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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序‘育。：．．一⋯～

序言

‘新编《王屋山志》付梓问世，j可喜可贺。借此机会，我谨向为

编纂此志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王屋山是屹立在神州大地上的二座名山。它不仅因其雄、奇、

雅，秀闻名于世，享有中国风景名胜之荣，而且还因其被道家尊为

。天下第一洞天7．搿道境极地刀而成为历代道羽修身养性的理想之

所，享有中国道教名山之誉。它不仅因是。愚公一的故乡和愚公移山

精神的发源地而广为人知，而且还因这种精神经一代伟人毛泽东倡

导而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建设国家的精神支柱，，从而为全世界

所瞩目．
w‘ ’：

王屋山以其特有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在中国大地众多的名

山中脱颖而出，1994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新编

《王屋山志》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全面而真实地记述了王屋山．的

历史与现状，为中外人士全面正确地认识王屋山，提供了一本极好

的参考用书。这对进一步提高王屋山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知名度，

促进济源旅游事业的发展'无疑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

，．由于志书内容涉及面广，历史跨度很大，加之各种主、客观因

素所限，讹误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社会各界不吝赐教，不胜感

激之至．

济源市市长耿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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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新编《王屋山志》主要记述王屋山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自然环境和道

教文化的历史与现状。但为了全面反映王屋山自然和历史的演变过程，有关地

域、．人物、道教官观等不受此限。同时，对与王屋山自然与历史发展有直接关

系的内容，即市城区内及附近的道教官观，自然景观、旅游设施等，也适当加

以记述。
j

，

二、本志采用纪纲志类纵横通陈的体例，实现宏观记述和微观记述的结

合。即以概述i大事记及各专志中的无题小序，综述自然和历史发展之大要，

反映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然后分志各类事物，以反映每类事物的发展进程。

除文字记述外，有的内容还附以图、表。 ：√．
’

三、本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道教的教派、仪

礼、道术、尊神及人物，．皆依据史料直书，不加褒贬之词；对大量的神话传

说，只记其有文字记载的部分；对一些被赋以神异色彩的自然现象，尽可能用

现代科学理论加以解释。

四、本志记述上限始于事物发端，下限止于1995．年底，少数内容直至定

稿为止。
． j．：J．、

五、本志纪年，1949年前，采用各历史时期年号，‘括注公元纪年；’11949

年后，采用公元纪年：。；
7 V∥。。 。。：⋯‘j一。’』。·。 。～。⋯“

六、本志资料；’‘多半来自。旧县志、。旧山志、道书j、档案及有关古籍，部分

来自实地调查，也吸收了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艺文部分一律抄录原著，’只加

标点，一般不加注释。 一。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峰天坛山外，尚有日精峰、月华峰、五斗峰、华盖峰及八仙岭、“大罗岭、七仙

岭、秦岭、五指山、金炉山、‘’孤山、玉阳山、牛心山、虎岭、金山等，总面积

约占全市面积的一半左右，其中被划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面积为265平方公

里． ．

气势雄伟的王屋山，地处古代华夏文明中心区的交通要冲，又是古都洛阳

北方的形胜(镇山)之地，还是古代四渎之一的济水发源地，自然很容易引起

人们的重视。《国语》有。禹封九山”之说．《吕氏春秋》所载九山，王屋山为其

中之一．《禹贡》有“底柱、析城至于王屋”的记载．《山海经》有“王屋之山多

石，派水出焉”的描述。《列子·汤问》中，又出现了。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

可见早在公元前5～3世纪的战国时期，王屋山就已成为中国九大名山之一

了。此后，从汉魏道教之初创，到唐代道教之极盛，4王屋山又被道家称之为

，天下第一洞天”，成为中国道教名山之一。 ．

。

、．

≯孬：： 譬
。

，．。。毫 _．

∥；7王屋山地处山西高原上升和华北平原下降区的边缘，深受山西板块和华北

板块相互挤压和扭动的影响，地质构造复杂，断裂和褶皱非常发育；’又经长期

÷的风化剥蚀和强烈的侵蚀作用，形成了雄伟陡峭的构造断块山地和断层谷地，

-组成了雄0险、奇、秀、幽的山岳景观。 j
’

