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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凉地区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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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境内的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其中符合国家标准的3大类7大景区92处

景观，已逐步开放。举其荦荦大端，首推“山川雄秀甲于天下”的“道源圣地

崆峒山”，或绵亘不断而层递迭出，或突兀高耸而指天摩云；或峻岭与深壑相

间，或峭壁与坪台共处；千姿百态，气象雄浑壮阔，水清林茂，神韵纤巧柔

媚。人云为鬼斧神工造就，或誉为仙山福地。史载黄帝至崆峒，向广成子求教

治国理民之道。秦皇汉武登临，旨求长生不老，而唐宗宋祖关注，则示释道相

济宽容。唐宋以后，尤其金元明清至民国期间，除僧道之外，地方官吏、守边

将领和骚人墨客，或礼佛求道，或游览观光，赋诗属文，赞赏之词传播日广。

李白：“世传崆峒勇，气激金风壮o”北宋学士游师雄不仅留题诗碑于蜡烛峰

下，而且赞颂：“崆峒一何高，崛起乾坤辟!”同时代的张亢从比较中竟认为崆

峒“势压玉关雄”o明代固原总制马文升《游崆洞》诗： “偶上崆峒万仞山，

恍疑身在碧云端。遥看华岳峰三垤，俯视秦川弹一丸”，并生出弃官归隐之念l

“何须更向蓬莱岛，此地令人欲挂冠o”清代的学者、文学家毕沅的《游崆峒

山》诗开篇即云：“笄头障陇云，灵气决双眦，荡摇虚无中，群峰倚天起⋯⋯

西极冠名山，真灵实萃此⋯⋯"谭嗣同《崆峒》诗更具形象性：“斗星高被众

峰吞，莽荡山河剑气昏。隔断尘寰云似海，划开天路岭为f-j⋯⋯"当代著名科

学家钱伟长游罢崆峒题词日：“陇东胜迹，崆峒奇景”，崆峒山的审美价值是多

方面的。

除崆峒山之外，泾川的“王母宫”和“百里石窟长廊”，静宁的“人文始

祖”伏羲诞生地——古成纪、新建的成纪文化城，还有以商周文化为标志的古

灵台，皆以人文内涵丰富为世所重。另有人文与自然景观相得益彰的云崖寺景

区以及潜力巨大的莲花台、五龙山等景区，都是各具特色、引人入胜的旅游胜

地。此外，平凉的黄土窑洞、秦腔、曲子戏、灯盏头、笑谈等表演艺术和独特的民

族、民间风情等都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

随着平凉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旅游事业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o 1983年，

平凉地区旅游处成立，1985年平凉地区旅游公司成立，1994年平凉地区旅游局

成立。1992年开始连续举办崆峒旅游节o 1999年，全区把旅游业作为“二次

创业”的优势行业开发，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培育，大力开展“99生态环

境游活动”，并在周边西安、兰州、银川3个省会(首府)城市开展多种形式



的推彳r活动200(1年．蓍采宾建西井土哥受j宣．平凉抓住旧寡建设西洗海兰

扦坚，齐带甘甫段的靠刊时蜘，奠耐提出翌境内312匡道沼瘦的iv-1__ 平琼、辞

宁“三点一线”连戒全省乃至西筇地玉工赞臻琦经济带曲战略[j#．把旅游业

碡定由仝匡埘”四太主生”3业之一 2002；．捉出建往凡文三枣靠淆基地．

实现旅游≠业遥常规、跨越式，佚发硅翁思路．确立以崆峒山为鸪共，眦王母

言——吐爱鲁和戍纪又化蛾——j递寺奇两翼．，萼拖旨和五电山由是_|掌的”鹅

彤”鼎漕产业开发市局 ：{若骧游#业的发戛．豫游企业墨：t戚长壮士每袁，

靠游碾井体系!]趋完普．“行、蔚、生、食、诲，蜒”6兽素卉磐全噬霄国

际、国内旅{亍社10家．涉外辗赫里绶宾馆(溉“i)18京．茸内旅游接待垂馆

(镟店)、嚣馆110每咏．靠游寸．Z备约行业管理避一步规范化．弗游法割建设

诃见成效是年．共接待境卟旅游者】460人￡．收入321 2 7J元；接待国内旅

游者83 5万人次．收^22250 8万元；台计辕潜i收入22572可元．占日跨生

产计划恩使的3 II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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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6 平凉地区志(下)

