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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遵循志书的“存史、资政、教化”的三大作用。将诸多素材几经权

衡平准、去芜存菁，进而谋篇设目，裒集成裘。冠书名为《医巫阎山志》。

二、闾山跨州连县，纵横千里。本书设15章65节，将东西两麓的阜新、义

县、北镇(今称北宁)、黑山、锦县(今凌海)等市、县的地理、历史、气候、

资源、景观、文化、古迹、社会习俗、重要人物等均予以依类分述。

三、为适应不同读者需要，本书行文除部分引文外。基本采用书面用语的语

体文。文中引用典籍之处，除适当填加标点外，一般典故，文中不作注释，读者

自行鉴之。

四、阉山文化底蕴博大精深，辉煌历史源远流长。本书编纂过程当中。追溯

历史力求其远，抢救补遗竭尽其详，新建景观必光其貌。使之可读、可信、可

婺、可传。至于近代史上的日寇盗行、战乱匪祸、愚氓滥法、“文革”横催．使

阅山的历史文化遭受极大破坏，书中将其做为历史教训，秉笔直书，展示于世。
、 五、阀山自古为“北镇名山”，今为国家级的重点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地

位堪称显赫。本书设专章专节分别记述。其中碑文、墓志、歌赋、序言各类。选

录时适当断句或添加标点。诗词、书画各节。除搜求古人作品入书外，又将近现

代之优秀作品亦酌情收录。

六、阁山宿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本书设“古今人物”一章。人物入
’

选的时限定为上起古代，下迄抗战。几经筛选，载入传记者58人，栽入传略者

63人。中有叱咤风云、气吞宇宙的雄豪；有爱民勤政、守正恶邪的循吏。有济

困扶危、热心公益的善人；有碑传众口、泽厦乡邻的君子。有毁家纾难、取义成

仁的志士；有为国捐躯、名垂竹帛的忠臣。有执教的杏坛大师；有超凡的宗教领

袖。以求传之后世。，

七、书中的繁简文字。一律按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书写。文中除个别人名、

地名、书名、官名必须使用繁体字外，其余一律按1964年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 ．

规定的<简化字总表>和1980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异体字整理

表>为准，力求规范。
。一．．

八、为记述方便，文中涉及的地名，基本接1990年I,X前各县地名普查时厘。一颦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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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兰 竺竺竺竺皇
定的标准地名。如大市乡、白厂门乡、石山镇、稍户营镇等。较大改动者如北镇

县、锦县则用括号夹注。即写成北镇县(今北宁市)、锦县(今凌海市)等字样。

九、文中的标点符号、称谓、纪年、计量、数字均遵照国家“语委”等单位

发出关于出版物书写规定的通知精神进行书写。以求规范。

十、本书参考书目附列卷后。鳊纂过程中，凡引用材料，必求谨慎，必要处

标明出处。若遇有引用资井不合常理处．即于文中随时考订。如有校长篇幅的考

证文字，则移于本书卷来的附录中立专题考辨。主旨在于抛砖引玉，与诸家商解

历史上的迷团。

蕨黑一誓■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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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_

“高标北镇，秀耸辽西”的医巫阅山，古为全国五大镇山之一．明代称“辽

境内三大名山之首”。历代帝王多次来此谒陵、祭山、巡游、狩猎。仅辽代和清

代“诸皇东巡”，足登阊山者，先后竟有四十二次之多。闾山的寺庙星罗棋布、

香火鼎盛，一直到民固建元．宗教活动依旧不衰。

新中国成立后．医巫阅山及周边市县的旅游事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

改革开放以来，百废俱兴，阊山的许多景区得以熏新建设，成为海内游人瞩目之

地。阅山周边的重要文物古迹如义县奉国寺、万佛堂，北宁的北镇庙、崇兴寺双

塔等已先后列入国家级的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医巫阊山峰峦叠嶂、林海松涛。以

其良好的植被而列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环境的得天独厚，漫长的历史积

淀。形成了阊山沉厚高古的文化底蕴。2002年9月，医巫闾山升格为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

