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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鼎像物 上下协和

《鼎湖山志》前言

唐 天培‘

“营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像物，百物而为之奋，使民之知神、

奸。故民1、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山水之名，始于禹贡。上古夏朝昌盛之时，君王士民对山岳的崇拜，正如上文所弓I《左

传·宣公三年》一节所述，将山川奇景图豫铸在鼎上，使先民据以分辨善恶。当他们进入山

林川泽时。7就不会遇上那些鬼魅邪恶，因而上下能协调一致，共享大自然的恩赐。山川作为

客观自然的存在物，认为“万物有灵”，靠“山灵”主宰着命运，成为对自然崇拜的主要内

容之一。

人类不断进化，自先秦至汉，已逐步认识了人与大自然的亲和关系，形成“天人合一”

的思想。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开始把山岳的形象与入的美好品德联系起来，产生出“伦理

道德”观念，即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赏誉，进而从山岳的形象上获得启迪。

到战国以后。燕齐方士宣扬以山为主的神仙境界，秦汉帝王大多迷信神仙之说，祭山求

仙盛极一时，一种原始的图腾崇拜，将山岳视为“神山”或“圣山”。虽是出于迷信的祭祀活

动，但却从客观上开始对山岳产生朦胧的审美感，起始对山岳的形象有了观赏效用的启蒙。

自两晋、南北朝始，由于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统治者之间明争暗斗，引起一般文人对现

实不满，乃至产生厌恶情绪。知识界的名±们，深受玄学影响，更使文士感到空虚乏味，因

而崇尚隐逸以逃避现实，将思维逐渐由仙境转向大自然，隐逸山林成为文人的向往，寄情于

山水成为社会的风尚。人们开始将山岳作为对自然美的赏鉴，作为赏心悦目、寄情舒怀的对

象。形成了“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胜龙·明诗》)时风，对自然山水的审美价

值上升到主导地位。

佛教于东汉初期由印度传入，道教于东汉晚蹋形成，至两晋、南北朝时，两教大盛。凡

人迹罕至的深山大岳都有宗教足迹。道教遍设“洞天福地”，佛教随南北朝的分割也分为南北

二宗。二}匕方以洛阳为中心大兴寺庙，在山明水秀之地搞很多摩岩石窟造像。公元386年，由

于：!匕方动乱，僧人南下避乱八隐庐山建东林寺，于是开仓4寺庙园林之始。自东晋末叶．文

入名士与教徒交游之风极盛．使僧、道文入化，深山绝谷，古庙玄观。经常成为他们的

雅集之所。同时，文人名士又在风景胜地修筑山庄别业。这样僧道先行．文人相继，是当时

社会存在的两大客观因素，形成以山岳为主的原始风景名胜区的一大特点。以往的“神

山”、 “圣山”、 “隐逸山林”，到这时逐渐转化为以奇观园林为标帜的山岳风景名胜区

的萌芽。

唐代是佛教和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同受统治阶级扶持，但彼此又互相争夺、排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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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以一种宗教独居一方，自成体系，自成格局的局面。佛教兴造寺庙重点转向风景名胜区盛

极一时，历史上出现的“四大名山”、“佛门四绝”都在其时。杜牧诗句：．“南赣四百八十

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描绘了当时寺庙园林的盛况。

到两宋，中国化的佛教进一步儒化，道教也逐渐被融化，出现了佛、道、儒三教合一。

文人名士的山庄别业更有所发展，讲学之风盛行，书院、学堂林立。有的依附于寺庙，有的

在风景名胜区独立庄院。寺观园林的建设，不仅满足了宗教活动的需要，而且寺宇的建筑美

及其融和于自然的“借景”、“点景：”、“观景”作用，招引了大量游客，群众性的“朝山进

香”与原始的旅游活动相结合。因此，许多名山胜地有了一定数量的寺观、别业、庄院、书

院、村舍⋯⋯，逐渐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风景名胜区域综合体。所以，到了宋代便已经形

成区域格局完备，以寺观园林为主体的山岳风景名胜区，开展了早期的旅游活动。

以寺观园林为主体的山岳风景名胜区有其显著的特点。由于它随宗教的发展而发展，在

建筑风格上有其特定的格局而与自然山水高度和浩统一，形成一个相互渗透的有机综合体。

它的主要组景是以真山真水为素材和背景，以不破坏、不违背自然环境为根本，充分利用地

形地势和以山岩、水体、植物为主体的自然空间环境。同时兼有光，’声、云、气、霞光、旭日等

自然景象和独特美妙的人文素材，使建筑物、自然和入文三者融和一体构成特有的寺观园林

环境。所以它的景观丰富，意境入胜，组景切当，借景合理，节奏鲜明，景观含蓄，迁回深

幽，野趣抒情。其与人工造景为少数人所享受的“皇家园林”、 “私家园林”迥然不同。

鼎湖山历史上就是这样一所以寺庙园林为主的山岳风景名胜区．通常寺庙园林多设在远

离城市，隐藏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中，而鼎湖山紧临城市，傍城近廓，交通方便，是其特有的