陡立；西面接苍松岭，岭脊隆起，斜下向南直插泾河，故又名“龙吸水”；北面连舍身

崖，又名“鹞子翻身”，集奇、险于一处；西北方依笄头山，断壁绝壑，山腰跃起的峰顶

上大下小，兀立逼天，怪石累累，形似串珠，故又名“垂珠峰”。又北方，遥望有状如凤

凰展翅欲飞的风凰岭，烟岚缭绕，色彩迷离；又有神似雄狮的狮子岭和耸立如削的天台

山；其东侧有五峰并列，远望如束发老翁稳坐椅上，名日“老君峰”。马鬃山之西与垂珠

峰连成一体的有翠屏山，亦称大马鬃山，系崆峒顶峰，海拔2123米；与之相邻的有麦垛

山，其整体浮青绕碧，云岚聚散，望中犹似画屏，并由此得名“翠屏”。 ．

马鬃山东下方，有略呈鸡爪形的五座山峰，五峰顶部呈大小不一的坪面，俗称东、

西、南、北、中五台。中台处于通向马鬃山及东、西、南、北四台的枢纽地位，其余四

台面积较小，而植被更为丰厚。还有堪称一绝的灵龟台、大象山等都是得天独厚之景致。

山上所有峰岭崖台均由宽窄、深浅不一的峡谷分割而成；岩崖上多有石洞。峰岭的

排列，总体是西高东低，中部隆起，高低相间，错落有致，或缓坡或悬崖或陡壁或有序

或突兀，不一而足，构成了天然的审美图画。

大阴山、十万沟、太统山等景区亦各具特色。或山大沟深，或昂首天外，或辽阔幽

邃，或气势磅礴。

植物动物崆峒山植物繁茂，今之14平方公里的主景区，森林覆盖率达100％。植

物总数有1000余种，其中蕨类植物30种，裸子植物17种，被子植物881种。被子植物

中，以菊科为主，蔷薇科次之，禾本科第三，豆科第四，毛茛科第五。

峰岭阴坡，以辽东栎和鹅耳枥占绝对优势，有少量油松、华山松、圆柏、刺柏、圆

宝枫、暴马丁香、木梨、杜梨、膀胱果等杂生的落叶阔叶混交林；林荫下灌木丛生，主

要有虎榛子、土庄绣线菊、水枸子、高丛珍珠梅、葱皮忍冬、陇寨忍冬、陕西荚迷、榛

叶荚迷、瘤枝卫矛、粗叶五加及毛榛等，构成了群落相间、层次分明的植物天地。

峰岭阳坡，植被类型为灌丛草地。灌木中以白刺花和沙棘占绝对优势，其次有胡枝

子、黄蔷薇、杭子稍、互叶醉鱼草、短尾铁线莲、截叶铁扫帚、多花胡枝子、小叶金老

梅和茵陈蒿等；草本占优势的有萱草、甘草、二裂叶萎菱菜等；其次有野菊、牡蒿、金

色狗尾草等。乔木有榆、大果榆、山杏、山桃、文冠果等，植株皆不高大，且稀疏散生。

峡谷沟道区内，“V”型沟谷底部的水里生长着藻类植物，如丝藻、轮藻及其他绿藻；

崖边则生有水麦冬、水苦菜、小灯芯草、芦苇、葡萄茎剪股颖；岸上有大百合、茴茴蒜、

施覆花、苍耳、七枝一叶花、鹿药、射干、淫羊霍等；沟岸灌木与阳坡相似，另有绢毛

木绢子、沙棘、冻绿菜等，乔木则有山杨、茶条槭、少脉椴、稠李、湖北花椒等。

崆峒山古树名木有lo多种，尚存50余棵。有的高大伟岸，有的遍体苔藓，有的倾斜

欲坠，有的孤傲独尊，错节盘根，示韧显神。

花卉点缀于林间、道旁，或高或低，各据其势；或明或暗，各得其时；多彩多姿，

芳香宜人。三四月有樱花、山桃、毛叶欧李等次第开放，五月有木梨、山丁子、杜梨、

苹果、马先蒿、点地梅、狼毒等相继开花，与遍山绿色相映成辉。六月300多种花卉中，

引入注目者有珍珠梅、绣线菊、黄蔷薇、山楂、山梅花、东陵绣珠、芍药、牡丹、丁香、

暴马丁香、互叶醉鱼草、华中五味子、四蕊猕猴桃、珠子七、金银忍冬、及哥兰叶、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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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叶蛇葡萄、红皮椴、坚桦、辽东栎等，姹紫嫣红，争奇斗艳。七八月有细叶百合、卷

