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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莲花峰志v乃南安名胜地专志。编著者傅金星先生，原籍南安聿．州区，福建省地名学研究会理事，泉州市地名学研究会秘书长，泉州志编纂工作者，近年发表不少有关地名和史志的文

章，受到人们的重视。

莲花峰，在南安古城丰州北门外，为南安丰州古城风景区之一，堪与九日山媲美。莲花峰峰峦耸峭，奇石矗立；崔嵬错列，中通外绽，若吐若舒，宛然一莲花。众泉州府志v一山川一引

众名胜志v称：1巅开八石若莲花故名L。

莲花峰在古代即为闽南胜地，早在唐时就很著名。诗人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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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秦系，名相姜公辅等人曾涉足此地。福建第一位大文学家，南安人欧阳詹曾在其地读书。莲花峰石亭，晋称1莲花岩寺L，宋改名为]莲花台寺一，为宋代名僧真觉大师驻锡地。明代在莲

花台上建石亭，名不老亭，俗呼1石亭寺L。

莲花峰留存历史文物古迹甚多，历代名人遗存之诗文、楹联、石刻有三十余道，志书均作详述。莲花峰遗存的宋代朱晦翁、陈体斋诗文摩崖石刻；宋代诗人黄庭坚撰写的众莲花台铭》．，明代黄河清撰写的众不老亭记蟛；以及}-欧阳行周书室L、f-韩僵书室一、f-石岩书室L等残址，连同f．莲花峰茶叶发展史_j，

都是一批重要的历史文物，很有研究价值。

莲花峰还出产名茶。自古至今，盛产绿茶。闽南人和海外侨胞称为1石亭绿L，与安溪的『．铁观音-i一样享有盛名。石亭绿茶以f-明前茶L为贵。该山地势好，土质气候适宜，茶叶发青



早。每年清明前产的茶，及时通过厦门港运销南洋各地。闽南籍华侨在清明节前便可以尝到气味浓郁，甘甜润喉的『_石亭绿一。一九五四年，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听到华侨谈论『_石亭

茶_j，回国后曾指示有关部门应重视发展石亭绿茶。

莲花峰石亭寺僧尼，还傍留传统精制茶凡的秘方。该茶凡是消暑治病的良药。f_莲花峰茶凡L现为目营南安茶厂承制，大批

量生产，远近驰名，行销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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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峰历史沿革

古丰州，自东汉末年至唐开元六年以前，分别属东安、晋安、南安及丰州、武荣州。郡治、州治都设在这里。其最早城堡为周井堡。它是闽南开发最早的地区。莲花峰在周井堡北面，夕阳倒影可盖全堡。因此，它的历史也和古丰州的历史发展相同。一、新石器时期：莲花峰一带己有氏族聚居，莲花台旧址是

重要的一点。

解放以后，自一九五。年以来，先后有省地县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厦门大学历史系和人类学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等单位，多次考查，发掘，获得丰富的历史文物史料。莲花峰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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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就有狮子山、腐山、麒麟山，过溪的金鸡山，葵山之麓的九皋桥，朋山之麓的风山等处都发现新石器遗址。发掘出来的石器，有石戈，石奔等，陶器有纺轮，罐、鬲等等。说明当时人们就剩用岩洞聚居，从事，生产，和生活。莲花峰北向山峦连绵，南向有溪

流，平畴，是从事生产吠猎的理想地方。

．二、建郡州治时期：秦米汉初避乱入闽的汉人己部分居住于这一带，逐渐形成墟集。汉末属东安郡。到晋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建立晋安县，成为晋安郡的治地。晋人衣冠南渡，沿江而～盾，郡治是重要聚居点，距郡治最近的莲花峰便是登临胜地。当时，九日山建有建造寺，莲花峰建有莲花岩寺。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茶的记载。据解放前桃源傅奉璋有关莲花峰的记载中，有晋代1太元丙子莲花荼襟一的石刻。石刻在石岩室下，可惜解放

后，开山炸石被毁。



三、唐朱盛况．．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因此，唐中．叶以后，丰州虽己不是郡治或州治，而成为县治地，但它还是发展到极盛时期。这段期间，南安故城在莲花峰下，莲花峰的开创是可以想见的。至今历史学家还找不到南安古城，原因是没有在莲花峰南面下功夫。《：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二十八一泉州府古迹j．．一南安故城。南安县治，汉冶县地。沈约《：宋志：》：吴立日东安。晋武帝改名晋安。《：隋志：》：建安郡领南安县，旧日晋安。《1兀和志：》：南安县东北至州十八里。《：九域志：》：县在州西十三里。《：府志：》宋大中祥符间始建治在莲花峰南。元至大三年迁郡于城西。至治三年仍复旧所。．】明洪武以后所建的城，地点是

在今丰州镇。

这一时期，有欧阳詹筑室读书，有韩僵隐居于莲花湖畔，有徐道人遁迹处，有周徐孝子的事迹。寺之规模扩大数倍。宋元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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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名僧如真觉禅师，『-戒行精严，从之者数百一。朱熹，陈知柔

寓居讲学其间。

茶在这一时期大为发展。韩倨所见闻有诗云：『I石崖觅芝叟，乡俗采茶歌．j。至宋，傅宗教游莲花茶怀古云：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男女携筐，采摘新茶。山上还留有1岩缝茶香-l，

1斗茶而归一等石刻。留下许多名人登临、品茶的诗篇。

四、元明清新创的规模：莲花峰既以岩石奇观和名茶吸引游客，它的创新和生产的发展就随着地方文化，对外交通的发展而

发展。

明清两代丰州文化发达，除县学书院外，书房也很努＼o莲花峰下的桃源村，明清两代就有三十七个书房，其中几个就设在莲花峰上下。如石岩室书房，鸡卵石书房，白兔岭书房等，还有重

新修复的欧行周书室，朱文公、陈休斋书室。



最为突出的就是在莲花台建造不老亭，有太常寺少卿黄河清为之记。其次是郡守傅风仑为建佛阁楼，还有傅履约创石岩室，

有会元傅夏器为之记。禅房、祖祠也都修建一新。

，

、

莲花峰茶的种植面积大大扩大，梯形茶畦又呈另一景色。随着海上私商的活跃，侨居海外人数的增多，西方国家饮用茶的普及，莲花峰茶^石亭绿一远销东南亚及西欧许多国家。登莲花峰

游览，品茶成为必不可少的乐趣。

有清一代，雍正、道光、光绪年间数次重修。

民国期间，生民凋弊，南安县治迁移溪美，丰州便一落千丈，莲花峰也变得景象萧条。解放以后，又因没有很好保护，一牡一名胜古迹被无意识地破坏，令人惋惜。但古老文化的名区，一旦人民生活安定，人们就会把它重新美化。南安县人民政府己经

把它划为保护区，不久将变得更加雄伟秀丽，瑰玮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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