教大兴土木，建造了20余座富丽堂

皇的宫观，朝廷屡赐匾额，步入隆盛时期。 乾宁年间 （894-898）著名道士



赵知微在九华山凤凰岭创建延华观，名噪江南，皇帝屡诏赵，赵托辞均未赴

命，于是赐 “碧云星观，青霞羽衣”，传为美谈。 山中一些峰石岩洞亦被道

教所命名，如延续至今的仙人峰、 真人峰，古仙峰、 仙姑洞 、 太极洞 、 果老

石等。 唐宋期间，佛、 道两教折冲樽俎，兴盛并举的格局没有打破。 元至清

末，道教渐次衰微，很多道观在清末到民国年间易名庵堂，改作佛门道场，

《福地考》排名 “三十九福地”的道教名山已名存实亡了。

佛教传入九华山晚于道教。 唐初释檀号，在今九华街盆地创建化城寺，

不久，“遭时豪所妒 ，长吏不明”，寺院被人纵火焚毁，僧众外逃避难 。 可

见外来佛教尚不为当地人所理解接纳，难以在山中立足。 真正开创九华山佛

教基业的是一位来自异域的高僧。 唐开元七年 （719），古新罗国释地藏卓锡

九华山，贞元十年 （794）无疾坐化。 依据大师生前的法号 、 德行及入寂时

出现的种种奇异现象，弟子遂认定他是古地藏菩萨转世在九华山，辟九华山

为地藏菩萨道场。 从此，九华山因僧地藏 “得道显异而山益彰”（康熙李灿

《九华山志·序》），地藏信仰众也因此而有了切实的朝拜胜景 。 到了明朝 ，

《金陵琐事剩录》载有西域三僧，在该国能望见大明国四山之气；“九华山

铁气，普陀山铜气，峨眉山银气，五台山金气”。 虽是神话，但是说明明代

起，九华就跻身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列 ，并以 “大九华”之称 （相对于江 、

浙 、 皖三省境内的中 、 小九华山之言）而闻名于海内外。

二

“大江以南，山之峭拔而秀丽者莫如九华”（明嘉靖陈凤梧《九华山志·

序》）。 九华山风景奇秀 ，是自然艺术师的精工杰作，现代地质科研结果证

明，约在距今四亿年前，此地曾被古扬子海所淹没，两亿年前，在印支造山

运动中，地壳隆起，古扬子海干涸，九华山巨变为陆地，此后经过几次造山

运动，九华山花岗岩体突破地壳，屹立于地表之上 。 由于花岗岩的垂直节理

特别发育，加上长期的雨水冲刷，风化剥蚀和长短不同的水平节理的切割外

力作用，以致形成奇峰峻岭，重峦叠嶂，崖悬壁峭，怪石峥嵘的花岗岩山地

之貌。 境内遍布幽谷深潭，飞瀑流泉，绘成一幅幅清丽多姿的山水画卷。

九华山群峰竞秀，素有九十九峰之称。 其实，“九华群峰之特出者以数

十计。 争峙其间者以数百计，称九十九峰，亦好事者概成其数，不能缕悉

也”（明·刘廷銮《九华山录》）。 九华山海拔千米上的高峰有二十余座 。 十

王峰为第一高峰，海拔 1344.4米。 拱卫其周围的群峰，千姿百态，琳琅满

目。 天台峰、 天柱峰、 独秀峰、 花台峰、 云外峰，如台似柱，耸入云霄：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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