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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吧咪山是道教圣地，陇上名山。方圆数百平方公里，山环水绕，层岭叠

嶂，峰回百转，似虎踞龙盘。自古草木葱茏，绿树掩映，雾霭云腾，风光宜人。

金花仙姑，灵感四方。布雨除旱，普渡众生。善男信女，慕名敬香者，摩肩接

踵，蜂拥而至。庙观殿宇，亭阁琼楼，规模宏伟，日盛一El。仙踪处处，福音远

播。吧咪山作为神仙福地，闻名遐迩。

金花仙姑的神应感化，民间传闻颇多，为吧咪山披上了一层神奇莫测的

面纱。但究其详端始末，却知之甚少。不仅文字记载匮乏，考据史料如大海捞

针。古人虽有点滴笔录，但历经沧桑岁月，多被历史长河淹没，世人空怀遗恨

而已。

幸喜，塔什堡众位有识之士，花甲之年不负众望，毅然挑起历史重任，编纂

《吧咪山志》。老骥伏枥，黄昏奋蹄，历三年之艰辛，经冬夏之寒暑，锲而不舍，

众志成城，呕心沥血，终于精修成卷，付梓出版。开卷细读，字字千金，感人肺

腑。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极具传世存史价值，让人心悦诚服。我衷心感

谢参与编纂《吧咪山志》的各位仁人志士，你们的无私奉献，填补了名山圣地文

字记载的空白，名列青史，功在千秋。

《吧咪山志》虽属民间之作，但它倾注了众人的心血。书中的大量资料，都

是经过深入挖掘和广征博采的，对于抢救和整理吧咪山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

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结构严谨，文字通俗，

融资料性、科学性、可读性为一体。概吧咪山历史之详略，集人文地理、宗教信

仰、庙观建筑、旅游景观、民情风俗、神话传说于一书，大则推峰峦之述，小则以

砖瓦为记。意在精尽，旨在翔实。确为地域之史录，实乃圣迹之青册。全面、

系统、真实地记述了吧咪山的历史与现状，突出了地域特点和时代特色。本书

是一本值得认真一读的精品佳作。

一1一

私，一小一Ⅵ坼r、一一j：o一一。|、|1u1卜。ir

0。～_

士。o：一萝≯，。一。00，I黟7。◆，．-



吧咪山志

我作为道教全真龙门派第二十八代传人，为弘扬吧咪山的传统地域文化，

光大仙姑之圣德，乐意受众人之托，是为序。

、花南司／『山、形闸习／J叫

(甘肃省道教坤道院院长、甘肃省道教协会副秘书长、兰州市

道教协会副会长、永靖县政协常委、龙汇山道观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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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客观真实地记述吧咪山区域内的历史和现状。

二、全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限，追本溯源。下限断至2005年

底。

三、本志以志为主，述、记、志、传、录、图、表并用。由概述、大事记、志、人

物、附录组成，主体按章、节、目层次编写。以文为主，图文并茂。

四、大事记所载内容，以吧咪山区域开发建设为主线，简要记述境内发生

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自然等方面的大事、要事。记述采用编年体，个别

延续事件采用记事本末体。

五、人物分传记、简介、名表三个层次，遵守生不立传通例。人物以本籍为

主，对吧咪山贡献较大的客籍人士酌情载入。传记、简介人物以生年为序。

六、文中一般不用注释。除引文外，均不注资料出处。

七、志内纪年、地名、官职等称谓，凡历史朝代，一般沿用通称。历史纪年、

地名，括号内注明公元年代或今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共和国”，一律用公

元纪年。

八、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百分比、几分之几，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习惯用语、词汇、专用名称及历史朝代纪年、农历等用汉字表述。民国纪年和

公元纪年均用阿拉伯数字。

九、文中数据，经核实，一律依历史资料为准。

十、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除少数古籍保留繁体字外，均用简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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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咪山志

十一、计量单位除引用原文外，一律采用国家规定的公制单位。

十二、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历史文献及各类档案、图书、报刊、实物及IZl碑资

料。

十三、本志所记地域范围，一般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准。有些章、节，为了记

述完整，也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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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吧咪山位于甘肃省中部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三条岘乡境内。地处洮河

