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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书收录三明市所辖各县(市、区)的摩崖

石刻，时间截至1949年10月前。

二、石刻题目一般采用本来名称或约定俗成名

称。无本名或不知名的石刻，一般以署名或所隶属

的具体地名或选择原题刻中有代表性的名词作为题

目。

三、历年纪年、干支纪年、民国年号用汉字表

示，并用阿拉伯字加注公元纪年:人物生卒年代、

年龄，石刻字数和其他计量数字均用阿拉伯字表示。

四、石刻中刻错的字，或生僻的古汉字均按原刻

抄录，字后以括号加注:石刻中原有的注文则加"原

注"字样。缺字或无法辨认的字以"口"表示。正

文中部分 "j" 表示石刻原文的回行。石刻原文的标

点系编者所加。

五、石刻的作者及原文中的人名，只在首次出现

时作人物简介。



序………..........……. .1 

概述- …………………3

梅列 (4幅)

玉泉起瀑... . ...... .… … .1

有容-…………………2

避邪洞… ……… 4 

朱天胜题刻. . . . ... ....… . 5

永安 (61 幅)

初t源、洞口………………6

一线天………… .. . 8

弈台……………… .....9

鹤丁页……………· …… . 10

刻石残片…………. .… 11

化机集… ..甸 ..... .. ..... . .11

Z辛虹........ . . ....... . . . .. . .12 

凤冠… ……………. .12 

环玉………………… .13

放生潭.................... .15 

龙峰洞逗水记. ... .... ....17

道人张绍募捐公约石刻

. .19 

凌霄劈秀… .. ... . .. . . … 21

乾坤清气………...… .22

孩存甫诗刻……… 24 

目 录

目 录 ..

