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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巍巍的钟山

南京是江苏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

的四大古都之一，是一盛名胜古迹芸萃、山水佳哥的城市c

元代文人胡胡文在《游钟山记》中曾经说过"江棋南形桂元如

升，钟山又升最胜处"。南京古称升州，这句话躬意思是说，江南地

区风景最美的首推离京了，雨钟山又是南京风景最美的地方。今

天，钟出旬以其丰富的人文景观和优美的自然景观著称，可以说，

游南京而不一睹钟山风采，那正如游泰山雨不上玉皇颠一样，不能

不说是快事中的一大憾事 c

游龙盘曲的钟山

钟山位于南京市东郊，交通极为便利，这是钟山成为南京著名

风景区的有利条件之一。

钟山在历史上有过许多名称。公元前 333 年，楚戒王打败越

嚣，在此提出埋金，以镇王气，因而得名金陵山，这是钟山最早的名

称，也是南京到名金陵的由来。汉代开始称种山。东吴时，因避孙

权祖父名讳，以汉稼陵尉蒋子文战死于此山，改名蒋山。东晋初，

西常见山上呈紫色光彩(其实是紫色页岩在自光下的光辉) ，又稀

为紫金山。南齐时，困山在援北，又称北山。南齐尚书孔稚圭写过

一篇《北出移文)，就是指钟山。到了费朝，由于明太桓葬于此山，

嘉靖十年(1531 年) ，又攻名持烈山。

钟山在古代被誉为江南四大名山之一。唐朝《地理志》记载:

"江南道，其名也衡、庐、茅、蒋。"这里的蒋山就是钟白。钟山声名鹊



起，与诸葛亮的称誉有很大关系。旱在三国时期，诸葛亮为联吴抗

曹，出使东吴，来到金陵。他看到山JII~势险要，曾赞叹道"钟山

龙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从此"龙蟠虎踞"扬名四海，成为南

京的代名词G

钟山属宁镇山脉，宁镇山掠是南京与镇江之间一系列出丘的

总称，是保罗纪末到自主纪初在扬子古陆东部通过宁镇运动市形

成的-条向北突起的强形裙皱，钟山位于这条禧皱的西端，是宁镇

山融中最高的一座山。钟山平菌国呈弓影，弧口向酶，东翼向西南

倾斜，西翼向东南倾斜，东西两端相距七公里，南北宽约三公里，沿

出一周长约二十三公里。

钟山外混大略如笔架状，有三座山峰。主峰在中，名叫北高

峰，海拔 448.9 米:东蜂又称小茅山，海拔 365.8 米，西锋称天堡

山，海拔 244.5 米，太平天国曾在此筑天堡壤，现在是紫金山天文

台所在地。

此外，在主峰的西髓，有一座二峰，高 425 来，古称头蛇岭，这

里巨石壁立，山峰险梭，风光绝佳，紫金山索道终点站就位于此。

在主埠与东峰之间，有一连缓缓的中茅出，海拔 351.1 米，著名的

中山棱就在中茅出下。在钟山的最东端有-崖不高的山峰，叫做

红茅i岭，古称木公山，高 210 米。紫金山各山峰之前，还有三个山

口:红茅i岭与东峰之间的山E叫东马腰:中茅山与主峰之间的出口

叫中马腰;二峰与西峰之前的山臼叫西马腰。

据说在很罕以前，民前流传着这样一个美酶的神话:钟山本是

一条紫红色的龙，因触狸天规，被玉皇大帝撵下凡尘，化龙为山。

显然，神话仅是动人的传说，窟朝诗人李商隐在《咏史》里问道"三

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

登上钟出之巅，到处可以看到跤结成团的光滑的碌石，边员研

究表畴，这种光滑的碌石是河流的沉积物，它们原来是远处山上风

化蔽碎的岩石碎块，由河水挟带雨下的，在长途迁运过程中，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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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相互摩擦，逐渐变得圈滑光亮如同辑部石。但是，这些河流冲刷

