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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白云岩，位于漳郡东南约二十华里处，山前有丹庄、洪

坂、林墩、西园、长边、水头等村落。它和云洞岩隔江遥相

对峙，千多年来一直是漳城郊外著名风景名胜区之一，解放

后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

白云岩山势挺拔、古木阴翳。古语云：“山不在高，有

仙则名”。早在唐代有高僧虔诚禅师来此卓锡。当时苦于无

饮用泉水，禅师即以手中锡杖插入巨石，涌出一股甘泉。迄

今已历千多年，石上圆跟里汨汨流水，渭渭不绝，甘甜可

口．人们称之为“卓锡飞泉”。

宋绍熙元年，六十岁的理学家朱熹任漳州府知事时，选

中自云岩林木清幽，风光宜人，拟于此筑舍讲学、解经，据

传曾于山上“使飞瓦”解决砖瓦搬运上山的困难。后建立紫

阳书，培育了多少人才。

明代著名学者黄道周，二次来书院讲课，并为寺庙题写

匾额：“白云深处”八分书字至今犹在庙门上。

清代著名清官，敢于秉公执法，计斩皇叔的唐朝彝在寺

庙右造朱于祠以祀朱文公。

白云岩上风光绮丽，文物荟萃，自然和人文景观十分丰

富。旧有八景：何有石、百草亭、洗砚池、意果园还有卓锡

飞泉、松关鸟语、晚浦归帆、棠荫漏月等。此外还有神奇的

小动物：无尾石螺和红壳虾。每一景观都带着许多动人的神

奇传说。置身岩中。面对奇特景观，耳听娓娓动人的介绍，

谁能不为之动容，从内心油然而生一股激情，对祖国山川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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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的眷恋，对明天生活更为执着的向往。

历朝以来，这里是骚人墨客常至之处。春和景明，坐在

紫阳夫子讲经处，烹上一壶自云岩春茶，闻着扑鼻清香，听

松关鸟语叽喳；盛夏林钟，站在何有石上，借背后参天古

木、虬枝绿叶遮荫，迎扑面清风，观赏山下绿野平畴，荔枝

嫣红，龙眼圆硕；秋高气爽，漫步于观池前，卓锡飞泉畔，

听淙淙流水琴韵，探无尾石螺，红壳虾的奇异；岁余暮冬，

围坐意果园隅，浴冬日暖阳，品意果新味；晚间站在百草亭

前，虽看不清晚浦归帆，但山下那万家灯火，金棱飞织尽收

眼底。这些高品位景观欣赏，怕连神仙听了也思下凡!

可是，由于年代久远，时光流逝，历史涤荡和人为的种

种原因，白云岩景观曾一度残破不堪，文物也曹洗劫、破

坏，造成山间明月，岩下清风无人过问。山下百姓不忍心文

物奇观遭此劫难，俗话说：“众人拾柴焰高”，于是大家群策

群力，出力出钱，重修百草亭，恢复意果园、紫阳书院、大

雄宝殿⋯⋯力求恢复自云岩旧貌，并且增添不少景观，呈现

在登桩者眼前，为方便登临者上山，还开拓一条环山公路，

让车马直达岩上。

为寓居漳郡的族人刘君及龙海文联黄瑞金先生支持下，

整理《白云岩志》成卷，逐一介绍历史全貌和各项景观的动

人传说，让登临诸君得欣赏绮丽景物并深透了解其来龙去

脉，特印此《志》以飨诸君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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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概 述

