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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闽西连城冠豸山，天工造物，别出心裁，鬼斧神工，构思不

凡；山山不同，水水迥异；或大奇大险，或大幽大秀。海内山水

之灵异，此地属非凡。

自秦汉以降，历为文韬武略之士隐遁之所。迨宋迭兴，或结

草庐以治学，或建书院以育才，或修山寨以避乱，或兴庙祠以彰

功，或题刻以留名。人文景观，为冠豸山钟灵毓秀的山水增添异彩。

我们耽于公务，不能穷搜奇奥。查找资料，多为简略记述，每

以不能尽揽冠豸山之胜为憾。龙岩市、连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的同志们经一年多努力，将冠豸山区域环境、景区景点、艺文、人

物、管理，条分缕析，纲目备举，录为五大章，前加概述，后为

附录，并配以彩色图照，编纂成书。今有此书在手，披图阅志，可

询名山之宝篆，搜山水之奇奥，追前哲之芳踪，实为难得便利。

《冠豸山志》的问世，不仅能为山水之乐但忙而闭户不出者

纵览名山而托之卧游之便，而且对宣传、开发名山，提高闽西知

名度，进而促进闽西两个文明建设必将产生积极作用。因此，编

纂者的纂辑之功，当与山水同其不朽。我们乐观其成，谨以为序。

中共龙岩市委书记张燮飞

龙岩市人民政府市长黄坤明

199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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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伴随着当今世界迅速兴起的旅游热潮，旅游业如旭日初升，蓬

勃发展，并将成为21世纪最具活力最有前途的朝阳产业。
‘

连城是闽西青山秀水间一方旅游胜地，冠豸山是镶嵌其中的

一颗璀璨明珠，是大自然赐予连城人民的瑰宝。它集山、水、岩、

涧、泉、亭、寺、园诸多神韵于一身，天生丽质，人间造化，不

仅自然景色雄奇秀美，而且人文景观引人入胜，是国家重点风景

名胜区。过去它“养在深闺人未识’’，如今它已阔步迈出山门，走

向世界。它是连城形象的象征，是连城未来的希望。

把握发展机遇，开发冠豸宝山，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

光荣使命。面向新世纪，我县确定了建设旅游强县的目标，制定

实施旅游兴县的战略，这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开发工程。编纂《冠

豸山志》是这一系统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这部志书即将

付梓，这是全体编纂人员辛勤努力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是

冠豸山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冠豸山历史悠久，史迹记述、人文积淀丰厚，但都散见于各

种史料书籍之中，至今尚未有系统的著述。《冠豸山志》的出版正

．好弥补了这一缺憾。该志广泛收集各种资料，全面翔实记述了冠

豸山风景名胜区的环境、景点、文化、人物等基本风貌，系统介

绍了它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它全景式地展示了冠豸山的面貌和特

色，是关于冠豸山的一部百科全书，也是各界人士了解研究冠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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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必备工具书。

我们相信，通过《冠豸山志》的出版，外界将更加了解连城，

了解冠豸山，冠豸山的雄姿将为更多的人所惊羡和向往。

2

中共连城县委书记黄海英

连城县人民政府县长谢小建

199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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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冠豸山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存真求实，全面、

系统地记载冠豸山风景名胜区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贯古通今，略古详今。上限自事物发端，下限断至

1998年12月31日。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综合体裁。以

志为主，卷首设序、凡例、地图、题字和彩色照片，卷末设附录，

选录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献和资料。

四、概述从宏观角度综述冠豸山风景名胜区的发展情况，总

揽全志，突出地方特点。大事年表以时为序，以编年体为主，辅

以记事本末体，记载冠豸山风景名胜区的大事、要事、新事。

五、民国以前的纪年，先书朝代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民

国以后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行文一律采用规范化的语体文，文风力求严谨、朴

实、简洁、流畅，文字均以国家正式颁布的简化字为准。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本市历代府、州、县志和谱牒，报刊、杂

志、专著，以及档案馆与各有关部门的资料，还有调查访问的记

录。所有资料经考证后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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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冠豸山地处东经116。46’，北纬25。42’。位于连城县莲峰镇东