蚕j ，i仙势陡峭，拔地通天，是王屋山主要山体的基本特征．王屋山西北高而东

0南低，呈中山、低山，丘陵和台地而逐级下降．中山区海拔高度在1000---

4≯1800 2米之间，相对高度在600---1100米之间。主要山峰有天坛山、灵山、日

i精峰i胡华峰、五斗峰“秦岭山峰、圆山峰和水洪池附近的山峰．这些山体都

是断块抬升的山体，经受褶皱和多次的断裂抬升活动及长期的强烈下切、剥

蚀、侵蚀作用，形成今日悬崖峭壁、层峦叠嶂、奇峰插云的雄险景观．主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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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山海拔1711米，可从山麓的阳台宫到山顶，水平距离只有5．5公里，而高

差却达1024米，登顶面南俯瞰，群山。卑如丘阜。，足以显其。独自尊高”．

崖台梯叠，夷险交织，是王屋山景观的又一明显特征．王屋山在历史上曾

有过比较长的稳定的地质时期．地表经长期的剥蚀夷平作用形成平缓地面后，

又被构造抬升，再经风化、重力和流水作用，便在山顶或山脊上残留下小块平

，缓地区．在王屋山许多陡坡，深谷间，往往出现陡崖～坪台～陡崖～坪台的台

。 阶式地形结构。悬崖绝壁与坪台墁坡相互梯叠，构成了山顶平缓、山坡陡峭的

奇特地貌景观。这些山顶坪台，又成为古人修建庙宇、修身养性、观赏山景的

理想场所．一些有灰岩组成的山体，由于受地下裂隙水的长期作用，还形成了

各种洞穴，更增加了山中的美景．

观赏王屋山的峡谷景观尤有情趣。主沟宽且深，支沟邃而窄，主、支沟交

汇处，往往成半岛状岬角尖峰，拔地而起，高差在50～100米之间．这些岬

角，上自坪台，下至谷底，俯视为台，仰视为峰，一角多变，景观丰富．王母

洞前，便是较为宽缓的坪台，台下是深约百米的王母峡谷，凡两壑夹崖处，便

是凌空悬台，登台观峡，如临深渊，风光无限．

飞瀑清泉，幽谷溪流，是王屋山风景资源的又一特色．王屋山年降雨量

700-'850毫米，雨量随海拔高度的增高而增多，且多集中在夏秋季节．在多

雨季节，人们即可观赏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飞瀑景观。境内共有大小瀑布

12个，多分布在天坛山周围的山谷之中，其中最著名的有红龛瀑布和王母峡

瀑布，最高落差达70米．人行谷中，谷底曲折迷离。飞流自空而降，响声震

天，缥缈如烟，仰视天上，时而苍穹如线，时而巨石蔽日，岩隙问树、草、

苔，蔓，生机勃勃，真可谓入奇奥之境，极山水之乐．

王屋山水文地质复杂，地下水类型较多，主要是孔隙水，裂晾水和松散沉

积物孔隙水．地下水遇到不透水的岩层，常有裂隙水或沿裂隙发育的溶洞水以

上升或下降泉的形式涌出地面，成为水质甘淳的泉水．境内可叫出名的泉水近

百个，最著名的有不老泉、太乙泉、洗参泉、麻姑泉等。不老泉位于华盖峰

下，涓涓细流，从未干涸；太乙泉位于天坛山绝顶西崖下，’传为济水之源；洗

参泉位于阳台宫东北，相传后晋名道烟萝子曾用泉水洗参，。合家食之，拔宅飞

升。；麻姑泉在东玉阳山麻姑庙前，相传为麻姑挑水浇麻所用．这些泉水-大

都含有多种矿物元素，是天然优质矿泉水，古今登山之人，所到莫不一饮为

快。 ．‘

王屋山的河流多南北向，源短流急．汛期流量很大，枯水季节水量很小。
● 。

’