白云山在漳州在东南十公里处，现归龙海市颜厝镇。山

势雄伟，姹紫嫣红，飞泉瀑布，云雾弥漫，所以名日：白云

山。山的主峰——土塞峰，是一个原始城堡，主峰海拔

399．6米。 ，

自云岸在自云山半山凹处，占地五十多亩。是一片原始

森林。林中藏古寺，云雾漫漫升，一组建筑群，或隐或暗或

明，大雄宝殿、厢房、古楼、紫阳书院、百草亭，夹杂在古

木参天，林荫夹道，革茵花红之间。大雄宝殿海拔225米，

是古老式双龙珠燕子尾建筑，总占地面积645平方米。紫阳

书院72平方米，百草亭28平方米。

登上白云岩，正如身临仙境，贵木异花，姹紫嫣红。飞

泉瀑布，怪石玉音，珍禽异兽，彩蝶鸣蝉，真是环境格外幽

美，气象万千。 ·

自云岩，和隔着九龙江的云洞岩遥遥相对，所以乡人称

两岩为“姐妹山”。

漳州民间流传着一句民谚：“春登于芝山，夏憩于岐山

(云洞岩)，秋陟于自云(岩)，冬驰予七首．(石狮岩)。”可

见夏日炎热，避暑于云洞岩，秋高气爽，登高于自云岩，，都

是怡情惬意的快事。

白云岩有许多千年古树，四季常青，日日飘香，其中有

高达几十丈松、栋、枫、樟，还有兰香、植芒、甘棠、马

兰、舂花，电夹杂着龙眼、荔枝、黄旦、坪山柚等等，遍地

奇花异草，到处草绿花香，游人登临到此，如进仙宫，心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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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怡。

有个游客给白云岩编个“七奇句”和“八景诗”，七奇

句：奇虾红壳，奇螺无尾，奇蛙白颈，奇龟柴头，奇莺栖

石，奇蚁黄色。奇鼠飞树。八景诗：白云岩上何有石，采药

炼丹百草亭。佳珍异味意果园，解经泡笔洗砚地，松关鸟语

听好音，晚浦归帆观岩前，棠荫漏月观美景，卓锡飞泉敬客

情。这七奇句和八景诗虽然不十分完美，但说明一个问题：

白云岩景奇水美，是个观光旅游的好地方。

通往白云岩道路有三条，一条从长边中学旁边走的羊肠

小道，一条是宋朝朱熹建造的婉蜒右道，一条新开辟的新公

路。羊肠小道是从石码来的游客走的路，从中学转弯，经龙

井坑瀑布沿着竹林弯曲小山路，两起三落到迎客松。婉蜒右

道是从漳州来游客走的路线，从公路转弯，进兰庄石板路经

刘氏大宗祠，从丰产的荔枝园穿过到茶场，直沿着宋代朱文

公使飞瓦古道，古代铺筑石阶路婉蜒上山，过吃水坑，三起

三落直到迎客松s新开辟公路是从兰庄村边的山门直到茶

场，公路沿山“之”字形直到停车场，约三公里许，公路旁

有“白云石室”，“原始石寨”二景。

白云岩是三教合一的寺院，奉观世音、善财童子、龙

女、肥力佛是佛教。奉玄天上帝是道教。奉朱熹、唐朝彝是

儒教。这种“三教并寺，和平共处”格局，这种特殊文化现

象，在全国的名山古刹中也不是多见。

在白云岩中，至今还保留许多文人墨客的石刻、匾额、

楹联、诗文和神奇、：美丽的民间传说故事，给白云岩惜地风

光胜景增添一种神奇美妙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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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历史沿革