地理条件优势；丽地处南亚热带，和煦滋润，雨量充沛，树木葱茏，四季常青，又为其特具

的自然条件优势。境内群山叠翠，峰峦竞秀，溪潭飞瀑，幽谷深澜。借山之青，树之华、水

之秀，形成深邃魄静的空闯组合．以岩石林木覆盖，磴道曲折启引，游览线长，起伏多趣，

层次渐展，引人入胜，构成岭南特有的山地寺庙园林景观．

在如此幽静深旷的自然环境下。早在1300年前的唐代，即由僧人开山建寺于老鼎(公元

713年)，当时佛法初兴，高僧类聚，方圆建有36招提，有僧俗贸易的罗汉市，可知其时已略

具一个以寺庙为中心的景区综合体．至1．r世纪的明朝末年，复有高僧于山中勘察选址，手

1633年建立起规模更大的庆云寺。寺宇依山势布局，地分七级!层层殿堂，与山峦丛林融合

一体。随着社会的安危动乱，寺庙也随之兴衰桔荣，几番重建修饰，到晓清招来众多香客，

成为蛉南四大名杀Ⅱ之一，形成卜痤地方性的以宗教活动为中心的岭南名山。

新中国成立以后，古老的鼎湖山又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为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物质文化

生活增长的需要，广东省入民政府于1955年直接领导七星岩、鼎湖山的建设，经省委同意成

立星湖‘(含七星岩、鼎湖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开始进行风景资源的开发建设。同时

为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在这里开展了科研活动。经30多年的努力，鼎湖山以其崭新的

姿态，作为星湖风景名胜区的组成部份。赢得了国内外的声誉，1982年经国务院批淮，卿为
首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

这样一座历史悠久又富有时代新意的名山．

前的康熙年闯，离僧成鹫曾修撰《鼎湖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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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缺乏一部内容完备的志书，虽在200年

然该志从宗教角度撰写，以寺庙发展规模为



主，事实上只是一部庆云寺志，志书中也曾提出“鼎湖十景”，但笾着时代变迁情况变化，好

些景点现已湮没，如“憩庵环翠”、“凤蛉疏钟”、“塔院香风”、“峡水朝宗”等；有的

残败，如“方池月印”、 。善提花雨”已不显景趣．越时冗长，变化太大，该志书只是一份

历史故籍。这次在肇庆市领导的重视支持下，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组织人力，深入调查，

广集资料，历时经年，编写了这部内容全面且具时代气息的《鼎湖山志》，以向国庆四十周

年献礼，是一部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文献．

宏伟的四化大业，改革开放深入进展，社会的经济效益不断增长，精神文明建设益加提

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更丰富多采．当今国际上旅游事业发展的新潮，就是在繁忙的工

作之余，愈来愈要求回到自然，享受大自然的美景野趣，以调节现代化的生活节奏。这给鼎

湖山风景区如何进一步发挥本地区独特的风景资源和地理位置的特殊优势，进一步发展有地

方特色的风景旅游事业，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更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集思

广益，规划论证。鼎湖山还有不少藏在深山人未识的风景资源，如开发海拔1000米的鸡笼山

的高山旅游，这在人口稠密、地接港澳、交通四达口g珠江三角洲，还是罕有的客观条件。利

用这一优势开辟富有野趣，又能健身锻炼的登山旅游活动，未尝不是一项发挥地方优势且具

独特风格的旅游项目。

当前急切需要解决的，是鼎湖山风景区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规划建设，协调

各方关系的问题。省委、省府作了具体指示成立专设机构，市委、市府也作出决定，设立统一

管理机构，希望早日落实，从而使新的风景区(线)早日开放，新的景区建设陆续开发．事

实上鼎湖山的宗教事业与风景建设。历史以来都是相辅相成，秉承过去已取得的历史经验，

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规划建设是完全可能的．

．保护好鼎湖山的自然资源，是风景区管理和科研部门的共同目的。平衡与不平衡是对立的

统一，生态平衡只是生态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唯一条件，以不平衡为特征的生态演替在自

然界中同样具有普遍性，生态平衡与生态演替相辅相成，从平衡、演替，到新的平衡、新的

演替，才能合理维护生态环境，绝对的封闭，静止的生态平衡，反而是不科学的。问题是如

何合理协调和加强管理使生态环境正常发展。通过协商是完全可以达到统一的认识，共同保

护、共同管理、合理利用。我们从文首所引“铸鼎像物，上下协和”一段文章中该有启发。

以上认识和拙见谨作本志的前言，衷心希望共同保护好、建设好、利用好鼎湖山这份珍

费的国家资源．鼎湖山的繁荣指日可待．

1 989年3月于星湖之滨



凡 例

1．《鼎湖山志》主要是记录、编写鼎湖山风景区(含自然保护区)11．33平方公里范

围内的历史和现状，而在此范围以外的旅游交通部份则只作简要的叙述，其余从略。

2．本志内容主要包括名人题词、序言、首篇(概述、大事记)、编志职名、地理环

境、风景名胜、风景点的开发建设、历史文物、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保护、环卫及安全保

卫、宗教、科研、历史掌故与传说、旅游与交通、方物与特产及主要人物等篇章。其中地形

图、土壤图、植被图、交通位置图及风景点照片等分别插入各有关篇章。

3．在《概述》篇章中，主要是以提要的形式简单地介绍鼎湖山的历史沿革、旅游、宗

教、科研、规划建设管理及旅游设施、交通等的有关情况，借以总摄全书。

4．本志的编写方式采用篇、章式，并按篇目内容进行叙述。

5．本志历史纪年沿用历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以便相互印证。

6．本志内容主要是继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69T年)编写的《鼎湖山志》之后的有关

史料以及旅游、宗教、科研等方面的内容为主要题材。 “有关史料”取自肇庆、高要、星湖有

关档案资料， “风景旅游”摘选有关宣传资料， “宗教”根据历史记载， “科研”根据自然

保护区的植物研究及已发表的科研杂志等方面的资料。因主要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综

合整理，且部分根据采访记录，并以回忆的形式进行收集，故资料来源一般没有注明出处。

7．此志原计划在1990年初出版，后因故推迟至1993年出版，故在1989年编志工作完成

后，又充实了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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