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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山水秀，骈邑历史长。t临朐名胜，旧称八景，日：石门晚

照、粟山孤耸、冶源烟霭、百丈瀑布、弥水澄清、沂山晚翠、白芽枯

松、仰天秋月。然时过境迁，加之县域变更，以致旧八景阙如：弥

水不复澄清，白芽寺残碑横陈，仰天山已琵琶别抱矣。可喜者，

而今旅游肇兴，又开发山旺化石、黑松林诸胜景，不谓续貂之

举也。 ． ，
／

．，

予浏览群书，每叹详述临朐名胜之专著鲜少。邑西张铭璇

君，工文字，嗜考证，撰成《临朐名胜志>，详述景观，略说土仪，又

附带考证。游客读之，可知名胜之详情；学人读之，可知名胜之

历史。读之察之，预见兴废，犹如登高望远也。当此旅游业方兴

未艾之际，此书出版，对宣传临朐，推动旅游业之发展，亦颇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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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临胸／＼景

——代前言

在临朐民间有一首七言八句的《临朐八景诗》，日： ，

骈邑石门晚照残，粟山孤耸落平川。 ．

冶源烟霭三冬暖，百丈瀑布六月寒。1

弥水澄清通地底，沂山晚翠接云端。‘

白芽寺里枯松树，仰天高挂秋月圆。

此诗本于民间流传，后被民国《临朐续志》辑录其中，并在诗文之后

附注解释，引《梦溪笔谈》文日：“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

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

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

好事者，多传之。”后世遂于名胜多分八景。此则八景之源也。

《临朐续志》说：“邑内《八景诗》，历久相传，迄今不知谁氏所

作。旧志于山水中夹叙之，然亦不全。”其实，历久相传者乃是

“邑内八景”，而《八景诗》历史并不久远。从后来的文献资料看，

明朝以前的书籍字画，在临朐片纸没有，实因战火人绝之故。即

使是有幸保存下来的前朝文录，也多是后人从前朝寺院墓地的

碑碣上抄录下来，所以元朝以前临朐人即使选定八景、创作《八

景诗》，也很难流传至今。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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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临朐县志》对仰天山的记载是“土人有‘仰天秋月’

之说”，对石门山的记载则是“邑人有‘石门晚照’之说”，根本没

提“八景”一词，可见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临朐县志》纂修

之时临朐尚无“八景”之分，只是在仰天山当地人口语中有“仰天

秋月”和邑人口语中有“石门晚照”的景点名称；而明末傅国的

《昌国赊艘》、清康熙十一年的《临朐县志》均对临朐八景夹叙简

题，称“石门晚照”、“冶源烟霭”、“仰天秋月”分别为八景之一，而

对其它五景未作介绍。清光绪《临朐县志》对八景之说竟然只字

未提。从此记载来看，明朝末年临朐人已选定出了“临朐八景”，

其中“石门晚照”、“仰天秋月”、“冶源烟霭”已成为没有异议的公

认景点，另外五景或许是有争议而未被人接受承认；抑或是景点

平常，有续貂之感，以致不屑。由此来看，“临朐八景”是在临朐

，民间选定出来，当时还没有创作成《八景诗》。那么《八景诗》的

形成是在什么时间呢7 ．

从清光绪《临朐县志》和《临朐县乡土志》尚未提及八景：而

民国《临朐续志》则详述八景的史实来看，此诗创作时间约在清

末。从其内容来看，石门晚照、冶源烟霭、百丈瀑布、沂山晚翠、

仰天秋月列入八景当之无愧；另外三景却值得推敲咀嚼——民

国《临朐续志》在诠释《八景诗》的“粟山孤耸”和“弥水澄清”两景

时，认为前者在粟山，后者在朐山。然而明清两代县志在“粟

山”、“朐山”条目中却从未提出“粟山孤耸”、“弥水澄清”为“邑八

景之一”的说法。如果说“粟山孤耸”、“弥水澄清”是公认的“八

景”之一，那么明清《临朐县志》和《昌国躲艘》为什么不在粟山、

朐山条目中注明介绍呢?， ．
，，

·。

从八景范围来看，西起仰天山、白芽寺，南到冶源，东南到沂

山，北到朐城粟山，可见诗作者对这个范围的景点十分熟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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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芽寺西南、嵩山、三岔一带则不了解。民国《临朐续志·山