造成的碌石怎么会到钟山班上去的呢?原来，在距今大约一纪八

千万年到一亿五千万年前的保罗纪时期，这里是一条大江，后来，

到中生代晚期，南京地区发生造山运动，钟山一带的岩层受到水平

方向挤压力的作用，产生强烈的抬升和黯裂，从前成水平校的岩

层，由北向南倾斜，于是钟山就从地面上吃立起来了。

钟山的政部因为是以坚硬的石英琛岩椅成的由脊，因币不易

风化。佳由北侧却是紫色或紫红色的粉砂岩、页岩，容易风毡，两

费j岩石性虞悬殊，经长期风化以后，北倒的页岩、砂岩被剥蚀、冲刷

哥去，形成断崖蜡壁。这条自自壁沿着自脊遥远而行，宛如一条潜龙

盘曲于钟山之巅，在玄武湖、鼓楼、北极商等地都能清晰地看到这

一绝壁。当年诸葛亮在清凉出遥看南京的山)JI形势，作出"钟出龙

蟠"的感叹，也许与这条蜿蜒似龙的峭壁给他留下的印象有关吧!

浩瀚似海的森林公园

钟由以山闻名，又以森林公园著称。

钟也位于北纬 32
0

•属北亚热带，年平均气温 15.7t 。由于气

候温和，雨水充足，自然生态环境优良，对植物的生长十分有利，西

而钟山自古就是一片郁郁苍苍。据志书记载，旱在东晋就已在钟

出植树，六朝宋代又令"诸州耳束剌哥司j史罢职还者栽松三于株

一个叫敛栽松晓的地名。意代大诗人李白在《金陵歌送射击宣》一

诗中写道"钟山龙蟠走势来，秀色横分历招树。"可见在唐代，钟山

己是林木繁茂，满山苍翠了。元朝文人胡娟文游钟山时，看到的是

"夹路松阴，亘八九里" "修董老拴，万绿相扶"。明初在此建孝陵，

栽栓 10 万株。明太远还在钟山南麓开辟攘园、桐园、棕园，栽植潦

树、桐树、棕树各 50 万株，派军士屯植，所产漆、桐油及棕绳供造船用。

此外，明代还在钟山南麓广种吉稽，至今尚有畜稽茵的地名。明代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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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虹还产香梅木"干霄蔽 13 ，大可数围"。"费时113家构屋拣梁之材，

兹为上选"。明清时期，灵谷寺一带松爵夹道，苍翠欲滴"灵谷深

松"被誉为金陵四十景之一。可克在古代，钟山就是南京近郊的一

座森林公囡。

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勇史中，钟山的森林也曾屡遭劫难，凡度死

生，其主要原匾，是战乱带来的人为破坏。钟山紧逼南京城垣，地

势冲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东晋苏竣之乱，梁代侯景之乱，睛

军平陈，岳飞抗金，朱元璋攻入南京，清军围攻太平天国，辛亥革命

先复南京等等，都曾以钟山为战埠。战火的破坏以及政权的更迭，

每次都给钟山带来一场灾难。晓亡以后，钟山的林木，勇遭斧研，

孝陵样板，沿街兜售，原来满吕苍翠的森林，到清初届大钧来潜钟

出时，已"弥望无一存矣"。清辑咸丰年|哥，清军在孝棱卫设江南大

营，rnJ攻太平军，长期的战火再次使钟山的森林遭到严重藏坏，全

山除灵谷寺、万福寺、紫霞洒、孝陵墓等地还有数处残林外，己是童

出灌灌、石碌尽理的一座秃山了。

辛亥革命时期，离京金陵大学有个美国教授裴嵌里，他看到大

批流民充斥南京街头，无以为生，商钟山却没有开发利用，满山荒

芜，就去拜见孙中山，建议发起成立一个"义农会..组织流民在钟

山植树造林，以工代赈。他的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孙中山的赞许，

再中山第一个在发起书上签了名，还拨紫金山荒地 4000 亩给他。

后来，裴依里征得袁世凯、段祺瑞、宋教仁、黎元洪等三十多位名人

的签名赞助。义农会成立后，在山前老营盘一带栽植马尾松、杉木

等，经过十多年经营，开辟茜圈、果园、桑因等 400 多亩，造林数百

万栋。 1916 年，当时的江苏省政府又在紫金山前国方城一带设立

江苏省第一造林场，到 1923 年，开辟苗圃 700 余区，每年出苗 500

万株，还造林约 1500 亩。 1924 年发生江浙战争，省政蔚财务支绍，

造林场和义农会的经营停滞。 i这茧，国内时局动荡，统治南京的军

捋豫走马灯假地更换，社会秩序混乱，钟山的森林又遭厄运， 甜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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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趁机聚众上出盗伐林木，数目间将出后数百万株树木砍伐一

