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风情文艺	

皋陶文化   

  皋陶是东夷少昊之后，生于公元前 21 世纪，是中国司法的鼻祖。他辅佐夏禹理政、治

水和发展生产，并为融合夷夏和后来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巨大贡献。 皋陶与尧、舜、禹齐

名，被后人尊为（上古四圣）。禹根据皋陶的品德和功劳而举他为继承人，并授政于他。但

皋陶未继位即去世，禹便把英、六一带封给其后裔。唐玄宗以李氏始祖皋陶为荣，于天宝二

年（公元 743 年）追封其为“德明皇帝”。    

皋陶文化的内容主要是：兴“五教”。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共（恭）、子孝”。

定“五礼”。五礼即“吉、凶、宾、军、嘉”。吉礼即祭祀之礼，凶礼乃丧礼，宾礼系部落与 

部落联盟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以及与联盟之外的友好部落之间的聘享之礼，军礼为组织氏

族、约束大众成军之礼，嘉礼为“饮食、男女”之礼。创“五刑”。五刑即“甲兵、斧钺、

刀锯、钻笮、鞭扑”。甲兵，即对外来侵犯和内部叛乱的讨伐；斧钺，系军内之刑，属军法；

刀锯，系死刑和重肉刑；钻笮，是轻肉刑；鞭扑，是对轻罪所施薄刑。皋陶在习惯法的基础

上整合为“五刑”，无疑是一大进步，创我国刑法之始。立“九德 ”。九德即宽而栗（秉性

宽弘而有原则）、柔而立（性情温良而能立事）、愿而恭（质朴而能尊贤）、乱而敬（有才而

能敬事）、扰而毅（谦和而有主见）、直而温（正直而不傲慢）、简而廉（具大略而能务实）、

刚而塞（果敢而不鲁莽）、强而义（刚强而不任性违理）。皋陶制订的“九德”，内涵包括人

的秉赋、气质、品德、才干等许多方面，是目前所知的我国历史上最早考察、选拔公职人员

的标准。亲“九族”。九族即部落联盟核心的亲属部落。部落联盟是一个松散组织，联盟的

权威没有可靠力量作后盾是维持不下去的，所以亲“九族”亦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一项重要的

政治策略。    

皋陶生活的年代是我国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最后阶段，正处于文明时代的门槛。 

皋陶对联盟制度和文化方面的改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那时，部落林立，号称“万国”，

信仰、习俗不一。他倡导并施行的“五教”、“五礼”、“五刑”、“九德”、“九族”，对 于加强

部落、部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和融合，促进国家的产生，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皋陶思想是儒家学术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皋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留给后



第五章	风景名胜	

大别山国家地质公园   

简介 

  安徽大别山（六安）国家地质公园——大别山横亘在中国东部地区，位于鄂、豫、皖三

省白马尖——地质公园碑交界处的大别山脉东西绵延约 380 公里，南北宽约 175 公里，白马

尖主峰海拔 1774 米，是大别山第一高峰，又称大别山主峰——白马尖。作为一道天然屏障，

成为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地质公园类型为地质地貌类。按各园区的分布状况和地

质特征将其划分为西部园区和东部园区。西部园区包括白马尖园区、天堂寨园区和铜锣寨园

区；东部园区包括佛子岭园区、东石笋园区、万佛湖园区、万佛山园区和嵩察岩园区。西部

园区地处大别山腹部，为中山区；东部园区位于大别山北麓，为低山丘陵区。园区总面积

393.5 平方公里，主要地质遗迹面积 393.5 平方公里。 

概况 

白马尖——代表松大别山主峰（白马尖）景区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大

别山国家地质公园的核心园区——白马尖园区。景区地处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和安庆市岳西

县的交界处，于 2009 年建成对外开放。    

大别山横跨鄂豫晥三省，是长江淮河的分水岭，相传李白曾到此，登上大别山主峰白马

尖，顾盼了南北二侧的风光，感慨道：“山之南山花烂漫，山之北白雪皑皑，此山大别山于

他山也！”大别山由此得名。    

大别山主峰（白马尖）景区的景点类型多样，目前的主要景点有：高山——白马尖（大

别山主峰）、峡谷——龙井峡（大别山区规模最大的瀑布群）、湖泊——别山湖、遗址——四

望寨（古城堡）。 

景点介绍 

白马尖 

大别山主峰叫白马尖，海拔 1777 米，大别山区排名最高的三大高峰均在此处，白马尖

——主峰标志碑三峰呈坐北朝南的三角品字形排列，主峰白马尖和次主峰多云尖（海拔 1763

米）紧紧相依，与正南面的第三高峰天河尖（海拔 1755 米）遥相呼应。不仅如此，大别山

主峰区域内的主要山峰的名子也很有特点，只要是列入前十位的所有高峰，古人均以“尖”

命名，以表示还有增高的长势。    



红 28军重建旧址 

     位于金寨铁冲南小涧（今铁冲乡）吕家大院。1933 年 10 月 11 日，中共皖西北道委鉴

于红军和根据地受到严重损失，在南溪的吕家大院召开会议，决定重建红 28 军。军长徐海

东，政治委员郭述申（兼），辖第 82 师、84 师。此间，军部即设于此地。红 28 军是在金寨

境内继红 25 军之后组建的第二支成军建制的红军。  

现旧址正在修复中，预计将对红 28 军的建立、重建、再建三个阶段进行全过程展示。

整个展示内容由图片、文字说明和实物陈列三部分组成，其中图片和文字展板分 5 个部分

12 个单元，实物陈列展柜 2 组、红旗 8 面、装饰油画 2 幅，实物旧式方桌 2 张、椅子 8 张。  

     2005 年 9 月公布为首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邓大军前方指挥部旧址 

     位于金寨县沙河乡下楼房的周宅。周宅始建于乾隆三十年，坐东朝西。宅院分正屋和

厢房两大块，共计 53 间，建筑面积 1537 平方米，占地面积 2193 平方米。当年，正屋的第

五栋左边 3 间就是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的住房和办公室，右边 3 间为鄂豫皖区党委会议室。

厢房 16 间，后 8 间为邓小平、李先念的厨房、马棚、厕所，前 8 间为警卫团住所。1995 年

10 月倒塌仅剩半载后沿墙。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红军纪念堂及将军墓   

  位于金寨县革命烈士纪念塔北面，1993 年兴建。金寨籍老红军、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全国唯一两次授予上将军衔的洪学智将军为纪念堂题名。纪念堂建筑面积 1050 平方米，为

两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呈八角形，酷似红军八角帽，寓意红军精神永放光芒。在红军纪念堂

背后的山坡上，建有百余座将军陵墓，安葬着林维先、滕海清、詹化雨、陈祥、余明等已故

将军和老红军的遗体和骨灰。  

第六章	自然资源	

  六安地势西南高峻，东北低平，呈梯形分布，形成山地、丘陵、平原三大自然区域。全

市界于东经 115°20’—117°14’，北纬 31°01’—32°40’之间，属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