北岸、洮河西去与黄河汇流的三角地带，介于东经103。25’～103。30 7与北纬

35。53 7～36。01 7之间。南濒洮河与东乡族自治县唐汪、董岭乡隔水相望，北至

前雾宿山柳木夹岘与本县陈井镇为邻，东至格水岭、八面台与本县徐顶乡和临

洮县红旗乡接壤，西依苟子沟岭、深岘子、大岘子与刘家峡镇毗邻。区域南北

长约14公里，东西宽约11公里，总面积84．36平方公里。海拔高度在1719

"'2660米之间。属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5℃～9℃，年降雨量

226．5"一494．9毫米。年日照时数为3500～2800小时，全年太阳辐射总量为

134．39千卡／平方厘米。

吧咪山是陇上名山。吧咪山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境内

山峦起伏，层岭叠嶂，沟壑纵横，群峰竞秀，呈虎踞龙盘之势。境内悬崖壁立，

怪石嶙峋；森林广布，古树参天；草木丰盛，山花烂漫；溪水清泉，长流不息。吧

咪山向与兴隆山、麦积山齐名，被誉为“陇上名山"。

吧咪山以原始森林著称，在黄土高原上独树一帜，风光别具。在方圆几十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覆盖着原始针叶林和天然次生灌木林。山杨、油松、杜松、

古榆、朴树挺拔健壮，绿树成荫，由吧咪山自西向东连接抱龙山、神树岘、七道

梁、马衔山，形成一道若断若续的天然林带。吧咪山中的松树阴面、板柜槽、大

桦湾、小桦湾、锦鸡岭、菜子湾等处，是温带落叶针阔叶林保存较多的地方；三

重台、东池岘、西池岘及吧咪山池庙周围，散生的古松、古榆、古朴，亭亭如盖，

各显英姿。吧咪山现有林地总面积41956亩，其中乔木集中林地1145．5亩，

灌木林地27259亩。

吧咪山是道教圣地。常言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自明永乐三年(公

元1405年)金花仙姑在吧咪山羽化成仙以来，灵感四方，信众纷纷募捐修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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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咪山志