水》记载：白芽寺西南有玉泉山，旧志名丝窝山，“山下有泉日玉

泉，其得名以此峭壁、奇石、翠柏、苍松，掩映如画；夏初红瘦绿

肥，有树挺然，秀发花开如雪，名四月雪，即白桧也。秋深丹枫灿

烂，彩若春花。游客观赏，流连忘返。盖西南名胜仰天而外为首

称，与邑八景相较，有过之无不及也。”由此来看，玉泉山风光虽

逊仰天山，却远胜白芽寺。此则《八景诗》外遗珠之憾所由也。

从明嘉靖《临朐县志》、《昌国艨艟》、清康熙《临朐县志》的记

载来看，只写到“仰天秋月”、“石门晚照”、“冶源烟霭”，其它五景

则未予记载，以致另外五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临朐八景总

体来看：并非是以景而选，而是根据神秘色彩确定。那些带有神

秘色彩、难以用科学道理解释的神异奇观均列入八景：如石门晚

照指夜显奇光，俗谓石门开启，仙光外泄；白芽寺枯松忽生白芽；

仰天山佛光崖放光；老龙湾冬冒热汽等等，均是当时无法用科学

道理能解释清楚的神异现象。而那些景色优美之地，如玉泉山

和文化底蕴深厚的东镇庙碑林，均被遗珠在外。

从《临朐八景诗》整篇诗文来看：首句“骈邑石门晚照残”，作

为全诗开端，首先加了一个定语“骈邑”。骈邑者，临朐之古称

也。篇首有此定语，似乎是为了区别于益都八景、昌乐八景、沂

水八景，所以笔者怀疑诗作者不是临朐籍人，极有可能是临朐城

以北、赤涧一带文人。此人不仅创作了《临朐八景诗》，也有可能

创作了《益都八景诗》，为示区别，遂在开篇加了“骈邑”二字。

．针对此诗，如果我们以唐律之平仄而框论，此诗算不上好

诗。且看全文： 一．

¨ 、
●

，

骈邑石门晚照残仄仄平平仄仄平

粟山孤耸落平川 仄平平仄仄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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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冶源烟霭三冬暖’仄平平仄平平仄

百丈瀑布六月寒仄仄仄仄仄仄平

弥水澄清通地底 仄仄仄平平仄仄

沂山晚翠接云端 平平仄仄平平平

白芽寺里枯松树平平仄仄平平仄

一 仰天高挂秋月圆 仄平平仄平仄平

从以上平仄来看，第四句“百丈瀑布六月寒”除了韵脚为平

声字外，其余均为仄声字，这在古律诗中是极少见的。自从唐朝

以来，中华诗词韵律严格，堪称国粹，后人作诗多以唐律为戒，律

诗成为诗之上乘。若依诗律而论：平收的句子除了韵脚之外，若

只剩一个平声字，那么本句即算“犯孤平”，乃诗之大忌。而“百

丈瀑布六月寒”除了韵脚“寒”字之外，竟没有一个平声字；余皆

仄声，连“孤平”也达不到。虽然其中的“百”字古读“培i，’、“瀑”

