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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齐云山志》继《黄山志》之后，经过参与此事的全体

人员的共同努力．终于出版了．这是我市又一部具有地方特色的

名山新志。它的面世，将对齐云山的开发，建设以及全市文化．

旅游事业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齐云山．是我市休宁县境内一处道教名Il|．其秀丽的山水、

悠久的道教文化、众多的摩崖石刻．碑刻以及奇特的丹霞地貌．

名扬古今．它又与近邻著名最区黄山、佛教圣地九华山等皖南名

山相互辉映，各竞其美．栩得益彰．

齐云111．古称白岳．明《齐云山志》载：。一石插天．直入云

端，与碧云齐．谓之齐云’．这便是。齐云IIJ-山名的由来．齐云

山道教．由来已久．店乾元年问(公元758-760年)。道士龚栖

霞来山传道；南宋宝庆年问(公元1225-1227年)．道士余道元

台{立佑圣真武祠．供奉北方天神．真武大帝，几经葺饬。惨淡经

营，成为一方圣境；至明代嘉靖年问．世宗帝敕建玄天太索富。

道观、宫殿、院房随之拓建．香火日渐鼎盛．影响之大．播及

浙．赣等邻省．致使本山与湖北武当、四,lJl鹤呜．江西龙虎并称

为中国道教四大名lJJ，索有。江南小武当。之称．

古人有。黄山白岳相对峙。‘风景绮丽q1江南’的说法．历史

上．一些文人雅士，官宦大贾留连于黄山．白岳之问．寄迹于齐

云山洞天福地．宋代朱熹，方岳．元代郑师山．汪克宽．明代王

守仁．，袁宏道、梅鼎祚，清代袁枚以及近代黄宾虹，部达夫等。

都曾来山并留下宝贵的墨迹．值得一捉的是。明代大旅行家徐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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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两次登临齐云．作《游白岳日记》。发出。珠帘飞洒。奇为第

一’的慨叹l大书画家店伯虎游山七日。撰写《紫霄宫玄帝碑

铭》．这些，都提高了本山的知名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满目疮痍的齐云山获得了新生．

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和人民政府关怀下．齐云lJ|

成立了管理处．恢复了道教协会，修复了道观院房，开发和建设

诸多旅游景点。并于1981年正式对外开放，接待中外宾客．本

山旅游事业亦逐年稳步发展．1987年11月。国务院批准在原徽

州地区基础上成立地级黄山市．形成以黄山为中心，休宁齐云

山，歙县文化名城、屯溪老街，黟县古民居、黄山区太平湖为环

衬的大旅游区．这对齐云山旅游事业的兴盛和发展。无疑是一个

大的促进．新编《齐云山志》正是在此形势下应运而生，它不仅

有利于名山的开发与建设，推动了旅游业的开拓与发展，同时，

又标志着我市文化建设事业所取得的一项新成就．

四年甘苦．成绩斐然．值此《齐云IJJ志》出版之际．回顾新

Ilj志的编纂历程，应感谢那些默默耕耘的山志编纂者和给予协助

指导的所有同志．欣慰之余。特草《序》以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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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是我国优良的传统．。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山志，系

地方志之一种．归属于杂志．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

休宁县令鲁点编纂《齐云山志》，迄今近400年；清康熙五年、

嘉庆十六年重刻再版；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官方颁布文

书，企望编修山志。惜未成书：

盛世修志．1983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将《齐云山志》列为

安徽五大名山志书之一．是年末，体宁县人民政府发布文告，作

出编修《齐云山志》的决定．山志编纂办公室的修志人员，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勾稽史籍，收拾山川之精

华。借助笔端．广征博引，几易其稿，历时数载，终于编修成一

部。使登临者见之以为历历如旧游，即使未登者见之，亦能凭虚

而想见其形’的新志书．此一盛举。乃我辈之宿愿．

新修山志，展卷有益．它将作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

当今，传于后世。并载人我国方志宝库的史册．
。

《齐云山志》。编排合理．内容丰富，融科学性、知识性．实

用性于一体．它既是一部本山上下千余年的沿革史，又是一部囊

括本山自然成因。气候环境。山水形胜、风土物产、传统文化等

方面内容的齐云山百科全书；它是史志工作者、旅游从业人员、

广大旅游者的案头必备资料和导游指南．又是沟通海内外炎黄子、

孙情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桥梁和纽带．
新志出版．必将进一步促进道教胜境齐云山的开发，推动本

县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



承蒙山志编纂办公室之嘱托，撰此短文．权作

休宁县政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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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志。作为地方志一脉。其历史久远，特点显著。内容丰

富、翔实，可信．是可资征信。借鉴的重要地方文献资料．

齐云山古来有志．据文献记载。嘉靖年问朝廷曾二度指派官

宦修志．由赐进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大学士许国为之序．终因

人事更迭．蹉跎三十春秋．未能成书．明万历己亥年(公元

1599年)，赐进士文林郎。体宁县知事鲁点编纂的《齐云山

志》。全书五卷．内容翔实．文墨灿然；山水洞岩．古迹名胜．

记述详略得当。不失为一部较好的山志．清康熙五年(公元

1666年)．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所修《齐云山志》，均未

脱先辈臼穴．民国时期．休宁县地方当局一度也曾动议编修山

志，篇目虽订．但因战事频仍．未得实施．

盛世修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1983年春．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在翩订地方志规划时。将新编《齐云山

志》列入全省侈志规划中．当年11月。休宁县人民政府发布文

件。成立《齐云山志》编纂领导组，下设编纂办公室，及时调配

人员；1984年．县政府又对编纂人员进行了充实调整．在编纂

过程中．侈志人员不辞辛苦。广征博采．勾稽史籍．纠讹匡误．

辛勤笔耕，几易其稿。历时四载．终于完成志书编纂工作．就内

容而言。本志书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务求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的统一，努力吸收新的科学成果，收录保存新旧有用

的资料．尤其是根据本山特色。在山志。专述。部分侧重记述了丹

霞风貌和道教文化．就体例而言．本志书依据新山志的科学分
‘· 1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