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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浙江省丽水地区缙云县境内，是一处以峰岩奇绝、山水

神秀为景观特色，融田园风光与人文史迹为一体，以观光、

避暑休闲和开展科学文化活动为一体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

区；亦是一个山明水秀、景物优美、气候宜人的游览胜地。

境内九曲练溪，十里画廊，山水飘逸，云雾缭绕。 仙都山的

得名，据传在唐朝天宝八年。有一天，缙云独峰山上，突然

霞光四射，五光十色，只听得丝竹管弦，仙乐鸣奏，朵朵彩

云从黄云绛雾中徐徐下降，围绕着独峰山萦回飘荡，直至夜

深始渐渐隐去。刺史苗俸倩亲睹异景，上报玄宗皇帝。唐玄

宗(李隆基)听说，感到非常惊奇，随手挥笔写下了两个大字

“仙都”，从此缙云独峰山遂改名仙都山，这里的奇峰异洞

也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神话，多有意思的神话!我们的列

祖，常常喜欢用丰富的想象去解释自然的奥妙。这在今天看

来，似乎是荒诞不经的。可是，从岩石学的角度分析，也不

能说一点根据都没有。殊不知，无数优美的山水风光，大凡

都是各种岩石千变万化构成的。远古时候的地球，并不是现

在的模样，大约在几亿年到几千万年之前的那段时间，仙都

山一带曾几度成为海洋的世界。在那漫长的岁月里，由于生

物遗骸和岩石碎屑的堆积，在大海的底部慢慢形成了数百米

厚的岩层，这叫沉积岩。沉积岩的主要成份是碳酸钙，就是

平常所说的石灰岩。这种岩石在遇到含有二氧化碳的水时，

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因此，流水成了这种岩石的雕刻师。由



于构造运动能使岩石产生断裂，流水长期沿裂隙进行切割，

这样就产生了悬崖陡壁。在峭壁上，风化作用象精巧的石匠

，用神斧仙刀把断裂切割的岩石修饰成了各种奇特的形态，

或形成石林、溶洞，或形成地下河、石钟乳等别致的风光，

这在地质学上称为岩溶地貌。大自然是非凡的雕塑家，它的

艺术成就简直无与伦比!仙都山美在天然的山水风光之中。那

些千姿百态的奇峰异石，绚丽耀目的山光水色使人忘返；那

些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使人留恋；那些离奇多趣的神话传

说，也令人悠然神往。 “一路奇峰到仙都，似展漓江烟雨鳌

薄宄浚在飨赣曛校人们乘车在依山傍水的公路上缓行，或弃

车步行，不久就来到号称“天遣林泉”的仙都主要风景点鼎

湖峰。雨中的鼎湖峰一变平时坦荡、明朗的性格，似乎有些

羞答答地罩上了一层面纱。不过，此时的鼎湖峰也自有它妖

媚动人之处：雾气在山谷峰头升腾、游荡，鞯模一片灰白色

；风从附近的步虚山吹来，雨点被拉成无数道歪歪斜斜的银

丝，织成一幅晶莹的白绢。沿着好溪南岸的山石路漫行，眼

前拔地而起直冲云霄的鼎湖峰极为壮观。此峰高一百六十八

米，海拔三百七十五米，它壮如刺破青天的龙泉宝剑，也象

破士而出生机勃勃的春笋，因此当地人们又称为“石笋”。

据说是世界上目前发现最高的石笋，素有“天下第一笋”之

称。鼎湖峰的得名，据传，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曾置香

炉于峰顶炼丹，丹成，跨龙升天飞去。此地为丹鼎压陷，聚

水成湖，故称为“鼎湖”，此峰就称为鼎湖峰。历代许多文

人墨客慕名而至，吟诗作赋，频赞这“天下奇观”。唐代大

诗人自居易诗云：“黄帝族旗去不回，片云孤石独崔嵬。有

时风激鼎湖浪，散作晴天雨点来”。读了王十朋“厌看西湖



看鼎湖”的诗句更使人心往神驰。早在晋代，谢灵运就已把

鼎湖峰写入《名山志》中，称“缙云山旁，孤石屹然，顶有