紫云低……... . .. . . . . .… .24

竹石清晤….. ………26 

千石碴.. ...... ... ……… .26

连壁………… . ..……27

欲碍冠 . ....... ...……… .27

蕉涧..……………… .. 28

悠然见南山…………29

群玉谷……………·… . 29

石头城…………………30

香泉…………………m

山高水长..... .. ... .... .. . .31 

呜玉 ………………… . 32

倚爽 . ......... .. ..... . .. .… 32

个中居 …………… · …33

笋立… ..... .... ...... . ....33

云栖山房十景诗… … . 34

吐碧………………… .35

云矗山 ………… ..36 

刘锡哲诗刻 ..... ...... … .37

看予 ...... ... ... . .. . .. . ..… 37

飞鸿桥……………… .38

仙山一度..... . ...... . .…39

范庭玉诗刻 .. .........… .40

天高气清... .... ... ... . .. . . 42

苍崖…… .... ..... .... ..42 

ap.见……………·… . -43



·.目录

史登…….. . ......... ……43

云梯... ........ ...... . ...… 44

惊人………………… .44

向上去……………… . ..45

坏翠…. . ... .. .. . ..………46

紫霞洞.. .... .....……… .47

伏虎……………… . .…47

石洞寒泉………… .. …48

邓文铿诗刻...........…-49

石门坞 ……… …… .50 

八景第一 ....... .. ..…… . 51

玉笋………………..…52

蟠扎 . . .. . . .. .. .. .. .. ... . ... . 52

一枝………… ………53

冰室…………………54

石门……………………M

史上青云...........…… .55

石梁………… …… …56 

金座……… ........ .. . . . . .56

小西天.. .... . . ...... ... ....57

明溪( 57幅)
玉虚仙洞 . ... . ...... ... .. . .59

玉洞天浆…………… . 60

玉虚洞天.... . ......… … .61

天然玉宇… . .. .. .. ... . .62

文崎……………… .... .62

桃花洞…..........…… ..64

王乔桂诗刻 ……… …65 
一柱擎天 ... ........ . . . ...66

再覆补天………..… .69

佛头岩……………… ..69

白责诗刻 · ………… . .70

张风来石刻………… .71

跃鲤石.. ... . ... .. ……… .72

裴应章诗刻...... . ... . … .73

陈善行诗刻. . …………74

沈教题刻…………… .75

潘延儒诗刻......... ..… .76

玉虚洞诗刻 ...........… . 76

刘应投诗刻 ... . . ... ... … .78

虚玄......... .. ......... . …78

冕石 ... ....... . . ... . . .......80

胡宾题刻………… … . .81 

鸿漾………………… .. 82

士德诗刻………… . .. ...82

傅受调诗刻 .. ....... ... … 84

陆来诗刻…………… ... 85

仙源……… ... ... . ... ... .86

天鼓………………… 86

陈卿诗刻 …… … .87 

赵中隽诗刻 … …… . .88

介泉诗刻…………… 89

紫云仙史诗刻 .... ....... .90

朱有尤诗刻-…… . .91 

蜂束… ......... .... ........ 92

露台........ . .......... ..… 92

-1;石...... . .. . .……-……94

连如诗刻 .... ...... .… … .94

奄梁石 ..... . ........ . . . ...94



蓬壶 ……………… . 95

石鼓窍-………… ..96

其(棋)盘石 … · ……96

狮石 … … ……… ..97 

小桃源.. ... . .. . ......... . ..98 

步月台…………………98

飞龙洞 - … .. .98 

奇境天开- … …… 100 

来风洞… ….. … .101 

飞云仙舍… .. ……… ..102

凌虚………………·… .102

听泉..... ……… 105 

渐入佳境… ……… …. .105 

御帘题刻.. . . .. .... . …… .106

山水之间……… … .. ...107

云珞……. ..... .... . .… 107

搜奇. ... .. .. . . . ... ... . . . .… 108

蓬莱……………… · … .109

天台 ..………………… 109

沙县 ( 32幅 )

琼台…………… … .....110

张善教题刻 ... . ... . ...… . 112

张泰诗刻.. .. . .. .... … … .113

僧官中正题刻……… "114

沙阳官员题名刻……115

杨文雄等题名刻，…… ..115

临;青…………… .. … 116

济川桥………….... .116 

梯云石蹬.. .. . . ......…… 117

目录。·

拂云.. ..... .... .. ... .... .. .. 118

吴道昭诗刻....... . ...… .119

才尤流，………… … … …120 

雷三汲诗刻.. .. . .. .. . .… . 121

雷二汲诗刻……· …… 122

沙阳第一… … ………123

孙大I昆诗刻. . . .... ... .. … 124

洞天岩诗刻...... . ....… .125

周敞题刻……… · … … . 125

周敞诗刻…… ……… .126

登高台 ………… .127 

游淘金峰......... . .…… .128

原泉…………………128

疑元珞-……………130

小洞天 ………… .... 130

壁撑天南. . ..... . ... … … . 131

问月亭….. . .. . ........ . .132 

有仙则名………… .. 132

空谷'曾放………… . . ...132

凌云洞 ..………………133

照仁募题 …… … … .134 

狮子口…………… . .. 134

照仁开山石刻. .. . . ... ... .135 

将乐 ( 14幅 )

玉华洞.. ………………136

龟山题刻(残片)……. . 138 

玉华洞题刻... . .......… . 140

玉华洞天 …………… . 142

别有洞天.. ………… .. 145



·.目录

玉华仙洞……... . ....... .145 

玉华洞题刻……… ....147

四望道人诗刻 ............148

5长程诗刻...........…… .148

桂绍龙诗刻...........… .150

桂绍龙诗刻 ………… 153 

玉华古洞 ...........…… .155

多难登临…………… 156 

胜景天成 ………... .157 

尤溪 (17幅)

