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 临 九 嶷 山 ，我 是 带 着《徐 霞 客 游

记》去 的 。 我 想 请 徐 霞 客 老 先 生 当 向

导，去看看九嶷山的前世今生。

九 嶷山位于湖南永州宁远县与蓝山

县交界处，又名苍梧山，因有九座山峰而

得名。《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践帝位

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

南九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九嶷

山盘基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

举 ，各 导 一 溪 ，岫 壑 负 阻 ，导 岭 同 势 。 游

者疑焉 ，故曰‘九疑 ’。”“九疑 ”后演化为

“九嶷”，九嶷山之名，由此而来。

九 嶷 山 的 最 高 处 是 三 分 石 ，位 于 宁

远 县 南 部 。 三 分 石 又 名 舜 公 石 ，也 称 舜

皇 峰 ，由 三 块 360 余 米 高 的 巨 大 花 岗 岩

组 成 ，是 九 嶷 山 的 最 高 峰 ，海 拔 1822

米 。 徐 霞 客 的 九 嶷 山 之 旅 ，便 是 围 绕 三

分石进行的。

明 崇 祯 十 年（公 元 1637 年），在 寻 访

了 莲 花 洞 等 景 点 后 ，徐 霞 客 在 九 嶷 山 转

了 七 天 ，对 附 近 景 点 ，做 了 一 番 详 细 考

察 。 这 年 三 月 二 十 四 ，徐 霞 客 来 到 玉 琯

岩 ，考 察 了 古 舜 祠 、舜 陵 的 方 位 ，花 重 金

雇 得 一 个 去 三 分 石 的 瑶 族 带 路 人 ，等 到

天 气 晴 朗 ，即 可 登 山 。 可 是 ，此 时 正 是

江 南 的 雨 季 ，淫 雨 霏 霏 ，连 日 不 开 。 山

中 雾 大 ，更 无 法 出 行 。 过 了 几 天 ，徐 霞

客 才 由 向 导 带 领 ，开 始 登 山 。 经 过 一 整

天 的 跋 山 涉 水 ，披 荆 斩 棘 ，直 到 夜 幕 降

临 ，他 们 才 攀 到 三 分 石 下 面 。 山 中 夜 间

十分寒冷，阴风怒号，徐霞客只得叫向导

砍下一些枯树，堆起来燃烧。突然，一阵

狂 风 刮 来 ，呼 呼 作 响 ，卷 起 火 龙 ，飞 舞 空

中 。 火 焰 游 移 ，奔 腾 数 丈 。 徐 霞 客 从 来

没见过这阵势，惊奇不已，以为奇观。

第二天，当徐霞客迎来晨曦，抬头望

见 三 分 石 时 ，顿 时 惊 呆 了 。 只 见 那 三 分

石 巍 然 耸 立 于 眼 前 ，云 雾 缥 缈 中 ，有 如

在 天 地 之 间 插 上 了 三 根 定 海 神 针 ，巍 峨

壮 观 。 他 们 兴 奋 不 已 ，饥 饿 与 疲 惫 顿

消 ，立 即 淋 湿 篝 火 ，一 路 南 行 考 察 。 三

十 日 ，徐 霞 客 终 于 找 到 了“ 五 涧 交 会 ”的

三 分 石 分 水 岭 ，弄 清 楚 了 三 分 石 是 潇

水 、岿 水 、沱 水 的 分 水 处 ，三 水 均 下 注 湘

江，纠正了人们历来的误解。

看 了徐霞客《楚游日记》中关于这段

旅 程 的 描 述 ，我 不 得 不 为 他 的 精 神 所 感

动 。 一 个 年 过 半 百 的 老 人 ，不 顾 自 己 的

身体不好，不顾江南的天气恶劣，也不顾

九嶷山的山高路陡，顽强地在山中奔走，

进 行 科 学 细 致 的 考 察 。 这 种 执 着 的 精

神，是我辈望尘莫及的。更何况，当时的