漳州历史悠久，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儿劳

动、生息、繁殖。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今尚有遗址附

会的传说，龙海太武山的太武夫人坛，“以练蓝为业。以后

乘九色马而升仙”。“闽未有人居时，夫拓土而居。”神话之

外．尚彳川廿：文物为证，石锛、石戈、石刀等。华安仙字
潭摩崖石刻，在九龙江汰溪回典外的天然峭壁上，全图二十

四个文字．有的认为是某些字的混合体，这是那个民族的遗

著．历来众说纷纭。可它是标志着我们的祖先向愚昧告别，
向着更加文明的时代迈进。

漳州这一片上地。原足很原始荒野的地方，广大的土地

是蛮獠、土黎所据，戌闽者只能屯兵之龙溪，阴江为界，插

柳为营，两山夹峙，波涛激涌，永隔西东。

唐朝垂拱二年十二月建立漳州之后，陈元光将军带来中

原汉族先进生产方式、灿烂的华夏文化，在这片荒凉的土地
上发扬光大。一方面是海外交通事业发展．白云岩的宗教活

动才具规模。首先是龙溪人物虔诚，上白云岩开岩，他晚上

在禾宝大山，静观天气，发现东北方有天灯云旗，逐自古溪
吴峰至长泰的天柱山。在上天柱山之前，他来到白云山的龙

井坑，那卓锡飞泉就是见证。

副了北宋时，漳州还是荒凉的地方，所以王安石《送李

宣叔停漳州》诗说“山川都雾氛，瘴疠春冬作，荒茅篁竹

间，蔽方有城郭。”出没的虎、豹、豺、狼是常有的，有些‘

地方还有象群为害。到了南宋，“中兴以来，生齿日繁，漳

之事物非昔比。”漳州的经济有较大的发展，白云岩的香火

又旺盛起来，庙宇重修，佛像金身。相传理学家朱熹上白云
岩，建立紫阳书院，他开发民智，大办教育，培养人才。龙

气



井坑和吃水坑的红壳虾、无尾螺就是见证，民间传说《紫阳
茶》、《朱文公使飞瓦》，也是见证。 e

紫阳书院是闽南最古老书院之一，一直影响宋、元、

明、清到现代。明朝，一朝鲜状元也到白云岩，在石壁上留

下了诗文。明末清初，黄道周多次上紫阳书院，为闽南书生

讲课，他不但是文学家、书法家、诗人，而且是天文学家与

民族英雄，他宁死不屈，节义千秋。明进士张若化题诗赞

道：“文山浩气支天地，夫子悲歌哭鬼神。”

清代，白云岩香火依然兴盛，历久不衰。康熙年问，北
京崇仁府丞唐朝彝告老回乡。见大殿里朱文公和观世音奉祀

一室，提出佛家和儒家不宜并祀一处为由，捐资另建一祠于

岩右，建议每年用山下西溪渡船税供祭祀之费用。过数年以

后，里人也雕塑唐朝彝金像，与朱文公共放一处于岩右。
过了五十多年，乾隆四十年巡道单德谟，又捐资翻修大

殿和书院。数年后，乾隆甲辰科进士、奉直大夫郑玉振、庚

子科举人黄金莲等五十六名，捐资修大殿二旁厢房，并将朱

文公和唐朝彝搬请到紫阳书院。因甲辰年问一次大风雨，右

厢房倒坍，这年冬天郑玉振从京城归来。建议抢修。并重修
朱文公古道，上山的小路铺小石阶，使进寺香客、樵夫、牧

人好走路。

历年来自云岩寺院有兴有废，但神像还是历久如新。其

中有最著名的是道光辛卯年十月问，白衣大士现身说法，说

祸福因果报应，实是生动又神奇，献草药治好岩下刘茂才妻

子的怪病，一时轰动石码、海澄和漳州一带，一时问白云岩
香火十分兴旺，上自云岩香客人山人海。

这是白云岩最鼎盛时期，白云岩三教合一已经完成，中
间大殿是佛教，奉祀三宝佛、观世音。两旁厢房是道教，奉

祀地藏王、玄天上帝等，下面紫阳书院是儒教，奉祀朱文公
与唐朝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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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闽南一带匪患为灾，也抢劫白云岩，白云岩
地处漳州郊区，道路崎妪，殷匪盘踞，治安不静。．香客不敢
上山，香火冷落。1916年12月间，一股匪徒假烧香为名，

