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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微峰是江西名山之一。古名金精山，后因其主峰翠微峰名盖旧

称，人们便随习约成，称之翠微峰了。。 ’．

、 翠微峰风景区石山林立峭拔、峰险岩奇、洞幽水秀，自然景色绮丽

奇特，自古便公认为风景名山。自西汉道教进山，宋代受徽宗赐封“灵泉

普应真人”龙匾，列为天下道家七十二福地之宗教名山。至清，先后有朱

熹的得意门生理学家曾兴宗，著名诗人、“江湖吟社”的组织者曾原一，

以及清初的“宁都三魏”、“易堂九子”等隐居于此，授徒造士、著书立言，

历五百多年之久，留有亭、堂、庐、阁20余处，诗文30余种、上千卷之

众。它又成了人文景观十分丰富的文化名山。

方圆20平方公里的翠微峰风?景区，集风景、宗教、文化名山于一

身，是名实相符的千古名山!
‘

’

余旅赣从政40多年，翠微之美传贯耳久矣，然迟迟未览其胜。直至

1989年12月，有缘陪同省人民政府顾问、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方谦一行到景区一游，始识“翠微真面目"，并鼓足勇气，颤颤然攀登上

主峰之巅，亲睹了“易堂’’遗址；领略了“尘嚣十里清，秀岭半空插’’的翠

微峰雄姿；尝到了“入门上石级，伛偻如登塔”的艰辛；体会到“仰视绝壁‘

间，势恐千仞压’’的险情；品味到“仙府楼台苍壁上，人家鸡犬白云间"的

神韵。方老时年七十有二，余小他三岁，有幸攀登此峰，留下美好记忆，

实不虚此行，成为垂暮之年的一大快事。当天只游了一峰(翠微峰)、一’

洞(金精洞)，已是为痴为醉了。但事后得知，北区尚有六大奇岩幽洞和

佛寺，南区尚有云台、莲花、天光一隙等奇峰特景未曾亲睹，足见翠微风

景区奇丽景点和人文景观之多。
。

回到宁都宾馆，方老约见宁都地方志办负责人，询问列为全省山志

规划任务之一的《翠微峰志》的编纂进程，并面授编好山志的要义。余不

甘寂寞，也欣然参议其事，从庐山、三清山、龙虎山谈到翠微峰，认为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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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 微峰 志

微峰有它独特的风韵和优势。为此千古名山编修一志，对弘扬．文化、发

展旅游、振兴经济，确是十分有意义的事。

事过四年，今《翠微峰志》书稿已经编就，凡11章39节，外加附录，

照片1 50多幅。可见编纂者已是苦其心志了。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对编

纂山志有言：“以形胜景物为主，描摩宛肖为工，崖巅之碑、壁阴之记，以

及雷电鬼怪之迹，洞天符检之文，古今名流游览登眺之作，收无孑遗。”

我看这部《翠微峰志》，正遵循章大师所示而行，且随时代之不同有所创

新。是一部很全面，很有特色、富有新意的山志。童叟读之，皆能激发热

爱祖国大好山河之激情。

回想往事，以忆论事，权作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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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昭：赣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1974～1984年任中共赣州地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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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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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志是地方志的重要分支，编纂山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古有“文乡诗国”之誉的宁都，自建县以来有过13次修志活动，成

书六部，唯独没有修过一部山志。今逢盛世，编纂出版《翠微峰志》，填补

了宁都山志的空白。可谓是一件告慰先人，惠及子孙，服务当代，功德无

量的大好事。

编纂山志非为观美，唯求实用，旨在服务。其重要意义有二：一是通

过对翠微峰风景区历史和现状的研究、记述，为开发翠微峰，建设翠微

峰，发展宁都旅游业，振兴宁都经济服务；二是弘扬文化、增强民族自豪

感，激发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热情。

翠峰峰风景区，古称金精山区，是江西名山之一，历史悠久。资源丰

富，以险峰、奇岩、幽洞、秀水闻名遐迩。宋为道家天下七十二福地之一，

是宋徽宗赵佶亲笔御书赐封的宗教圣地。自宋至清，文人学士、高僧名

道，云集于此，留下浩瀚雄文诗篇，尤以清代“易堂九子"聚山讲学、造

士、著文，名居江西“三山学派’’之首而蜚声海内。

名山之兴废，系朝政之盛衰。翠微峰风景区，饱经时代沧桑，几度兴

毁，景区内古有几十处人文景观，已为天灾战祸所毁。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40多年来，翠微峰风景区内的人文景观虽有所复兴，但终因人力，

