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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r-p共涪陵地委书记白在林

提起“鬼城"丰都，几乎无人不晓。这个带有传奇色彩

的县城，实以名山而闻名予世。名山，屹立于长江北岸丰都

城东北。自西汉以降，即渐以“幽都”蜚声中外。此山不崇

不峻，然林茂竹修，泉清石奇，楼台亭榭，庙宇殿堂错落有

致，掩映于万绿丛中，别有一番情趣。尤其是那座神话色彩

浓郁的“阴曾地府"，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众多鬼神塑

像，更令善男信女如醉如痴，游人骚客心驰神往。苏轼、陆

游、-丰子恺等各代鸿儒，段文昌、王士祯、冯玉祥等历朝显

宦，莫不纷至沓来，或游览题咏，或问佛求神。可谓名山不

高，有“鬼"则名，确是一部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的史

籍，川东一大人文景观。怀逸兴，临斯境，可窥中华山河壮

丽、历史文化宏富之一斑。

新中国成立以后，名山成了中外游人乐往的旅游胜地。

周恩来、季先念、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先后到此视察

参观；络绎不绝的文学家、艺术家、知名人士来此采风游

览。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丰都的对外开放，名

山整修一新，前采观光游览的中外游客更是不绝于途。仅

1980年至1990年，拳观名山的游客即达300多万人次．其中，

外宾2万祭人次。名山在推动丰都“两个文明”建设、促进

涪陵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如此多娇的名山，迄今无一部专书予以系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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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介绍。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姚玉枢、陈庆根二位同志，

在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协助下，博采资料，悉心编撰，历时一

载，编就了一部集名山自然概貌、宗教源流、文物古迹、建

筑艺术、名人旅游、历史文献等诸方面为一卷的‘名山志'，

呈献给广大读者，填补了一项空白。虽然该志从体例到内容

都不尽完美，但对我们认识名山、研究名山，进一步开发名

山，无疑仍是大有裨益的。在此，谨向．：名山志》编纂委员

会及为该志成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谢忱!

<名山志'成书之际，聊书数语，权为序。

'2·

1990年7月千涪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名山志>)序

马国栋

或日： 《山海经》、 《禹贡》之属，乃方志之滥觞也。

如是， <山经》即为山志之祖。山志之源远矣。

唐宋以降，山志代有所筷，而以明、清为最。然豪笔者

多羽士缁流，乃不免诞妄之笔。诸山名峰，固有待于新志也。

山无奇，不足以志，无美，不足以志，无事，不足以

志；无文，不足以志。芳丰都之名山，四者并矣，焉能不为

之志哉。姚玉枢君有心人也，修志伊始即着意访求名山故

实。今与陈庆根君撰《名山志'成，以稿来求序。读之，以

为其书之长有三：以唯物史观拨封建迷雾，一也，赅而不

遗，质而不华，二也，体备而善，三也。诚能剔冗割爱，则

更佳矣。

明钟惺为《蜀中名胜记》序云l “一切高深，可以为山

水，而山水反不能自为胜；一切山水，可以高深，而山啦之

胜反不能自为名。山水者，有待而名胜者也。"‘名山志'

之出，当益增名山之“名"而“胜’’之乎l

1990年7胃4日序手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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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名由志》系遵中国地方志协会副秘书长欧阳发《关

于山志’等论文的指导，参考部分新编山志版本编纂而成。

其结构前有序言、概述，后有附录、后记，中分7章27节，

约10万字。

设概述，勾勒名山位置，风貌、旅游，并述其历史沿

革。

设自然概览，简述名山地质构造、地形成因及特征，并

记叙名山常见的、主要野生动、植物。

设宗教源流，追溯名山遒、佛教的由来与盛衰。

设文物古迹，标示该山现存的、有价值的历史文化。

设建设管理，展现名山的曲折开发与废兴史。

设名人游山，记述其登游时间，情景，再现名人身影。

设艺文选录，选载自唐迄今游客对名山(平都山)的咏

叹，留诸典籍、报刊、碑铭的文字。

设附录，搜列党和政府有关名山的文告和涉及名山的书

目等备查。

本志中弓f犀的典籍、报刊原文，均加引号标明，其出处

大彩作了后注，所引无标点的典簿、碑文，其句逗均系编者

所!钎，凡建国前的年号，悉由编者夹注公元。



概 述

名山，古称“平都山”，或称“酆都山”。北宋嘉柏四

年(公元1059年)十月，文豪苏轼登游时，题诗有“平都天

下古名山矽旬，后改称“名山刀。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

年)，典史彭镦于平都山顶，天子殿前建“天下名山坊劳，

名山之名遂广为传扬。

名山位于丰都县城东北隅，东经107。42753”一107。43’