面，与城区相接，方圆123平方公里。宋称“东田石”，元至正二

十四年(1364)，代县尹马周卿改名为“莲峰山”。以其山‘‘平地

兀立，不连岗自高，不托势自远，外直中虚，层峦叠蟑，望之若

万蕊菡萏，摇曳于青标翠盖间”而取名。取山之奇胜者，标为苍

玉峡、云栈、丹梯、冠豸、桃源、清如许、芙蓉坡、金字泉、白

云深处、天光咫尺、苍谷、凌虚、小崆峒等13景，并分别以篆书

或隶书刻于石。因其形似“獬豸冠”，故又名“冠豸山”。

冠豸山灵芝峰最高海拔660．8米。石门湖海拔427米。中心

景区包括冠豸山、石门湖、竹安寨、旗石寨四大景区，总面积51

平方公里，

冠豸山历史悠久，奇峰争雄，深涧竞幽，镜湖映秀。1986年

6月，荣获“福建省十佳风景区”称号。1987年7月，被福建省

人民政府批准为第一批省级风景名胜区。1994年1月，被国务院

批准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冠豸山与武夷山同属丹霞地貌，素有“北夷南豸，丹霞双

绝"之誉，由白垩纪赤石群构成。组成山地的岩石主要是褚红色

的砂砾岩和泥质粉砂岩。垂直节理发达，易受雨水侵蚀，山峰平

地突兀。整个岩层向东倾斜，地形坡度为20。"-60。不等。

冠豸山素称。三江上游第一观”。从城关东视，巍巍豸山，平

孓卜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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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兀立，层峦叠嶂，气势磅礴。清晨，山巅岚雾，轻移慢转；傍

晚，碧水丹山，霞光辉映，具有独特的南国韵味。登上灵芝峰，周

围数十里田园秀色，城郭风姿，尽收眼底。历代文人名士，留下

许多绘景传情的诗画和墨宝，摩崖石刻40多处。东山草堂里，珍

藏着清代《四库全书》总纂纪晓岚的墨宝“追步东山”和民族英

雄林则徐手书的“江左风流”题匾。丹崖石壁间还有原全国政协

副主席赵朴初的“造化钟神秀”、原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项南的

“万峰朝斗”和著名书法家罗丹的“人长寿”题词。

冠豸山景观具有山奇、水秀、谷幽、岩穴迷离之神秀。近看

成崖侧成峰，山傍水立，水环山绕。群峰展布紧凑，雄伟壮观，自

然布局匀称；高低峰峦连绵不绝。岭、崖、涧、谷串成一线，集

山、水、岩、洞、泉、亭、寺、园及奇花名卉，诸多神秀于一身。

有大小景点100多处。冠豸山、竹安寨怪石林立，如禽、似兽、若

人，栩栩如生，“寿星岩”更是神态毕肖，堪称一绝。游人踏上摩

天峰的最高处时，恍若置身仙境。“北堑雄关”外，红层峰林中一

石拔地而起，如红烛高烧，称“照天烛”，或称“生命之根”。峰

下“莲花洞”，别有洞天。。一线天”两侧红崖壁立，矗入云霄，堪

称一奇。峰峦之中，美景如画：春日，桃李争艳，杜鹃漫山开放，

如火如荼。夏天，山上山下林篁交翠，到处郁郁葱葱，清凉宜人。

秋时，遍地金菊，满山红叶，层林尽染。冬季，红梅吐艳，松竹

迎风，湖面野鸭成群，腾空飞舞，给山水增添了无限生机。

冠豸山的景致与古迹，见史书记载的已有800多年。宋建炎

二年(1128)至宋绍兴元年(1131)间，福建四大理学家之一的

罗从彦在“仰止亭”讲学4年。此后一直延续到明、清还有许多

人来这里结庐治学。清乾隆十一年(1746)，县令秦士望倡建。五

贤书院”。由于战乱，山中建筑物毁坏严重。光绪初年，复建“五

贤书院”。民国2年(1913)，改名为“豸峰中学’’。这里有“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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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一“达观亭"“洗心亭”“院碑亭一。莲花池”等20多景。闽西第

一座省级森林公园——冠豸山森林公园，背倚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区冠豸山主峰，与冠豸山、石门湖、竹安寨连成一体。属于冠豸

山景区新开辟的旅游景点。该园以森林旅游为主，集山、水、林、

路、亭、台、榭、馆、池之大成，融合传统园林精华，形成独特

的建筑风格，是镶嵌闽西万山丛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石门湖景区，位于冠豸山东南面，旧称石门岩，为连城昔日