用迷魂香毒倒寺里的和尚，抢走一尊14斤的七宝铜佛像，

又放火要烧寺院，山下五社楼农民赶上山来救火，这场大火
才没烧起来。

1949年9月19日，漳州解放。随即清剿深山残匪。社

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的宣传和落实，上白云岩的香客、游客日日增加，香火

又再度兴旺起来。

1966一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白云岩被视为封建迷
信的基地，受到洗劫、破坏，许多宝贵文物被毁。大批红卫

兵借批朱熹为名，寺院差点变为平地，大钟抬进猪栏里，无

价之宝“白云深处”匾额被作为切菜板与床板，寺院关进大

批牛羊，加卓锡飞泉水也咽8因哭泣。

1983年白云岩被列为“漳州胜景之一”，山上的摩崖石

刻、匾额被列为龙海县文物保护单位，并在山上成立“白云

岩文物保护管理处”，对白云岩的文物古迹进行全面整修和

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事业蓬勃发展，白云岩也在发展。

1994年】2月成立理事会，经龙海市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及
颜厝镇政府批准，对白云岩的文物、古迹进行全面整修。多

方集资50多万元，重修大殿、百草亭，对寺里的三宝佛、

观世音、朱文公等重新雕塑，配设照明用电，电话等，最近
开设⋯条五公里上山公路。白云岩成为人们观光旅游开展正

常宗教活动的胜地，目前每年接待中外游客、香客4—5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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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卷三 八景介绍及新景开发

[何有石]白云岩第一景，是一块丑石，好像一一烈搏地

虎。石宽360公分，长420公分，高220公分，成个三们形，

石总体积有33立方米，大约55吨。石上有“何有一二字，
是朱熹所二h直径40公分左右，用石头敲手r有八种／1i¨声

音，所以又叫八音行。

[百草亭]白2i岩第二景，是一个四力．I_lJ．I角，1卜九宽

460公分，长610公分，!骑丽二分余的，≯：地．就是I，l‘t州围。

春天，各种花草盛Jl：，有红有橙有黄，多么々，吞，化朵一L常

有蝴蝶、蜜蜂采蜜。k．亭正方中问有f嘲!．j川：17紫⋯人予

解经处》，碑宽102公分，长260公分，_i蠢。靠，一iⅫfi叮人

所书，是白色花岗，了i。

[卓锡飞泉]自云岩第三景，是一块黑乜石头，K 260

公分．宽240公分，不正方的石头，石上．有一孔．泉水从孔

中喷出，人阳一照就像一条彩虹，泉水}IIf冷沾lL传说这址

开山虔诚禅师，用锡杖打的一孑L，现在，泉水已没从ir开L中

通过。

[意果园]白云岩第四景。是一块长方形吲地，长43．5

公尺，宽15．6公尺，约有一亩余的园地。昧米都种恋果，

意果是一种又香又松的小芋头良种，吃的有徭薯味的’／-头。

这儿是阳光、空气、水、上四个要素都好，所以意果特好

吃。 ．

(洗砚池]白云措第五景。在紫阳一15院东边，一个水池，

长480公分，宽1 I()公分．深150公分，水I乏期_!包，Ⅲ说

这是朱文公、陈北溪、黄樵仆、杨士洲、黄通用、鹏·∽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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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ft．-的洗砚池，网匀-2长月久，池里长有红壳虾和无尾石螺。

池边·订问f：，柯“洗砚一_～一-‘j7-。字径25公分，不知何人
圳i∽

[晚浦归帆]白云岩第六景。站在大雄宝殿大门口，向

凸溪譬!太，溪一i：只父!J二_l帆到这儿一个转弯，所以叫归帆。现

在这．·景没有了，帆船也少了。因前面西溪桥造成，这一自

然风景不存在了、，

[松关鸟语]白云岩第七景。别的景用看的，而这一景

用昕的。以前岩寺旁有两株青松，枝nf左,j叉相连，风一吹会

啾啾叽叽的叫声，像鸟的叫声一样，所以叫松关鸟语，因这

两株干年古树已枯死，这一景也不存在了。

[棠荫漏月]白云岩第八景。寺殿东边院墙外原有甘棠

树，为m【¨i勿虔啵禅IJiIj所种植，是株千年古树，因f‘j‘棠树叶

浓密不喇，所以晚一¨1l光照射下，棠荫漏月真是好看。若在

漏月F把卷齐，琴，真是增加几分情趣二漏月，琴声，弄影，

j壶嘶{爻妙人，卜剪影．

这丁o}：jll‘，}：对片棠埘已枯死，这一美囊÷也不存在了?