30”，北纬29。53708”一29。53737∥。山前大江奔流，三面群

岭环拱，临江独成一峰，山顶海拔287．2米。其面积方圆0．45

平方公里，西南坡10．9度，东南坡34度，北坡21．9度．

名山优美的自然、人文景观，自唐迄今，登山游览者盛

赞不已。唐太和初，宰相段文昌在‘修仙都观记'中写道s

(平都山)“峭壁千仞，下临湍波，老树万株，上插峰岭，

灵光彩羽，皆非图志中所载者，昏旦万状，信非人境．刀明

永乐间，达官蒋夔在《重修平都山景德观记>里描述平都

山： “览其山水名胜，则左跨黄牛，右萦白马，前临月镜，

后拥五鱼。，，清康熙时，了『I湖，云贵总督蔡毓荣撰‘修平都

山二仙楼记》赞日； “乎都山，道书所称洞天福地也。余麟

舟揽辔登陟其上，孤峰削成，高插云表，俯看缙云龙洞诸山

直培蝼耳。碧波万倾如堆琉璃，黄葛蟠根石上，大荫数亩，

古柏千章皆非近代所植，灵花彩羽，滴翠流丹⋯⋯俨若赤城

元圃，别有天地，非人问矣!弦民国中，四川乡村建设学

院教授卫惠林著《酆都宗教习俗调查'中载： ∥平都山在城

北，林木幽胜，庙宇层叠，为附近诸山之冠。与城西北之鹿

·1·



鸣山相对，成为极好的对称。∥建国初，新华社记者李绍中

游后寄‘四川日报'稿云。 矗丰都平都山自古以来便是风景

著称的，古人称它为洞天福地⋯⋯山上庙宇重叠，石径曲

圆，颇能引人入胜。’’1982年，王霄鹏投稿‘北京晚报》赞

道， “名山的自然条件优越，风景秀丽，更因神话构成的大

量建筑集中在这里，形成了名山独特的景观⋯⋯寺周石径曲

回，小道幽深，山下滔滔江水，帆影点点，令人心旷神恰。

从风光说，古人称之为“天下名山第一都’是名副其实的。

游览了丰都(名山)，对于破除鬼神迷信是有益的。力

名山宗教源远流长。早在东汉末年，张衡于此建“天师

治力，平都山即成为当时道教传习的中心地之一。降及北

魏，佛教传入，山上乃建起清灵的佛寺，始有佛事活动。以

后道佛杂糅，互相渗透，平都山的道、佛活动较盛。延至明

末清代，佛教渐在名山占优势，将道教灵地所在，一变而成

佛教幽界之都了。民国年间，名山佛教基本取代了道教，道

观多被改名佛殿或为僧尼占据。新中国建立(简称“建国斗)

初，山上僧尼、道士相继还俗，名山停止了宗教活动。1986

年11月，丰都名山对外开放。1988年山麓东岳殿(延生堂)

整修一新后，于当年4月15日佛事活动复正常开展起来。

名山的文物古迹较多，惜民国末期、建国初和靠文革黟

问，由于多种原因，被毁坏不少。后经19S8年的重点培修，

特别是1980年4月30日县委决定成立文史工作领导小组，下

设名山修复办公室抓名山景观的复修至今，使山上古建筑如

天子殿、奈河桥，古碑刻如明，清石碑，九蟒殿侧的岩刻，

孽镜台、咸丰钟以及一批古木修竹等得以培修、保护下来。不

但复兴了名山古老文明的风貌，且在楼亭、园林、道路等建

设上有了新的发展。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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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2年11月8日，名山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第一批保护

韵长江三峡风景名胜区内的名胜古迹点以来，中外游客纷至

沓来。近10年来，名山游客总计302万余人(其中1980年下半

年7万人次、1981年15万人次、1982年30万人次、1983年32

万人次、1984年36万人次、1985年31．67／人次、1986年33．34

万人次、1987年35．1万余人次、1988年35．86万人次、1989

年30．1余万人次、1990年1—6月16万人次)。游山的外宾

和港，澳、台同胞逐年增多，初开放的1986年为354人次，至

1990年5月，累计达20300人次。他们分别来自美、英、法，

日本，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希腊、印度、香港、台

湾等24个国家和地区。

伴随着改革开放，丰都名山魅力愈增，其盛名不翼而飞

遍四海五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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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概览

