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山水志丛书

枞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012598

多季凶芗专
著笱超。．

黄山书社



安徽省山水志丛书

枞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浮山志

一＼＼逊沙
黄山书社



编纂单位 枞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浮山志》编辑室

主 编 疏获

特约编审 龙仲文李成岐

顾 问 吕秋山史维岫

摄 影 疏宏斌疏通

制 图 王浩清

校 对 疏达

审稿单位 安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山。o忐互温和题塑乒惶和题豳



．凡 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继承优良的修

志传统，探索新的编纂方法，努力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

二、本志重点记述15平方公里管理区域内事物，对《规划》中的

白荡湖与白云山，只作简述，不予铺排。

三、本志纵写历史上限不定，下限截至1992年春，个别事物延伸
到搁笔为止。

四、全志共分卷首、专述、附录三部分。专述共7章29节，囊括地

理环境、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佛教、人物、艺文、旅游开发；附录有神

话传说、旧志序跋、杂录、文件辑存、书目辑存、白云山和白云岩、修志
始末等。

五、体裁以志为主，兼用述、记、传、图、表、录等表述形式。照片集

中设置，图、表随文。记述文字均用语体，力求简明、朴实、准确、生动。

六、历史纪年、各种数据、称谓等，均按国家有关规定书写，力求
规范。 ．

七、志中立传人物都是与山有关的名人和作出奉献之士，坚持

“生不立传”。至于对浮山开发有功的健在人士，则附录于其后。

八、本志资料来源，主要选用有关旧志、文献和档案。其中部分资

料是近年来考察、访问的实录，均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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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秋山

浮山，又名浮渡山，为安徽名山之一。它位于安徽省枞阳县境内

长江北岸的自荡湖滨，是一个以火山岩洞和摩岩石刻为特色，并与河

湖风光相辉映的风景名胜区，自古以来就是游览胜地。

“浮山三面临湖边，湖光荡漾欲漂天”，古人诗句道出了浮山的地

理特点。她犹如一叶轻舟漂浮水面，故有“江上绿叶”、“海上蓬莱”之

美誉。

奇峰、怪石、峥岩、幽洞，为浮山四大奇观，均系火山爆发后残留

的遗迹，在全国地质构造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

“天下名山僧占多”。早在晋梁时期，浮山就建有寺庙。历史上曾

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崇奉和护持，因而浮山寺庙、塔院林立，高僧辈出，

成为中外驰名的佛教丛林。

早在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浮山这块土地上生活、繁衍。晋

梁以后，经过僧人的开发，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墨客，如孟郊、自居易、

范仲淹、王安石、黄庭坚、左光斗、方以智、张英、方苞等。他们流连于

山水之间，或唱酬，或题刻，因而在浮山石壁上留下大量的摩崖石刻，

成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浮山又是我省一块较早的革命根据地，

革命老前辈王步文、黄镇、朱蕴山等，在此领导了可歌可泣的农民和

学生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浮山风景区内，关口险隘，鸟道盘回，岩洞空嵌，山色苍秀，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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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外桃源。大量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移步换景，神奇幻

险，湖光山色，别具情怀。所以，浮山以其独特的风貌闻名于天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深入

发展，浮山得到了重新开发，旅游事业迅速发展。为了全面展示浮山

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开发和建设浮山，编纂新山志便提到日程上。

1986年，省人民政府将《浮山志》列入修志计划。同年9月，枞阳县人

民政府决定浮山管理处疏获同志为《浮山志》主编。疏获同志承其重

任，结合本职工作，广征博采，调查访问，实地考察，辛勤笔耕，经过六

年艰苦奋斗，不负众望，终于1992年完成了三十一万字初稿。后又经

各方面努力，千锤百炼始得以定稿，并最终出版。

新编《浮山志》，特色鲜明，图文并茂，资料翔实，充分体现时代

性、科学性，真实、准确、详尽地记载了浮山的历史和现状，客观地反

映了自然环境及人物的社会活动，达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

统一。

新编《浮山志》的出版，无疑将为中国山水志增加新的篇章，不但

为保护和建设名山提供可信史料，也为海内外游人、信士、学者兼作

详细的观光导游和科学考察之用，更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因此，我乐于为新编《浮山志》作序。

·九九三年十月一日于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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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刘玉杰