白云岩新景开发

(迎宾彩门]每个风光旅游区都特色的彩门，白云岩也

要订。在兰n制+口，从要进庄路口，要盖个迎宾彩门，看是
三门式，或几门式，要二龙抢珠，要有中国民族的古典风

格，琉璃屋顶．龙柱狮把门等，敬请书法家书写门联与柱
联。

[白云石室]在新开3公里进岩公路中段，有个天然石

室，J-im一片入石，F面一个石室，约肯10多平方。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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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或旁可建个六角亭，供游客半途休息场所，这六角亭与石

室是个新景。大石上可请名家刻几句诗文，招来游客。

[龙井瀑布]龙井坑是开山虔诚禅师住过的石屋，可以

开发成龙井瀑布或其他景点。因为这儿自然美，石、泉、

树、竹本身就很美。

(金梭织布)站在大殿大门口，或百草亭前，晚上向西

溪对岸公路324线望去。公路灯光明亮，汽车笛声吱叫，汽

车灯光穿梭，像似只只金梭织布，多么迷人好看。

[三拜娘石)在白云岩上方树林300米处，有三块美丽

石头，石径一米半至二米，象三个姑娘在那儿向大海朝拜，

所以美其名为：三拜娘石。站在石上可以望以大海船只，清

爽的天气，可以见至lj金门岛，民族文化村古老的街道看的一

清二楚。

[签诗典故]

+-+*一+．··+一+一+n+”+一+“+··十”o”+”一p⋯_卜”+··+“—-+．·

第四首大舜耕田

风清浪净可行船，恰是中秋月一轮。

凡事不须多忧虑，福禄自有庆家门。

大舜，姚姓，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

舜原是个种田人，后为国君。在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

晚期，按照军事民主制的传统，部落的首领必须由众多部落

首领共同推荐或承认，才能确立，这就是古代传说中的禅化

制度。传说，尧在位时，四方部落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

是行三年考察后，认为他有能力。尧死后，舜便继为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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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白云岩五宝

(一)“与造物游”

这是一块白玉石的匾额，只有15公分宽，30公分长，

可以当枕头用，夏天睡在头上，会冰冰冷。传说这是朱文公

在紫|；I-j书院讲课亲笔题字，是一块枕头石。也有说是紫阳书

院正门匾额，与柱联“B月”、“江山”成一套。

这块紫阳书院镇院之宝——“与物造游”白玉石，在文

革动舌LH,t期丢失，不知在何处?有人说，北京博物馆见到这

块玉石，不知是这块玉石还是另一块。

(二)“白云深处"

这是一块樟木匾额，在大雄宝殿的大门上方。宽58公

分，长168公分，是明代书法家黄道周先生的八分体题字，

又盖上三私章，这是明崇祯8年(公元1635年)5月，黄道

周五十一岁第二次来紫阳书院讲课时的题词。

黄道周的字峭后方勤，别具一格，有“漳浦体”之称。

漳州东门外江东桥边的邺山讲学堂，留有刻石遗迹，一是

“蓬莱峡”，楷书，每字径二尺余，署名“石斋”。二是“芙

蓉峡”．行书，每字径约4尺。还有江中浮石“一声”二字，

字径：二尺，其他又有六尺的“墨池”及“鸟道不绝风云通”

二处石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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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茶花

