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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一、《崂山志》在编纂过程中，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并极力

加大了图片的数量，力图体现出崂山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反映出

应有的时代特点和名山特色。

二、本志的体裁是以志为主，述、记、传、图、表、录兼用。其框架

设计从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按照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的原则，划分章、

节、目等层次。篇目的编排，力求体现出结构合理、繁简适当、层次分明

的特点。

三、本志的年代断限，上限自事物发端，下限至2005年。记述范围，

以崂山山区为主，兼及周边地区。

四、本志的纪年，一般采用公元纪年。采用历史纪年则夹注公元纪年。

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皆依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为据。1 949年1 0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称“建国前”、“建国后”。1 949年6月

2日青岛解放前后，称“解放前”、“解放后”。

五、本志的文体，一律采用规范的语体文。使用的文字、标点、数字、

计量单位，均按国家颁发的统一规范书写。

六、本志依据的资料，包括史实、人名、地名、年代、数据、引文等，

来源于相关地区或单位的各类档案、图书、报刊、文件，以及调查采访实

录，经过核实后一般不注明出处。统计数字，基本上以部门统计年报为准。

编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苫害：4雾主杜t成

立世修志，传承文明。《崂山志》的付梓发行，是一项深度挖掘崂山内涵、展现青岛

盛世风貌的重要文化成果。

“鳌崂独壮哉，海抱神山山抱海；诸子俱来矣，贤传大道道传贤”。唠山，拔黄海而

起，拥祖国海岸线第一高峰之雄姿，三围大海，背负平川，雄奇险秀．云蒸霞蔚。山中奇

峰异嶂错立、飞瀑流泉溢彩，幽壑深谷腾烟，奇花异卉竞放，巨峰八卦门、九水十八潭、

山巅天乙泉等壮美秀丽的景观世所罕见，不愧为钟灵毓秀之海上名山、天工造化之寰中绝

胜。崂山，秀外而慧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自秦汉以降，儒、释、道诸家思想在这里交相激荡，从互争雄长．到共存共荣．为后人留

下了众多的历史名胜和浩繁的名篇佳句。大儒郝玄、逢萌．文学巨匠李白、顾炎武、蒲松

龄．高僧法显、憨山，名道张廉夫、丘处机⋯⋯一代代名士大家在崂山留下了深深的足

迹，创建了声名远播的康成书院、潮海院、法海寺、华严寺。崂山道教更是名闻天下．鼎

立时期有“九宫八观七十二庵”之说，素有全真道教天下第二丛林的美誉。崂山悠远厚重

的历史文化内涵，不仅为年轻的岛城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底蕴，成为青岛人民的骄傲．也以

其鲜明的特色成为中华文明中的一朵奇葩。因此．为崂山修志，将崂山自然胜景、人文景

观、文物古迹、宗教文化、风土民情、人物艺文、全面系统深入地挖掘出来，展现给世

人，是我们应当做，也一z’须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崂山自古以来就有着优良的修志传统．从清代黄肇鄂的《崂山艺文志》、周荣的《鳌

山志略》，到近代周至元的《崂山志》，历代史学大家访古问今、阐微探幽，以严谨的治学

态度为我们留下了多部关于崂山的宝贵史学资料。以此为基础，我市史志工作者们本着与

日寸俱进、实事求是的精神，概览古今之要，博采众家之长，结集珍贵翔实确凿的资料．运

用最新的科研成果，突破修志的传统模式．编撰出了特色鲜明、装帧新颖、图文并茂的最



新版崂山志，全面真实地展示了崂山自然与人文概貌，充分体现今人认知崂山的深度，

在深度挖掘和开发利用崂山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崂山是

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希望《崂山志》的出版发行能够进一步吸引各方人

士对崂山的关注，集海内外各界人士之力、之智把崂山建设得更好。

青岛与崂山东西守望，城依山起，山以城旺，一起走过了一百多年的风雨之路。

今天的青岛，这座年轻而又蕴含着蓬勃生机的开放城市，正在高山大海的滋养熏陶下，

努力地塑造着自己“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我们相信，在新的世纪里，

青岛与崂山必将共同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是为序。

尹喇战

2003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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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I虮伉_『二肯岛市东部的崂山区，距市中心

40系公里。它耸立于黄海之滨，气势雄伟，山海

紧错．岚光变幻，云气离台，是闻名遐递的海上

名山．阔务院确定的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之。

崂山地处北纬36。03’～36。24’，东经120。07。

1 2f)。43’，东、南两面濒临黄海，两部与青岛市区接

壤，-Ig；；J；与即墨市相邻．总面积446平方公晕。海

岸线长87．3公里，主峰“巨峰”海拔1132．7术。

崂山形成]：亿年前的白垩纪。经过漫长岁月

的沧桑臣变．天工造化．在夫自然的睢凿中，形

成r雄伟、牡观、奇特、秀丽的地貌形态。山脉

以巨峰为中一￡、，向四方延伸。按自然走向分为臣

峰支脉、三标山，戈脉，石门I JJ支脉和午山支脉，崂

山东部和南部紧逼大海，形成山海相琏的独特景

观。蜿蜒曲折的海岸，形成了许多岬角和海湾．大

小岛屿星罗棋布。海上看山．群峰攒簇．云雾缭

绕：登山观海，烟波浩渺，水天一色。每当风疾波

涌之时，惊涛裂岸、浊浪排空、迸珠溅玉，咆哮

轰鸣。古往今来，皆以“山海奇观”称颂崂山。

崂山地处暖温带．气候温暖湿润，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突出表现为“春凉回暖晚，夏温热雨