浮山是我省一座名山，自古以来就是游览胜地。它的自然风光奇

特，人文景观丰富，其亿万年的火山地貌、千年的佛教道场、古代的历

史文化、现代的革命胜迹，早已名闻遐迩，为海内外人士所注目、所向

往。该山座落本县白荡湖滨，县人在外常引以为荣。我在枞阳主持工

作多年，亦深为县境有此名山而自豪。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浮山开发

已初具规模，保护工作有所加强，绿化面积不断扩大，部分景点已恢

复，道路状况有所改善，对外宣传加大了力度，上了电视登了报，因而

浮山知名度越来越高，海内外游人纷至沓来，给浮山带来了勃勃生

机。 ．

现在，新编《浮山志》在疏获同志的辛勤笔耕下即将面世，这无疑

是我县一大美事，对浮山来说既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浮

山有志始于明代，可惜版本失传；清代康熙年间，邑人吴道新编有专

志，但内容却偏重于佛教和艺文。今新编《浮山志》广征博采，内容十

分丰富，它不但记载了浮山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而且将它的地质

成因、自然环境、旅游开发都交待得一清二楚。因此，这部志书是浮山

的百科全书，是一部以新的观点、采用新的方法、利用科学的材料编

写而成的社会主义新山志，它是一部价值较高的精神产品，是我县一

大文化工程，对进一步开发浮山、发展旅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

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关心、支持本志编纂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
4



以及辛勤的编纂人员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谢意l

旅游业是第三产业，旅游景区是不冒烟的工厂。随着改革开放的

不断深入，随着新编《浮山志》的问世，我相信“精神”会变成“物质”，

浮山旅游业将会出现新的局面，将会给浮山乃至全县人民带来不可

估量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值此新志付梓之际，我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聊寄数语以为序。

一九九二年冬于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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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章晓钟

座落在白荡湖边的浮山，古称“名山隐者”。隐有避世之嫌，亦有

飘逸之雅。此地峰峦朝辑，碧水迂回，内藏36岩、72洞、40怪石、36

奇峰和四百余块摩崖石刻，可谓丘壑重重、岩空洞幻、古寺青松、清池

漾月，一派奇妙风光。这里的山水，吸引着古今的达官显贵、文人雅

士、佛子道众，他们联袂接踵、纷至沓来，或挥毫作赋，或刻石以铭，成

为江左“会圣”之地。唐有白居易、孟郊等文学巨匠；宋有王安石、欧阳

修、范仲淹、黄庭坚、陆宰诸名家；明有何如宠、雷鲤、方以智、黄道周；

清有张英宰相及方苞、刘大槐和姚鼐等桐城文派鼻祖。地以人贵，他

们或登山揽胜，或隐卧山林，或居巢苦读，或下棋说法，其行踪游迹，

丰富了此山的文化内涵。再加上自宋圆鉴大师在此卓锡，千百年来，

法炬常燃，香火不断，更使佛地生光。但由于浮山远离城市，交通不

便，又因文人习静，净土主幽，故此名山一直处于封闭状态，难为世人

注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浮山薄薄的面

纱，显露出了它那芰荷出水、峰吐石莲的娇容。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

1981年全部摩崖石刻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县内成立

了“浮山园林管理处”，大规模的开发拉开了序幕。经过十年的建设，

古老的浮山崭露了新姿，封闭的洞天佛地迎来了四方宾客。

在时代的鼓与呼中，新《浮山志》在疏获先生辛勤笔耕下终于面

世，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乡人梦寐以求的心愿。这部志书在整体设
6



计、内容安排、资料选用上，都抓住了浮山的主要优势，写出了这座古

火山、景山、文山、佛山的特色。全志政治观点明确，坚持实事求是的

原则，文字洗练，图片精美，处处体现了编纂者的功力。

这部志书的出版，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古今资料，以供专家学者进

行研究和探索；更为重要者，它的出版为当前开发浮山，组织资金、人

才、技术和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旅游事业是一项综合性的事业，

它可以带动和促进交通、商业、轻工、外贸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为山

区和贫困地区的经济振兴创造条件。浮山是我县的明珠，其发展前景

无限美好。今有《浮山志》面世，是开发浮山“软件”的成功。其功其绩，

不可泯灭。今后，随着我县经济实力的丰厚和乡人赤子的通力合作，

浮山这朵“海上芙蓉”将会盛开怒放，并以它特有的丰姿立于皖中旅

游之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一九九三年冬于枞阳县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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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浮山，又名浮渡山，古名符度山，亦作浮度山。它与黄山、九华、天