交通状况很差，路上又多匪盗，至今想起

来，都不由得为徐霞客捏一把汗。

而 今 ，我 们 攀 登 九 嶷 山 ，则 容 易 多

了 。 九 嶷 山 的 各 个 景 点 之 间 ，已 建 起 完

整 的 公 路 网 络 。 从 宁 远 驱 车 南 行 ，经 过

舜 帝 陵 ，一 路 翻 山 越 岭 ，约 一 个 小 时 ，便

可 以 到 寻 龙 谷 。 爬 上 寻 龙 谷 顶 端 的 平

台 ，便 可 以 看 到 三 分 石 。 只 见 三 座 巨 石

并 峙 ，鼎 立 山 巅 ，直 冲 霄 汉 ，气 势 十 分 雄

伟 。 周 边 群 峰 层 层 叠 叠 ，拥 抱 着 它 们 ，

像 众 星 拱 月 一 般 ，更 加 凸 显 出 三 分 石 的

奇特与壮美。

伟哉，三分石！壮哉，九嶷山！

如 今 ，在 九 嶷 山 附 近 的 紫 霞 岩 溶 洞

口 ，立 着 一 尊 徐 霞 客 的 汉 白 玉 雕 像 。 这

是 近 年 宁 远 县 有 关 部 门 为 纪 念 他 而 立

的 ，雕 像 中 的 徐 霞 客 身 形 瘦 削 ，执 书 而

立，长须飘逸，极目远方，一身坚强。

被 列 为 中 国“ 五 岳 ”之 一 的 恒 山 ，历

史 上 有 一 长 串 名 称 ，分 别 叫 常 山 、恒 宗 、

元 岳 、紫 岳 。 恒 山 尊 称“ 北 岳 ”，成 为 中

原 之 北 地 的 万 山 宗 主 ，相 传 是 4000 多 年

前 舜 帝 北 巡 时 叩 封 的 。 后 来 ，秦 始 皇 为

敕封天下十二名山，也曾亲临恒山。

人 们 概 括 五 岳 ，说 泰 山 雄 ，华 山

险 ，衡 山 秀 ，嵩 山 奥 ，而 恒 山 独 得 一 个

“ 奇 ”字 。 正 如 唐 太 宗 在《祀 北 岳 恒 山

文》中 所 说 ：“ 宝 符 临 代 邦 之 美 ，灵 蛇 表

阵 势 之 奇 。”

当 然 ，在 天 下 名 山 中 ，有“ 奇 ”字 之

称 的 并 不 少 ，比 如 黄 山 、庐 山 、张 家 界 、

雁 荡 山、武 夷 山 等 ，那 么 ，恒 山 的“奇 ”表

现在哪里呢？

北 宋 画 家 郭 熙 说 ：“ 泰 山 如 坐 ，华 山

如 站 ，嵩 山 如 卧 ，常 山 如 行 ，衡 山 如 飞 。”

常 山 即 恒 山 。 一 个“ 行 ”字 ，道 出 了 恒 山

重 重 叠 叠 的 山 峰 奔 突 腾 跃 、逶 迤 磅 礴 的

地 貌 特 征 和 气 势 ，让 原 本 静 态 的 山 呈 现

一 种 极 具 动 感 的 美 。 恒 山 总 体 面 积 不

大 ，山 脉 长 而 窄 ，群 峰 几 乎 在 一 条 线 上

倾 斜 排 列 ，恰 像 一 条 巨 龙 驮 着“ 龙 翅 ”由

西南向东北飞驰。这便是它的“奇”了。

但 凡 天 下 之 山 ，“ 奇 ”与“ 异 ”常 连 在

一 起 。 恒 山 在 历 史 上 也 明 显“ 异 ”于 别

的 名 山 ，其 表 现 在 于 古 代 许 多 帝 王 、名

将 都 在 此 打 过 仗 ，让 这 里 成 为 名 冠 天 下

的 战 场 。 春 秋 时 ，代 国 靠 恒 山 而 存 天

下 ；战 国 时 ，燕 、赵 凭 恒 山 而 立 天 下 ；西

汉 时 ，匈 奴 借 恒 山 而 争 天 下 ；东 晋 时 ，慕

容 氏 踞 恒 山 而 威 天 下 ；北 魏 时 ，拓 跋 氏

依 恒 山 而 分 天 下 ；北 宋 仗 恒 山 而 守 天

下 ；金 代 恃 恒 山 而 鞭 天 下 ；元 朝 跨 恒 山

而 得 天 下 …… 所 有 这 些 ，都 是 恒 山 异 于

其 他“ 四 岳 ”，并 最 可 引 为 自 豪 的 。 也 正

如 此 ，恒 山 还 有“ 人 天 北 柱 ，绝 塞 名 山 ”

