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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幔亭峰>换骨岩>三姑石>武夷宫（朱熹纪念馆） 各位朋友

，现在我们已莅临宋街东面入口处。这条百余米的仿宋古街

，具有浓厚的宋代江南建筑风格。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繁华

如梦，酒旗倌风，古韵犹存。神经宋街有大小店铺几十家，

主要销售饮誉内外的武夷岩茶、蛇制品、旅游工艺品。此外

，还有酒铺、茶观，客人随到随饮，十分方便。古老的闽越

文化宋街上展现着她那迷人的风采，使她成为向中外游客展

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的长廊。 各位朋友，现在我们来

到位于宋街入口处的武夷山历史文物陈列馆。这里陈列展出

武夷山市博物馆部分收藏文物。主要有武夷山历代名人塑像

和形象地介绍武夷山先民如何治理、开辟武夷胜境的实物、

模型及图片等。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实物就是1973年9月取自

武夷山观音岩洞内的武夷山一号船棺。这个模型就是古汉城

遗址模型。 经碳14测定，武夷山一号船棺距今已有3800多年

，相当于夏代的晚期。武夷山架壑船棺的遗存，为研究福建

省行秦历史和探讨古越族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城村古汉城遗址，位于武夷山市兴田镇城村村西南一公里

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村古汉城遗座落在起伏的丘

陵山地上，城址呈长方形。南北长860米，东西宽550米，总

面积48万平方米。崇阳溪环绕城的东、西、北三面。依山傍

水，风景优美。城墙沿山势夯土建筑，残高4-8米，东西城垣



共保留三处豁口通道，为当年的城门。城外挖有护城壕。经

发掘，城内分布着殿宇、楼阙、营房住宅、治铁、制陶和墓

葬等遗址多处。建筑坐北朝南、左右对称，布局严谨，与当

时平原地区的城市布局截然不同，是江南独树一帜的"干栏式

建筑"。古城排水系统，利用自然山坡和沟谷建成，实行雨水

、污水分流，规划十分合理自然，令人称奇。城村汉城，究

竟是闽越王余善的行宫，还是汉武帝平定闽越后设立的一个

军事城堡，它是怎样兴起衰落，还有待考证。 步出文物陈列

馆，沿宋街前行，前面这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就是三清殿。三

清殿是我国道教宫观的主要殿堂，供奉"玉清元始天尊，上清

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于隆庆元年

（1567年）冬应召北上时，曾在殿中墙上题诗一首："一剑横

空星斗寒，甫随平虏复征蛮。他年觅取封候印，愿向君王换

此山。" 大家请看，三清殿前有一组石碑，其中最高的这块是

刘公神道碑。它连基座高3.7米，宽1.45米，原立于五夫镇刘

子羽墓道上，1981年5月移至于三清殿中珍藏。1985年10月被

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公神道碑详记宋代大儒刘子

羽的家世及生平事迹。刘子羽，崇安五夫人，官至右朝议大

夫，在江苏镇江知府任上时，因触怒投降派秦桧，被罢职家

居。他是朱熹之父朱松的挚友。朱松死进，朱熹年仅14风，

遵父遗嘱，奉母举家投奔刘子羽。刘子羽侍为子侄，精心教

诲，终于使朱熹成为一代大儒。为报答刘子羽抚育之恩，朱

熹含泪撰文并书写了这篇情真意切，共有3725字的碑文。碑

额上的篆字："宋故右朝议大夫充微猷阁待制赠少傅刘公神道

碑"，系南宋吏部尚书张式所书。神道碑左边这块诗碑，是明

朝万历年间进士龚一清的140字《游武夷记》七言古诗。右边