柱、琅琊、齐云并列，为安徽省历史名山。它位于皖中偏西南、长江北

岸的白荡湖滨，南距枞阳县城36公里，北与庐江县交界。最高峰海拔

165米，面积15平方公里。它是一个以火山岩洞和摩崖石刻为特色，

并与河湖风光相辉映的风景名胜区。

浮山“东西南北皆水汇”，构成“山浮水面水浮山”的境界，犹如一

叶泊岸之舟，故有“江上绿叶”、“海上蓬莱”之誉。境内气候温和，雨量

充沛，致使山上“无岩不树，无径不竹，无涧不花，无石不苔”。

浮山是一座沉睡亿年的古火山。在一亿多年前，它曾两度爆发，

中间还夹有一次岩浆侵入活动，故而形成奇峰突兀盆地之中，石壁耸

入云霄之上，幽洞藏于山坳，天池生于绝顶的火山地貌。遗存下来的

火山口、火山钟、火山渣(浮石)及溶岩流向，龟裂纹路和断层裂隙，均

为全国罕见，因此浮山的地质构造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浮山又是一座佛教名山。早在晋梁时期(266--557)，浮山就建有

寺庙。陈隋间(557--618)，成为佛教天台宗智者大师的道场。赵宋以

后，是曹洞宗的祖庭——圆鉴大师禅扬佛法的宝地，著名的圆鉴大师

与欧阳修“因棋说法”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这块“三宝胜地”，历史上

曾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崇奉和护持，他们或赐匾，或赐号，或赐《经》书，

或赐财物，因而浮山寺庙、塔院林立，高僧辈出，成为驰名中外的佛教

丛林。

浮山又是一座“文”山。早在五千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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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山志

上生活、繁衍，山上的新石器遗址足可证明。晋梁以后，经过开发，吸

引了大量的文人墨客，如孟郊、自居易、范仲淹、王安石、黄庭坚、左光

斗、张英、方苞等等。他们流连于山水之间，或唱酬，或题刻，因而在浮

山石壁上出现了480多幅摩崖石刻。这些石刻，上至唐宋，下至民国，

文体各异，书法万千。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是研究历史名人、宗教、

书法的宝贵资料，已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对象。1924年以后，房秩

五先后在浮山创办了图书馆和中、小学，又使这里成为安徽举办新式

教育的基地之一。Et本学者佐藤一郎参观后，曾题词日：“天下形胜

地，文人争霸处”，可谓一语破的之见。

除了“火山”、“佛山”、“文山”之外，浮山又是安徽的一块革命根

据地。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上海、安庆的共产党人

和进步人士，如王步文、周新民、朱蕴山、房师亮、黄镇、任锐等，都先

后转移到远离城镇的浮山，在会圣岩农民吴富之家设立县委机关，以

浮山中学为联络点，以岩洞为秘密会议场所，领导了桐(城)、庐(江)

舒(城)一带的农民运动。浮山在近代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周

恩来总理曾给予高度的评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浮山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和开发。中

国17世纪思想家、科学家无可禅师方以智墓地得以重修，山上遗存

的摩崖石刻得以清洗；成立了管理机构，作出了旅游规划，修复了部

分寺庙和亭塔，整修了道路，改善了交通环境，增加了服务设施，接待r

了海内外游客，扩大了对外宣传，浮山早已名扬海外。1987年，安徽』

省正式公布浮山为第一批省级风景名胜区，同时申报为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1992年底，国家林业部又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随着改革开，

放的不断深入，浮山这颗宝珠必将放出奇光异彩，成为旅游天地中一

颗灿烂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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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理环境

第一节 地质地貌

一、地 质
，

浮山位于庐(江)一枞(阳)火山岩盆地西缘，紧临郯(城)一庐

(江)深大断裂带东南侧。

庐(江)一枞(阳)火山岩盆地形成于燕山期造山运动早期。中生

代以来，盆地中共喷发出1100--3600米厚的火山岩。依地质年代先

后分为龙门院、砖桥、双庙、浮山四个喷发旋回(期)，每个旋回(期)

的火山岩以组命名。前三组为侏罗纪(距今1．4一1．95亿年)喷发出

的火山岩，主要为粗面安山质岩，偶有玄武岩。后者即为浮山组，地质

年代为白垩纪早期。

浮山山体主要由浮山组火山熔岩和火山碎屑岩组成。岩层种类

自上而下依次为：浅紫红色薄层粗面质凝灰岩，浅红色、肉红色块状

粗面质凝灰角砾岩，肉红色块状粗面质熔结凝灰岩，浅肉红色块状粗

面熔岩、角砾集块岩和粗面质凝灰岩，共厚约100米。在火山岩中，有

零星细小的岩浆岩(石英正长岩、正长斑岩)侵入。

浮山是个古火山口，属于破火山口。火山机构完整，形态典型。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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