空。

1927 年北伐军占领南京后，局势才安定下来。 1928 年 3 月，江

苏省第一造林场划归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改为中山段菌，从此，

开始了有计划的全面造林。至U 1936 年，共植树 846 万株，紫金山己

基本郁郁成林，成为一个以纪念性名胜为主的森林公园。

抗日战争时期，除中山陵墓、灵谷寺、明孝陵、天文台南坡一带

外，全出森林绝大部分遭到破坏，损失达 5/6，尤其以山后最为严重，

有的地方连树根也被挖尽，共计提失松、标等树木 5∞余万株。

抗战胜利后恢复造林， 1946 年至 1948 年三年间营造拾林及栋

林 8500 亩，共植树 204 万栋。

建国初，破坏林木的现象十分猖癫，尤为严重的是，山后上下五

旗、青黄马、岔路口一带的农民，不但夜间输伐，甚至白天也敢聚众

前来艳伐。霞国警卫人员前往制止，说服教育，非但不听，竟动用于

榴弹炸告援国卫士。后来，人民政府提出公安部队协同巡逻护林，

并逮捕了为首盗伐林木的 11 名猩罪分子，才如住了碌'坏森林的歪

风。从 1950 年起，陵园展开了全面的造林。南京首任市长刘伯承

亲自从云南调来大批树苗，供紫金山造林。我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

还从印度运来雪蛤种子，供援园栽植。到 1962 年，共撞马克松、黑

松、枫香、雪松、杉木等各种树木 439 万余株，还在北坡直播麻栋 70

公顷。至此，紫金山绿化造林基本完成，除东北坡岩石裸露地以外，

全出已呈现一片苍松翠柏、郁郁葱葱的森林景现。

1962 年到 1965 年春，又集中力量在东北坡岩石裸露地区栽植

黑松等 40 万栋，在风景游览区试造小片雪松林，至此，紫金山真正

成为一瑾森林公菌。

f旦是，随之雨来的十年动乱却给钟r1J带来了灾难，林木被盗伐，

林中出现大量"天窗"林相被破坏，甚至苗圃也被改作程自。"文

革"结束后，鼓盟大力开展补撞造林和林梧改造，至 1982 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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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植雪松、黑栓、杉木、国外松等各种树木 300 余万株，全面完成了

绿化。

在植树造林的同时，中山陵盟还积极开展森林保护、病虫害防

治等工作。大面积森林形成后，病虫害也猖撩起来。本世纪 30 年

代和 50 年代陵园都发生过大面积松毛虫危害，当时缺乏先进的技

术，只能动员大量人力，采取人工捕虫、剪杀，后来采用人工喷撒药

艇，收效都比较小。 60 年代以后，开始采用航空化学防治，病虫害

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除了病虫害以外，森林防火也是一项重要的护林工作。紫金

山上有两条横贯东西的防火路，林间有许多防火林道。鼓菌还有

消防车和提防队，每年 10 月至次年 4 月实行封出制度，禁止游人

登山，从商控割了火灾的发生。

为了保护森林，踪了预前自然灾害，还必须禁止乱砍滥伐。但

在 1960 年，为了支援农业，紫金山的森林却一度被大量采伐，仅

10 月 8 日至 10 日三天内，就采伐栓杂木料约 900 立方米。就在

这个时候，黑恩来单、理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莫尾克公主到南京游览。他登临紫金山天文台，途经太平门，沿

途看到采钱的大批木材堆集在路边待运。在陵墓附近，坷总理下

车与陵园工作人员交谈，询问采伐木料的情况。他听到工人反映

的意见，不在愤慨，语气沉痛丽又意味深长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大，难道这点木材就不能供应吗?紫金山、中山建蜀，不仅是