字古读“ix'to”与现代普通话读音不同，但其平仄语调却仍是仄声

读音，所以本句无论如何解释，相对于诗律而言，都是败笔之作。

况且诗中“冶源烟霭三冬暖”作为颔联上句，本可不入韵；而一个

入韵“暖”字颇有蛇足之感。因此，笔者推断，其作者文化水平，

充其量是“秀才”，而且也不是学底深厚的“好秀才”；甚至连个秀

才也不是，只是一个学过几年私塾的“老童生”。‘

总而言之，临朐八景乃是明朝末期由临朐民间集体性选择

确定；《临朐八景诗》乃清朝末年由临朐城至赤涧一带的私塾童

生创作而成。’
‘

’

。

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临朐八景中的仰天山已在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划人青州；而临朐八景中的“弥水澄清通地底”早已消

失无迹，“粟山孤耸”业已黯然失色，美景难寻。因此《临朐县报》

才于2000年举办“临朐八景”征文，意在临朐现有地域内选择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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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并发表新《临朐八景诗》17首。

在《临朐报》发表的《临朐八景诗》中，石门坊、老龙湾、沂山

百丈崖、东镇庙、嵩山几乎是公认的八景内容；而另外景点则比

较分散，如：山旺化石、淌水崖水库、冶源水库、悬泉寺、朐山北人

造湖、穆陵关、八岐山、朐山、海浮山、粟山，甚至有人把朐城夜

市、奇石市场列入八景．．⋯-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时笔者

所写《临朐现代八景诗》发表在2000年9月8日的《临朐报》上，

并着重说明：“现代八景不应包括山旺化石，因为山旺化石是类

似于红丝砚一样的‘临朐特产’，不能列人八大景观之中。所谓

八景，主体是‘景观’，指山、水、园林等自然景观和寺碑、塔庙等

人文景观。而山旺化石固然驰名中外，但只能是独特矿产；若将

其列入八景，只能使游人兴味索然。”原诗是这样写的：

石门晚照红叶圆，冶泉湛碧竹笼烟。

东镇海岱沂山秀，雄踞齐鲁穆陵关。

湖连城山漂朐粟，古寺清幽听悬泉。

泛舟垂钓巨洋水，嵩峰秋韵是天然。

有人曾把东镇庙和百丈崖分别列入八景，但以鄙人之见：为

了增加八景容量，东镇庙和百丈崖俱在沂山，所以用“沂山秀色”

来将沂山的东镇庙、百丈崖、歪头崮、长城岭等景点囊括其中；至

于穆陵关，虽为沂水八景之一，名日“穆陵停雪”，但现在已无多

少景致，而且也不属临朐地盘。不过相对于整个山东省旅游规

划而言，却是前景看好。以前，山东旅游路线是“一山一水一圣

人”，即泰山、黄河、曲阜“三孔”；现在有人提出山东旅游发展方

向是“齐国长城贯东西，文武二圣压南北”。齐国长城西起平阴，

东到青岛，中间连接泰山、沂山，而穆陵关作为沂山关隘，自然是

5

，--卜’}’l『一一一一



6 IⅢ。燕⋯熙⋯冬 胜志

长城岭上的景点。文武二圣指文圣孔子的曲阜孔庙、孔府、孔林

和滨州的武圣孙子故居。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穆陵关不属临

朐地界，将其列入临朐八景亦属不妥。而诗中的“古寺清幽听悬

-泉”，仔细推敲虽有区域狭小之弊，但毕竟环境幽雅，超凡脱俗。

鉴于上述诸多原因，鄙人在2001年5月15日召开的“临朐

八景诗研讨会”上，不仅提出了上述问题，而且还建议纠正句月

湖名。

临朐县八景诗研讨会召开以后，《临朐报》又发表了一系列

所谓“新八景诗”，但在众说纷纭的环境下最终也难以确定哪是

新八景。 r
，

．

今撰写《临胸名胜志》，鄙人权衡再三，认为临朐现代名胜
’+ 是：沂山秀色、冶泉水竹、石门红叶、嵩峰石韵、悬泉古寺、山旺硅

书、二龙山砦、朐峰沉湖。姑依旧制，缀成《现代临朐名胜诗》。

沂山秀色冠齐鲁，冶泉水竹似江南。

石门红叶藏晚照，嵩峰石韵接天蓝。

悬泉古寺红尘远，山旺硅书怕风翻。

二龙山砦《水浒》韵，朐峰沉湖玉桥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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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沂山秀色冠齐鲁

