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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化钟神秀奇峰毓马仁

人F名Lli多有志。

i”1j Jf，自然风光独绝。仿佛足造化的特别眷注，精选』’如许n勺

妙峰灵再，自在随顺似地，侄大江i-．fL。-,，{l霞j嚣堆叠。风二。一时伍f⋯日j幻

化，。J，-』"小F'I·州‘在山问流荡，佳木一时在山I'HJ扶7}i，珍禽+时在¨||、j{]i戈

唱⋯⋯再区随顺似地，鳗堆叠出这一鹰江I萄名L』jj’。

无怪乎明朝文学家潘之恒一见马f_：I¨'便深为折服：“以余所见

洞庭之石公，峭立于波际；黄山之了i笋，幻出¨每于；炙门之入iF，

攒布于笏林，未有若此LLI之峭而奔，如幻而瞠，如攒而秩，如散而能

聚，翕而能张，若观剧而巧技杂陈，若观艳而遗世独立，观衙而菡萏

凌波也。”(潘之恒《马仁L1i记》)

马仁山，清逸、宁静、自然、绝俗的气象，深深地契合了古今文

人的情怀和志趣；古今文人，如何琦，如王辩霄，如陈商，如陈翥，

如徐遘兄弟，如徐杰⋯⋯都曾筑室马仁山麓，养真蘅芜，啸咏山水，

构成马仁山靓丽的人文风景，汇成马仁LJJ重要的文化血脉。佛教传入

江南以后，较早即在马仁山地区传播，史志呵征的寺庙，如始建j二唐

代的马仁寺、西峰寺，如始建于宋代的乌霞寺。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文

化的演进，马仁山文化不断注入新的元素，诸如民俗文化、红色文化、

始祖文化、祈福文化，等等，极大地丰富了马仁IJj的文化内涵。

可以说，马仁山不特以自然景观为胜，马仁文化的』’一博，更加让



人浮想联翩，心向往之。

屿t-I¨擅名江南，由来已久；古今与马仁山有关的文字等资料，

-，九胃{‘分详赡。然而，马仁山迄今没有志。或许，前贤志马仁III的文

。^‘一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里了。或许，有一‘部志马仁L【』的妙文，还

藏钥：深山的‘‘隅，只是我们依然无缘一识罢。

l【1水订幸，际遇盛时。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策划编写1部“安徽

私lJ J忐”，选定15仁Il J入志。这是马仁山擅名已久的结果，更是马仁

1|J|，11勺荣幸!J二是，存'-0仁奇峰森林旅游有限公司的组织利具体实施下，

按照安徽铃地方。基办公窀的编写要求，编写者在较短的时间鼍完成了

资料的搜爿二、整州和编写I．作。在此基础上，根据芜湖市地方志办公

夸耵奠徽竹地0忠办公’簪挝j|}的人量修改意见和建议，编写者最终写

fl{j’⋯奠徽钐fI』。基·，If：III。盘”f门初稿。

h、，e幺【乜I'1、／、j“纪⋯忠”』⋯内。誊，“j_}仁山志”或许已经完成

j’川二／、&⋯／j I f㈨fI勺f r秀，¨陵矗能够慨略一H，地了解马仁山的自然风貌和

人文箍含 似I j王，刈J 吣{勺涵极jt{：寓的名山来说，“马t：山志”

l’门勃m’z；1．f1二{【l!然Ji面J起j步。『乍『『勺

万事起头埘}，逛厂火，抛⋯』’{1专，志。与马{：山的事业便迈出了第

·步，“jk”的码{．fll忠必将㈧之m zj⋯1。这是《安徽名L|』志·马仁山

忐》的意义之所行：，也足将“，If：l Ji忠”单独印行的意义之所在。

《1引：jlI志》付梓行侧j，爱赘数湃，以仃剃丁二将来焉。凡木识j二

繁阳。



《马仁山志》编写说明

1、小忠址按照安徽省地力’志办公室关于《安徽省志·名山志》的

婴求，“≯持贞。火。r}：、科学性的原则，进行编写。

2、本忠足恨扒合志的特点编写的，故许多原本应单独设立的章

侈没仃甲．独改口，㈨地质地貌和气候等，如马仁“J文化等，只在“概

述”’挂加以简要叙述。这使本忐在单独编印成册时，显出诸多不足。

敬希阅读本忐者加以注意。

3、本志没“概述”、“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非物质文化遗

产”、“艺文”、“旅游”6章，每章在内容卜，除无法避免的重复之外，

‘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的内容，后面不再叙述。

t、本志没有收入现、当代艺文作叫l：J。

5、语言上，力求通俗易懂、富于文采。

6、引用文亨，采自各类志书和安徽马仁奇峰森林旅游有限公司

编写的有关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7、因时间仓促，资料收集未详，加之编写者水平和智识有限，