从善如登……………. .158 

高山流水… ……… .159 

飞甘亭 .. .. . ...... ........ . .160 

活源 ........ . . ... .. .. ...... .160 

蒸云……………. .. .. . .161 

蓬莱山联刻………... .162 

蓬莱山联刻...........… .163

蓬莱山倚刻………… .164

郑月圆题刻………… ..164

南山保题刻 ………… 165 

层峰保题刻…………. .166 

层峰保题刻..... . . ....… .167

僧全美募刻 …… 168 

僧洪韬募刻 ………… 169 

钱德明募刻……·…… ..170

祈保募刻…………… ..171

募捐题刻……………. .171 

大田 (1 幅)

慧、林;同…...........…… .173

清流 (1 幅)

泉石清幽- ………… 1 75

泰宁 (4幅)

李忠定公读书处·…… .. 177

化险为夷....... ....… . ...178

安仁邓晚记-………. .180 

状元岩.......... .. . . . .. . .. .181 

建宁 (3幅)

石燕岩……………·…. .183 

吼云吸雾……………. .184 

江荣先题刻... . .. .....… . 1 84

附录 (2幅)

紫云岩刻..………… .186

宁化岩刻 …... . ………. .187 

后记……………… .. .. .188 



序 ..

白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三明独特的地理环

境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孕育了许多名士贤人，

也造就了丰富的人文景观，摩崖题刻就是其中

极为珍贵的一种 。 散落在三明十二个县(市、

区)悬崖峭壁、风景名胜近200幅的历代摩崖石

刻，历经沧桑，己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物，宝贵

的文化遗产 。 文物是历史的物证，是不可再生

的资源。 三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了《三

明摩崖石刻)) ，并由福建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对于重视与保护文物，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

文化，弘扬民族精神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情，同时也为社会各界人士了解三明和研究三

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一份难得的资料。

三明是国家优秀旅游城市，特别是已列入

世界地质公园的泰宁丹霞地貌风光，列入国家

重点旅游风景区的大金湖、挑源洞等景区更是

闻名遐迹 。 那些古老的摩崖石刻， 无论是镜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三明摩崖石刻

在景区的悬崖绝壁上，还是题刻在幽美的奇峰异景中，都为景点

增添了隽永的魅力。穿越峡谷，伫立在"李忠定公读书处"的石

刻前，我们仿佛看到宋代名相李纲在深山幽谷潜心苦读的身影:

荡舟燕江，仰望百丈崖壁上"乾坤清气"的巨大石刻，顿感正气

浩荡、心胸豁然……可以说，作为前人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的摩

崖题刻，既增添了景点的文化内涵，也体现了景点的历史价值，

同时还提高了景区的旅游品位。

兰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以此为出发点，组织人员，翻山

越岭深入调查发掘，把散落在各地的摩崖石刻收集、拍摄、辨识、

整理编辑成书，同时还和有关部门一起，把一些由于年代久远而

潭没于荒草泥沙中的石刻重新清理出来，让这些宝贵的文化遗迹

再与世人见面，这确实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有人说考古是读"地

书"是用小铲揭去历史的面纱，再现古代传统文明的辉煌，而

寻找、发掘、清理被后人遗忘在沟壁的摩崖石刻不也是在读另一

版本的"地书" ? 

摩崖石刻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随着岁月的流逝，

或因自然的消蚀，或因人为的损坏，不少珍贵的摩崖题刻正在渐

渐地消失。三明地域内的摩崖石刻数量不多，规模有限，也就显

得更加弥足珍贵。我们除了要继承和利用这些遗产外，更要重视

与保护这些历史文化资源。这是政协文史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我

们每一个公民的责任。

是为序。

三明市政协主席吕少郎

2005年8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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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崖石刻是一页历史，它记载着尘封的往事;

摩崖石刻是一门艺术，它蕴涵了民族的文化;

摩崖石刻是一道风景，它吸引住人们的目光;