的称誉。

恒 山 最 为“ 奇 异 ”的 风 光 ，在 悬 空

寺 。 当 我 们 离 开 五 台 山 ，经 5 个 小 时 的

长 途 跋 涉 ，穿 越 无 数 荒 山 峻 岭 后 抵 达 恒

山时，最先映入眼中的便是悬空寺。

“ 天 下 名 山 僧 占 多 。”自 古 名 山 多 古

寺 ，但 寺 庙 多 建 在 根 基 牢 固 、视 野 开 阔

的 山 麓 或 山 顶 ，很 少 隐 藏 在 半 空 的 绝 壁

中。而悬空寺是个例外。

悬 空 寺 的 殿 宇 楼 阁 ，由 低 向 高 三 层

叠 起 ，高 低 错 落 ，离 谷 底 将 近 百 米 ，完 全

依附于绝壁之上。登寺的石径亦掩隐在

岩 缝 之 中 ，给 人 以 上 天 无 路 之 感 。 人 在

远 处 抬 头 张 望 ，只 见 层 层 叠 叠 的 殿 阁 ，

仅 用 十 数 根 细 细 的 木 柱 子 支 撑 起 来 ，仿

佛 稍 有 风 吹 草 动 ，就 会 随 时 倾 塌 似 的 。

进 入 其 间 ，木 制 楼 梯 与 明 廊 或 暗 廊 相 互

沟 通 ，迂 回 曲 折 。 行 走 其 上 ，步 伐 摇 晃 ，

不 时 传 来“ 清 空 、清 空 ”的 声 响 ，使 人 深

切 体 会 到“ 悬 空 ”的 惊 险 。 悬 空 寺 布 局

凌 空 危 挂 ，险 象 环 生 ，阁 楼 廊 道 似 虚 而

实，似危而安，实中生巧，危里见俏，让人

每踏出一步都会触目惊心，灵魂战栗，又

让 人 觉 得 每 进 一 步 皆 是 美 如 画 卷 ，妙 不

可 言 ，同 时 还 有 一 种 奇 险 感 紧 紧 地 抓 住

游 人 的 好 奇 、好 胜 之 心 。 难 怪 大 旅 行 家

徐霞客赞美悬空寺为“天下巨观”。

我不知道古人为何要选择在这么一

处 势 如 累 卵 的 峭 壁 上 营 建 殿 阁 。 或 许 ，

那时他们并没有刻意让悬空寺成为不朽

的 作 品 ，而 只 是 几 个 建 筑 工 匠 纯 粹 出 于

天然的制作激情罢了。但历史就这样在

无 意 间 造 就 了 奇 迹 ：这 座 被 称 颂 了 1500

多 年 而 且 将 继 续 被 称 颂 下 去 的 寺 庙 ，就

这样成为千秋万代的建筑艺术典范。

“ 凉 月 如 眉 挂 柳 湾 ，越 中 山 色 镜

中看。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

上 滩 。”这 首 题 为《兰 溪 棹 歌》的 七

绝 ，是 唐 代 诗 人 戴 叔 伦 的 代 表 作 。

诗 中 的 兰 溪 ，是 位 于 浙 江 金 华 的 一

座 小 城 。

兰 溪 因 水 得 名 。 倚 城 而 过 的 兰

江 有 两 个 古 名 ，一 为 瀫 水 ，还 有 一

个，就叫兰溪。

兰溪地处金华江和衢江交汇处，

自 古 有“ 三 江 之 汇 ”“ 六 水 之 腰 ”“ 七

省 通 衢 ”之 称 。 旧 时 ，陆 路 交 通 还 不

甚 发 达 ，上 贯 金 华 江 及 衢 江 、下 通 富

春江和钱塘江的兰江，便成了一条舟

船 往 来 繁 忙 的“ 黄 金 水 道 ”。 小 城 兰

溪也成为许多商贾、游客的必经和歇

脚之地，颇为繁华。20 世纪 30 年代，

兰 溪 曾 被 设 为“ 实 验 县 ”，并 有 着“ 小