丹、大百合、火烧兰、唇舌兰、胡枝子等，亮丽醒目。主宰九月的有甘露子、鼠尾草、

泡沙参、紫斑凤铃草、党参、柳穿鱼、角蒿、蓝盈花、野菊、阿尔泰紫菀等等。十至翌

年二月，山狗娃花、二裂萎菱菜、达鸟里龙胆及侧柏、白榆、乳花点地梅、蒲公英等在

清朗严寒中展示其耐力和韧性。

其中，有药用价值的党参、黄精、猪苓、木灵芝、灵芝、猴头菌、玉竹、卷丹、泡

沙参、金银花、短梗忍冬、中宁枸杞、甘肃黄芩、连翘、大叶三七、秦艽、香薷、崆峒

天南星、羊齿天门冬、大百合、藜芦、射干、红毛五加、狼毒、远志、红花岩黄芪、甘

草、地榆、索骨丹、华中五味子、短角淫羊藿、松潘乌头、石竹、大黄、北桑寄生、中

麻黄、银杏等50多种。

崆峒山动物有270种，其中无脊椎动物84种，脊椎动物186种(参《野生动植

物》)。列入国家保护的鸟类有黑鹳、雀鹰、苍鹰、大鸳金雕、草原雕、秃鹫、燕隼、游

隼、红隼、勺鸡、红腹锦鸡、灰鹤、大鸨、雕鹗、长耳鹗等；哺乳动物中列入国家保护

的有豹、林麝、石貂和金猫。

水泉云雾崆峒山前峡有泾水映照，后峡有胭脂河潆绕，两水于山之东侧望驾山脚

下汇而为一，滔滔东去。明人赵时春日：“崆峒得泾而势愈雄”，“舍泾则无以见其尊”。

崆峒前山下的泾水，如游龙穿山越谷，水流风鸣，淙淙有弹筝之声。从泾水之源至崆峒，

两岸峥嵘，水清见底。崆峒水库，水面如镜，为崆峒增添了南国风韵。水色天光，山姿

云影，相得益彰，如诗如画，既呈秀丽之艳，又现雄浑之美。

后峡胭脂水，河床多由大小不一的卵石为底，地势高低起伏，河水迂回曲折。

崆峒山云雾变幻莫测。或若飞絮，或似堆棉；时与峰顶比高，同绿树争胜。有人曾

以诗描绘崆峒山雾海云霞之奇景：“上山直上山之巅，五色祥光映晓烟。鸟道云冠迷去

路，深沟雾锁昕流泉。”

第二节 人文景观

寺观庵殿唐初始有僧人和道士先后开创寺院和宫观，历宋、元、明、清以至民国，

鼎盛时期，琳宫梵刹达42处，房屋650余间，其显要者有“八台九宫十二院”o保存较

好的有明代创建的三官殿，位于雷声峰脊；有明代万历四十一年(1613)创建的雷祖殿，

位于雷声峰中部；而皇城真武殿、太和宫，始建于宋太祖乾德年间，毁于清初，康熙十

五年(1676)．重修。1982年后，佛寺道观逐年增多，最为壮观者乃位于中台的法轮寺。

亭廊塔幢宋时有会景亭、参云亭，元代建有眺丰亭，其后有笄头山亭、栖云亭、

望山亭、六角亭、丰乐亭，皆废。后重建栖云亭、观景亭和黄龙泉亭及四角亭。1997年

在朝天门路旁建太阳掌亭。

崆峒山中台有建于宋代且保存较完好的七层凌空塔，现存的还有普通塔、灵秘塔、

隐相塔和大彻塔。

崆峒山的石经幢系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 101)刻制，今存于法轮寺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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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东西两侧分为钟、鼓二楼。入正门，迎面有王灵官彩塑，殿内祀玉皇、玉清元始太