1． 名山地质

丰都所处的大地构造位置，属川东盆地东缘，为一系列

平行褶皱山系构成。其问四个背斜夹着三个宽缓的向斜，构

造线方向与山文线基本吻合，一般为北北向，属华夏或新华

夏构造。

我县地层发育较全，从寒武系到侏罗系(其中缺蚀泥盆

系地层)。名山为侏罗系上沙溪庙组的红色碎屑岩系，为紫

色砂岩、泥岩、页岩，风化剥落甚强，岩层产状平缓，因近

向斜轴部，倾角3—7。。

本县地质构造主要为北北东的四个背斜组成(黄草山、

蒋家山、方斗山、七跃山)，其间夹三个向斜(三元——社
坛，忠县，石柱)。名山恰好处于忠县向斜西南延伸的倾没

端，断裂构造不大发育。

2． 名山地貌

丰都处川东盆地东缘的涪陵——万县低山丘陵，与巫山
——娄山中山山原的石柱山地和山原两个地貌单元的交界

处，名山则处于涪陵——万县低山丘陵的沿江两岸向斜丘陵

之中。

名jll就其地貌类型而言，属沿江斜坡流水地貌，就其成

· 1 。



因而言，处于亚热带湿润区，气温高，有大量暴雨出现。由

于受新构造运动的闾歇性抬升，沿江河床下切，坡地在降雨

后形成的片流和股流，以及流杯池(溪)沟的不断向源浸蚀

切割和长期受外界营力的浸蚀与剥蚀，造成了名山和双桂山

的分离，形成了现代名山与双桂山独特的地貌景观。两山并

立于县城之北，遥相呼应。1989年4月架起了优美壮观的铁

索桥，给两山之间添了一条金色的纽带。
‘

3．野生动植物

(1)野生动物

名山地势西低东高，气候温和。其东、北坡陡峭，寂

静，人迹罕至，并与农耕区接壤}南坡杂草丛生，竹树茂

密，这为野生动物觅食、栖息，提供了有利条件。据调查，

名山周围及山中，发现野生鸟类31种、哺乳类9种，爬行类

9种和两栖类4种(表1—4)。

袭1 名山鸟类简介

＼＼项鄹 分类地位 居留 Y剐 分类地位 居留

鸢名＼ 期间 笛笤＼ 目 科 期间
＼ 目 科

凤头百灵 雀形目 百灵科 留鸟 山麻雀 雀形目 文鸟科 留鸟

白鹳鸲 " 鹳鸲科 彦 鸢 隼形目 鹰科 ，，

黑卷尾 刀 卷尾科 夏侯鸟 竹鸡 鸡形目 短科 "

红嘴蓝鹊 " 鸦科 留乌 黑水鸡 鹤形目 秧鸡科 一

红尾水钨 栉 鹪科 劳 家燕 雀形目 燕科 夏侯鸟

·2·



续上袭
、

项别 分类地位 居留

装等地芋
居留

鸟名、、、
目 科 期问 期间

＼

橡头鸦雀 雀形目 。：ii眉亚秘 留鸟 赣’毽岂；雀形目 山识乌辩 王候鸟

大山雀 山雀科 ”’ 八哥 ，， 橡鸟科 留乌

喜 鹊 ” 鸦科 " 红角鹗；鹗形目 鸥鹗科 爱侯鸟
———_

大斑啄小燕尾 ” 鹳科 ” 鸯形目 啄木鸟科 留鸟
木鸟

面 眉 ” 厦屈亚科 绿头鸭 雁形目 鸡科 冬侯鸟
—

麻 雀 妒 文鸟科 ，， 白头翁 雀形目 鹩科 留鸟

夏候或 杜鹃 鹃形目 杜鹊科 夏侯鸟草 鹭 鹳形目 鹭科 旅鸟

雀 鹰 华形目 鹰科 夏候鸟 普通翠雀 佛法 翠鸟科 留鸟
僧目

环j雉 鸡形耳 雉科 留鸟 金翅(雀) 雀形目 雀科

山斑鸠 鸽形目 鸠鸽科 ” 乌鹈 " 鹅科

回声杜黟 鹃形目 杜鹃科 夏候乌

裘2 名山哺乳类简介

守别 分类地位 备 ＼项 分坐。?：五＼别 2备三

名杂、 纲 目 科 注 豸、 j’一 l， j

—— 彩、
H J

～

●— 一

蝙短 哺乳纲 翼手目 锭溜科 益兽 短耳兔 ”。；‘：纲 尤)沙鼻_ ≥钍一l二'i- 害善

小家鼠 ，， 啮齿目 鼠科 害兽 ；王!鼠 ，， 啮齿目 仓鼠科 ”