上 海 ”“ 赛 苏 杭 ”之 誉 。 随 着 陆 运 和

空运的发展，传统的内河水运逐渐萎

缩 ，小 城 昔 日 的 繁 盛 也 慢 慢 退 去 ，回

归了它原先那副山清水秀的模样。

兰溪地方不大，历史人文及自然

景 观 却 极 为 丰 富 ，其 中 名 气 最 大 的 ，

莫 过 于 诸 葛 八 卦 村 。 距 兰 溪 城 不 到

半 小 时 车 程 、呈 八 卦 形 布 局 的 诸 葛

村 ，是 全 国 最 大 的 诸 葛 亮 后 裔 聚 居

地 ，相 传 由 诸 葛 亮 第 28 代 孙 诸 葛 大

狮 按“ 太 极 星 象 图 ”所 建 。 村 中 有 大

公 堂 、丞 相 祠 堂 、大 经 堂 、天 一 堂 等

明 清 建 筑 200 余 处 ，还 有 形 似 阴 阳 太

极图案的钟池等。从空中俯瞰，整个

诸葛村犹如一幅立体的阴阳八卦图，

人在其中，如入迷宫。

兰溪不仅是诸葛亮后裔聚居地，

还 是 与 诸 葛 亮 同 朝 的 蜀 汉 名 将 姜 维

后 裔 的 聚 居 地 。 这 个 以 姜 为 姓 的 村

落 名 西 姜 ，位 于 诸 葛 村 以 南 偏 西 方

向 。 据《风 岗 姜 氏 宗 谱》记 载 ，西 姜

村 为 元 代 元 贞 年 间 由 当 时 在 兰 溪 为

官 的 姜 维 第 37 代 孙 姜 霖 所 建 。 据

说 ，依 山 而 建 的 西 姜 村 形 如 北 斗 七

星 ，日 夜 庇 护 着 直 线 距 离 约 7.5 公 里

处 的 诸 葛 村 。 昔 日 将 相 之 间 的 那 份

情 谊 ，虽 然 隔 了 许 多 代 ，仍 然 一 脉 相

承。跟诸葛村一样，西姜村里也散落

着 许 多 元 、明 、清 古 民 居 。 其 中 ，西

姜 祠 堂 曾 被 著 名 古 建 筑 学 家 罗 哲 文

誉 为“ 全 国 最 大 、最 有 人 文 价 值 的 民

间 家 庙 ”，是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也是西姜村的“镇村之宝”。

距西姜村东北方不远处，有个夏

李 村 ，那 是 明 末 清 初 著 名 文 学 家 、戏

剧 家 李 渔 的 故 里 。 我 的 外 公 是 李 渔

后人。儿时去外公家，经常跟表哥们

去村口的小溪边玩，那里有一座用当

地 所 产 红 石 砌 筑 的 水 坝 —— 李 渔

坝 。 这 座 长 9.7 米 、宽 1.6 米 、高 3 米

的水利设施，是由李渔亲自设计并督

工 建 造 的 。 1981 年 ，李 渔 坝 被 列 为

浙 江 省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如 今 的 夏

李 村 ，已 经 被 打 造 成“ 李 渔 戏 剧 小

镇 ”，成 为 乡 村 振 兴 示 范 村 。 漫 步 夏

李 村 ，看 着 民 居 墙 上 一 幅 幅 精 美 的

戏 剧 壁 画 ，听 着 飘 荡 在 空 气 中 的 婺

剧 唱 腔 ，有 一 种 置 身 于 另 一 个 时 空

的 感 觉 。

除了古代，兰溪在近现代也出过

一些有影响的名人，如世界级摄影大

师郎静山、曾首次报道台儿庄大捷和

首 次 向 海 外 报 道 皖 南 事 变 真 相 的 民

国著名记者曹聚仁等。还有一位，就

是与张学良将军相伴终身，留下人间