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等道教诸神像。老君楼上层祀太上老君等彩塑像，两

壁82幅彩图，1982年，整体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7年建起皇城城墙，药王殿前增设天坛炉。

皇城北下为天仙宫，俗称子孙宫，系四合院式建筑，面南者为轩辕楼。此宫初建于

明代，供奉送子娘娘，乃民间求子之所。殿内主祀“送子娘娘”。

雷声峰亦作雷神峰，与马鬃山南缘相接，由高而低向东南延伸。峰顶如石鱼之脊，

最宽处仅三五米，两侧为深谷。宋代即辟为游览地。石阶绵延，险处置铁索，供游人攀

登。雷声峰与马鬃山接界的沟岔悬崖上有一石洞，可容单人穿行。沿沟谷常有云雾升腾，

至洞口则弥漫人洞，故名归云洞，亦称青龙洞。清人韩荣佑诗云：“一峰突出众峰巅，复

道行空势若连。铁索牢攀幽磴转，板桥危度断崖悬。探奇只在青萝外，览胜惟依碧岫边。

谷底云腾雷送雨，依栏红日艳中天。”

雷声峰上有雷祖殿、三官殿、玉皇楼、三星殿、圣父圣母殿和金光殿。雷祖殿祀雷

神，1982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此殿位于峰脊中段，得其山势，具小巧玲珑之美，

建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原名九光殿。中门楣有韩王题书“九光殿”、“神霄玉府”

阴文。内壁上有雷部诸神行云降雨、除雹伏妖浮雕。三官殿亦称三元殿、南云堂。祀天

官、地官、水官，位于峰脊上段，建于明嘉靖年间，道士王全真主持修筑。万历四十三

年(1615)，道士霍真祥主持修葺，后曾多次维修。1982年，崆峒山道教管理委员会主持

补修。玉皇楼亦称玉皇殿，祀玉皇大帝。明正德七年(1512)由道士王全真创建。清咸

丰十一年(1861)，由道士赵志诚重修。1981年，补修。三星殿位于玉皇楼下方，祀福、

禄、寿诸神，创建于明代，因其石洞通道奇险，故人喻为磨炼意志之“生死门”。圣父圣

母殿，亦称火龙圣母殿，位于雷祖殿上方。创修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祀圣父圣

母，堪称“奇巧灵秀”。金光殿亦称眼光菩萨殿，仅存铁殿宇l座，长、宽、高各约50

厘米。其坐落处巨石上有深约20厘米的石窝，雨后积水，数日不涸，人称洗眼泉。

棋盘岭又名铁棋坪，位于雷声峰下方，传为广成子、赤松子对弈处，另有陈抟与

赵匡胤弈棋之传说。地势较平旷，且有巨松挺立其间。清风习习，松涛阵阵，游人至此，

树下憩息，回望险峻的雷声峰，俯瞰水库潋滟波光，多流连忘返。

岭上有眼光殿。1949年创建，1958年废圮，1982年修复。西殿祀九天圣母；东殿祀

孙膑、赵匡胤、陈抟像，称三圣殿。山坡东北约70米处有龙君殿。建于清代，1958年废

圮，1989年由固原县民史清润等募资重建，内祀四海龙君。

笄头山位于皇城与香山之间。因山形似笄发状而得名。峰峦之间，树木茂盛，尤

以苍松岭为最，极目望去，翠色映天。传说秦始皇曾登临此地。其西南下临百丈悬崖，

为古“鸡头道”必经之地。明代，峰顶曾有“笄头胜概”亭，笄头西南山丘有净乐宫与

之对应。均废于清末。民国2年(1913)，陈树藩出资重修，但功亏一篑。21年

(1932)，至35年(1946)续修告竣。后毁于“文革”o 1989年，平凉索罗人李守甲等会

众募资重修，历经6载，建成大殿3间、厢房8间。1996年至翌年4月，宫院内修观音亭。

中条岭笄头山北麓有一短峰直插沟底，东邻西台，西接太阳掌，故以“中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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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2 平凉地区志(下)