多，秋爽降温迟，冬暖少雨雪”的气候特征。由

于山势陡峻和地形复杂，形成了上下不同、内外

迥异的小气候，山南麓的太清宫一带名为“小江

南”，巨峰北侧的北九水则称“小关东”。崂山的

气象景观颇具特色，夏秋之际，如絮似缕、变幻

无穷的云海，舂来夏初，溟蒙飘渺、弥漫翻腾的

海雾，为崂山平添了无限风光。

崂山古为东夷地，春秋时属齐国。秦统一中

国后，置琅琊郡，汉设不其县，隋开皇十六年(公

元596年)置即墨县，崂山皆属之。1898年．德国

强迫清政府签订Ⅸ胶澳租借条约*，将自沙河以

南、砖塔岭以西的崂山山区大部．由即墨县f化

乡划人胶澳租借地。】9】4年，口夺取代德国侵占

胶澳。19224f中囝政府收I!!]青岛后改设胶澳商埠，

崂山属胶澳商埠李村区。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接

管青岛后，李卡于区隶属青岛特别巾．．1935年，将

自沙河以北、砖塔岭以东的崂山另一半山区，j；；lf

次由即墨县划人青岛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崂山山区相继属r青岛市所辖的崂山办事处、崂

山郊区、崂山县和崂lIJ区。

崂¨J在历史上曾有劳山、牢lIJ'不其山、劳

盛山、大劳山和小劳l|j、辅庸【11、螯山、崂山等

名称。“劳山”之名最q见于《后汉书(逢萌传)*．

《魏书(释老志)Ⅺ．《魏f}(高祖纪)》、南朝梁陶

弘景《名医别录》和唐代成书的《元和郡县志"皆

沿用之。“牢山”之名首见于晋代法显的《佛国

记》．“魏书(地形志)》、《新庸托(姜抚传)Ⅺ，《宋

史(甄栖真传>*、《金史(地理志>》、《元史(释

老志>》及元代成括的《齐乘》皆沿用之。“不其

山”之名见于《汉托<武帝纪)》和《三国志(崔

琰传>Ⅺ。“劳盛IJJ”之名发轫丁．东汉王充的《论

衡》，但在宋代的《太平寰字记》中改为牢盛l上J，

顾炎武在《劳山考》中又写为劳盛山。“大劳IU和

小劳山”之名始见唐代章怀太子李贤的《后汉书

注》，杜佑《通典》沿用之。“辅唐山”之名乃见

于Ⅸ纪闻*中王曼的事迹，该故事辑存于《太平

广记》。“鳌山”是全真道著名道人邱处机为崂山

更改的名称，仅见于元、明两代之碑记。“崂I圹

之名最早见于《南史(明僧绍传)》，另在《神农

本草》和《本草图经》中也记有此【¨名，明代黄

宗昌亦用此名写成《崂山志》；总之，⋯之率名应

为“劳”或“崂”，汉代称“不其”，晋及南北朝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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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尤其是大文学家蒲松龄将崂⋯视为第：敞乡， 府卜抒最视肘崂山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尤其J 未

写成J，脍炙人【1的《崂I』』道Ij》、《香玉*等名篇． 是改革开放以后，多次蠲整充’其r崂II】风景区管I i岂

使崂山名满灭l?：近代改良思想家康有为，伟大 理机构，制定并实施《青岛崂山风景区管理暂行j

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IJJ，现代著名学者黎冗墙、 办法》，建立健全各项々业管理制度。同时，根据 。

闻一多、沈从文、浆实秋、郁边走等．都慕名游览 “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台理开发，永续利用”的

过崂山。这些游崂名人留一l、了大量的诗文、游记、 风景名胜区1：作方针．组织人员对崂Ih进行了大

专著，或传诵f-世．或镌刻于石，不仅I-富了崂 规模的规划建设，制定了长期和近期规划目标。实

山的文化内涵，而且使崂IJJ盛名远播。 行了有计划、有深度、开发与保护井举的发展战

崂IIl，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各类 略，对景区内的旅游资源．设施进行维护，并相继

景点遍布垒山。南线的太清宫三；；}压．东线的仰f 7 对北九水景Ⅸ和臣峰景区进{o：厂深度开发和建设．

景区，中线的南、北九水精区，西线的华楼景区． 总投资近4亿元。昔日的海上轵I虮更增添了无穷

北线的鹤山景区，中部的巨峰景区，皆各具特色． 魅力。

异彩纷呈。崂山与内地名山相比，自然景观独具 今日之崂山，以』《优美的山海风光和博犬的

一格，它兼有山海林泉之胜．囊括奇险秀朴之姿， 文化内涵，成为青岛市建设周际化大城市的组成

到处奇峰异石，深谷幽洞、古树名饱、飞瀑呜泉， 部分。崂山将成为欣赏风景、度假休养、游览观

加之山海棚映、沐H浴月、明霞云涛．烟雾升腾， 光和开展科学文化活动的国家重点名胜区域，屹

组成_中目雄奇、秀美的立体画卷。南燕地理家晏 立于黄海之滨．为中华大地增添风采。

谟《齐记*称：“泰山虽云高，不盘¨东海崂”。邱处

机在邀游天下名山大川后，也十分动情地写道：“五

岳曾经四岳游．群山未必可相俦”。

崂山，干百年来．历经岁月的风雨沧桑、到

解放前夕道观寺院凋蔽残零，羽士僧徒流离散落。

仪有十几处宫现庙字保存尚好。解放后，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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