观庙宇，供奉金花仙姑神像，举行各种神事活动。明成化四年(1468年)，吧咪

山始修建金花仙姑神庙一间，供奉金花仙姑神帧一幅。与此同时，哒咐哮哕

修金花仙姑总庙大殿三间，明廷敕赐凤冠霞帔。金花仙姑坐于八抬大轿之内，

官民按朝廷封列正神致祭。随着金花仙姑影响的逐步扩大，兰州、青海、甘南、

临夏、永靖、临洮、东乡等地信众蜂拥而至，朝山敬香，遂有吧咪山四大庙会的

产生与兴起。香烟缭绕，香火不断，给吧咪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如今，

吧咪山池庙已建成金花菩萨大殿、前殿、水晶宫、山神庙、土地庙、百子宫、龙王

宫、灶王殿等神庙及牌厦、钟楼、鼓楼等古典建筑群，亭台楼阁，金碧辉煌。总

建筑面积1519平方米，占地面积33亩，塑金花菩萨、三霄娘娘、龙王、山神、土

地等铜铸神像17尊。哒日什哮哕总庙现已重建金花菩萨大殿、前殿、祖师殿、

灵官殿、百子宫、山神庙、土地庙、龙王庙等古典建筑群，总建筑面积1051平方

米，占地面积6亩，铜铸神像19尊，并在塔什堡塔耳山下重修向青寺。

吧咪山是座宝山。吧咪山不仅古树参天，林木茂盛，有温带及高寒珍贵树

种70余种，并且草场广阔。现有天然草场42451亩。牧草种类繁多，有59科

174属260余种。其中可利用草场25365亩，年产干草约113万公斤。植物

资源十分丰富，已查明的药用植物有70余种，并中珍贵稀有药用植物居多。

山花烂漫，花卉植物更是五彩缤纷，目前已知名的就有百余种之多。野生的牡

丹、芍药、玫瑰、各色丁香、各种蔷薇，五颜六色，争奇斗艳。飞禽走兽原本繁

多，虎豹常有出没。虎狼沟、豹子岭、鹿湾、香子崖、青羊圈槽、鹦场子滩等地名

至今犹存，比比皆是。可惜因人为的猎杀与破坏，至今已大部分绝迹。锰、铜、

煤、钾长石、石英岩、红砂等矿产资源在境内多处分布。其中有些矿产亦时有

零星采挖，但未能形成规模生产。吧咪山的山林历来管护严格。解放前由群

众组织的骡马会管护，如今由吧咪山国营林场设点分工负责。山林环境虽屡

遭破坏，但一些珍贵的资源仍得以保存了下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吧

咪山的环境将会更美，有计划地保护性开发其丰富的宝藏，将会为人类做出它

越来越大的贡献。

吧咪山地灵人杰。吧咪山是一块宝山福地，人才辈出。吧咪山人不仅为

修建仙山神庙代代做出了奉献，而且为吧咪山管护、开发、建设、进步做出了不

懈的努力。如今的吧咪山，不仅山环水绕，景色迷人，风光无限，而且人丁兴

旺，走南闯北，处处生机。吧咪山下最集中的居民村落旧时称哒叫十哮哕，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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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什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群山环抱中的一块开阔盆

地——青和盆地，就是塔什堡人聚居的黄金宝地。如今，全村538户，2208口

人和睦相处，形成吧咪山一个庞大的家族。青和、塔什堡、下庄三个行政村连

为一体，与吧咪山共存荣。水地连片，阡陌成网，四旁沟谷绿树成荫，五谷丰

登，牛羊满圈，不愧为“人间仙境”。清代科举人物颇多。全村现有国家脱产干

部和工作人员313人，其中副科级以上干部48人，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29

人，大专以上毕业生52名。学校、医疗卫生、商店、饮食服务、农副产品加工、

乡镇企业等机构健全，彩电、电话已普及农家，通讯网络亦辐射本地区。吧咪

山人除就地发展农林牧各业外，已经走出大山，劳务输出人员已成为一个新的

群体。务工的、经商的、办企业的，应有尽有。

吧咪山有其独特的地理、自然优势，塔什堡人利用这种优势，开发了许多

独具特色的产品。吧咪山的丰盛草场养育了吧咪山肥美的羊群，塔什堡万只

养羊基地已初具规模，肉肥味香，享誉四方。如果用当地泉水煮羊肉，不用放

什么调料，那味道会叫你赞不绝口，垂涎欲滴。砂地小麦，面白筋足，成为市场

上的抢手货。瓜甜果嫩，闻名遐迩。地耳、扁菠花漫山遍野，随手采来，即是美

味佳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城里人和外乡人到此，会让你耳目一新，大饱

眼福，胃口顿开。

旅游开发前途辉煌。吧咪山山美、水美、树美、风光美。山清水秀，古树参

天，风光宜人；古刹殿宇，亭台楼阁，星罗棋布；金花仙姑的神话传说家喻户晓，

慕名观光敬香者络绎不绝。吧咪山山峦起伏，奇峰竞秀，怪石嶙峋，峭岩绝壁，

似物象形者枚不胜数，营造了许多奇丽的景区景点。吧咪山山中有山，岭中有

岭，峰中有峰，景中有景。晨钟暮鼓、左狮右象、驼峰、玉兔、犀牛、海豚、猿人

头、乌龟岭、照壁山、莲花峰、转阁楼、香炉台，似物非物，状兽非兽，让人心旷神

怡，流连忘返。汹涌澎湃的洮河水一泻千里，陡峭壁立的山峰峻拔一线，让人

目不暇接。洮河飞瀑、二龙戏珠、仙浴崖、藏身洞、海龟石、灶爷石、山城崖、歇

马殿，千姿百态，气象万千。

吧咪山古典建筑群更是光彩照人。飞檐挑角，彩墩拱斗，造形独特，各展

风采。汉、藏、回建筑风格融为一体，木雕、砖雕、彩绘巧妙地结合，风格独具，

精品处处。二龙戏珠，珍禽奇兽，桃红柳绿，魅力纷呈。其建筑艺术与风格，因

物施材，妙趣横生，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吧咪山不仅是自然生态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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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集奇山碧水为一体的艺术长廊。集人间万象于一山，集自然人文于一

身，集传说形象于一景，趣味横生，无奇不有。

如今，吧咪山水路、旱路交通均已畅通，1日Et的羊肠古道仍然通畅，供游山

者一路跋涉，一路观景，别有一番韵味。住宿、餐饮服务设施虽不尽完善，仍可

为游人提供方便。

来吧，吧咪山欢迎您，吧咪山人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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