3楹，另有长廊供游人赏景。

南台亦名南峰，位于中台南端之下三级阶地，沿紫霄宫向南约千米，台顶面积

约5亩。台上布满茂密的次生林，亦有古松翠柏。台之东西两侧均系陡坡，蓊郁森森。

直达谷底。西侧谷底即前峡上山通道较为显豁；东侧谷底与东台接界，幽邃寂静。这两

处因坡陡难以攀登，故游人很少涉足。立于台之南端绝壁之顶，崆峒水库即在眼底；视

线西移，可观赏王母宫全貌；举头西望，马鬃山、雷声峰，斑驳入目。

南台旧有寺观，现已荡然无存。仅9间矮小简易平房，是武术爱好者居住和习武的

场所。其地有明天启二年(1622)立的《创修十方禅院碑记》，和清康熙五十四年

(1715)立的《创修招鹤堂记》残碑，清光绪元年(1875)立的《万善同归》碑及光绪

十八年立的《重修崆峒山招鹤堂文昌殿碑序》，还有不辨年代的《重修藏经寺碑记》《重

修崆峒藏经阁碑记》《重修崆峒山真乘寺水陆殿碑记》等，皆没于荒草乱石之中，多残缺

不全。

南台旧有通天观、邱祖殿，历代皆有修葺。1963年拆除。

北台从中台向北，行约里许即达北台，台呈狭长形，北端略为宽阔，路较平坦，

地势渐次低下，沿途林木掩映，枝叶纷披。整体竞由两条狭小天堑分割成两处“孤岛”。

“孤岛”与整体若即若离，亦有游人探奇寻幽来此。“天堑”之上，架独木桥，久之渐朽，

人称其为“朽木桥”，好事者为之玄化，朽木桥成了检验游人善恶之“试金石”，即善人

过桥，朽木不断，恶人只能望桥却步。后建宽不过3尺的仿生钢筋水泥桥，名日修渡桥。

明至清代中期，北台曾有12株古松，清乾隆中期陕甘总督杨应琚在游崆峒山后有“北台

以松胜”之誉。清末平凉知府善昌诗赞北台：“到此山更好，奇峭莫能名。雪就峰头养，

松争石隙生。寻幽谁有癖，坐久我忘情。但得游仙境，何须问广成。”北台偏东有转轮

冈，今存紫果云杉(俗称孑L雀柏)l株，胸径近80厘米，树高16米；另有17至24米高

的油松4株、圆柏3株。转轮冈有招鹤堂。此前冈上曾有茅庵，内祀弥勒佛。清康熙三十

九年(1700)时任整饬分巡陕西平庆盐法道按察副使李经政游山至此，见玄鹤盘旋于蓝

天，欣喜兆之降I临，捐资嘱僧人扩建，遂成面南大殿5楹、面西弥陀殿3楹、面东文昌殿

3楹，同时于东侧掘池蓄水，名日浴鹤泉，总称招鹤堂。又购置田产230亩，以田租作为

供奉香火之资。清同治初，寺废泉湮。光绪十八年(1892)，道士彭元发主持修复面北大

殿。其后道士杨永龄又长期经营护持，于民国26年(1937)将正殿改建为三清殿，恢复

坐西文昌宫，又增建武圣宫和附属房30余间，同时整修山门，整体焕然一新，时有名流

相聚，题字作画。国民党元老草圣于右任等曾客宿于此，应邀题写：“招鹤堂”和“紫霄

宫”匾额，并书“白云依稀归去，玄鹤想像飞来”一联。1958年后日趋衰败，原藏书画

等文物散佚殆尽。1984年，朱明等募资建面东土木房4间。1988年，乡民朱天宝出资建

面北砖木厢房5间。1993年，道教会众集资重建明柱走廊七龙檐科正殿5楹，厢房8间，

名日三清殿，主祀太上老君等彩塑像，1996年竖碑以志。

北台旧有五台寺，创建于唐代贞观年间，即与明慧禅院先后辟为佛教道场。因地势

平坦，环境僻静，历代多有修葺。民国25年(1936)重建(由平凉最后一位举人郑溶主

持重建)，名日西方三圣楼，系二层土木结构，共5楹。1958年后毁。1984年重建面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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