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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C_E9_9D_92_E5_c34_48143.htm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

迎您来青岛崂山参观游览。青岛地区大小山峰几十座，崂山

则为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崂山风景区总面积446平方公里，其

中绕山海崖线长达87.3公里，主峰高1133米，堪称崛地而起，

拔海而立。崂山气候清新而湿润，年平均气温为12.6摄氏度,

冬季平均气温为-0.2摄氏度,夏季平均气温为23摄氏度。崂山

历史悠久，古迹荟萃。远在一亿四千万年前的白垩纪早期，

崂山即已形成，五、六千年前，先民们已在此聚居生息，创

造了灿烂的龙山文化。>、>等均有记载。 崂山自然景观独具

天然特色。山海相连、海天一色、雄伟壮观；山内群峰耸立

、怪石嶙峋、层峦叠嶂、壁削如刀、涧深谷幽，每座峰上形

象石比比皆是，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碧海无涯、山高林密

、云气离合、岚光变幻；海崖线曲折蜿蜒，或广阔幽静、烟

波浩淼、或惊涛拍岸，谷应山鸣。 崂山名泉圣水富有特色。

神水泉、圣水泉、金液泉、六乙泉等清泉各领风骚；潮音瀑

、龙潭瀑等名瀑各具神韵。著名的青岛啤酒和崂山矿泉水均

依此水酿就而成。 崂山林木苍郁、花繁草茂，区内仅古树名

花就有110多株，有的树龄高达2500余年。山深处，春日一片

翠绿，夏天浓荫蔽日，秋季满谷金黄，严冬则处处玉树琼花

。 崂山以其山海奇观、深邃幽静之胜景，“神仙窟宅”，“

洞天福地”之美誉，倍受帝王将相、文人雅士、名道高僧之

推崇。唐代诗人李白在此留下了“我若东海上，崂山餐紫霞

”的著名诗句。清代蒲松龄以崂山风物为内容写出了>、>等



名篇。山中宫观寺庵星罗棋布，鼎盛时有“九宫八观七十二

庵”之说。 总之，清新而湿润的空气，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

化，独具特色的人文和自然景观，构成了崂山旅游的丰富内

涵。 崂山旅游分南线、北线、东线，每条线如同一颗珍珠项

链，串连着无数个景观(点)。本文按照“崂山一日游”的习

惯旅游线路，介绍每条线上几处主要景观(点)，未及介绍的

留等崂山探胜者们自己去体味。2、基本旅游线路(南线) 太清

宫－－明霞洞－－上清宫－－龙潭瀑 景点导游： 太清宫 太清

宫亦称下清宫，当地人也称下宫。位于崂山南麓老君峰下，

前临黄海，一碧万顷，背依七峰，峰峦竟秀，地势清幽，竹

林翁郁，夏纳清风，冬隔朔气，素称“北国小江南”。 崂山

自古有神窟仙宅之说，相传鼎盛时期有九宫八观七十二庵，

而今可数者有十七处。据>记载:太清宫建于西汉武帝建元元

年(公元前140年)，为江西瑞州府高乐县人张廉夫所创建。张

廉夫，字静如，号乐山，生于汉文帝九年，官至上大夫，后

弃职入道。精研玄学，入终南山学道数载，得师传道，来崂

山之阳，临海之滨，修茅庵一所，供奉三官大帝神位。建元

三年(公元前138年)，再建庙宇，供奉三清神像，名曰“太清

宫”，这就是太清宫的由来，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唐

朝末年，李哲玄东游崂山，又扩建殿房，供奉三皇神像，这

时，太清宫已初具规模。五代十国时期，道人刘若拙游至崂

山，对太清宫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南宋庆元元年(公