湖，生莲花。高峰入云，清流见底”。近代，潘天寿先生也

于抗日战争期间在缙云住过一段时间，曾写下两首七律。人

们仰观石笋，时而看到顶端还有成片的树木，看上去就象长

在云端。偶而还看到几只山鹰迎着暴风雨绕着它的腰间飞旋

，底部石壁上明人写的“鼎湖胜迹”四个直径三米的大宇，

浑厚刚劲。此时观者真想长个翅膀，上去一睹为快。当地人

这样说：不观鼎湖，不知仙都。 若要远眺黄帝跨龙飞升的鼎

湖，可从鼎湖峰右侧，沿着新开辟的又陡又滑的步虚小道，

朝着步虚山顶的“观湖亭”迈进。大凡一个真正的旅游爱好

者都有这样的体会，登山不登高，是难以领略到奇景的。能

否到达险远处去观看奇景，往往不全是体力上的考验，更重

要的是意志与毅力的锻炼。走至半山腰，在玉笋峰脚下小葱

会发现，这雨中的鼎湖峰活象一幅刚刚落笔的水墨画，缥缥

缈缈，若有若无。有时一阵雾气卷来，眼前一片雾的海洋，

顿时不知深浅；忽然一阵风声响过，雾气又飘荡环绕，流向

另一座山峰，使原先云雾笼罩的鼎湖峰露出湖滨层松迭翠的

一片青影。这时若回视自身和立足的岩石，犹如乘一叶扁舟

，临万顷大海，使人好象置身于“仙境”之中。古人在玉笋

峰下游览抒怀的很多。明代樊锋在《观鼎湖》中云：“高峰

潭影漾晴少，遥映金莲顶上花。一带白云迷洞口，桃花深处

是仙家。”清代文豪衰枚对鼎湖峰所作的“风吹山似来，云

动山如往”的吟咏，大概也是游此发出的深情感慨吧!鼎湖峰

山上山下是一片茁壮的龙须草，相传是轩辕黄帝炼丹成功跨

龙升天时，群臣也要跟去，争攀龙须不放，结果拔落龙须，



坠地而生草，故名曰“龙须草”。李时珍《本草纲目》第十

五卷中称此草为“石龙刍”，书中说：“石龙刍又名缙云草

。缙云，县名，属今处州，仙都产此草因以名云。”《浙江

通志》中也说：“龙须草，产于仙都独峰岩”。独峰岩即鼎

湖峰。目前，缙云县仍是我国龙须草重点产区之一。此草可

织席亦可入药。 登上“观湖亭”。前人为了在步虚山顶观看

鼎湖胜迹，自唐代起就在这里建有“庆皇鼎”，又名“仙境

一览”，以后毁废。现在的观湖亭于一九七九年重新落成。

站在亭子里极目观望，远近石峰林立，树海翻腾，莽莽苍苍

，漠然一片。西望鼎湖峰顶，松柏合抱，茂密茁壮，湖滨青

葱，湖光耀目，陶然欲醉。据当地老人说，四十五年前，有

四个采药人从靠近石笋的两座山上架起了一条很粗很长的绳

索，利用这条绳索，把一条大麻绳拖上石笋绝顶，然后架起

空中滑轮，有三个人攀着绳子勇敢了登上了鼎湖，在上面搭

栅佳了一个多月，采集了大量贵重药材。自古绝顶终有英雄

攀。北瞻好溪宋代石桥，游客如梭，那山、水、桥三位一体

的山水画映入眼帘，令人心旷神抬；东仰成群的玉笋峰和石

林，你就会发现，它们是一石一姿，一峰一态，各具风格：

有的象爷孙闲坐，有的象母女借游⋯⋯在这石林中间，你会

找到各种各样饶有情趣的天然雕像；南观山麓左侧的飞来石

，有的象骏马嘶鸣，有的象猛虎仰卧，有的象狼犬警视。四

方景色，历历在目，宛如走进了一幅妙笔描绘的画卷。这时

候，才真正觉悟王安石所称“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的道

理！ 辞别鼎湖峰，来到倪翁洞风景区。此地南临好溪和以朱

亮“解鞍盘满忘归去”诗句命名的忘归洞；北近青塘湖心亭

和钓鱼台；东有五老峰、仙人滩和荷花池；西是月镜岩、独



峰书院旧址、晦翁(朱亮)遗迹以及仙都风景区管理处。这里

是仙都风光景色差苹之处，既有溪柳绿地、小桥流水、湖泊

池塘、各色亭檄等园林建筑，又有洞蟹危岩、曲径通幽、开

合收放、层叠绩幻的深透洞景。再加之一千二百余年的唐代

名碑在这里倍受保护，不少游览者赞叹：“二李题刻世间稀

，名篆长伴洞里仙。” 倪翁洞得名，相传，古时候有一位姓

倪的人隐居在这里一个有盘旋回廊的山洞里，他嫉俗遁世，

故未留名字。李阳冰崇拜他的为人，公元七五九年，李阳冰

任绍云县令时命名此洞为“倪翁洞”，并在附近的一块岩石