佳话的赵四小姐赵一荻。

赵一荻虽出生于香港，但她的老

家 却 在 兰 溪 城 东 南 方 8 公 里 外 的 洞

源 村 。 那 个 地 方 ，就 是 徐 霞 客《浙 游

日记》中写到的“六洞灵山”所在地。

在徐霞客的游记中，“六洞”是金

华 双 龙 、冰 壶 、朝 真 三 洞 和 兰 溪 涌

雪 、白 云 、紫 霞 三 洞 的 合 称 。 其 实 ，

在赵四小姐的故里洞源村附近，本身

就 有 六 个 山 洞 。 除 了 涌 雪 、白 云 、紫

霞 外 ，还 有 无 底 、呵 呵 、漏 斗 三 洞 。

“六洞山”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六 洞 山 又 名 灵 洞 山 。 山 上 的 六

个 洞 穴 中 ，以 涌 雪 洞 最 为 幽 深 瑰 奇 ，

它 也 是 如 今 六 洞 山 景 区 最 主 要 的 旅

游景观。

据地质考察，涌雪洞发育于距今

两 亿 多 年 的 二 叠 纪 ，形 成 于 约 20 万

年前的更新世时期。该洞之奇，奇在

洞 中 有 一 条 曲 折 幽 长 的 地 下 长 河 。

这 条 地 下 长 河 的 宽 度 在 3 至 12 米 之

间 ，传 说 与 金 华 北 山 的 双 龙 、冰 壶 诸

洞相通。由于几百年来洞内淤塞，游

人无法深入其间，该地下长河究竟有

多 长 ，至 今 仍 没 有 探 明 。 20 世 纪 80

年 代 初 ，兰 溪 市 有 关 部 门 经 清 淤 拓

修 ，开 发 出 了 千 余 米 地 下 水 道 ，游 人

终于可以行舟于地下，一睹洞中令人

叹绝的水石奇观了。

泛 舟 地 下 长 河 ，别 有 一 番 情 趣 。

小 船 为 钢 质 ，可 坐 数 人 ，船 工 坐 于 船

头划桨，每到景色奇幻之处便停下桨

来，待你看够之后再继续前行。

涌雪洞中河水清洌，水温四季相

衡 ，掬 手 喝 上 一 口 ，满 口 清 爽 甘 洌 。

在 地 下 行 舟 ，虽 无 风 雨 浪 涌 之 忧 ，却

也险象环生。由于洞中曲折幽暗，奇

岩 怪 石 众 多 ，加 上 水 流 湍 急 ，稍 有 不

慎 便 会 磕 磕 碰 碰 受 些 皮 肉 之 苦 。 好

在船工反应敏捷，几次怪石临头又化

险为夷。一场虚惊过后，不由得生出

几分冒险的快感来。

水洞系石灰岩溶蚀而成，顶部平

滑光洁。灯光映照之下，粗大嶙峋的

钟 乳 倒 悬 而 挂 ，或 如 飞 瀑 气 势 磅 礴 ，

或似冰凌晶亮奇秀，与石笋和水光相

映，组成了一幅绝妙的水石景观。那

些从顶壁滴落而下的水珠，把地下河

水 敲 得 叮 咚 作 响 ，宛 若 仙 乐 袅 袅 ，给

游人平添了几分幽趣。

涌 雪 洞 中 奇 景 颇 多 ，有“ 屿 笋 灵

芝 ”“ 古 洞 别 天 ”“ 犀 牛 望 月 ”“ 水 漫 金

田 ”等 。 其 中 最 绝 者 ，当 数“ 琼 崖 积

雪 ”。 灯 光 映 照 之 下 ，但 见 洞 壁 深 处

一 片 皑 皑“ 白 雪 ”荧 荧 烁 烁 ，靠 近 细

看 ，质 感 极 强 ，似 有 一 股 寒 气 直 逼

而 来 ，让 人 疑 是 到 了 北 国 塞 外 。 宋

代 隐 士 于 石（介 翁）曾 作 诗 曰 ：“ 断

崖 怒 涌 四 时 雪 ，虚 壁 寒 凝 六 月 霜 。”