八景之二——石门宿云。1970年9月，动工兴建石门岩水库，始

有石门湖。湖之东、西、北三面向群山间的沟壑延伸。湖水清澈，

矿物质含量少。湖中群山绿树倒影，水光粼粼，乃一处恬静、清

幽、秀丽的景区。1987年建葫芦湾码头，凿通“鲤鱼背”梯道，连

结石门湖与冠豸山主峰，平添诸多胜景。

竹安寨景区，当地百姓称“揭屋寨”，又叫‘‘马头山”，与冠

豸山相连。这里峰峦挺立，怪石昂藏，幽泉叮咚。沿右坑寨门过

马头山背，可上摩天峰。游人脚蹬岭背，可闻“空空”之音。入

摩天门，可登高仰望寿星岩，雄鹰展翅。竹安寨是一处雄、奇、险、

绝的山景。

旗石寨景区，又名“旗石峰”。与冠豸山、石门湖相连。有弥

陀洞，旗石岩，旁多秃丘，传为昔日避乱居留地。旗之四边：虎

豹狮象、剑戟兜矛，四周环伏，若隐若现。峰顶称“百丈岩”。山

之巅有舍身崖，山之背有仙人桥。东望蔡屋村，一水潆洄，接百

丈潦瀑布，睛空如练。旁有金鸡振翼。百丈岩下，通褚岭，无山

不石，无石不拔地干霄。

冠豸山，是一方迷人的宝地。山之姿态，得树而妍；山之骨

骼，得石而苍f山之营卫，得水而活。游人到此，恍惚有置身桃

花源中之感，乐而忘返。

连城不仅因冠豸山而身价倍增，而且有传统名优特产红心地
3

较辫

’I，

。

一一

‘

t弱■膏i



瓜干、宣纸、白鹜鸭等，名扬远近，油漆、松香、彩印包装、一啤

酒、水蜜桃、柑橘等，饮誉四方。还有风味小吃涮九品、芋子饺、

慈菇猪蹄、白鹜鸭、鲍鱼、鱼饺、珍珠土龙、荸荠羹、珍珠丸、哽

心丸、金银酥、捆板、金包银等，任君品尝。

改革开放以来，连城县历任党政领导围绕“把连城建设成风

景旅游城市”的战略目标，逐年加大旅游事业资金投入，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不断得到加强，至1998年，旅游服务设施已经形成规

模，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为游客提供全面、优质

服务。国内外游客逐年增加，1998年达26万人次，是1988年的

1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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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区域环境

第一节 位置区域

一、位置

冠豸山位于福建省连城县县城所在地莲峰镇东侧，地处东经

116。46’，北纬25。427，属武夷山脉的西南段。其主峰灵芝峰地理坐

标为东经116。47701Ⅳ，北纬25。42756”，海拔高度为660．8米。山脚

离城区约1．5公里。

二、区域 ，

景区分布在莲峰、揭乐、文亨、塘前4个乡(镇)境内，总

面积约123平方公里。其中，主体风景区冠豸山的四至分别为，东：

揭乐乡布地村九曲溪至牛洞；南：枫树凹、石门湖、马坑亭、庙

子坑、旗石寨、水里坪亭；西：长坑山壁、赖桥、岩坑、盘兰上、

冠豸下、萧坑峡、大石岩、花里营、鸡笼坑山、桂山鼻I北：小

珠地、小溪至九曲溪、马头山下、鸡笼坑。包括冠豸山、石门湖、

竹安寨、旗石寨4个游览点，紧相连接，面积约51平方公里，景

区内相对高度超过600米高的山峰有9座(冠豸山6座、竹安寨

3座)，300米以上的山峰有352座，平均相对高度为431．8米。全

区相对高度为150,---,310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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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 理

一、地质

冠豸山形成约距今1亿至7000万年之间，是由上白垩纪至老

第三纪的赤石群紫红色砾砂岩(K。Ech)(即上红层)所构成。它

作北北东——南南西走向，呈长垣形分布于连城盆地东缘。北至

迪坑，南至莒溪，全长28公里，东西宽3～4公里，总面积约123

平方公里。其中，形成丹霞地貌中心风景区的面积约为51平方公

里。主要集中分布在连城城区东面1。5公里冠豸山一带。冠豸山

红层东缘与燕山中期花岗岩、下石炭系，二叠系，上侏罗系多作

断层接触或不整合接触。因赤石群地层有时为断层线通过，所以

冠豸山红层西缘与上白垩纪沙县组(K。S)(下红层)紫红色砂泥

岩作整合或假整合接触。其南北缘则为花岗岩。中生代初(三叠

纪)，连城受北北东向断裂控制，开始陷落，形成一个断陷盆地。

据冠豸山及连城盆地的赤石群(K。Ech)及沙县组(K。S)的

分布，可知在下白垩纪或上白垩纪初，风景区曾有过一次造山运

动，形成一个东西宽约10余公里，南北长约30余公里的长形山

间断拗盆地。盆地四周的山地、丘陵，因流水侵蚀作用，泥砂被

冲积于盆地之中，加上当时的气候较为干热，所以盆地中的沉积

层呈紫红色。到上白垩纪晚期，再一次发生了一个北北东——南

南西的山间断拗，盆地四周形成较高大的山地，河流比降大，流

速快，把砾石、粗砂冲至盆地中沉积，在盆地边缘的谷口地带形

成洪积扇，在于热的气候下，这些粗大沉积物呈现紫红色，因之

以后便逐渐成为赤石群紫红色砾砂岩层(K。Ech)，构成冠豸山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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