上亲书了“倪翁洞”三个篆字，被名石匠刻在高二米宽半米

的石碑上，宇径四十厘米。宋欧阳修在《集古录》中称此书

法“淳古严肃”。《括苍金石志》赞它“力有万夫”。唐代

以来，为保护这块名篆，特地在石碑上建有“凭虚阁”，又

名“护法亭”。因此，稀世珍贵的篆刻才得以完整保存至今

。从曲池人洞，沿着百步石阶到达洞顶，就到了当年倪翁隐

居之处，连环洞如几个大小不同的房间，“倪翁洞”三宇醒

目可见，另外洞壁上还有古迹八十余处。清人赵永龄赞名篆

曰：“对面孤峰耸，回头五老尊，倪翁留篆迹，终古与乾坤

”。另一处题刻写道：“马迹龙须玉笋研，初阳泉石出天然

，何如唐令留遗爱，长伴倪翁洞里仙。”据说，秦篆是我国

书法史上的一个流派，始于秦始皇的宰相李斯，后人把李阳

冰与李斯相提并论为“二李”。曾做过唐朝尚书左司郎的李

肇，在他著的《唐国史补》一书中记载：“李阳冰善小篆，

自言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嘉、蔡邑不足言也。”目前，

“二李”留在世上的题刻已为数不多，据说李斯题刻全国只

保留有泰山刻石、琅哪刻石、会稽刻石等七处。留下来的李



阳冰题刻更是寥寥无几。李阳冰不但善秦篆书法，而且为保

存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篇作出了重大贡献。走出倪翁洞，登

上初阳谷顶端，跳上谷石，极目远眺，大有豁然开朗之感。

在这里观日出，可见对面马鞍山如烈马驮日，景色奇艳。离

开初阳谷，从独角通洞下山，洞口刚容一人人，往下是独角

亭，此乃依山筑成，供游客休息之处。走出独角亭，向右是

响岩洞，行人过此，足迹回声，音响洪亮。曾有古人以“好

山豁空谷，咳嗽时传答，或恐是知音，为我开蓬锡”的诗句

描写这个有趣的岩洞。 仙都山的另一个风景区铁城，在好溪

彼岸。若雨，好溪水位上涨而且湍流，要趟过齐腰深的溪水

，才能艰难地到达好溪彼岸。这条溪原来不叫“好溪”，相

反，却以“九十里间五十六獭”的凶残相被称为“恶溪”。

唐朝宣宗时，有人在这一带兴修水利，“恶溪”始改为“好

溪”。但一千多年来，沿溪人民还是吃尽了急流险滩的苦头

。直到前几年，上游建起了蓄水一千二百万立方米的大水库

，建起年总发电量达三千三百六十万度的五个发电站，绍云

人民才真正尝到了好溪的好处。沿着鹅卵石路向铁城方向前

进，首先看到的是英蓉峡。只见两山夹峙，巍巍然一如削壁

，因为呈铁青色，所以芜蓉峡又淑铁门峡”。明人郑汝壁在

一篇铁城游记中描写这里是“仅通箭答；丸泥封，则鸟飞度

耳!”就是说，铁门峡只能通过箭末，如果用弹丸大小的泥石

能封佐它，鸟也只得从高处飞越才能过来。真是“一夫当关

，万夫莫入”的险境啊!在这诗情画意之中，旅游者会个个叫

绝。山水虽不能言语，却能左右人们的情绪。有时，它勾起

你对过去的回忆，更多的时候，它是在激发你对未来的向往

和热爱。解放后，这可观的英蓉峡曾吸引过好几家电影制片



厂到这里拍摄外景。五十年代以来，在此拍摄了《阿诗玛》

等三十多部影片。 在笑蓉峡内，群山环抱一谷，谷顶有一块

螺丝形巨石和由方石块砌成的平台，这就是宋代“铁城书院

”旧址。相传朱窘曾经佐在这里讲过学。站在铁城书院平台

上观看笑蓉峰、卓锡峰、钓鱼矾、回回岩、连环洞等景色，

气象万千，分夕敝烧。 仙都婆媳岩风景区下面的一片平川地

上，有三械苍古矫健、树皮斑驳的大樟树，其中两株根部相

连，躯干依假，酷似一对终身相随、白头借老的夫妇，称为

“夫妇树”。因而这便成了有关爱情一类题材影片的外景拍

摄点。这平川的大樟树，成了劳动人民纯朴、坚贞、美好的

爱情象征！“拍片子，仙都到处是镜头！”到这里拍电影的

行家曾这样深为感慨过。 仙都现已命名为国家级风景区，是

旅游胜地。的确，仙都山水美在天然，它象征着祖国山河和

人们内心的美，值得赞美!值得留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