植物有连香树、领春木、青檀、山白树，七叶树、猬实、银杏，野大豆，核桃

楸、剌五加、脱皮榆等。植物区系以暖温带的华北植物区系成分为主，兼有其

它区系成分，诸如东北的辽东栎，西北的黄刺玫，西南的华山松，华中的山白

树等，还有向亚热带过渡的具有热带亲缘的红豆杉、构树及主要分布于亚热带 j

的竹类。景区四季分明，植被季相明显。春季，百花竞放，争奇斗艳，‘山色五
4

彩缤纷；夏季，千峰挂翠，万壑披绿，犹如碧海波涛；秋季，万山红遍，层林

尽染，可谓天下一绝；冬季，青松傲霜，翠竹迎雪，恰似银装素裹。景区内观

赏植物丰富，包括观花植物、观叶植物、观果植物，总计400余种。还有不少

名木古树，值得精品细赏。华盖峰下的银杏树，干围9米多，树高40余米，

树龄已有2000余年。阳台宫中的7棵古树，树龄皆在千年以上。七叶树干粗 ；’

枝繁，勃勃生机；周围拥立着5棵苍劲古朴的桧柏，凌空虬枝，似龙似凤，独

具风韵。良好的植被环境，为珍禽异兽的栖息繁衍提供了条件。景内共有动物

180余种，其中属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20种，计有：猕猴、豹、香獐、青

羊、鼯鼠、水獭、大鲵、中国林蛙、隆肛蛙及金雕、鸢、大鹜、玉带海雕等。 ～

王屋山气候与平原地区有明显差别，海拔愈高气温愈低。最热的7月份，．

平原地区月平均气温27．3℃，而海拔1100米的王母洞，月平均气温只有

20．2℃，比平原地区低7．1℃；海拔1711米的天坛山顶，月平均气温只有18℃

左右，比平原地区低9℃多。这些地方空气新鲜，气候凉爽，山青水秀，与

。世”隔绝，是久居闹市的人们消夏避暑的极佳去处．在天坛山和王母洞等地，

人们还可欣赏到许多奇妙的天象奇观，诸如天坛日出、天坛日落、天坛倒影、

王母仙灯、天坛云海等。在一定气象条件下，凌晨，旭日从地平线上或从云，．

雾之上升起，瞬间霞光万道，天坛山顶金碧生辉；傍晚，在夕阳的映射下，千

山万壑，落日溶金，天坛山顶一片辉煌；夏季暴雨过后，有时可见天坛倒影于

I-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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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气薄雾之中，宛如海市蜃楼；秋天的晴夜，有时会有点点磷火从王母洞飘