本志遗珠很多，舛谬也定然不少。所有这些缺憾，只有在今后的工作

中加以改正和完善了。

8、本志经安徽省地志办、芜湖市地志办提出许多重要的修改意

见和建议，已被收入即将出版的《安徽名山志·马仁山志》一书

·编者·

2009年11月2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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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仁 山 志

概述

马仁山位于繁昌、南陵、铜陵三县交界处，南望九华，北见长江，

东西纵横20公里，主峰马仁奇峰海拔高度为316米。目前，马仁山

区有国家森林公园、国家4A级风景区和省级地质公园，华东地区红

色旅游风景区“新四军三支队司令部纪念园”，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繁昌县中分徐娃族人祭祖习俗”、芜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戴亭石雕工艺”、繁昌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八分村板龙灯”

等。

马仁山原名马人山。清·道光6年增修《繁昌县志》(民国26年

重刊)记载：“马仁旧名马人，高二百丈，纵横耸峭，形类人马(旧

志多作异石类人马)。唐德宗时石马妖呜，断其首以厌之，易今名。”

在地质构造上，马仁山属于下扬子台坳的沿江拱断褶带，长期以

来受下降运动控制，沉积了寒武系至中三迭统厚逾万米的滨海或浅相

沉积。各种各样的母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受了多种不同时期的地

壳运动和外力作用，形成悬崖峭壁、道道溪流。在地质年代上，马仁

山地质演化历史主要分为前震旦纪、震旦纪一三叠纪以及侏罗纪一第

四纪等三个阶段。前震旦纪地壳处于活动阶段；震旦纪一三叠纪属于

剧烈运动阶段，地壳几度隆起沉降，形成了海陆交互地层；侏罗纪一

第四纪，经过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运动，逐渐塑造出了今天的地貌特

征。马仁山山体南北走向，山脊呈w形。最高海拔316米。最低海

拔58米。相对高差258米。平均海拔在163．5米左右，坡度多在15



马 仁 山．志

一40度，部分地区在50度以上，整个地貌属沿江丘陵地貌。马仁山

属山地黄红壤，成土母质复杂，有砂岩、花岗岩、石英岩，矿物含量

主要有钾长石、石英微粒和微量副矿石，土壤土层多在中土层和厚土

层，土壤深厚，有机质含量高，肥力较强。

马仁山峰石俊秀，得之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4乙；0-年来，风雨如

刀，雕刻出马仁山梦幻般的幽谷、绝壁、奇峰、怪石、灵洞；岁月似

水，洗尽浮华和杂芜，显露出马仁山特有的秀巧、清逸、宁静。明代

潘之恒在《马仁山记》里对此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据旧志和前人诗文

所记，马仁山著名的奇峰有韬玉峰、’龙首峰、马人峰、罗汉峰、双桂

峰、嫦娥峰、漏月峰等。今人在赏游马仁山之际，纵目．骋怀，每每有

新的发现，忽而看见奇峰幻作鲁迅仰卧于蓝天下，冷峻的神情依然毕

现；忽而看见奇峰化为美女静伏于绿树之上，长发飘举，柔姿曼妙；

忽而又有奇峰变成老人，慈眉善目，在白云间轻轻款步。于是，鲁迅

峰、美女峰、老人峰，与峰姿俊朗的太阳峰、月亮峰、马仁奇峰，共

同构成了马仁山新的6犬奇峰。

马仁山中，又有如幻如警的石壁多处。其中，至为有名的，为马

仁云壁，为思禅壁，为鸟霞石壁，为科普壁。马仁云壁横绝天地之间，

蔚为大观，是马仁山风繁的代表，早在明清时期就被列入繁昌十景，

1997年又被评为芜湖市新十景之一。

马仁山的千岭万壑之间，散布着数之不尽的奇石，或拟人，或喻

兽，或状物，或演绎一段传说故事，犹如一颗颗华光四射的宝珠散落

在马仁山中。“仙人摆渡”、“仙人晒靴”、“金鸡报晓”、“双龟听经”、

“十八罗汉朝南海”、“思凡石”、“千年灵芝”、“石笋”、“乌霞石钟”、