白茶花——在大雄宝殿左侧花台上，高442公分，宽

264公分，是一株300多年古茶花树，每年8月开花，一开

就是4个多月，到立春这个季节才停止，天天开花上百朵，

绿叶苍苍，好像蓝天上飘着几朵白云。传说，这是清朝康熙

年间，康熙皇后赠送给唐朝彝夫人刘氏的礼物，刘氏带回家

乡，种植在白云岩上。虽经过三百多年的风雨，几次灾难大

火，但这白茶花生命力很强，越长越高，越开越好看。

(四)天官锁

天官锁——是一种用薄银片(或铜片，最高贵用金片)

打成锁形，下面装有铃铛，正面铹刻“天官赐福”、“l乏命百

岁”、“富贵吉祥”等字样，背面十二生肖图案。然而天官锁

用一条银链串着，让小孩佩戴在胸前，据说能辟邪怯痛，百

无禁忌。

据说，这闽南风俗是纪念为民做主、政杀皇叔的清官唐

朝彝。让孩子们学习唐朝彝的铁脸无私的优良品质，小孩子

带着天官锁有装饰作用，比较美丽好看，小铃铛叮叮铛铛多

么好听。

(五)五百年的瓷钟

瓷钟——这是一块高16公分，直径25公分的瓷钟。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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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尚在桌上念经时敲扣‘的法具，会铛铛、铛铛着响，与铜

钟无异。淡蓝色，有暗凹凸的花纹，与天空的颜色一样。

黄金有价，艺术与文物无价，丢失就不能再来，谁知道

瓷钟价值几何呢?一翻背后，有上“成化年间制造”六个小

红字，年代一查中国历史表．是明代宪宗皇帝，他坐位23

年．离现在534年以上。

4-”+一“+-·+··+”+··十“+---4"-··+“—卜一+·--4"-----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4--··—_-··-●一··—-+-”——卜·

!签诗典故]

第十九首红孩子守火焰山

富贵由命天注定，

心高必然误君期。

不然目回依旧路．

云开月出自分明。

故事出自中国神论小说《西游记》。

红孩儿是牛魔王和罗刹女儿的儿子，在唐僧西行路上为

妖，守火焰山，擒获唐僧，欲吃唐僧肉。后孙悟空与他战

斗，在观音菩萨的帮助下，救出唐僧。观音点化红孩儿，把

他收在自己身边，于是红孩儿成为南海观音的胁待。由于受

“1ni游ir的影B吼有人以为红孩儿就是善财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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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紫阳书院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公元113卜1200年)，字仲晦，
号晦庵，是我国继孔孟儒学说主要代表人物。《中国哲学简

史：》称：“他渊博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精深的

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的哲学家。”

朱熹一生把主要精力用于著书立说和讲学，前后几次为

官从政时间很短，合计只有八年。目的为了“格物致和”，

也就是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他的理论。公元l 190年4月，

朱熹奉命出任漳州知州事(职务楣当于现在市长)，第二年

4月离任。在这短短一年中，他在漳州创下了不少业绩，至

今为人们所传颂，大家都尊称他为“朱文公”，他的传说和

足迹会那么多呢?
’

他的最大业绩是，上白云岩创建紫阳书院，亲笔题“与

造物游”四字，亲自讲课讲授《诚意篇》，吸引社会上众多

学者前来听讲。当年朱文公在白云岩何有石上题“何有”二

字，每字约40公分径。书院柱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

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上看”如今犹存。

朱熹首先是大办教育，开发民智，培养人才。朱熹一生

中总是为官一任，兴学一方。早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

年)，他首任踏上仕途，出任同安县主簿时，就兼职学，曾

在龙池岩(今属厦门市海沧)创建玉屏讲堂(后改名华圃书

院)，亲自开课讲学，四方学士云集。这次来漳为官，虽然

他已年过花甲，但对办学的热情不减当年。那时，漳州教育

事业不太发达，他一上任就把“笃意学校，力倡儒学”做为
1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