起，列队绕天坛而上，上下明灭，杳无定迹；在夏秋季节，常可看到大面积波

浪状层云低于山顶的现象，站在天坛山顶，仰观上天，晴空丽日，俯视下方，

乱云飞渡，虚无缥缈，如临仙境。此外，在多雨的季节，高山上还可观赏到沿

山坡上升的爬山云和沿山坡奔腾而下的瀑布云。冬季，还可观赏到晶莹剔透挂

满树枝的雾凇和雨凇。

王屋山旱在先秦时代，就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壮丽的山岳景观为世人所

墨目。它的兴盛，更与中国道教的发展密切相关。道教以崇尚自然，返扑归真

为主旨，以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为追求目标。“高耸入云，依悬列宿”的王屋

山，自然成了道家理想的活动场所。他们因境赋意，赋优美的自然景观以神仙

圣迹之意和宗教含义，使王屋山的自然景色蒙上了许多神仙灵异色彩和神秘的

宗教气氛。东晋人葛洪在其所著的《抱朴子》中，首次出现。黄帝陟王屋而受

丹经”的记载，认为道者入王屋山修炼，必有山神助之成仙。南朝陶弘景在其

所著的《真诰》中，称王屋山乃。仙之别天”，。下生泡济之水，水中有石精，．得

而服之可以长生”，是修道者最终应去的地方。唐代名道司马承祯所著《上清

天宫地府经》，完整地提出了洞天福地说，认为天下名山有十大洞天，三十六

小洞天，斗：十二福地，皆为各路神仙所居之仙境，指出。十大洞天者，处十大

名山之间，是上天遣群仙统治之所”，。第一王屋山洞，号日小有清虚之天”。唐

末五代著名道家杜光庭所著的《天坛王屋山圣迹记》，进一步发挥了司马承祯

的洞天福地说。文中记述了王屋山顶的雄伟气势及黄帝设坛祭天，接受西王母

所授。九鼎神丹经”、。阴符册”的经过，天坛之名由是而来。杜认为，天坛。为五

岳四渎，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神仙朝会之所”，。小有洞天者，是十大洞天

之首、三十六小洞天之总首也”．王屋山在神仙境界中的地位已到了无以复加

的地步。至此，王屋山仙境以天坛为中心，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幅射，一

山一景，莫不赋以仙意，把各种自然景观都冠以灵异仙境，构成了第一洞天仙

境系统的基本结构。王屋山在修道者的眼中j简直就是修身养性，得道成仙的

洞天福地．

上自远古，下迄民国，王屋山道教活动经历了由初创到全盛又到衰落的发

展过程。。远古时期，就有轩辕黄帝在王屋山设坛祭天的传说。周代，灵王太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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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乔修道于王屋山华盖峰，号华盖君。汉代，赵叔期、毛伯道等人在王屋山