“群鲸闹海”等，移步之时妙趣横溢，举眉之间奇石逗巧。

岩洞是马仁山另一大奇观。太阳洞、月亮洞、石屋洞、观音洞、

·2·



马 仁 山 志

漏月洞、万福洞、乌霞洞、猫儿洞，形态各异，各尽其妙。

马仁山溪谷纵横，终年流水潺潺，水源丰富无污染，水体澄澈透

亮，水质纯净甘美，达到国家Ⅱ级水质标准。月亮泉、洗砚池、观音

泉，长年不涸，涓涓流韵，汇成月亮山下那一汪柔波荡漾的月亮湖。

银河瀑，如珠玉飞溅，一片天籁，给人以美的享受和遐思。赤沙河像

一条圣洁的丝带，静静的飘荡在马仁山的西北，直向长江飘忽而去；

三里湾水库则像一面明镜，镶嵌于马仁山的东北，旦暮映照着马仁山

的光风霁月。

马仁山地质遗迹丰富，火山岩地貌、火山通道遗迹、断层壁、流

纹岩纹理、古崩塌遗迹，呈现着马仁山地质遗迹的典型性、稀有性、

系统性、完整性、自然性、优美性、科学性、文化性，具有极高的科

研价值和观赏价值。

马仁山地处北亚热带，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降水充足，热量丰

富，无霜期长。气象资料显示，马仁山年平均日照2073．1小时，年平

均无霜期240天；年平均气温15．9℃，最冷的1月平均气温3。C，最

热的7月平均气温21。(2；年平均降水量1224mm，年平均降雨天数为

137天。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孕育了马仁山品类繁盛的美花佳树。

从森林分布来看，马仁山处于落叶林、阔叶林、针叶林的过渡地带，

森林植被特点是针阔混交，乔、灌、草相间。据初步调查，马仁山共

有维管植物88科668种，占安徽省天然分布的维管植物总数的15％。

在种类结构上，森林群落优势种科植物非常突出，如壳斗科20种，

樟科15种，茶科lo种，金缕梅科10种，桑科10种，桃金娘科8种。

植物界大科如菊科、禾木科、蝶形花科、大戟科，在马仁山也多有分

布。此外，还有一些热带性植物如橄榄科、藤黄科、含羞草科、天料

木科等，在马仁山均能找到踪迹。国家保护植物名录中，马仁山有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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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榧树、水杉、香樟、楠木、鹅掌楸、榉树、天星蕨、杜仲、中华

弥猴桃等12种。马仁山森林植物资源丰富，境内的天然针叶林带景

观、常绿阔叶林带景观、阔叶落叶混交林带景观、针阁漏交林带景观、

人工针叶林景观、观赏树木景观和森林植物景观，共同构成了马仁山

蔚然深秀的独特风景。楠木林、苦槠林、梓树林、松林、山苍子林、

南酸枣林、竹海，莽莽苍苍，各显美姿，色彩幻化，异香漫拂。山中

古树名木众多，古迎客楠，古银杏，连理楝，梦笔生花柏，枝叶繁茂，

神态洒脱，是马仁山精华所钟，是马仁山镇山瑞宝。

茂密的森林植被，造就了马仁山幽雅宁静的环境，再加上周边地

区没有大型厂矿企业，污染小，使马仁山空气清新洁净，负离子含量

高，日平均浓度可达16000个／cm3，最高值为54000个／CITl3以上，

是进行森林浴的天然氧吧。伫足岩畔山巅，漫步楠林竹海，呼吸着山

间清新的空气，会让你心胸不觉为之一阔，精神不觉为之一爽。

马仁山林密山深。为野生动物提供了生息繁衍的乐园。调查显示，

马仁山境内共有陆生脊椎动物96种，隶属4纲19目30科。其中，

两栖纲1目2科20种，爬行纲3目10科20种，乌纲10目8科37

种，哺乳纲5目10科19种，主要有獐、麂、白面狐、穿山甲、猫头

鹰、松鼠、大灵猫、白琵鹭、红腹角雉、白鹇、锦鸡等，其中国家I、

Ⅱ级保护动物麋鹿、穿山甲、大灵猫、白琵鹭、红腹角雉、白鹇、锦

鸡、蓝耳翠鸟、猫头鹰等，也有少量分布。每当晨曦初露或是薄暮时

分，水滨林间，不时的有野生动物出没。

“马仁山之擅名于江南”，更是因为马仁山丰富的文化蕴藏。

马仁山是历代高士弃俗归隐的理想去处。历代隐者日夕啸咏于马

仁山林，汇成了独具魅力的马仁隐逸文化，更增添了马仁山的厚重和

神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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