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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的名山大川众多，数不胜数，雄、奇、灵、秀，各具特色。它们

有着数千年古老文明的历史，从千千万万普通山水中被选择、保护起

来，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景观风貌。

我国的名山大川无不注入炎黄子孙对大自然的情感和精神，不少

文人、名士、学者以及旅行家为追求自然山水之美而踏遍天下名山大

川，他们寄情山水，触景生情，发之于笔墨，著之于文学，再现于书画。

“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就以“一斗百篇逸兴豪，到处山水皆故宅”

的豪情逸趣，浪迹天下，为名山大川写下了大量不朽的佳作。李白的

诗因得灵于名山大川，显得博大瑰奇; 壮丽的河山因李白的诗而更加

绚丽多彩。

这本《游遍名山大川》基本囊括了我国的名山大川，让青少年漫步

在这些名山胜水之中，不仅可以领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还能从中感

悟到祖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本书分为名山篇和大川篇，分别对名

山和大川进行比较详细的阐释。名山也是神话传说最多的地方，从三

皇五帝、君王大臣到民间的凡夫俗子，都留下了或喜、或悲、或怒、或怨

的美丽传说，名山也因此而充满了灵性。因此本书在介绍名山的时候

还选取了一些美丽动人的传说，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开拓眼界，丰

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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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山篇

盘 山

距天津市蓟 ( jì) 县城西北 12 千米处，有一处峰奇林茂、古迹

众多、山峦叠嶂、风景优美、环境清幽的风景区，它就是享有 “京

东第一山”美誉的盘山。

盘山古名盘龙山、四正山、无终山、徐无山。因它蜿蜒盘踞，

“形无定向势如龙”，故名盘龙山; 盘山一峰独起，兀立无依，峰若

莲瓣，四面如一，故又名四正山; 又因它位于古代无终国内，也称

无终山; 相传东汉末年，田畴率众隐居于此，曹操北伐乌桓时曾得

助于田畴，故将徐无山改名田盘山，后人简称盘山。盘山属于燕山

余脉，平均海拔 500 米，巍峨壮丽，高大挺拔。

盘山以 “红杏青松之丽，层峦峭壁之奇”著称，山奇水秀，云

海变幻多姿，松涛汹涌澎湃，景色优美，尤以 “五峰八台”、“三盘

之胜”令人称绝。挂月、自来、紫盖、舞剑、九华 ( 唐代称为 “东

五台”) 五峰攒簇，山峦竞妍。盘山五峰耸立，怪石嶙峋，形成三盘

之胜: 上盘松胜，苍翠翳 ( yì) 天，环境清幽深邃; 中盘石胜，奇

岩异石，怪异神奇; 下盘水胜，泉水甘洌淳美，长流不息，诗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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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秀石多怪，林深路转奇。三盘无限意，幽绝少人知”。主峰挂月

峰，海拔 864. 4 米，为盘山之巅; 八石 ( 悬空石、摇动石、晾甲石、

将军石、夹木石、天井石、蛤蟆石、蟒石) 形态逼真，栩栩如生，

自然天成。

盘山史书记载于汉，盛建于唐，极盛于清。自魏晋开始，历代

帝王就在盘山大兴土木，开山建寺，先后建有了 2 座佛寺、13 座玲

珑宝塔和 1 座规模浩大的皇家园林。盘山人文景观众多，这里印满

文人墨客的手迹、名宦达贤的足迹，留有大量的传奇遗址、诗词歌

赋、轶闻趣话，多种体例的摩崖石刻遍布危崖幽谷。盘山历经沧桑，

近百年来破坏严重。现在已经恢复重建的有天成寺、万松寺和云罩

寺等 30 多个景点。

天成寺

天成寺始建于唐，寺名即取 “天成画图”之意。清朝康熙、乾

隆几代皇帝都曾巡幸天成寺。乾隆巡游次数最多，他的替身僧就在

这里出家。若遇三月初一到十五盘山桃花会时节驾幸，僧侣、百姓

则向皇帝顶礼膜拜。

寺门东面有座两层六楹高脊飞檐的卧云楼。阴雨天气，白云穿

楼而过或隐蔽楼身，故名。楼对面的山脚下，有小戏台旧址。是乾

隆皇帝在卧云楼休息赏景时，御用戏班、乐工登台献艺的地方。步

入寺门，有雕梁画栋的江山一览阁。阁通院中的曲廊。走过三间殿

堂，登上坎台，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开阔院落。院中有正殿、朱红的

明柱、灿烂的彩顶，壮丽雄伟。殿前有两株千年银杏，干围 3. 1 米，

高 25 米，挺拔直立，均为雌性。正殿东侧有配殿。正殿后面是翠屏

峰，古木参天，石崖壁立，石壁下有两个方形水池。池中有泉，名

涓涓泉，常年不干，清澈见底，是难得的矿泉水。正殿西侧有一座

很大的方形条石台基，台基上高耸着一座浅黄色的古塔———舍利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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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佛舍利塔是辽代建筑，明代重修的。重修时曾发现塔内藏有

