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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山飞峙大江边

下，小天地之望江亭。远处房舍为粘牛岭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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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老峰在云海之中

壁立千切之龙首崖



上，含都 口

下， 仙人洞 、



如琴湖〈花径湖〉

冰雪中 的三宝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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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我妇的祖国，是-个伟大的多民族国家，地广人众、历史

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统秀的遗产， 46主人很平的古代起，我

-f江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挡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

上'.黯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迈过漫长曲折的历史道路，经历

理苦的斗争，用双手改造了锦绣河出，创造出她茫的文化，取

得了辉璋的成就。今天，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战斗，→

定能克强任何困难，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为了激发广大群众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热情，我们计坦

出泉一整套读物，通过对我吕-些重要或著名城镇、地区、出

JII历史的记述，介绍勤劳勇敢的中嚣人民在过去年代的劳动

葫斗争，介绍我们辽阔广大的祖嚣。

我自史书体裁中，原来就有一种专门记述地方情况的史

志。这种史志，分门别类，取材丰富，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参考

资料。我的打算吸取这种传统体裁的某些特点，但采取更为

群众喜闻乐见的"史话"]'在式，以便更灵活、多样住地普及历史

知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当怎么散才好，还希

望广大读者给我们多提出批评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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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庐山真面官'

一一灿苟地理和沿革

横看成岭倒成峰， 远远离能各不同冒

不识庐山真百吕， 只缘身在此由中。

、
、

这是 1084 年〈宋元丰七年) 4 月间，宋代大诗人苏轼游自

由在题雨林〈寺〉壁》诗。近一千年来，这首诗广泛流传，黠炙人

口，给庐山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苏轼这位大诗人，在当时就享有盛名。那年捡到庐山来

带历，见庐山峰峦秀丽，泉瀑奔泻，云雾变幻，感到十分健异。

他说"持;切入庐出，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接应不2匠，遂发

意不敢作诗。"①大诗人被庐山奇妙景色厨段引，自不瑕接，美

不在收，竟不想作诗。庐山的和尚、道人、隐士听说苏轼来了，

都希望诗人品评吟咏，各处向他索句留题，面对这样的美景盛

情，大诗人不作诗，怎么可能呢?何况吟诗填词又是12:轼 434二:

ι第一民事飞苏轼这才觉得自己当视发誓的可笑9于是每到

一个地方，少不了还要赋诗作文，告果留下了许多黯妙宏丽的

ELt琪、赞赏庐山名胜古迹能诗篇和文序，最后写的一首绝句，

① 毛德琦:‘庐山志》第十四卷，第九页。 JS:轼(10313←1101年)，字子啦，

号东坡居士，白山人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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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恶吉林(寺 71:均。

这次苏轼;主庐出句 111 T};i J11 北?名到古寺，悬崖绝顶，应i泉深

谷，几乎走遍了.最后转至ti庐山西北麓的西林寺，做了这二于

八个字的总捂.其中画龙点睛的一句话，就是"不识庐山真;可

吕"。古代许多文人学士，在踌历庐山之后，也都有苏轼这样

的感觉。如宋代都陆人、曾"举进士第一名飞任敷文商学士的

彭汝礁.在ftßt1气'ikf夺中见J.Fî lU>>诗中就说"翠色苍茫杳蔼间，

舟人指点是庐山，浮云作主海遮护，未许行人法第看-J①现代

吴县人、曾中南直隶解元窟寅的i誓说"庐山出高高兀重，由百

白烟段复液，……江上乌梧谁涉水，岩际白衣人采松。好②南宋

学者朱蕉，在他的《由北纪行十二章》中也说2" 出水诫乃奇，云

谁究终始J③等等。在古玩摇写庐山雨被保留下来的四干多

首诗词中，这一类诗句银多，他们都感到庐山云雾诡弱，变幻

莫满步在'黯雾重电IÞ中，呈现着许多奇特的景象。人妇不容易茄

察到并结绘出庐出的真情实景布自然感受，与苏轼的慨叹大

钵柜同。不过，这许多诗句歌词，不及苏轼诗句的凝结 3深刻、

生动，和更具有典型性罢了。

"不识庐出真;Tf.J日"，在那时来说，既提捂了庐出的吉拉景

色，也123吉了庐出的历史面貌。它不仅艺术tt强，市且富有哲

理，紧接着诗人道出红只去身在比山中"七个字，明确的捂词

人们认识和欣赏庐山的局提性及其黑因，又是何等意味深长

坷。这里 .WUtl这一名句来书写《庐山史话》的第一章。

① 主德琦:"庐山志》第十五卷，第十六页。

② 同上书，第二九页。古代科举制度中乡试第一名称解元9 唐窍，字伯~~

画家，文学家。

⑤ 《朱文公文集》卷七，中华书局版，第五说，第卡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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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鸯秀甲天下山'

"匡庐奇秀甲天下出气是窟代大诗人白居易对庐出的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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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位置上，庐由往于幕阜出余踪的东端。相当于京

经 115 度59 分，北纬 29 度 34 分 40 秒。幕阜出辑蜒在江西、

黯北两省的边界地区，当它伸延到都阳湖口的时候，孤峰突

起，同其他大山不相联属。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登庐出》诗篇

中形容的那样， a一出飞蜡大江边气的确象是天外飞来，独

E311却又奇特地耸立在长江的离岸。它的西北两百紧接九江

市和九江县，南面告着星子县，西南面联接着德安县，东西颜

IIOî邵阳湖商与湖口县梧望。东西大约宽二十余里，南北大约

长五十余里，层峦叠埠，有出七童，⑦黑围绵亘约五百余里。萨

止的奇略竣龄大约有九十余座。它们千姿百态，彭:民各异。有

Ei军国妇华盖，有的绵延但长壤，有的如鹤皖长空，有的如龟

衍大地，有的如明镜高悬，有的但也桂失水，有的仿白:护生紫

牢，有的好象船航苍离，从形态上看挥各自主1，艳争奇。②有一~

杏出岭，气势非凡，如上霄峰高摩天穹，含部岭如提波i离乡双主才

&faEf唱双主!1~雪云，九叠屏缸天障九盏，犁头尖拼云-JEZ字，好汉jlt

差51王三天掉。如此等等，各有特色，高度都在-千公尺以上。尤

其生东南EJ的五老峰，在:一、四三六公尺，雄伟壮观，气象万

① 《鄂吕志》认为:在庐山叠陈九层 p崇岩万仍J七重，7L层都是泛指 ÚJ多，

并非确款。又去~ìi~~庐山有九十九峰或九十六涂，也是如此。

② 以上各!l j 告?依次是，(CjJ二号;\忧?卢!l i 、缸瓦电峰、龟打玲、王i瓷砖 !二抠'心

(在Il鞋 111) ，音;在1棒、铁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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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船峰

千，历代作家有大量诗文加以歌颂。庐山最高峰是大汉阳峰，

高→、五四三公尺，挺拔高峻，耸入云端。人们登 11白汉阳峰顶，

北望长江如带，南观都湖如镜，烟波浩渺，水天→色。明代旅行

家徐霞客登汉阳峰，说"南瞰郡湖， 71<天浩荡，东瞻湖口，西盼

建昌，诸山历历，无不俯首失恃，惟北面之桃花峰，铮铮比jfc; , 

然昂霄迢汉，此其最矣。"①因为它可以远望数十百里，"极目

① 《徐霞客游记，. ，世界书局版 ，第十六、十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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