回首历史长河．医巫闾山一带异族执政、兵火频仍、乃致历史资料存留甚

少。正谓“九十五亭书汉志，独无史笔记辽东”。从而使后人研究闽山颇感困难。

然而“十室之邑，盛有忠信”。阔山左麓有邱君德富先生，自号“山痴”，对

家乡山水情有独钟，以十年搜求积累，费三戢流水光阴，条分缕析，举纲综目，

纂就一部十五章六十五节的!《医霉闻山志>。书中选入风光、古迹等照片五十幅，

囊括文字八十余万。将阁山周边各市县的自然、风光、历史、古迹、文化、习

俗、人物、大事等项罗列无遗．堪称是一部系统记载医巫闽山的历史全书。

北宁市政协以其远见卓识，十分重视<医巫阅山志>编纂工作，经与政府协

商、筹措经费、四方奔波、襄成盛举，终使这部史志付梓出版。

<医巫阉山志>的鳊成问世，对于挖掘闾山历史、研究阅山文化、熟悉阊山

现状，合理开发利用阅山资源，科学高效地发展周边地区经济，振兴阅山的旅游

事业。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无疑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名山事业。

今值<医巫闾山志>出版之际，撰此短文为序。并愿此书与阅山长存。

锦州市市长搠之法
I，。’

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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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巫阎山简称闾山。古有无虑山、广宁大山、六山之称。是全国著名的历史

文化名山。从考古发现证明，五千年前这里已有人类活动。史料记载，五帝颛顼

之世。尊阅山为幽陵。虞舜继位，分全国为十二州，各封一山以为一卅之镇，医

巫闽山为幽州镇山。迨至周、秦、汉、南北朝各代，对闾山或专封、或祭祀从未

间断。隋朝开皇中，诏定全国岳镇大山，诏⋯⋯北镇医巫闾山， “并就山立祠”。

此为“北镇”一词之始。唐封北镇医巫闾山为广宁公。辽代建乾显二州以奉护山

阄辽皇帝的乾显二陵。在辽代的二百年中。世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天

祚帝等多次谒陵祭山，留下许多遗迹和传说。宋金二朝诏封北镇医巫闾山为广宁

王。并扩建阊山神祠。元代颁定岳镇海渎王爵，封北镇医巫闾山为贞德广宁王。

并定期祭祀。明代尊北镇医巫阁山为神，多次下诏扩建神庙。凡遏皇帝登基，军

国重事，天时不顺，地道欠宁，都要遣官祭祀山神。清代仍沿用北镇医巫闰山神

号。皇帝多次亲临祭祀和举行游山活动，也多次遣官致祭。这一切都为阎山留下

了许多历史遗迹．增添许多文化色彩。

闽山又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关东名山。宋人行程录中栽：出榆关⋯⋯自刘家庄

一百里至显州。忽峭拔摩空，苍翠万仞，全类江左，乃医巫闻山也。明全辽志

裁：辽境内山以医巫阅为灵秀之最⋯⋯。又清代碑文栽：冀州之境由太行而东尊

严雄峻唯医巫阀山为诸山之冠。又有“其岩壑窈窕、峰峦回舍。”“萦绕重恋，

名胜莫可殚述”等记载。近年，国家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为闾山题“高标北

镇、秀耸辽西”的名句。今已镌刻在闽山峭壁之上。因为阊山历史悠长，风光秀

丽．所以古往今来的帝王将相、雅士文人吟山啸水，留下许多佳作，为闰山这幅

天然画卷．又增加了诸多渲染。

近年，有关部门在国家著名专家的指导下，对闰山进行深入的普查，发现闽

山有大小山头两千余处．其中六百米以上山峰52座，而奇巧峥嵘的名峰36座。

可谓峰峰成景．景景呈奇。更有以国家级的医巫阅山自然保护区为主的天然森林

公园相依托。有十几处景区间亭台殿阁相点缀，又有泉瀑河湖相掩映，使自然景

观与人文景观浑然一体。这些又与广宁古城内外的北镇庙、崇兴寺双塔、李成梁



： 兰龟
石坊、北镇鼓楼、万紫山公园和保留下来的380米长的古城墙．构成了闾山丰厚

的旅游资源，从而为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闾山更是宗教圣地。千百年来，山间修建许多庙宇。据解放初期统计，仅闻