的石碑是清朝正年间崇安县知县刘靖题写的"洞天仙府"和1962

年现代文豪郭沫若视察武夷山时抒写的“九曲清流绕武夷、

棹歌首唱自朱熹。幽兰生谷香生径，方竹满山绿满溪。六六

三三疑道语、崖崖壑壑竞仙姿。凌波轻筏觞飞羽，不会题诗

也会题。”的《游武夷泛舟九曲》诗碑。1985年10月有关部

门还在三清殿中心堂设立"中美武夷山兰亭学院"（后改为武

夷山国际兰亭学院），招收了来自世界各地数百名学员。他

们中有大学教授、建筑学家、=电影导演、记者、心理学家等

，在武夷山边观光游览边学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受外籍

学员的欢迎。 出三清殿，前行百余米，前面这座洁白如玉的

徐霞客塑像，就是1996年武夷山市为纪念明代著名旅行家徐

霞客首次入闽考察武夷山380周年而建造的。1616年，刚过而

立之年的徐霞客，头戴母亲亲手缝制的云游冠，从家乡江苏

江阴县（现为江阴市）出发，穿浙江、过江西，首次踏上了

入闽的艰辛道路，对武夷山进行为期三天的考察活动。就中

这短短的三天时间里，他几乎踏遍了武夷山的山山水水，写

下了不朽名篇《游武夷山日记》，精确地记载了武夷的三十

六峰，九十九岩的排列和九曲溪的发源流向，记载了峰峦崖

谷和洞穴溪潭的位置，出色地描绘了神厅秀丽的武夷山水。 

徐霞客塑像后面的这座山峰就是大王峰。现在我们沿"徐霞客

入山处"牌坊开始向上攀登。大王峰，又名天柱峰、纱帽岩，

因山形如宦者纱帽，独具王者威严而得名。在武夷三十六峰

中，向有"仙壑王"之称。大王峰海拔526.8米，四面陡峭，攀

登较困难，是武夷山三大险径之一。当年徐霞客登大王峰时

，日已西薄，下山寻路不得，竞"以手悬棘，乱附而下"，险

些青山埋忠骨。如今登峰的道路经过整修后，已是有惊无险



。 各位朋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峰顶还有一半路程，请

大家继续努力。前面这块巨石是"张仙岩"，相传是汉代张垓

坐化之处。从这里再登一梯，过小石门，大家看到的这口宽

七尺，深三尺的水池，名为"天池"，池水极为清沏，虽旱不

竭。池上石泉为"寒碧泉"，池侧为宋羽士林文能结庐处。从

这里再上一梯，大家可以看到一块平地，平地上有升真观遗

址。从观左拾级而上，大家看到的这一块平地，则为"通天

台"。再往上登数十步，便到了大王峰顶。峰巅有一罅，宽约

一米多，下窥黝黑，投以石，声殷殷如雷，片刻方息。相传

这就是宋代屡遣使者投送"金龙玉筒"的地方，故名"投龙洞"。

峰顶古树参天，积叶遍地，极为平旷。从峰巅俯瞰群峰碧水

，江山如画，令人心旷神怡。 请大家顺我手指的方向看，横

欹在大王峰北侧，其麓相连，高不及大王峰的这座山峰就是

幔亭峰。登帽亭峰的道路有二条，一是由大王峰升真洞旁上

去，一是由换骨岩右侧直上。幔亭峰顶，地势平坦，有一片

巨石，状如香鼎，叫做"宴仙坛"。据宋祝穆《武夷山记》载

：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与皇太姥、魏王子骞等古

三仙人，在幔亭峰顶张幔为亭，结彩为屋数百间，大宴乡人

，应召而来的男女二千多人循虹桥鱼贯而上，到了峰顶，幔

亭、彩屋铺着红云茵、紫霞褥，金宇氤氲；鼓乐齐鸣，歌声

嘹亮，席间食品全非人世间所有。歌师彭令昭高唱《人间可

哀之曲》。随着歌声一停，空中隐约传来环佩车马声。仙人

消失了，乡人随之下山。忽然间暴风骤雨走红桥，峰顶顿时

空无一物，只剩丹崖翠壁依旧。"幔亭"之名即由此而来。镌

刻在幔亭峰乐壁的"幔亭"二字，大四方丈，为明吴思学所书

。石刻下方有一块巨石，浑然方正，上大下小，约莫可坐数



十人，俗称"棋盘石"。相传当年汉武帝派遣使者来武夷山，

就是在这里用乾鱼祀武夷君的，所以又称"汉祀坛"。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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