摩崖石刻是一方瑰宝，它折射出地域的风采。

三明，地处闽西北，位于武夷山脉和戴云山脉之间，有着瑰丽的

山川景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现今已发现散落于三明境内大大小小的

近二百方摩崖石刻，经风沐雨，饱历沧桑，似乎从某个侧面讲述着一

个古老的故事。

一、天踪灵气，历史遗晌。

三明境内群山连绵，层峦叠峙，总体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素

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尤其是多姿多彩的丹霞地貌和喀斯特地

貌孕育了许多奇峰异景、措施风光，还有许多侵入岩、火山岩、变质

岩等穿插其间，纵横交错，集世界各种地质地貌于一炉，蔚为壮观。

在这片地域广袤，峰峦起伏，气候温润，林木丛生的大地上，远

古时，便有人类活动的遗迹。据考古证实 ，在清流的狐狸洞、将乐的

岩仔洞一带均发现史前人类活动的遗迹。 1999年底在三明万寿岩发现



·.三明摩崖石刻

古人类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更是将福建古人类活动史推进到公元前

18.5万年以前。特别是船帆洞中的石铺地面，为国内首次发现，世界

亦属罕见的重要史前遗存。

三明辖境的行政隶属关系，随着历史的演绎和发展而不断变化。

秦汉之前，先后属扬州西域之七闽地、楚固地、闽中郡、间越地等 o

西汉时，东越王在将乐天阶山一代建乐野宫、高平苑、校猎台等，作

为弦歌笙舞、种猎游乐的场所。三国吴景帝永安三年置将乐县;东晋

义熙年间设沙村县，后改称沙县;唐开元年间，再设宁化、尤溪两

县;直至明景泰、成化、嘉靖年间，三明境内的其它各县的建制先后

设立，分属延平、汀州、邵武等府道。

自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至唐中叶的"安史之乱"、黄巢起

义，再至宋代的"靖康之难前后800余年间，中原板荡，造成中

原汉民族的三次大批的人口南迁，自黄河流域进入长江流域，再进入

赣南、闽西北一带，至两宋间，逐渐形成独特的客家民系。现三明境

内的宁化石壁，是历史上客家大迁移的聚散中心，也是客家民系形成

的人文中心，被誉为"客家祖地"、 "客家摇篮"。

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为闽西北地区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

文化，出现人文的繁荣阶段。据志书记载，三明境内历代进士720人，

宋以前仅有 13人，而两宋间中进士者多达503人。先后出现了杨时、

罗从彦、朱嘉等理学名儒及边文进、黄慎、伊秉续等书画名家。

地灵人杰，为三明境内的摩崖石刻提供了良实的基础。史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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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活动，留下了岩刻岩画的遗痕，是为"摩崖石刻"的前身 。 宋元之

后，一些官宦名流、文人学士雅好诗书，或因宦游，或遭迁贬，或寻

幽探胜，流连于山水之间，啸傲于岗峦之上，轻吟于林泉之下。登临

凭吊，畅怀述志，书写题留了大量的诗文匾额，再经工匠斧运，镜刻

于崖壁之上，这就成了 摩崖石刻 。 它们虽历经沧桑，胜迹犹存，

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艺术瑰宝 。

三明的摩崖石刻，主要集中在将乐玉华洞、明溪滴水岩、 沙县洞

天岩以及永安的桃源洞、鳞隐石林和北陵等几处名胜景点:

玉洞遗韵。玉华洞地处武夷山脉南段，在将乐城南7公里处的天

阶山麓 。 属喀斯特地貌，形成于2.7亿年前，当地民间传说玉华洞是神

农时代的大仙赤松子采药炼丹和耕作的地方 。 相传在东汉时期就 已发

现了该洞，至宋代时，此间胜景就远播于世。玉华洞现存摩崖石刻13

处，分布在洞口、洞里和洞后出口处。时间跨度上自宋绍兴甲寅年

(1 134年)的杨时题石残片，下至民国37年(1948年)章友芝的题刻，

前后 800余年，经历宋、元、明、清、民国五个朝代，俨然是整个三

明境内刻石编年史的缩影，为玉华洞的旅游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溺水留声 。 滴水岩，又名玉虚洞，在明溪县城东5里处，为明溪