南京市的、江苏省的，也是全国人民的，一定要保护和管理好。"第

二天:采伐工人就全部撤走，市里也不再向棱园索取木材了。周恙

理保护了紫金山森林，保护了中出建国住美的自然环境。

今天的钟山，山峦起伏，林涛绍海，一片辞人的绿。据统计，在

紫金山地区，共有 600 多种植物。这些林木大部分是人工培育的

风景林，其中针叶林占到一半以上，所以，不论时序交替，游人都能

置身于浓荫苍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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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明孝陵前的梅花山是南京人民踏青赏梅的胜地，万株春

梅与碧桃、攫花、茶花争相吐艳，向游人费开欢迎的笑脸。近年来，

棱菌又在梅花山东麓开辟新梅园，新植梅树 2500 余株，从南与原

梅花山共同形成了万株梅园。

夏天，虽然烈日当空，骄阳假火，{旦在钟山林区内，去F凉风习

习，故葫蔽日。陵园已在山顶景区增建了林闰度假村，游人至此，

暑热顿消，可与庐山避暑相媲美。

秋天，是登高能季节，也是游览钟山的最佳季节。这时若登上

灵谷塔，因顾茫茫林海，但见秋色斑髓，红的是枫，黄的是银杏，绿

的是松柏。秋风一起，满山摇曳，忧若一蝠彭色的噩图。下得塔

来，薛阵桂香扑鼻，陵园在这一带栽植了上万株金桂、银挂和丹桂，

形成万株桂园，香飘数里，令人，奋醉。

冬天，万木凋零，组明孝§室内的天竹、膳梅却送来了一片生机。

倘若纷纷扬扬一场大雪之后来到陵匾，但见遍地银装素裹，千树万

树梨花开。潜人在雪景中摄影留念，更是不可多得的美景。

除了万株梅园、万株挂国以外，近年来陵园又在紫金山天文台

北侧山麓开辟了万株肯蜀，栽植毛竹、酣竹、淡行等近万栋，总面积

达 1100 多亩，成为-J=t竹海公园。

总之，钟山是一座令人神往的森林公匾，只要你走进了这座神

秘的世界，就会每时每刻感受到森林的魅力，感受到绿的爱抚，感

受到大自然朴实的美，令你流连忘返。

优美的自然景观

钟山还有着丰富的自然景观。在古代，钟山以其位美的山水

名胜，吸引了众多的游人。

在钟山之巅，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一人泉，所谓一人泉，是指这

股泉水很小，仅容一勺，只能供一人饮用。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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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低处流。一人泉在主峰绝琪的岩壁间，常年握之不绝，永不干酒，