山东麓属北镇县辖区主要庙宇竞有六十四座。最著名有六大佛寺和四大道观。香

火十分旺盛。1990年以来。党的宗教政策逐步落实，青岩寺、观音阁首先恢复

了佛事活动。1995年。圣清官、三清观恢复了道教活动。嗣后，崇兴寺、双峰

寺、五佛寺、接待寺、双龙寺、海云观、天仙观经修复重建，已相继或正在准备

恢复宗教活动。这些活动与旅游事业互为促进。每当旅游旺季或庙会期同，许多

寻幽访古的游人和乐善礼佛的香客比肩继踵、络绎不绝。旅游事业已呈春潮带

雨、晓日腾云之势，蓬勃向上，形势喜人。

事业的发展之快．往往令人始料不及。诚然，几年来，闾山已凭借广告、图

册、展览、赏花等方式加大了宣传力度，但这些来去匆匆的过客，对文化底蕴博

大精深的阅山，所了解的依然如坐井观天，管中窥豹。尤其是当今，闽山已升格

为国家级的重点风景名胜区．急需将阁山全面系统的介绍给社会。

幸有退休的阅山人邱德富君以十载光阴，搜求积累了有关阊山的笔记资料不

下六百万字。嗣经权衡取舍。分纲立目，编纂一部按大事、地理、历史、名胜风

光、文物古迹、文化艺术、社会习俗、重要人物等十五章的《医巫闾山志》，卷

首特设闰山地图。继设风光、古迹、文物等照片40幅。艺文一章中，选录古今

书画篆刻等作品图片50幅，可谓图文并茂，字简事丰。

． <医巫阅山志》是一部游览阎山的导游书，也是一部了解闾山的工具书。可

以想见本书问世之后。对世人认识闾山、了解阉山、研究阊山、开发阊山，必将

起到积极作用。今当本书付印之日，仅书此以表示祝贺。

李志刚

2004年11月序于北镇古城



序 三

医巫阁山雄峙于关东大地。是为全国最早见于典籍的历史文化名山之一。自

上古颛顼称为幽陵、虞舜肇封十二州名山，称为幽州镇山以来．经五千年之积

淀．文化底蕴甚丰，历史遗存甚富。

迨至周秦以迄明清。历代王朝仍尊崇医巫阎山为“北镇名山”。封公晋王．

建庙设主．祀事颁爵．有隆无替。

千百年来，诸如君王祭祀、骚客吟哦、文臣划策、武将筹边、庙陵肇建、故

迹重光，或散见于碑刻，或纷传于众口，或叙于史，或栽于诗。雪泥鸿爪，随处

可寻。古老的土地上更有北镇庙、崇兴寺双塔、奉国寺、万佛堂石窟皆属国家级

别的重点文物。还有龙岗子辽墓群、李成粱石坊、北镇鼓楼、大观音阁、圣清

官、青岩寺、广胜寺塔、辽代八塔、张作霖墓园、普安寺、瑞应寺皆属省级文

物。至于市县级文物更是星罗棋布，不胜枚举。医巫阉山有优越的地理环境，有

丰富的物产资源和旅游资源。民国年间的《青年杂志》栽： “阅山为亚洲的第一

仙境”。山中林木繁阴地带已划为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的森林公园。由

此近年国家命其为旅游文化名山。

然而这座名山，在历史长河中，备少数民族与汉族长期角逐争雄，故有关它

的历史资料存留甚少。尤其系统记载闾山的史志之书概属阙如。这对于改革开
‘

放、发展旅游事业的今天。世人每欲研究、了解闾山，颇感怅然生憾。

有鉴于此，生于阎山之麓的文史界友人邱德富君不务浮名，不辞劳苦，多年

致力于搜求闻山之掌敌。十年中，涉水跋山，披奇扶奥，翻拣书刊，拜求耆旧。 ，

有如燕口夺泥，佛面剥金，共得资料六百余万字。嗣经披沙拣金，综纲立目，历
7

三度春秋．将一部囊括闾山概貌、物产资源、历史文化、风光名胜、古今人物、

社会习俗各类内容，计80万字的《医巫阎山志》裒集成裘，并即将付之枣梨。

“江山须待才人捧”。今值“北镇名山”升格为国家级旅游名山之际， 《医巫

阔山志》应运出版，实大可庆幸。邱君以笃爱名山之诚心，编纂名山之史乘，确

属名山事业。付梓之际，邱君属余作序，余与邱君书文同道，实感却之不恭。感

通之余．撰此短文，权以为序。

孙 竹 网
3I·一
2004年10月14日序于北京



序 四

医巫闾山古称无虑山，其峰险壑幽，石异松奇，名列关东三大名山之首。医

巫阎山历史悠久，虞舜时封天下十二山即为幽州重镇。洎乎隋代，颁封五岳五

镇，尊为北方之镇山。阔山物产丰饶，闻名退迩之鸭梨葡萄漫山遍岭。尚存原始

风貌之黑松林蔽日遮天。闽山文化积淀深厚，古迹繁多。碑碣摩崖经风历雨。梵

宇琳宫星罗棋布。千秋以还，医巫闾山之灵光秀气孕育了无数俊杰英才。吸引着

八方骚人韵士。屈子行吟“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于微阊”。徐霞客尝叹