这 恐 怕 是 对“ 琼 崖 积 雪 ”最 为 生 动

的 写 照 了 。

从涌雪洞地下长河出来，游兴不

减 ，脑 海 里 不 时 浮 现 徐 霞 客 对 金 华 、

兰 溪 诸 洞 的 排 序 ：“ 双 龙 第 一 ，水 源

（即 涌 雪）第 二 ，讲 堂 第 三 ，紫 霞 第

四 ，朝 真 第 五 ，冰 壶 第 六 ，白 云 第 七 ，

洞窗第八……”

泊于兰溪
文<李希文

明 崇 祯 九 年（公 元 1636 年），年 届 五 十 的 徐 霞 客 开 始 了 他 一 生 中 最 后 一 次“ 万 里 遐 征 ”。 这 段 游 程 主 要 取 水 路 ，途 经 无

锡、苏州、昆山，又经青浦到佘山，最后进入浙江境，经杭州、富阳，在金华畅游北山诸洞，在兰溪又游了六洞山。《浙游日记》

载：“初七日，月明风利，二十里，泊于兰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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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嶷溯源
文<范诚

明崇祯十年（公元 1637 年）三月，徐霞客风餐露宿游九嶷山，探寻

有 关 舜 的 遗 迹 ，并 到 三 分 石 考 察 潇 水 源 。《楚 游 日 记》载 ：“ 踯 躅 莽 箐

中 ，久 之 ，乃 得 抵 涧 ，则 五 涧 纵 横 ，交 会 一 处 ，盖 皆 三 分 石 西 南 北 三 面

之水，而向所渡东来一溪在其最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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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山的书声
文<袁甲清

