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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山名水，不仅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引人入胜，

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源远流长。窦圃山，以它奇险

的山势，悠久的佛、道文化历史和珍贵的文物古

迹，成为剑门蜀道上一颗璀灿的明珠饮誉西南，吸

引着海内外万千游客。因此，编写《窦圃山志》。

是系统地介绍、研究窦圆山，发展江油文化和旅游

事业的需要。 ‘

__’ 窦圃山有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梁大同年间，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作《题窦圃山》诗，其后是五代

前蜀杜光庭撰写的《窦圃山记》，再后明万历年间

进士戴仁的《窦圃山超然亭记》。稍集中的是清遭

光二十五年窦固山住持本禅编纂的《圃山志》，其

中古诗占绝大部分，另有碑记，评议和序言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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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失为一份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此后，尽管有不

少文人墨客留下了一些游记，诗文，却没能重修山

志。山志的编修中断T140多年，也使窦圃山的历史

演变至今仍无一本比较系统的、有一定科学性的资

料可供查考。改革开放以来，窦圃山建设得到长足

发展，编修山志便显得更为重要。1989年，我市地

方志办公室的同志，在许多单位和个人的支持、帮

助下，经过多方实地考察，勾稽史籍，反复论证，

终于编写出这部十余万字的新山志。这是窦圃山建

设发展史上值得庆贺的一件事。
‘

新编《窦圃山志》较详尽地记载了窦圃山的历

史沿革，地质地貌，气候特征，动植物资源、文物

古迹，名人轶事等，资料翔实，有较强的系统性、

知识性，为发展窦圃山旅游业提供了可信的史

料。， 一：
’

·． ：一‘ ：．“：·，j．：·

。新编《窦同山志》记述生动，有较强的可读

性。。该山的名胜风光、历史演绎，神话传说等，诶

后能使人增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激发为祖

国现代化建设献身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编

《窦圃山志》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份较好的

乡土教材。． 。
：’ 。． 。， ，

充分发挥江池特有的旅游资源优势，以战略眼

光发展江油旅游事业，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编

纂《窦圃山志》，正是江油文化旅游建设的一个重

～2 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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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组成部分。因此，乐而为序·

中共江油市委书记张超

1991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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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一、新编《窦圈山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新的观

点，方法，结合新旧资料编修的新山志，专记窦圃

山景区的历史和现状。上限起于梁大同年间(535

"-545年)，下限断至1990年． ．， _J c’
：‘

、。=，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考、录相

结合，以志为主的体裁，按照事以类从，因时系

事，横分纵写，纵横结合，以横为主的原则编

写。

垒志首列概述，扼要记述窦圃山历史发展变化

的基本倩况，大略地记述了窦圆山人文、地理及特

点等，为企志之总貌。以下按大类依次分列历史沿

革，自然环境，寺观，古迹，游山名人，文学艺

，术，建设管理六章，章下设节，节下设目，专记各

1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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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事物的发生、发展、演变，为全志之主体，附设

大事记、史籍要文备考。 ·

古时的宗教活动虽与开发、建设窦圃山有关，

因缺乏资料，只分散在历史沿革和游山名人章中记

述，以记故实．

三、历代窦圃山诗文申不乏佳作，或描摹风

光，或状物传神，或即景抒情，或体古言志≯确使
名山增色。本志精选一部分各种体裁，各具特色的

名篇佳作，编为口文学艺术打章，以增强可读性。

四、本志的历史纪年，凡清以前的沿用帝歪年

号纪年，．．夹注公无纪年；7民国时期不加注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均用公元纪年。7．

一t五’-本志的资料，。部分采自有关古籍，{档案材

料，近，现代一些著述，．采访记和回忆录，择要注

明出处。反映的史寞有不÷致的情况；又难于认定

：的f将两说并存。选辑的诗文原注释性文字f加方

括号标明．．校勘文字加圆括号，i原本缺字用牟口嘿

占位。√ ， ’-一。。7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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