财力之不济，未能得到应有的投入而缺乏长足的发展。时至今日，加紧

开发利用翠微峰，变风景区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已势在必行。此次编纂

出版《翠微峰志》，在翠微峰开发史上将翻开新的一页。它向世人提供系

统翔实的资料，展示风景区的历史画卷，为全面、合理开发翠微峰风景

区传递信息，提供科学依据。在此，也向县内外有识之士，向港澳台同

胞、海外侨胞呼唤，竭诚欢迎投资建设翠微峰。
’

这本山志，融二千年历史与现状于一体，时间跨度大，史无系统资

料可查，成书之难可以想见，诚盼读者、专家，对此书的不足之处，多加

聊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翠微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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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指正。 ·

受人民委托，履编者之约，简言几句，权作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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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声炜：1989年起任中共宁都县委书记。

研
一九九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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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名山标准有三条：一是山体自然景点优美，险峰奇特，别具魅

力；二是宗教活动历史悠久，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三是名人遗迹、神

话传说丰富，给人以高雅的享受与启迪。三者互存互补而相得益彰，方

显名山之完美。自宋至今，翠微风景区(古金精山)三者齐全，为名副其

实的千古名山。 。

自古名山必有志。然古金精山却无志，只有名篇散记传于世。宁都

已建县至今1 757年，历经了13个朝代，明以前县官缺资料查考，仅明

洪武元年至今，就有212任之众。历代县官(含知县、知州、县长)莫不为

翠微景色而倾倒，然而却未编纂一部山志。今逢盛世，修成了首部《翠微

峰志》，填补了历史空白，揭开了千古名山新的一页。

患贵于用。山志编以致用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侧重，进

入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主要应该用在为振兴旅游业服务，变资源优

势为经济优势上。诚然，也兼收弘扬文化，激励读者热爱祖国山水之效。

愿《翠微峰志》问世后，不同层次的读者，各取所需，用志获益。在此也热

切盼望港澳台和海外读者，利用山志所提供的信息，前来投资开发翠微

峰。 一

‘名山备上山志，犹如骏马配好鞍。好鞍为骏马生色，山志为名山增

辉。随着《翠微峰志》的出版发行，翠微名峰的明天，将更加辉煌灿烂。
●

①甘盛增：1992年起任宁都县人民政府县长．

啼吵f乡
一九九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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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翠微峰志》专记翠微峰风景区20平方公里之内的历史和现状。区域范围

东至燕子岩，南至五里亭渡槽，西至青草湖，北至集贤岩。着眼未来开发的需要，北

边区的潆山、佛寨和南边区的莲花l上J、太平洞等，列为附录，作“周边景点”记载。

二、今翠微峰风景区，古称金精山区，因历史的演变，翠微峰的知名度，已超过

古金精山，且国家出版的名胜辞书，省地有关文件，均以“翠微峰”代替了“金精山”，

故本志命名为《翠微峰志》。文中涉及古金精山内容者，也沿用金精之词。

三、古金精山区，旧有“五寨十二峰"、“九寨十八岭”的概括说法。今据考证，古

山寨称谓不一，一山二名，诸多重叠，所处方位也颇有差异。为求风景区内景点称谓

和方位统一，一律按本次修志实地科学考察后的称谓和方位为准。文中记叙，同时

加注又名、俗称和古今方位有异的按语。
’