明崇祯十年（公元 1637 年）正月十一，峭寒，刚满 50 岁的徐霞客从江西武功山进入湖南茶陵，一路稽考山之形势、水之源流，探

岩洞，察碧潭，访寺庙，考古迹，山光水色、风土民情、物产交通，尽纳眼底。10 天后，他抵衡阳，拜谒岳庙之后，连续数天登临衡山，

盘桓在衡山周边。二月初一，他渡过湘江，先是去了城南的回雁峰，继而北折，寻访城北的石鼓山，《楚游日记》中有相关记载。

徐 霞 客 每 每 动 身 之 初 ，对 于 一

地 之 人 文 地 理 必 是 做 足 功 课 。 他 或

查 阅 文 献 典 籍 ，或 搜 罗 方 志 野 史 ，或

询 问 乡 间 土 人 ，每 到 一 地 ，当 地 名 胜

皆 能 遍 察 无 遗 。 石 鼓 山 并 不 算 高 ，

突 入 江 中 ，除 居 于 三 水 合 流 的 特 殊

位 置 ，吸 引 徐 霞 客 专 程 来 访 的 ，恐 怕

还 有 石 鼓 书 院 千 年 不 绝 的 文 名 。

徐 霞 客 在《楚 游 日 记》中 详 细 记

录 了 这 次 游 览 的 经 历 。“ 山 在 临 蒸 驿

之 后 、武 侯 庙 之 东 ，湘 江 在 其 南 ，蒸

江 在 其 北 ，山 由 其 间 度 脉 ，东 突 成

峰 ，前 为 禹 碑 亭 ，大 禹 七 十 二 字 碑 在

焉 。”三 国 时 在 衡 阳 置 临 蒸 县 ，徐 霞

客 来 时 ，这 里 有 一 个 驿 站 ，当 是 古 代

的 交 通 要 道 ；武 侯 庙 也 未 像 现 今 迁

至 书 院 里 面 ，改 名 为 武 侯 祠 。 步 入

书 院 ，当 面 立 有 禹 碑 亭 ，相 传 是 大 禹

治 水 功 成 后 在 衡 山 峰 顶 所 刻 ，字 为

蝌 蚪 文 ，字 迹 漶 漫 模 糊 ，几 难 辨 认 。

徐 霞 客 游 得 很 细 ，每 一 处 景 观

都 留 下 了 足 迹 。 崇 业 堂 、宣 圣 殿 、大

观 楼 ，这 些 皆 是 书 院 的 主 体 建 筑 ，是

讲 学 、拜 圣 、藏 书 之 所 在 。 徐 霞 客 登

上 书 院 最 高 处 的 大 观 楼 ，往 西 俯 瞰 ，

远 处 的 衡 城 正 好 平 平 地 正 对 着 ，与

回 雁 峰 南 北 对 峙 ，蒸 、湘 两 江 夹 在 楼

的 左 右 两 边 ，江 流 近 得 像 从 窗 槛 流

过 ，只 有 东 面 两 江 合 流 处 在 楼 的 后

面 ，不 能 全 部 看 到 。 楼 的 三 面 ，近 处

是 万 家 百 姓 的 烟 火 街 市 ，以 及 三 条

江 流 中 来 往 行 驶 的 舟 楫 帆 影 。 湘 江

从 南 面 来 ，蒸 江 从 西 面 来 ，耒 江 从 东

南 面 来 ，三 江 在 此 合 流 ，蔚 为 大 观 ，

江 景 辽 阔 。 远 处 是 高 山 、云 彩 、峰

岭 、树 木 ，它 们 相 互 遮 蔽 映 衬 ，层 层

叠 叠 。

徐 霞 客 景 仰 和 赞 叹 着 石 鼓 书 院

的 灿 烂 人 文 。“ 虽 书 院 之 宏 伟 ，不 及

（吉 安）白 鹭 大 观 ，地 则 名 贤 乐 育 之

区 ，而 兼 滕 王 、黄 鹤 之 胜 ，韩 文 公 、朱

晦 庵 、张 南 轩 讲 学 之 所 ，非 白 鹭 之 所

得 侔 矣 。 楼 后 为 七 贤 祠 ，祠 后 为 生

生 阁 。”意 思 是 ，虽 然 书 院 的 宏 伟 不

如 吉 安 白 鹭 书 院 那 样 壮 观 ，但 却 是

名 士 贤 达 们 讲 学 育 才 的 地 方 ，兼 有

滕 王 阁 、黄 鹤 楼 的 优 越 之 处 。 这 里

曾 是 韩 愈 、朱 熹 、张 栻 讲 学 授 业 的 地

方 ，不 是 白 鹭 书 院 能 够 比 得 上 的 。

石 鼓 书 院 始 建 于 唐 元 和 年 间 ，

鼎 盛 于 宋 代 ，曾 得 到 宋 太 宗 、宋 仁 宗

两 位 皇 帝 赐 额 ，与 睢 阳 书 院 、白 鹿 洞

书 院 、岳 麓 书 院 并 称 为“ 天 下 四 大 书

院 ”。 韩 愈 遭 贬 由 广 东 至 湖 北 ，途 经