石函、舍利和佛像等物。塔高 22. 63 米，边长 3. 38 米，八角十三

层。塔基由花岗岩须弥座和三层仰复莲花组成。塔身正面有门，内

置佛龛，侧面有浮雕花窗。密檐角上挂着 104 个铜铃，山风徐来，

丁零有声。塔前有一株千年以上的古柏，为天津市年代最久的树。

塔西有彻公长老和尚灵塔。塔下有 “善蛇洞”，传说有 72 条护塔

的蛇。

银杏树的传说

盘山有一棵世上少见的银杏树。据说，这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这树是怎么来的，当地流传这么个传说。

唐朝年间，某地姓邓和姓江的两个邻居在池塘边各种了株冬瓜。

秋天到了，只结了一个大冬瓜。冬瓜到底是谁的呢? 他们俩顺着藤

去看，原来两株藤生夹了。姓邓的就对姓江的说: “老邻居，我们干

脆把瓜切开，每人一半吧。”姓江的同意了。姓邓的操刀把瓜一切，

嘿，从里面钻出一个小孩来。两邻居十分欢喜，连忙抱回家去抚养。

因为孩子是两姓人的，所以取名叫邓江。

邓江生长在穷家苦户，十三岁时，不幸亲人亡故。他只得给村

上的一个财主做小工。他没读过书，也认不得字，就用泥团子记工

数，每做一日，就做个泥团子丢进工棚的坛子里。到了年底，要算

工钱了，财主生出恶计，用一勺水灌满坛子，把泥团子浸糊了。邓

江去算工钱，财主说: “邓江，你在我家做了怕有二三十天吧，我给

你三斤茶油做工钱。”邓江说不出具体的天数，只得收了。

再说，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有座古庙，那里住着几十个和尚。这

天一早，方丈吩咐小和尚: “今天你早点去路口迎接，有位大施主

要来。”

小和尚守了一清早，只见一个衣衫挂豆角的穷人提着一竹筒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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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上山，就很不高兴地跑回去说: “哪里有什么大施主，只有

一个……”

方丈说: “对啊，他就是大施主。”于是率领大小和尚去迎接。

添上油，点上灯，一个个菩萨都出了大汗，邓江一年的工钱，

连菩萨都消受不起哩。方丈有一套法术，轻易不传人，见邓江心诚，

就暗暗地传给他。不久，方丈归天了。

恰巧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死了。唐太宗很相信神鬼，就下诏各

地和尚超度他母亲，做了七七四十九天香火道场。李世民提出要和

母亲见面，和尚挤了一庙堂，个个摇头，人人叹气。因为邓江是削

发才一年多的小和尚，没有资格参加议论，被关在庙门外。邓江不

服气，闯进大庙，看见凳子早坐满了人，就在一条板凳上用力一拉，

一下拉长了七寸，坐了上去。大家见他有这等功夫，另眼相看，一

致推举他去见唐太宗李世民。

邓江做了一顶老人帐，将一间房子隔成两段，吩咐唐太宗站在

门外看。唐太宗真看见了他母亲的影子很高兴，要奖赏邓江。邓江

什么都不要，只要殿里一口重九百九十九斤的大钟。唐太宗说: “那

好，我命人给你抬去。”邓江说: “还是我自己提回去方便。”他像

别人提斤把重的小铃铛一样提着那口大钟，走出了金銮殿。

邓江提着大钟，一路走啊走啊，一直走到盘山。他看到那里花

香鸟语，很是幽静，还有三脚狐狸、四方竹等 “十怪”，就打算在那

里安生。可是登山一望，他发现福建的岩前有一头水狮在兴风作浪，

淹没了许多庄稼田园，就急忙赶到岩前去。可惜岩前有了一个仙

家———何仙姑，原来水狮是她养的。

怎么办? 邓江灵机一动，哄何仙姑说: “何仙姑，你的织笼掉进

河里去了。”

何仙姑说: “我的织笼不会跟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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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江说: “它逆水向上走哩。”

何仙姑赶忙走出去看，邓江趁机坐到何仙姑的莲花宝座。何仙

姑发现上了当，就去拉邓江。可是邓江力气大，拉不动。何仙姑发

了火，拔下头上的银针，向邓江刺去。邓江抢过银针，往盘山一扔，

说: “何仙姑，请你到盘山去吧。”