沂山秀色

。沂山位于临胸县境南部，是桩朐、沂水、沂源三县交界处。

山之阳为沂水县，西南为沂源县，整个山体多属临朐地界。
“

， 沂山泉多，三河滥觞：西麓发源弥河，东麓发源汶河，山阳发

源沭河。俗谓“沂水源于沂山”者，乃以讹传讹之辞也。沂水之

源，在沂源县临乐山，离沂山尚有六七十里之遥。 。

沂山主峰海拔高度为1031米，是山东境内第五高峰，但在

名山秩次中却是位居第二。中国历史名山首推五岳：东岳泰山

为五岳之首，其次是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

“五岳”之后则是“五镇”，即在全国范围内所选的五座镇山，以辅

佐帝王镇守天下，这五座镇山是：东镇沂山、西镇吴山、中镇霍

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五镇之中，沂山为首，黄帝登

封，丹朱尝游。《周礼·职方氏》日：“正东日青州，其山镇日沂

山。， ．+

‘

《青州府志》日：“虞夏有望秩之典，至周有埋沉之祭，秦祀加

车乘骝驹。”

《临朐县志》云：“西汉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公玉带援黄

帝故事，请武帝封东泰山，武帝亲至其下，以山卑不称其费，令礼

官祠之而不封。”沂山，虽远望山体高大，近看却麓长坡缓，形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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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堆，缺少陡峻、突兀、挺拔之雄姿。此则汉武帝仅令礼官祠之

而不亲封之原因。不过以自然景观而论，山处鲁中，其上植被丰

茂，水秀山青，不失为秀绝海岱的森林公园。

东汉时期，佛教僧徒于沂山之半兴建法云寺。

东晋时期，法云寺僧创建明道寺于沂山东麓，即今之上寺

院村。 ，

隋开皇十四年诏封沂山为东镇，并立山祠。

宋朝建隆三年(962年)，太祖赵匡胤诏封沂山，始建东镇庙

于凤凰岭前。此后历金、元、明、清、民国，镇山庙祭，均设于此。

由于历代帝王文人祭山，多有祭文、题咏、刻石荟萃此处，故有碑

碣368块罗列东镇庙前，形成了山东境内继曲阜、泰山之后的第

三大碑林。 。

沂山之美，不仅有沉郁浑厚的古庙碑林，而且有风光秀丽的

山水森林。
‘

+j

春日沂山，冰雪融化，瀑水渐大，草木日青。林中百鸟争鸣，

山獾野兔奔窜其中。漫山遍野，尽是碧绿的松槐；山泉溪边，花

草鲜艳，尤其是杜鹃花开遍地，艳若粉霞；槐花盛开季节，花香浓

郁，沁人心脾，蜜蜂嗡嗡，采花酿蜜。白文德先生《沂山即景诗》

日：“山溪小唱壑沟间，芳草轻摇映壁岩。搔首槐花香溢醉，欲扳

不忍蜜蜂沾。”成双成对的鸟雀唱着燕尔新婚的春歌筑巢孵雏，

发情求偶的兽畜说着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在林中跳跃嬉戏

⋯⋯若逢阴历四月八日香火，方圆数十里的善男信女，云集此

山，宛如山市，盛况空前。 一

．夏日沂山，碧绿一片。松槐之下，花草萋萋。山泉淙淙，小

溪潺淫。蝉鸟争鸣，难觅旷谷幽静；鼠雀刁钻，怎敌草蛇之袭?

或有霖雨普降，云飘半山宛如炊烟袅袅；晨曦初开，万朵云絮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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