衡 州 ，写 下 了 著 名 的《合 江 亭 序》，石

鼓 遂 声 名 大 振 。 北 宋 大 儒 周 敦 颐 是

湖 南 道 县 人 ，是“ 上 承 孔 孟 ，下 启 程

朱 ”的 一 代 理 学 宗 师 ，其 理 学 思 想 传

入 书 院 ，深 刻 影 响 了 一 代 代 湖 南 学

子 。 他 们 主 张 经 世 致 用 ，重 教 化 ，讲

名 节 ，轻 利 禄 ，憎 邪 恶 ，影 响 和 培 养

了 一 大 批 学 者 ，石 鼓 书 院 因 此 成 为

湖 湘 文 化 的 重 要 发 祥 地 。 特 别 是 南

宋 时 期 ，张 栻 、朱 熹 二 人 奔 走 于 岳 麓

书 院 和 石 鼓 书 院 开 坛 会 讲 ，将 传 道

济 民 、经 世 致 用 的 思 想 融 入 湖 湘 士

子 的 精 神 血 脉 ，引 领 无 数 仁 人 志 士

从 书 院 走 出 去 经 邦 济 世 。 明 末 的 王

船 山 ，清 代 的 曾 国 藩 、彭 玉 麟 ，民 国

时 期 的 杨 度 、齐 白 石 等 ，都 是 从 石 鼓

书 院 走 向 历 史 大 舞 台 。

弦 歌 历 千 年 而 不 绝 ，白 墙 黛 瓦 、

绿 树 环 合 的 书 院 里 ，仿 佛 依 然 回 响

着 一 代 代 学 子 清 朗 的 读 书 声 。

楼 后 的 七 贤 祠 ，设 有 讲 堂 和 七

贤 木 刻 像 ，是 为 纪 念 李 宽 、韩 愈 、李

士 真 、周 敦 颐 、朱 熹 、张 栻 、黄 斡 这 七

位 对 石 鼓 书 院 文 化 历 史 作 出 卓 越 贡

献 的 先 贤 。 徐 霞 客 从 生 生 阁 上 眺

望 ，蒸 、湘 二 江 合 流 于 前 ，耒 水 在 两

里 外 向 北 汇 入 ，雄 踞 山 顶 的 大 观 楼

囊 括 了 南 北 西 三 面 的 奇 观 ，而 此 阁

却 尽 收 东 面 两 水 同 流 的 美 景 。 又 往

东 为 合 江 亭 ，亭 址 较 为 低 下 而 更 加

临 近 江 流 。

徐 霞 客 循 着 石 级 转 下 南 面 石

崖 ，发 现 一 处 五 尺 高 的 缝 隙 ，如 两 掌

相 合 朝 向 东 面 。 侧 着 肩 膀 进 去 ，里

面 可 以 容 纳 两 个 人 ，这 是 朱 陵 洞 的

后 门 。 朱 陵 是 炎 帝 的 别 名 ，炎 帝 曾

在 南 岳 水 帘 洞 巡 游 、居 住 ，水 帘 洞 称

为 朱 陵 前 洞 ，石 鼓 山 这 个 洞 称 朱 陵

后 洞 。 自 韩 愈 游 石 鼓 留 诗 后 ，许 多

名 人 墨 客 都 争 相 来 此 寻 幽 览 胜 ，后

人 将 历 代 到 此 游 览 的 名 人 留 诗 刻 于

朱 陵 洞 内 ，或 刻 于 临 江 的 悬 崖 处 ，成

为 一 大 景 观 。

临 江 的 悬 崖 上 其 实 还 有 很 多 石

刻 ，但 由 于 年 代 久 远 ，大 多 已 风 蚀 磨

平 ，并 没 有 引 起 徐 霞 客 的 注 意 ，反 而

是《水 经 注》中 的 一 句“ 临 承 县 有 石

鼓 ，鼓 高 六 尺 ，鼓 鸣 则 土 有 兵 革 之

事 ”让 他 念 念 不 忘 。 他 特 意 寻 觅 这

个“ 六 尺 鼓 ”，但 没 有 找 到 。 合 江 亭

下 靠 近 江 边 处 ，有 两 块 石 头 如 竖 立

着 的 两 块 碑 ，它 们 难 道 就 是 那 遇 到

时 世 危 乱 便 自 动 鸣 响 的 石 头 吗 ？ 他

反 问 自 己 。 看 得 出 ，每 游 一 地 ，徐 霞

客 也 有 按 图 索 骥 、考 实 求 证 的 癖 好 。

游 完 石 鼓 山 ，夕 阳 西 沉 ，黑 云 骤

起 ，天 将 雨 ，徐 霞 客 踩 着 泥 泞 趁 着 夜

色 越 过 青 草 桥 ，回 到 两 里 之 外 的 绿

竹 庵 ，结 束 了 这 段 大 地 理 学 家 与 千

年 书 院 的 相 遇 之 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