银针在盘山一落地，就生根、发芽、长叶，变成了一株银杏树。

何仙姑没法子，只好带着水狮到盘山去了。水狮离了水，就再也不

能兴风作浪了。

这棵银杏树长到今天，已有一千多年了。

五台山

坐落于 “华北屋脊”上的五台山位于山西省的东北部，距太原

市 230 千米，五台山与四川峨眉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并称

为我国著名的 “佛教四大名山”。它是著名旅游胜地，被列为中国十

大避暑名山之首。

五台山由古老结晶岩构成，北部切割深峻，五峰耸立，峰顶平

坦如台，故称五台———东台望海峰、西台挂月峰、南台锦绣峰、北

台叶斗峰、中台翠岩峰。五峰之外称台外，五峰之内称台内，台内

以台怀镇为中心。其中北峰———叶斗峰海拔 3058 米，是五峰中最高

的山峰，有 “华北屋脊”之称。这里不仅峰峦叠翠，沟壑纵横，谷

河漫流，林木葱茏; 而且气候奇特诱人，最冷的地方终年结坚冰，

最暖的地方冻不封河，常年无霜，所以整个五台山温差很大。由于

五台山五峰高耸，盛夏气候凉爽，所以五台山又有 “清凉山”之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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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险高耸的峰崖，森严挺拔的古松劲柏，弥漫沉浮的云山雾海，

金碧辉煌的殿宇楼台构成五台山奇异瑰丽的画卷。盛夏登临北台台

顶极目远眺，千峰竞秀，云海翻腾。有时，还会出现难得的奇景:

或者山下大雨倾盆，山上红日摩顶; 或者山下绿柳泛翠，百花争春，

山顶却是白雪皑皑。

五台山现有建筑比较完整的寺院 95 处，其中南禅寺和佛光寺建

于唐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气势宏伟的建筑物，精美

绝伦的雕刻，折射着历史的光辉。佛光寺被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

思成称为 “中国第一国宝”，更有 “亚洲佛光”之称。这些古朴典

雅的艺术珍品和珍贵文件，不仅反映了我国古代宗教和建筑艺术发

展的历史风貌，而且凝聚着一千多年来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精华。

菩萨顶

菩萨顶是五台山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喇嘛寺院，位于传说中文

殊菩萨居住的灵鹫峰顶。由于它建筑雄伟、金碧辉煌，远看好像西

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因此人们又把它叫做喇嘛宫。

菩萨顶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因文殊菩萨曾在这里显露真容

的传说，唐代由最初的大文殊院改名为真容院。南宋才改回原称叫

大文殊寺。明朝永乐初年，始有菩萨顶的称谓。清代皇帝崇信喇嘛

教。顺治十七年 ( 1660 年) ，遂将菩萨顶由青庙 ( 和尚庙) 改为黄

庙 ( 喇嘛庙) ，并从北京派去了主持喇嘛。从此，按照清王朝的规

定，菩萨顶的主要殿宇铺上了表示尊贵的黄色琉璃瓦，山门前的牌

楼也修成了四柱七楼的形式。这在五台山是绝无仅有的，在全国范

围内也不多见。自此以后，菩萨顶成了清朝皇室的庙宇。

菩萨顶现在占地面积 9160 平方米，有殿堂僧舍等大小房屋 100

余间，均为清朝康熙年间的建筑。顺山就势而筑的殿宇布局严谨，

全寺建筑大体上可以分为前院、中院、后院三个部分。中轴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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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建筑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文殊殿等。两旁对称地排列