四、编写新山志，理应详今略古，以今为主。然翠微峰风景区尚未正式开发，新

建人文景观较少，故许多古有今毁的古迹、遗址，仍作条目记载，为的是用作今后开

“发旅游景点的依据。

五、明末清初，宁都文人群体“易堂九子"，居山半个世纪，授徒造士，潜心著作，

业垂青史。本志破旧山志体例，列专章以记，以彪炳其事其业。

六、全志分为三部分，以专章为主体，专章分设区域环境、自然资源，风景名胜，

古迹遗址、特产、宗教、“易堂九子"业绩、艺文、人物、兵事纪略、管理与建设，共11

章，专章之前为编首部分，设题词、景区全图、照片、序、凡例、目录、概述。专章之后

为附录部分，设周边景点、文件辑存及编纂机构等。 。

七、本山志上溯时间不限，断限为1993年底，古代至民国时期的纪年，沿用当

时年号，加注公元纪年，以便相互印证。苏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律用公元纪年。

。． 八、章节之下采用条目式分述。风景名胜章中，岩、洞、寺(观)互有牵连，今按志

。、书体例分开三个门类记述，凡内容交叉者，采用详此略彼或注明参见办法处理。

九、本山志采用志、记、录、图、表、照片等体裁，以记为主。文字以语体文为主

体，力求简洁、朴实、流畅，景点条目和艺文，夹有易懂文言词句。为求景点记述富有

文采，少量文句运用了叙议结合、记述与描绘相结合的修饰语言。

十、凡公制、百分比、量词、温度、湿度、高标以及公元纪年等，一律用阿拉伯数

码记述。 。

7



翠微峰志

十一、山体高标均采用江西省测绘局、陕西省测绘局1984年出版的1：10000

地形图的高程注记。海拔以黄海基面为准。山峰之间方位距离以最高点直线记叙。

十二、本志资料大部分来自实地考察、直接采访；部分录自旧志有关记载和“易

堂九子”的专著；少量录自1949年后档案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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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古迹遗址⋯⋯⋯I⋯⋯⋯⋯⋯⋯⋯⋯⋯⋯⋯⋯⋯⋯⋯(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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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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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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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翠微峰风景区，即古金精山区，似一颗明珠嵌于中华东南大地，位于江西省东

。‘ 南部，赣州地区东北部，宁都县城西北郊5公里处。东起燕子岩，西抵青草湖，南起

五里亭，北至集贤岩。南北长5公里，东西宽4公里，总面积20平方公里。’ ．

。 风景区分南北二区。南区以翠微峰、金精洞为中心，四周石峰簇拥，峰险洞幽，

景点密布。北区以青龙岩为起点，往北伸展，岩奇石怪，寺庙居多。
。‘

。．据区内发掘的古迹实物证明，300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已有人类栖息活动。

； 翠微峰这千古名山，已载入当代《中国名胜大辞典》，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

’
。

+． ’‘?：
‘1

、

一。 ：r ‘：

、

：
。

；
。

。

：。这里，以奇特的丹霞红层地貌，优越的气候条件而著称。
j

风景区内地质构造，形成子7000万年前的早白垩纪中晚期，多为红色含砾砂

岩、粉(细)砂岩为主的水成岩，经水流冲刷，自然风化，呈现石峰林立、丹崖峥嵘、峭

壁嶙峋、岩壑纵横、碧水辉映、景色瑰丽的独特地形。景区地势自北而南、由西向东
’j 。 倾斜。最高峰为凌霄峰，海拔468：5米。最低处为五里亭渡槽河床，海拔193．6米。

地属亚热带季风湿润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无霜期长。风景区内的小
： ·气候特点是：春季雾岚萦绕，夏季凉爽宜人，秋季云高气爽，冬季冷无严寒。区内所

有岩洞，夏凉冬暖，堪称避暑度假之胜地。 ．．
．．

： J
—

、，

一 ‘

。

。

r．二·· ： 、‘

f
，

·’ t } ’

这里，风光旖旎，胜景纷呈，险峰、奇岩、幽洞、秀水，交绘成一幅幅绮丽画卷。．

翠微之胜在险峰。区内石峰逶迤，横亘绵延，海拔300米以上石峰94座，其中，

400米以上的11座。座座石峰嶙峋峭拔，有恰似骏马昂首的，有如同莲蓬盛展的，

有好像利剑刺天的，有仿佛双桃献寿的，有酷似卧虎怒踞的，有宛若合掌作礼的，有

犹如腰鼓硕壮的，有好比乌发披垂的，姿态万千，各领风骚。群峰之中，自古至今称

著者，即世称“金精十二峰”。它们是环抱金精洞的翠微峰、双桃峰、合掌峰、瑞竹峰、

伏虎峰、三蜮峰、披发峰、望仙峰、石鼓峰、凌霄峰、狮子峰、莲花峰。古时登翠微游金

精有三条崎岖小道。从三嶙峰经金精洞为西北径；从箦笃谷、苍山，经黄竹寨为西南

径；经一线天为东径。如今，游人步行，多取东径上山；驱车前往，则沿登山公路直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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