令人辑:奇。因此古人常常不避珉险，登出探寻一人泉。自前陵园已

开辟出京景区，铺石筑路直摄一人泉，并在泉边刻石，供潜入挠胜。

主峰之西，即头陀龄，这里巨石壁立，形势险要，视野开润，自

然风光十分健美，游人在武远挑大江南北的金陵风光，一览无余。

清代曾在此筑有一座"苏来阁"以纪念宋代大诗人苏东坡与王安

石携手同潜钟出的往事，期内奉有苏轼像。吕前，头陀岭是紫金山

索道的终点站，并筑有白云亭、石坊、服务亭等设施。

钟山离制，呆水很多，除了一人泉以外，还有宋黑泉、道光泉、

黑龙潭、八功德水等。这些泉水都十分清澄，适于饮用，古人常在

泉边建筑寺店。如宋黑泉边有宋熙寺，道光泉边有灵耀寺，八功德

水侧有明庆寺。黑龙潭在一人泉西，深广不过数尺，梧传曾有龙

见，医需得名。黑龙潭边也建有一座七佛庵。

这些泉水之中，名气最大的是八功德水。八功德水位于灵谷

寺附近，又名龙泉，现在只是-t5l石栏菌起的方池，地内因被游人

投以杂物商污染，其实，这一带的地下水水质是非常好的。省地质

黯探队曾对八功德水进行过化验分析，一致认为八功德水确是不

可多得的位质矿泉水，具有治病养生的功效。今天的灵谷寺内有

一口加盖的暗井，其水源与八功德水相通，水质特遣，游人鹊或饮

扉，无不大加赞叹。

正因为八功德水水质特清，古代曾流传有关的神话传说，因市

名声大振。据志书记载，梁霸天蓝年间，有一位西域和尚游到金

陵，见巍巍钟山，吉木参天，巧石膏林，幽邃如画，便在钟山结庐修

行。有一天，因为口渴难熬，他到丛林石隙闰寻觅出来，突然看见

一位长须启发、浓眉大耳的老寿星从林中走出来对他说"我是此山

的山龙，知法师渴饮，特凿功德泉，供你饮用。"言毕，提起手中之杖

往地亨一跺，顷刻间出现一泉眼，碧清的泉水从中涌出，这就是八功

德水。数年后，又有一位高僧从西域来钟山，品尝此泉后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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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道"西域有人娃名泉，不久前，有一泉干泪。 j比寒水与西域温

泉水味吉凋如出一辙，莫非竭镀盈此乎?"

明代颜起元有一首写八功德水的诗"阿挥浩中一掠分，飞流

远注湿啻云，摄来试若长廊下，醋既松涛送击嚼。"这首诗说的是关

于八功德水的另一传说:梧传魏太平真君元年，有一个叫法喜的和

尚在钟山结庐修行，苦于山中乏水，他焚香七天，祈祷于西天阿踌

池，终于获得或泉。

宋代杨备的诗中，写的是八功德水的又一传说"翠壁如屏旱

不桔，-75L吉滑饮最醋。高{曾主UJ比闻丝竹，还有金鳞对跃无。"(六

朝事迹编类》记载说，有一个叫罢隐的高僧云游钟山，忽闻金石丝

竹之音， f也沿着山崖寻声找去，见清泉一埠，晶莹透彻，粒粒水珠跟

着石隙滴落在青石板上，发出"滴答"、"滴答"的清脆声音，好像轻

捷慢捻的琵琶声在也静的山林中图响，由此发现此泉。

前两种传说带有神话色彩，后一种传说倒出较黠近真实。八

功德水之所以遐远闻名，除了它的神话传说外，主要还是它的水质

特清，具有治病养生，廷年益寿的功能。古书记载，八功德水的水

质可以用八个字来模括: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

锺，)\.蜡病(桂病) ，故名八功德水。据记载，早在梁朝时，寺院键

人就曾用此泉水为百姓治病，有瘤疾旗症久治不愈的，只要长期饮

琦八功德水，就能病除康复，因此寺院僧人把饮八功德水说成是饮

醒酶〈佛教比喻最高的佛法，谓醒酶〉。六朝时期，皇宫里还专门派

人瑕八功德水供替罪厨用。令人称奇的是，无论大旱洪涝，八功德水

的水量始终保持不增不戚，清彻甘美。古人曾有诗赞B :"初尝但

得烦心解，再饮能令百虑空，软美轻清无眼好，经中所说正相同。"

自梁代以来，达官贵人、平民百姓纷纷慕名前来，酌水焚香，求

神括福，八功德水遂成为钟山名胜。后国哉乱，八功德水一带的树

术被砍伐一空"风雨不窟，荆芜吕起，寂寥山河，孰为起废。"素负

盛名的功德泉竟废。北宋天圣年间，史馆学士兰陵萧公访求到八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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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水所在，他出资从南康(今江西星子县)购得八块井极石，在泉眼