着钟楼、鼓楼、禅院等。寺院中的九龙吸水石雕、康熙御笔 “五台

圣境”石坊和分别刻有汉、藏、蒙、满四种文字的汉白玉碑以及众

多清朝皇帝的题匾赠礼等，都显示了菩萨顶的超凡地位。

菩萨顶各主要大殿的布置和雕塑都具有浓烈的喇嘛教色彩。面

阔七间的大雄宝殿内，后部供着毗卢佛、阿弥陀佛和药师佛，前面

则供着喇嘛教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像。文殊殿内的文殊像与一般佛教

寺庙 ( 青庙) 内的文殊菩萨像不同，它是按喇嘛教的经典规定制作

的: 头取旁观势，腰取扭动势，发取散披式，同时身挂璎珞，显得

活泼、生动。两侧墙壁上还挂着唐卡。另外，大雄宝殿、文殊殿的

柱头上还挂着桃形小匾，上面写着梵文咒语，这些都是喇嘛教寺庙

建筑装饰中所独有的。

五台山的传说

我国的四大佛教名山———五台山、峨嵋山、普陀山、九华山，

传说分别是佛教中四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的修行地。

相传五台山原名五峰山，气候异常恶劣，冬天滴水成冰，春天

飞沙走石，夏天酷热难当，农民们根本无法到田里种庄稼。文殊菩

萨碰巧到这里传教，看到人们遭受苦难，决定改变这里的气候。

文殊菩萨了解到东海龙王那里有一块神石叫 “歇龙石”，可以把

干燥的气候变得湿润。于是她变成一个化缘的和尚，到龙王那里借

歇龙石。

文殊菩萨来到东海，见龙宫外面果然有一块巨石。还没有走到

跟前，已经感觉到一股凉气迎面扑来。文殊菩萨见到龙王，说明来

意。龙王很抱歉地说: “大法师借什么都行，唯独这块歇龙石不能

借。因为它是花了几百年工夫从海底打捞上来的，清凉异常，龙子

们每天工作回来，汗水淋漓，燥热难耐，便在上面歇息养神，你若



8

借去，龙子们就没有歇息的地方了。”文殊菩萨反复说明自己是五峰

山的和尚，是为了造福于人间特地来求援的。

龙王不愿意把神石借走，又不便直接回绝文殊菩萨的请求。龙

王估计这位老和尚一人无法将石头运走，便勉强答应说: “神石很

重，在没有人帮助你的情况，如果你能拿得动，就拿走吧!”

文殊菩萨谢过龙王，走到神石跟前，口念咒语，立刻使巨石变

成了小小的弹丸。文殊菩萨将弹丸塞进袖筒，飘然而去。老龙王惊

得目瞪口呆，但已后悔莫及。

文殊菩萨回到五峰山时，正是烈日当空，因为久旱不雨，大地

干裂，人们遭受着深深的苦难。文殊菩萨把神石安放在山中间的一

个山谷中，奇迹发生了: 五峰山立刻变成一个清凉无比的天然牧场。

于是，这个山谷被命名为清凉谷，人们又在这里建了一座寺院，起

名叫清凉寺，五峰山也改名叫做清凉山了。至今，五台山又叫清

凉山。

恒 山

北岳恒山又名 “太恒山”，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城南 10 千

米处。恒山雄伟险峻，气势磅礴，景区总面积 147 平方千米，是我

国重要的文物古迹荟萃处和道教发祥地。其主峰天峰岭海拔 2016. 8

米，被称为 “人天北柱”、“绝塞名山”、“天下第二山”。

恒山曾名常山、恒宗、元岳、紫岳。据史书记载，恒山最早开

发于汉代，北魏时期最盛。后经唐、金、明、清历代扩建和重修，

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迹，有 “三寺四祠九亭阁，七宫八洞十二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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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说。今尚存悬空寺、朝殿、九天宫、会仙府等 30 多处寺庙。

恒山风景名胜区以双峰并峙的天峰岭和翠屏峰为中心，包括天

峰岭景区、翠屏峰景区、千佛岭景区、温泉景区和浑源城景点群。

恒山主峰分东西两峰，东为天峰岭西为翠屏峰，两峰对峙，风格独

具，断崖绿带、层次分明。金龙峡居于天峰岭、翠屏峰之间，峡谷

幽深，峭壁侧立，石夹青天，最窄处不过 10 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

地。北魏时，道武帝发兵数万人在此劈山凿道据守，作为进退中原

的门户。宋代，杨业父子在此以险为凭，抵抗外族的入侵。

恒山景观中，果老岭、姑嫂岩、飞石窟、还原洞、虎风日、大

宇湾等处，充满了神奇色彩，还伴有优美的神话传说。悬根松、紫

芝峪、苦甜井更是自然景观中的奇景。苦甜井位于恒山半腰，双井

并列，相隔 1 米，水质迥然不同。一井水如甘露，甜美清凉，水井

深数尺，取之不尽，可供万人饮用，唐玄宗李隆基赐匾 “龙泉观”。

另一井则水苦涩难饮，成为鲜明对照。现苦井已封。恒山松为恒山

一景。其中，“四大夫松”古松的根部悬于石外，紧抓岩石，傲然挺

立，姿态雄健。在虎风门观松，或立于丹崖上，或倒挂于绝壁间，

如伞如翼如亭如龙如桥，千姿百态、仪态万方。恒山的云，变幻无

穷。出云洞在后土夫人庙的不远处山腰，晴日朗朗，洞口寂静，阴

雨来临，洞口便游出缕缕白云，引人遐思。

悬空寺

悬空寺又名玄空寺，建在恒山天险金龙峡口的悬崖峭壁上，大

有凌空欲飞之势，被誉为恒山第一奇观。悬空寺是国内现存的唯一

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

悬空寺创建于北魏后期 ( 471 ～ 523 年) ，已经经历了 1400 多个

年头。现存建筑主要是明、清两代修建的。据说以前这里是南去五

台、北往大同的交通要道，悬空寺建在这里，可以方便来往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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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香。其次，浑河河水从寺前山脚下流过。常常暴雨成灾，河水泛

