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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2021_2022__E6_B1_9F_E

8_A5_BF_E6_97_85_E6_c34_47142.htm 观音桥原名三峡桥，亦

称栖贤桥，因清未有人在桥头建了一座观音阁，时人便改称

古桥为观音桥，此名一直延用至今昔。 古桥气势宏伟，如长

虹飞跨断壁悬岩之上。桥两端古木森森，藤萝垂幔，桥下怪

石嵯峨，激流涌过，睹水观桥，令人赞叹不已。宋大中祥符

七年（公元1014年），当阳（现九江）石匠高手陈智福、陈

智汪、陈智洪三兄弟，经过千辛万苦，精心设计，终于在涧

上架起了一座“石彩虹”，使这天堑变通途，出现了“百尺

悬潭万道山，一虹横枕翠微间，半天云锦开青峡，几地轰雷

撼王关”的神奇景象。这座“石彩虹”就是名垂千古的三峡

桥。 三峡桥长24。4米，宽4。1米，高10。7米，单孔。桥

用105块各重一吨、规格相同的大花岗岩相互扣锁而成。桥身

巨大空灵，构思精巧，寓秀逸于雄伟之中，榫式结构，显得

既雄伟奇拔，又坚韧古朴。至今已愈900余年，为古代桥梁建

筑佳作，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桥下有一圆形深潭

，潭水碧绿，深不可测，名金井。桥前有一如中流砥柱的硕

大巨石，上镌“回溺”、“水哉”等字样。苏东坡曾有诗赞

曰：深行九地底，险出三峡石。长输不尽溪，欲满无底窦。

跳波翻潜鱼，震响声落飞。清寒入山骨 ，草木尽坚瘦。空蒙

烟雨间，鸿洞金石奏。弯弯飞桥出，潋潋并月 。玉渊神龙近

，云雨乱晴昼。 桥东侧的一株苍松下，有一涓涓长流的泉水

，这就是被茶圣陆羽称之为“庐山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第六

”的“招隐泉”，寓“公之隐山之泉”意得名。龙首清泉味



无穷，长流清竟此山中。古今招隐何人至，只有茹溪桑宁翁

。 招隐泉之水出自形态颇似龙首的石隙中，邹士驹在这首《

招隐泉》诗中说，招隐泉只招隐了晚年隐居在浙江茹溪自称

桑宁翁的陆羽。招隐泉因而又叫“陆羽泉”。相传，陆羽为

了品定天下名泉，曾于唐至德、乾元年间（公元757-760年）

，不辞劳苦，登庐山，下康王谷，反复品定谷帘泉水，认为

廿冽碧莹的谷帘泉为“天下第一”。此后，他准备到栖贤寺

歇几日，好将考察的记录稿进行一番整理，当他转过几座崖 

，行进在通往栖贤寺的茂林修造的小道上，见道旁崖处，有

一石筑小亭，陆羽走进亭中休息。这时，他听到有珠落玉盘

的泉水之声，原来亭旁有一眼泉水。陆羽走过去，只见有一

个山石自然形成的龙头，清澈的山泉从龙口不断地溢出，泉

下是潭穴，山花笑在泉底，真假难辨，碧叶映在泉中，不减

其翠，他从怀中掏出随身携带的小陶杯，酌满泉水，呷上一

口，原只想润润嘴舌，却习惯性地嚅动着双唇品起味来：清

冽中孕蓄着香甜，其中潜藏着清凉，于是他又连饮两杯，不

一会儿便沉暑气，疲乏解。这意外的发现，使他喜出望外。

此后，他常来这里仰观山色浮云，俯视招隐清泉，取水于亭

中烹煮云雾茶。经此泉烹煮 的云雾茶，汤色碧亮，鲜美怡神

，香馨持久。最后他将招隐泉评定为“天下第六”。从此，

招隐泉又多了一个“第六泉”的佳名。后来，陆羽便在此石

亭中，一边饮用着第六泉水烹煮的云雾茶，一边编撰他的《

茶经》。真是“翁在野亭醉，皆为泉入心”。 招隐泉水呈中

性，每升招隐泉水中，约溶解有70毫克的硫酸钙，使用时使

人感到香甜。招隐泉的水体矿物含量较低，每升水中矿化度

只有134毫克，硬度低，属软水，水体洁净，透明无色，水温



四季不变，流量稳定，为山中优质饮用水源。 初建于宋代的

用石块转砌的亭阁，虽然缀满了苍苔，但阁额上镌刻的“天

下第六泉”五字犹存。如今，人们所看到位于招隐泉旁的石

桥，已不是当年陆羽所见的木桥，而是建于北宋年间的石桥

。人们在观赏和赞叹这座被誉为“南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颗

明珠”的同时，常常兴趣盎然地从招隐泉中灌满一壶泉水，

从桥上依栏倒下深渊中，使人叫绝的是，当壶中流完最后一

滴水时，最先从壶口流出的水，恰好刚刚落入潭水面，这有

趣的游戏，更给人人们带来欣喜。 地址: 江西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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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