囚周立壁竖井，并于其上建亭，以保"灵源之苦冽"。从此八功德水

就以井水的形式出现。到了南宋嘉定年间，编修钟将之从长沙来

金霞，慕/气功德水之名，特地到钟山寻幽探胜，见八功德水井亭颓

散，井壁残破，又捐资扩建，并在井旁筑一高台，将井、亭、台修缮一

薪。次年正月初三，钟将之亲率僚属登高台，饮甘泉，为自祈年，→

时传为佳话。元代及明初，人功德水钝又建有观音亭、踵通高等，

成为一处景点，凡来钟山者，必到八功德水一游。

明清时期，盛传所谓"水随寺迂"之说。传说人功德水原来是

在独龙亭的宝公塔附近，即现在的明孝陵、紫霞洞一带，明太捏迂

蒋出寺、宝公塔时，八功德水随着"神僧"宝志一同迂到了灵谷寺。

这样，八功德水更被蒙上了一层神穆的色彰，被视作"圣水"、"出

龙"八功德水的方池被称作"龙池"还在龙池旁建了龙神庙( IIP现

在的灵谷寺)。每逢旱年，南京的地方官员和百姓常来此焚香祈

雨，至今灵谷寺内还有一块祈雨碍，记载着当年祈雨的情形。

其实，八功德水之摞始终在灵谷寺，今天的方池早在明朝以能

就有了。所谓"水髓寺迁"之说，是灵谷寺僧为"神化"八功德水而

虚韵的迷信甜会之说，完全不可信。事实上，明太祖自己就己说

得很清楚，他在迂蒋山寺建灵谷寺之萌写的一篇《游新庵ìè.)中

说"钟山之阳有谷，谷有灵泉B八功德、水"并说"联自至此二

十年余。……游人信士无问春秋四季，时对来往，酌水焚香，涤

意忏罪。"可见在蒋山寺未迁之前，八功德Jjc IIß 己在此，何来

"水随寺迁巧

本世纪 30 年代建谭延闰墓时，为了保留这一胜迹，特地在池

边加了石栏，池中镶龙头两只，一只出水，一只入水，并蔬通泉、源，

使池中终年不竭。

除了八功德水井，钟山还有一些漠流，也是古代胜景。

八功德水旁边的流籁曲水，又叫流杯渠，也是古代一景。六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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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习俗，每年 3 月 3 日上己日，金陵百姓便"被除"于此。所谓

"棱除"是一种古代习俗，为除灾桂邪丽举行的一种议式，其方式

或举火，或熏香体播，或用牲血涂身。东晋时，海西公皇帝曾将出

水疏渣，在此会宴群臣。后来，叉流行每年 3 月 3 吕在此"流杯

置酒杯于曲水上游，任其漂流而下，杯停在淮的面前，谁就饮取，因

此叫做"流筋曲水"古人认为这种形式可以除灾挂邪。明代弘治

进士都穆的《游灵谷记》中写道"流杯水中，落花前浮，随杯丽行至

客前，周竞取以饮。虽不饮者，琦亏待锢忘去。"

钟山南麓还有霹雳沟，位于今四方城西倒，每逢大雨过后山洪

下泻，霹雳沟中涛声如雷，因而得名。宋代诗人王安石曾写诗赞

叹"霹雳沟西路，柴荆四五家，亿曾骑款段，随意人挑花。"

此外，灵谷寺的双玉带水，藏经楼、流徽榻一带的二道沟，虽然

溪流不大，却汇流成施，在山林中形成潺潺流水，为寂静的森林增

添了元琅情趣。

钟山缺乏大的水匪，这是美中不是之处。但稿密的林海中，偶

或觅得-t5f.清边，也能为带人带来无穷乐趣。志书记载，古代钟山

有王毒草之洗墨池，又称洗磷池、洗钵池，位于宝公塔西二里，即在今

中山植物自内。池边有一座木末轩，相传东晋大书法家王毒草之曾

在此掐池研墨作书，该池现己无迹可寻。

为了改变钟山缺乏水景的不足，陵园先后蓄水梅筑了流徽湖、

萦霆湖、军民友谊水库程黄马水库。钟山天然的水雷则有前潮和

琵琶摒υ

前诲，又名燕雀期，位于中出门立。能湖相对于玄武湖，一个

在钟也以离，一个在钟山以北，玄武颜原名后期，前湖之名自此而

来。至于燕雀期名称的来由，曾有一个美爵的神话:梧传六朝时，

梁韶萌太子萧统，才华横道，不幸夭折。梁武帝极为悲痛，命葬于

前海畔，并将生前跑给太子的一只璋璃碗和一只紫玉杯随之陪葬。

后来，有一太监前去握坟盗宝，突然有数万只燕雀飞来扑击太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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