“惜哉医巫闾。作者未抵面”。至于帝子登临，兵家征战．更为陵谷沧桑增添了几

许恢宏气象．蒙上了一层悲凉色彩。

星霜替演，胜概图存。医巫闾山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山．亟须编修一部详实

志书。以便承前启后，鉴古知今。

然而如此庞大之文化工程举之何易?南朝梦笔生花之江文通有言“修史之

难，无出于志，非博群书，烂熟掌效者，弗敢执笔。”昔时太史公作<史记>，规

度博大，义蕴闵渊，成于忧患之余，穷而后工。后来之览者，犹有指瑕摘疵．攻

之不遗余力。从知作史诚乃一项庞杂而艰难之事业。医巫闾莽莽一山。森森万

壑，跨越千年，横亘百里，举凡山峰之走向，溪流之分布，林木之种类，文化之

遗存，及其历史沿革，风物民俗，村寨名流，佚闻旧事。皆须分章立节搜列无

遗。况复周山地区长期受治异族，舆图分割，兵火频仍，可供借鉴之史料记载廖

廖无多。更兼时下商潮匝地，文化式微，纵有奔走呼号之人，终乏投身响应之

士。 ，

然而， “十步之闯，必有茂草”。从同山深处走采之邱德富君，竟于此间默

默承担起这项千秋大业。邱君擅诗书，通经史，十年前尝发宏恳，欲奋余生之力

而为之。于是，暇日登临，工余走访，度壑攀崖，寻僧问庙，走村过户，遍访乡

贤，只借一辆单车之脚力．数年问行程不计万余里。至于榛莽丛中驱毒虫而觅古

洞，炎日下挥汗如雨别藓摹碑，艰辛历历不可胜敷。某岁冬日奇寒，为测量闰山

西南第一峰，邱君携海拔高度仪，披风踏雪，登至峰头。此时朔风呼啸，雪花扑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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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如刀。而峰头至绝顶有鸟道如练。仰望黑云莽莽，俯察深洞幽幽，当时邱君年

近六旬，高度近视镜为霜气迷蒙，难以视路。余为邱君向导，见其步履蹒跚，力

劝归返。然君执意不从．竞于雪地匍匐而过。终于测得此峰准确高度，一决多年

之众说纷纭。

十年间。邱君抱娲皇补天之坚心，精卫填海之大志，踏遍青山，抛残心力，

复以三裁光阴凭灯面壁．终于大业有成。当一部洋洋八十万字的《医巫闾山志》

初稿置于案头．余再次为邱君之精神所震撼。于邱君苍朴精湛之文字间徜徉，如

同走进博大渊深之家山，久久为之浩叹。这部凝结着邱君十年汗血之书稿，当是

囊括了医巫阉山之全部内容。全书分15章，65节，113目。它不仅对闾山之历

史源流，山形地貌。风物习俗，宗教信仰，进行了科学系统之综述，而且对闾山

之地上古迹。地下文物进行了详尽考察，精彩描写。特别是对阉山文化成果之挖

掘搜集著力颇多。书中以甚多篇幅收录闾山古往今来之诗词歌赋、书画、碑铭、

墓志、楹联，或出于庙堂，或来自民间，使这些经久沉埋行将散失之文化瑰宝得

以重先。尤其是对闾山周边之历代贤才，轶闻掌故立传作记，令人物不朽，事件

长存，诚功莫大焉。邱君文笔精炼，长于赋体，不唯词彩清华，且音节浏亮。行

于志书。是人所不及也。这部融知识性，资料性、文学性于一炉之<医巫闾山

志》．堪称为医巫闾山之百科全书。此书既成，无论是对闽山历史文化之传承，

还是为开发闾山自然资源，发展各项事业，进而促进人们了解家山，热爱家山，

激发爱国之情．俱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之名山事业。

诗圣杜少陵句云“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邱君于偃蹇生涯之

中。只凭一己之力，完成了一项须官方组织，财力物力支持之公益事业，其丰功

厚德。岂唯浮名可计乎?其高情雅抱，岂为时人所解乎?

蒙北宁市政协主席孙世华女士慧眼冰心，玉成付梓，终使邱君十年汗血不复

东流。此不惟邱君之幸，亦名山之幸也。

邱君问序经年，余自惭识陋声微，未敢复命。而君再三促之，深感相交有

年．复何忍却之。于是唐突笔墨，谨冀邱君之风标文字与闰山共存焉。

癸未岁暮．无虑山人徐长鸿于锦城客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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