滥。人们以为有金龙作祟，便想到建寺院来镇压。于是就在这百丈

悬崖上悬空修建了寺院。

悬空寺面对恒山、背倚翠屏、上载危岩、下临深谷、楼阁悬空、

结构巧奇。悬空寺现存殿宇、楼阁 40 余间，有朝殿、会仙府、碧霞

宫、纯阳宫、楼台亭、寝宫、梳妆楼、御碑亭等，分布于山腰、崖

边、坡道上。由于寺庙距谷底 26 米，寺庙最高处离地面约 50 米，

整个寺庙如挂在悬崖绝壁之上。南北有三檐歇山顶建筑，危楼耸起，

对峙而立，从低到高附于绝壁之上。楼阁和殿宇之间都是由悬空栈

道相连，迂回曲折。

悬空寺由北魏的了然和尚创建，后来发展成为佛、道、儒三教

共处的寺庙群。寺内有铜铸、铁铸、石刻、泥塑的佛像和道教、儒

教造像 78 尊。三圣殿内的泥塑具有唐、明两代风韵，释迦、韦驮、

天女、阿难形体丰满，神态动人。寺庙最高处的三教殿内，释迦、

老子、孔子塑像共居一室，耐人寻味。寺旁的恒山水库景色秀丽，

每遇溢洪开闸，涛声大作，气势磅礴。

远望悬空寺，像一幅玲珑剔透的浮雕，镶嵌在万仞峭壁间，近

看悬空寺，大有凌空欲飞之势。登临悬空寺，攀悬梯，跨飞栈，穿

石窟，钻天窗，走屋脊，步曲廊，几经周折，忽上忽下，左右回旋，

仰视一线青天，俯首而视，峡水长流，叮咚成曲，如置身于九天宫

阙，犹如腾云皈梦。

舍身崖的传说

在果老岭的东侧，有一座万仞险峰面西而立，直插云端，这就

是恒山的一处胜景——— “舍身崖”。每当日落之时，瑰丽的晚霞辉映

着诡奇万状的险峰怪石，奇光异景，色彩缤纷，令人赞叹不已。

关于这美丽如画的 “舍身崖”，还流传着一个悲壮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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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古代浑源城里有一个美丽的少女。一年夏天，她年迈的母

亲得病，少女就和嫂子一道上恒山为母亲采药。不料刚走进幽深树

林，便撞见了一只恶狼。恶狼张开血盆大口，朝她们扑过来。就在

这危急时刻，一个年轻人听见姑嫂二人的呼叫声，就从后面赶来，

挥舞木棒，赶跑了恶狼。姑嫂二人非常感激，连连向青年道谢。言

谈之中得知这个青年是在恒山修庙的画匠。少女见他容貌英俊，言

谈举止又十分稳重干练，不由产生了爱慕之情。好心的嫂嫂看出了

小姑的心思，就在一旁穿针引线，帮助小姑与画匠定了终身。

谁知好事多磨，祸从天降。浑源县的少爷久闻少女美貌出众，

便要娶她为妾。而少女的父亲也嫌贫爱富，贪图县太爷家的钱财，

又是打，又是骂，逼着女儿进火坑。少女无法忍受，连夜逃离家门，

上恒山去寻找画匠。贤惠的嫂嫂怕小姑发生意外，也急忙跟随上山，

暗中保护小姑。

然而，不幸的是，少女跑遍了恒山山岭，也不见画匠的身影。

这时，知县的少爷又率领家丁追来。眼看着如狼似虎的家丁们步步

逼近，少女把心一横，就从这万仞峰顶跳了下去。嫂嫂赶到崖顶，

不见小姑踪影，四处寻找，不料一失足也跌落崖下。姑嫂二人的事

迹感动了北岳山神。北岳山神施展神法，使少女化为百灵鸟，嫂嫂

化为找姑鸟，日夜形影不离，飞绕此山，凄凉的叫声不绝于耳。“舍

身崖”便由此得名。

千 山

位于鞍山市东南 20 千米的千山，与吉林的长白山齐名，有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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