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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罗典苏

巴陵胜状，襟山带湖。湖，指洞庭湖；山，则是大云山了。先有湖，

还是先有山?这是若干亿年前的事，大概从地球形成之日大云山就巍峨

屹立在洞庭之东，也许洞庭还在稍后一些时日才有，可见这座巴陵关隘，

湘北屏障的大云山，其历史是悠久无凝的。

长江天堑，大云山则是膏山堑一。她扼南北通衢的要津，不论是黄

帝镇压三苗，历代英雄问鼎中原，兵家平定海宇，都得由此而南，或由

此而北，别小看这弹丸之地的一座大云山，凭山阻险，真可谓“一夫当

关，万夫莫开"。 ，

大云山海拔909米有奇，周长200余里。清人吴敏树《游大云山记》

谓： 仃自巴陵、临湘，通城、平江四县之山，咸在肘下一，是言虽过。

然而，于湘北诸山而言，不可谓不高，不可谓不大。奇峰，怪石，岩窦、

清涧、甘泉、碧潭、瀑布点缀其间，错落有致。往昔山间古木参天，葱

茏覆地；珍禽异兽，栖息于斯。光绪《巴陵县志》载：．。宋元时兵过伐

其木，斧斤不能入”。晨昏雾起，群峰漂浮云雾之上，游人至此，几疑

置身海上蓬莱，而大云山之得名，实源于此。语云：“天下名山僧占多”，

大云山则例外，山间殿宇祀真武祖师、如来、玉皇、观音、文殊，普贤、

金母、圣母、四大元帅等等，考之古籍，则主祀北宋岳州通判石光，这充

分反映了我们这个多神教的国度，民间对循吏清官的信奉。每年春秋朝

山之日，大湖南北，善男信女，百十成群，络绎于途，前来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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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云山历遭浩劫，宋元兵燹之后，太平军战清军、国民党军战侵华

日军，炮火连天，烽烟遍野，名山古刹化作瓦砾残垣，胜景烟霞剩下荒

丘旷野!新中国建立以来，鉴于名山荒芜，古迹埯没，乃发动造林，组

建县，乡、村各级林场，抚育残林幼林，绿化童山秃岭，保护珍稀古木，

开发矿藏，兴修水利。与此同时，开山凿石，傍林泉之胜，依峰谷之奇，

修筑公路，西连京广，东通鄂赣。从此，大云山郁郁葱葱，峰峦竞秀，

南通北达，游客如云。 ．

大云山是数见于经传的湘北名山，然而，自石光归隐是山，其后建

祠祀之以还，八百余年久远流传，却无专志纪其梗概。1 990年岳阳县志

办公室专纂《大云山志》详其事，述其兴衰，为兹后开发是山，为后世

传其轨迹，或有所借鉴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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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大云山志》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编修的第一部专记大云山景区历史与现状的山志。

二，本志上溯时间不限，下限断于1988年。全志分：云

山图片，凡例，概述、名胜、古迹、艺文、自然环境、云山

建设、附录和修志始末。

．三、本志体例以志为主，兼及述、考、图、表，录。横分

门类，分列章、节、目。纵述历史，注重据实记事。语体文，

记叙体。

四，本志计量单位v2 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

为准。历史纪年，凡清以前沿用历史通称，用汉字书写，加

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字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均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除引用古籍、原文需沿用繁体字外，均使用国

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和标点符号。数字一般用阿拉伯字书写。

六，本志资料大部分来自调查材料，部分录自《岳州府

志》、《巴陵县志》，族谱，古籍，档案材料等，一般不注

明出处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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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风景秀丽的大云山，雄踞在岳阳县东北部，为幕阜山脉西北支，东

西蜿蜒13．5公里，南北相距9．5公里，跨岳阳、临湘两县．东南抵岳阳

县南冲镇、、毛田乡，西南邻公田镇、甘田乡，西北跨临湘县白羊田镇，

东北接贺畈乡、詹桥镇。总．面积I 28平方公里，主脉面积40平方公里．地

理座标为东经I 1 3。27，一l 1 3。33，，北纬29。1 4，一29。19，。主峰相公尖海

抛09．7米．山峦别具一格，群峰、怪石，，云海’，_清泉，林涛、古寺点
缀相映的风姿，为古老多姿的巴陵增添异彩。 ‘：、+ 、

大云山重峦叠嶂，群峰耸立，怪石嶙峋，千姿百态。 搿龙鼻石”、

搿狮口石"，如龙如狮，似卧似伏，‘。神肖毕现。 搿神仙脚印石一酷似赤

脚大仙伫立。 “洗脸盆石”鬼斧神工。 冀鸡子石一高峰壁立，东、西、

北三方无路可寻，唯有东南面需缘水竹石隙”攀藤附葛方能到达顶峰，，

晨昏雾起。恍若海上蓬莱。在秋高气爽，阳光明媚之际，登临相公尖，
’

极目西望，浩瀚洞庭，水天一色，青螺君山，漂浮其上，屈曲长江，白

练生辉。翘首蓝天，群雁翱翔，晴空无际q山脚下峰峦俯伏，铁山水库

’躺卧其边，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油然而生。

大云山得天独厚，春季繁花似锦，落英缤纷。夏季蝉鸣鹊噪，凉爽

宜人。秋季山果飘香，菊黄遍野f冬季的景色更为壮观：银装素裹，一

片琉璃世界，林海古木拟如玉树银花， 靠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

花开一。特别是春秋佳日，雨后初睛，低温高压之时，谷底水气凝成云

雾，弥漫山谷，云山雾海j’群峰之间恰似白浪滔滔，银花点点，渺无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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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峰尖漂浮于上，形同孤岛，阳光照射，霞蔚云蒸。待到云开雾散之