结庐修炼。唐王朝建立之后，李姓皇帝自命为道教的开山祖师李耳(老子)的

后裔，尊其为“太上玄元皇帝”，并定道教为国教，极大地推动了道教的发展。

唐玄宗为求长生不老之术，两次召见道教茅山宗的第四代宗师司马承祯，命他

在王屋山自选形胜，建观而居，并派胞妹玉真公主前往王屋山跟随司马承祯学

道，震动朝野。自此王屋山宫观林立，香烟缭绕，名震环宇，成为全国道教活

动的中心场所之一。司马仙化后，他的高足弟子李含光受玄宗之命，继续主持

王屋山的道教活动。五代时期，王屋山道教活动虽因战乱而受到影响，但仍具

一定规模。后晋天福年间，著名道士烟萝子在王屋山采得异参，。举家食之，拔

宅飞升”的故事，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宋代皇帝崇尚道教，促进了王屋山

道教的复兴。宋真宗曾召见奉仙观名道贺兰栖真，问以点化之术，十分赏识他

的见解，遂赐号“宗真大师”，并赠诗与他。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初登

帝位，即到王屋山求经访道。金、元时期，北方是全真道的一统天下。全真道

创始人王重阳，曾修道于王屋山。他的弟子丘处机、刘处玄、谭处端、马钰、

郝大通、王处一、孙不二等7人，世称“北七真”，俱在王屋山修道，皆受皇帝

封赐。丘处机深受元太祖(成吉思汗)的隆遇，令其掌管天下道教，从而使王

屋山的道教活动又进入了全盛的发展时期，大部分宫观得以重修。丘的弟子宋

德方、赵志渊、张志谨、申志贞等都是这一时期在王屋山修道的著名道士。曾

任元大都(北京)第十七任掌教大宗师的完颜德明，在赴大都之前，就在王屋

山任守坛道人。明王朝建立后，太祖、成祖多次遣使寻名道张三丰不遇，便在

武当山营建宫观，特封武当山为真武大帝的道场，倍加推崇，道教中心随之南

移武当。此后，王屋山的道教活动，其规模和地位虽不如前朝那样宏大、重

要，但由于皇家崇奉道教，这里许多遭到破坏的道教官观又逐步得到修复，四

方道士慕名来此山修道者仍络绎不绝。张三丰的再传弟子陈性常，曾移居王屋

山修道二十余年。清代，王屋山道教活动日趋衰落。到了民国年间，就只有民

间一些自发的祀神活动了。

‘+王屋山既被道家视为仙境，就需要有学仙修道的道境与之融合，构成道教

活动空间，即仙道环境。自唐以来，王屋山兴建了许多宫观坛庙。这些建筑，

或雄居于山麓阶地，或隐藏于山林之间，或叠落于涧溪河畔，无不与周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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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一致。各抱地势，择地而筑，雄中藏秀，秀中出奇，体现了建筑与地形环

境的巧妙结合。天坛总仙宫、阳台宫、紫微宫、迎恩宫及东西王母洞等，都是

道教文化景观与自然山水景观和谐融合的佳例。

王屋山主峰天坛山，耸入太虚，上达于天。其北有五斗峰，为其天然屏

障；四周有华盖峰、灵山峰、日精峰、月华峰等护卫簇拥；再下又有无数大小

连绵的岗阜于四周仆伏朝觐。这一峰突起、群峰簇拥、丘阜卑围的南向中心地

势，很符合“唯我独尊”的王者心理和道家对重重天界的释义。有“众诸侯仰面

朝天”之意境。在这样一处绝顶面积只有约四亩大的超凡脱俗且又容量有限的

环境中，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工建筑，都只能是象征性的超凡性的。它只能

是神仙朝会之所，不是也不宜人们居住。天坛总仙宫这一以三清殿为中心的建

筑群体，包括南天门、玉皇殿、真君祠及其下的十大名医殿、祖师殿、火神殿

等，均因坛就势而筑，体量小，布局巧，意境深远，突出自然，是一组超凡脱

俗的建筑园林杰作。

位于天坛山南的华盖峰，是整个天坛山的南座。其南为山麓台地，地势平

缓，视野开阔。唐开元年间创建的王屋山规模最大的道教活动中心阳台宫，就

座落在地势较为平缓的八仙岗上。这里，周围地形宛如展翅的凤凰，宫建其

上，确有“丹凤朝阳”之妙。又因其地扼九芝岭之首，故有“九龙戏珠”之称。宫

北靠华盖峰，面朝九芝岭，北托天坛，南对黄河，是一组依山就势的台阶式建

筑群。在一条南北轴线贯通的四层台地之上，分建着三清殿、玉皇阁及东西廊

房等建筑。其中的三清大殿，为河南省现存的规模最大的明代单体木构建筑。

高18米、造型雄伟的玉皇阁，远远望去，云绕户牖，高插霄汉，给人以美的

享受，是一组不可多得的大型古建筑群。

天坛峰下的中岩台，面对华盖峰，上接天坛“神路”，犹如一只扼守天坛门

户的雄狮，居高临下，威武雄壮。唐代创建的紫微宫就座落在中岩台上。该宫

顺着山势层层筑台，沿中轴线分别建有山门、天王殿、三清殿、通明殿及两傍

的藏经楼、四神殿、三官殿、七星殿、关帝殿等。仰视台殿，如在天上。盛唐

时司马承祯修道于此。历经战乱浩劫，现只有遗址可供人凭吊。院内现存的

20余通古碑，对研究道教在王屋山的发展情况颇有价值，特别是元至大二年

(1310年)御敕《大朝圣旨碑》，为蒙、汉两种文字，系国内珍品。

位于华盖峰东侧的垂珠峰，东有滴水岩瀑布，西有紫微溪，二水交汇于峰

前，犹如“二龙戏珠”。唐初创建的迎恩宫，就座落在垂珠峰脚下这块宝地上。

整个建筑分上下两院。上院由玉皇殿及左右配殿组成，为仙人所居；下院由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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