著名景区。岩高60余丈，周广十余里，山半洞穴联属，石骨尽露，崇

峦峙其前，流泉绕其足，怪石嘉木不胜纪数也。自北宋时便有方外之

士在此结庐修道。明成化年间，明溪置县治，地处于行省至汀州府的

官道上 。 当时所设的提学分巡、分守制度，诸使者过县，辄多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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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则多题留纪胜。现该洞存石刻57幅，其间明朝万历至嘉靖年间的石

刻就占80%以上。在此其间到此悠游并作记题词镜石的官宦名士就有

福建巡按李元阳、白贵，省提刑按察司副使梁世标、宗臣、王乔桂、

程朝京、张风来、沈教、刘应授，全事胡宾，以及清流人、官至南京

吏部尚书的裴应章等，可谓极一时之盛。入清以后，由于康熙年间裁

撤分守之官，滴水岩车马渐趋零落。至清末民初，该县知县(事)黄

崇惺、刘戚、林焕章等人大力倡导，再复旧制。

洞天落珠。洞天岩在沙县城西， 沙阳名胜地也。 其景首唱当推宋

朝名相李纲，李纲因忡旨滴监沙县税务，寓居兴国寺。 传说李纲在洞

天岩遇定光和尚， 1、问前景，僧曰青着立，米去皮;那时节，再

光辉。 "果然李忠定公在靖康时复诏入相 。

而当其时，宋理学名儒罗从彦徙居洞天岩西麓，建有颜乐斋、寄

傲轩、邀月亭、灌理亭、静亭等 。 文人学士，多游于此，留下了大量

的诗文石刻 。 此后，斯景区历代均得以保护、修茸。明万历问，延平

同知陈汝和游是岩，记述其间风光少倾入苔径，穿林槌，万木阴

森，冷然清骨。停足四顾，使事史和失辱，职方失辨，别有天地，非人

间也。" 可见当时林木之茂盛 。 今其间存摩崖刻石20余幅，多为明清

时期的作品。

燕水嵌碧。闽江支流沙溪河过永安境内段，称为燕水。 永安县治

建于明景泰年间，其间才俊星盈，置县前有邓肃、陈灌、陈渊等，立

县后有陈源湛、邓文铿等 。 现存刻石60余幅，数量居各县之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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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桃源洞、鳞隐石林和北陵等处景区。

桃源洞位于永安城北9公里，明万历年间安砂人陈源湛开发修建;

隔燕水则为修竹湾，明天启年间邑人饶端心修建。两处均为丹霞地

貌，明山秀水，风光奇异，现存石刻近30幅。

鳞隐石林为大湖人赖翘千、赖允升两兄弟于清雍正年间发现并开

发，属喀斯特地貌。因石芽表面呈鱼鳞片状，而又取"天故隐其迹"

之意，故而得名。含附近的石洞寒泉景区，现存摩崖石刻10余幅，多

数未落款，据考证，当为清雍正至乾隆年间所镑。

吉山的北陵属花岗岩地貌，系清康熙年间吉山刘奇忠开辟，经其

子孙几代人的努力，建成一处风景名胜区 O 后经兵焚，建筑多毁，今

尚存摩崖石刻10余处。

散珠焕彩。散落于其余各县区的摩崖石刻30余幅，分别处于明溪

御帘村、沙县大洛鸡公山、梅列瑞云洞、清流金莲寺、大田慧林洞、

尤溪凤山、泰宁状元岩、建宁石燕岩等地，且不乏精品。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尚有明溪紫云和宁化牙梳山各有一处岩刻，颇有研究价值。紫

云岩刻主要表现星辰的变化，而牙梳山岩刻尚不明其意，被人们称之

为"天书"。

二、拂挝浮尘，钩沉逸事。

(一)辨析分类。总览三明摩崖石刻，其内容大致可分为记事、

抒怀、题额和题名四类:

1、记事述史。这一类题刻文辞优美，既是一篇散文，又是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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