时，群峰恰似乳汁中洗出，洁净如璧，耀眼生辉。这就是“云山戴头巾，

山高又多云”谚语的写照，也是她得名“大云山”的由来。

山间清溪潺潺，泉流淙淙，飞瀑高悬石壁，凌空而下，汇集成JII成

潭。小川流淌于山间林下，如镶边彩带。碧潭跌落谷底，一泓清泉，清

沏鉴人。鸡子石瀑布，布泻即雨，蔚为神奇。雨后洪来，曲折耷流，势

如野马飞奔，声震空谷。

大自然赐予大云山的林带翠原中，古木参天，杉松招展，莒萝藤蔓，

苔藓绿茵，奇花异草，珍稀乔木，各类药材，俯仰可见。间生在岩缝路

旁的芸芸芳草，婀娜多姿，逗人悯爱。獐麂兔鹿，白鹇孤鹜，’各类走兽’

飞禽j腾空路壁，悠然自得。， ’，7．。’．e
1

7：、

富有传奇色彩而又令人神往的大云山祖师殿相传为神仙所遣，，。仰视

悬梁，令人叹为观止。自宋代岳州通判石光卒于大云山后，‘祖师殿改为

主祀石光之所。后经历朝修缮，。庙宇金碧辉煌，鳞次栉比，多达28处。’

祖师殿一一正殿初毁于1945年4月中共南下支队与国民党临湘县长王剪

波旧部激战时的炮火。是年以耆绅李惠南为首，募捐3万余元银洋，仍

以全石结构，描龙刻凤，画栋雕梁，复其原貌。长江南北的仕女游人至

此，交口称誉，留连忘返。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一场靠破旧立新”

风暴给大云山的名胜古迹、文物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巧夺天工的祖师

殿第二次被毁，直至1984年才募捐草建，以她那简陋洒脱的风姿迎送着

一往深情的游客。

大云山这块古老的巴陵胜地，．留下了浩浩荡荡的太平军足迹，留下

了大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风雷，留下了1 93 1—19 33年中共地下党员

的忠魂，留下了坚持抗日反对侵略的爱国史诗，留下了南下支队坚无不

克，战无不胜的雄风，同时也留下了沧桑变化的伤痕。‘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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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和平解放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这座宝山的建设。自1 958年建

立国营岳阳县大云山林场以来，相继新建了岳阳县云山乡、甘田乡和临

湘县贺畈乡、詹桥镇、白羊田镇等五个乡镇林场和26个村办林场，投资

41．6万元，造林8 520亩。唤醒了沉睡的岗峦，漫山披上了绿装。新建小

型水库塘坝80多座和8个水力发电站，使山间梯田垅地旱涝保收，山村

入夜电光耀眼。勤劳智慧的大云山人民在国家的扶持下，依靠自己的力

量，先后修建了10条全长100公里的乡村公路， 把竹木、竹木制品、药

材和矿石源源不断输往祖国各地，把城镇工业品有求必应地送进山山岭

岭。

山青水秀，鸟语花香的大云山是“岳阳楼一洞庭湖风景名胜区’’的

重要景点之一。人民早就为她呼唤，时代正在为她装点。她更如饥似渴

地期待人们去认识、去开发，去利用，使绚丽夺目、大放光华的洞府仙

山，早日呈现在巴陵东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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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名 胜

第一节奇 峰

相公尖 位干

大云山主脉中央，为

云山主峰，海拔909．7

米。登峰远眺幕阜山

脉的相思山、大峰山、

成在肘下。公路襟江

带湖，村落绿丛点缀，

铁山水库澄碧如镜，

岳郡长江依稀可见。1958年，山顶曾

设有航空标志。

卓笔峰 俗名鸡子石，又名鸡

子山。位于大云山主脉西北部，海拔

686米。从东而望，形如卓笔冲天，从

南而视状如鸡卵，西看仿佛出窝的雏

鸡头，翘首北望．恰似一仰天雄狮。

峰呈圆锥形，四面峭壁．惟东面石隙

中有杂木劲草，攀缘可上。山顶表土

为2米厚的风化石，顶部长50米，宽

6．5米，北高南低。古时那些善男信女

曾来峰下焚香祈祷，望能生个才男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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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南端有棋盘石，相传仙人在此下棋。有狮口，过者如履薄冰，不敢

俯视。嘉庆《巴陵县志》载，鸡子石在县东北一百二十里，大云山旁与

I临湘连界。《湖广通志》“石高四百丈．周围险峻，惟湘湄有一路，攀

绿可登．顶上宽平，可容千人．有井”．先时井水清沏，常年不竭，今

井己淤。

黄梁伞 位于

大云山祖师段南下侧

一公里。形如伞，相

传仙人丢伞于此而得

名。山峰西部，是一

条通往祖师殿的石级

路，杉荫蔽日，曲径

通幽。光绪十七年

(1891)《巴陵县志》

载： “又黄粱伞有仙人洗手盆，有宋石通判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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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屏峰 俗称

由它咀。位于大云山

正殿东侧一公里。峰

顶有一平方公里的缓

坡，玉树如屏，绿草

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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