黄黝鼠
●

害兽 黄鼬 " 食肉目 鼬科 益兽” ” ，，

翠獭 打 ，， 松鼠科 ，， 猪猫 ，’ 鼹蹄目 猪科 害兽

果子猖 ” 食肉目 鼬科 "

·3·



裹3 名山爬行类简介

＼项剔 分类地位

淤
分类地位

＼ 生活习性 生活习怪
窖穆＼ 纲 科 纲 科

生活于山 生活于池、
乌凤蛇 爬行纲 游蛇科 野，以蛙、 水蛇 爬行纲 游蛇科 沟边，食鱼、

鼠等为食。 泥鳅等．
生活于竹林 生活于山
5月湿处，以 涧、树丛，青竹标 劳 丹 竹叶青 疗 蝮蛇科蚯蚓、昆虫 食蛙、鼠：
为食 小鸟等。
生活于低 石龙 生活于草从

蝮蛇 弦 蝮蛇科 地，食鼠、 石龙子 打

子科
中，以昆虫

蛙、鸟、蜥蜴
等为鱼一生活于泥土 墙壁上活

两头蛇 一 游蛇科 中，食昆虫， 壁虎 " 壁虎类 动，捕食蜘
蚯好f等。 蛛、蚊．蝇等．
常栖于家

黑眉锦蛇 一． 弦 屡。捕食鼠、
雀。

表4 名山两栖类简介

瑟。
分类地位

数
分类地位

．生活习性 生活习性
纲 科 纲 科

硒于囱r，泥 栖息田塘水
蟾蜍 两栖纲 蟾蜍科 穴中，以昆虫 青蛙 两栖纲 蛙科 沟杂草中，

为食。 捕食害虫．

浮蛙
●

生活池沼内， 生活池田，
" 蛙科 食昆虫、水生 沼蛙 万 一 以昆虫为

虫类． 食。

(2)野生植物 ．

．

名山位偏中纬度，属大陆性湿润季风气候，’适宜多种

乔、灌木和竹类植物自然生长。山间多形成针叶、阔叶树与

落叶、常绿树并存的混交林带。除山上的殿、台、亭，院等建

筑物外，山头山坡大都隐蔽在高大的树冠之下，林木覆盖率达

·4。。



90％以上．调查统计，名山有野生树36种、竹4种、花草46

种。

(1)名山野生树、竹种类(表5)

袭5

树名 分科树名 分科 树名 分科 树名 分科

黄桷树 桑科 小叶黄杨 卫矛科 苏铁 苏铁科 侧柏 柏科

安石
泡桐 玄参科 黄槐兰 木兰科 女贞 木犀科 石榴 榴科

笑蓉 锦葵科 麻柳 胡桃科 腊梅 腊梅科 皂角树 豆科

山毛梧桐 梧桐科 海相 卫矛科 紫荆 豆科 野板栗 桦科

栾树 无忠子科 香樟 樟科 银桦 山龙眼科榷子树 大戟科

黄楝树 楝科 接骨木 忍冬科 棕树 棕榈科 野枇杷 蔷薇科

苦楝 楝科 袖子 芸吞科 圆桕 柏科 慈竹 禾木科

大叶黄杨 卫矛科 桤木 山毛桦科 桑树 桑科 毛竹 "

黄秧树 楝科：油桐 大戟科 刺槐 豆科 斑竹 ”

构树 桑科}夹竹桃 炎竹桃科 七里香 马钱科 冬竹 ”

(2)名山野生花草种类

白艾、野葡萄、野喇叭花、蕨、葛藤、野稣麻、野地瓜、

酸津草、蒲公英、榨榨草、车前草、美人蕉、苦菊菜、何首

乌、毛艮、母猪草、马齿苋、对日菊、铁线革、九月菊，鱼

鳅串、龙头花、狗尾草、茶花、马鞭草、月季、苦蒿，麦

冬、竹叶草、曼陀罗、赖子草、野雨合、臭草、粉子花、蓠

蒿草、指r『I花、艾蒿、一串红，自草、六月雪、茅草、睡莲、

灰草、栀子花，野苋菜、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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