元1195年)，邱处机从昆化山来崂山讲道。从此，崂山道教，

包括太清宫名扬天下，天下道众多慕名而来，有的在此隐居

潜修，有的在此著书立说。如张三丰、徐复阳等均在此修过

道。 明万历十三年至二十八年，太清宫发生了一起僧道之争



。僧人憨山大师与道人耿义兰相互争夺太清宫庙址，官司一

直打到金銮殿，历时十多年，终以道人胜诉而告结束。现太

清宫前“海邱夺遗址”碑刻的明万历十三年憨山大师建海邱

寺于宫前，二十八年皇上降旨毁寺复宫，就是记的这件事。 

太清宫占地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500平方米。庙宇共分三个

院落，各立山门。三官殿供奉“天官”、“地官”、“水官

”三神像；三清殿供奉“道德尊”“元始天尊”、“灵宝天

尊”；三皇殿供奉“伏羲”、“神农”、“轩辕”三帝。 太

清宫古树参天，院外“龙头榆”又名“唐榆”，为唐朝天佑

年间李哲玄所植。院内银杏、古柏相传树龄更长。明朝所植

两棵耐冬树，枝繁叶茂，每年冬尽春回，花开似锦，花期长

达三个多月。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在>中的>篇里所记的“香

玉”、“绛雪”的故事，据说就是院中一棵红牡丹和这棵耐

冬的化身。 三官殿外的院中有一泉水叫神水泉，泉水清冽甘

美，大旱不涸，大涝不溢，是崂山第一名泉。 明霞洞 明霞洞

位于昆化山之阳的玄武峰下,系一天然石洞,原为上清宫的一处

别院。 >载，明霞洞“建于金大定二年(公元1166年)”，洞巅

“明霞洞”三字，相传为邱处机所书。名道孙紫阳曾潜修于

此。洞外石壁上嵌刻的>载有其修行的始末。元代在洞侧建有

“斗母宫”，奉佛教。明隆庆年间(1567年--1572年)重修时又

建“三清殿”一座,清末建“观音殿”一座。据说，这里曾有

过僧、道交替的历史。 明霞洞地势高旷，景色幽丽，朝晕夕

阳，云雾缭绕，霞光山色变幻无穷，素有“明霞散绮”的美

称，为崂山十二景之一。 上清宫 上清宫位于崂山南部丛山峻

岭，这里因入山已深，烟尘远隔，空气清新，再加坡上坡下

苍松翠绿，修竹滴翠，清泉飞鸟，奇石屹立，不但怡静，而



且特别清幽。 上清宫属全真道华山派道观，是崂山中别具一

格的“丛林”庙宇。道教把“上清”、“下清”、“玉清”

三宫称为“三清仙境”。“上清之天在绝霞之外，有八皇老

君，运九天之仙，而处上清宫也”，故而得名。又因与太清

宫对称，又简称上宫，与太清宫，明霞洞同为崂山东南部的

主要道观。 上清宫创建于宋初，原是宋太祖赵匡胤为华盖真

人刘若拙建的道场，至宋末已废圮。元代大德元年，通玄弘

教洞徽大师李志明，鸠工重修了上清宫。 上清宫有前后两处

庭院和偏院，殿宇房舍二十八间，占地约1000平方米。前殿

旧祀三清，后殿祀玉皇，左右偏殿分祀“三官”、“七真”

。 上清宫内古树参天，其中一棵银杏胸径2.53米，横出粗枝

上有三个乳状树瘤，极为罕见，据说一千年方能长出一个。

大殿之东的偏院有一巨石，名“道山石”，与道山石斜对的

石崮上，刻有邱处机的>词一首。宫西有一块圆丘形弧石，名

“熬山上清宫”，还刻有邱处机咏崂山七绝十首，石下有一

口清泉，名“圣水泉”，为崂山名泉之一。 龙潭瀑 龙潭瀑又

名玉龙潭，水源来自海拔500米的天茶顶和北天门之间的山谷

。涧水穿山越岭，沿路汇集了数十条溪水，聚成一股急流，

奔腾而下，在一处高约30米的崖顶平台上，平直地冲出数尺

之外；水在半空中飞旋了几曲折之后，会合成一道长约30米

，宽约5米的瀑布，顺着九十度的峭壁跌入崖下的碧潭之中。

那气势，宛如一条矫健的玉龙，从悬崖之颠，腾云驾雾，呼

啸而下，击得潭中水花四溅。人们拟其形，取其声，观其色

，叫它“龙潭瀑”，瀑下的深潭取名“龙潭”，瀑布顶端“

龙吟”两个隶书大字，直径一米，为当代著名书法家黄苗

子1981年游崂山时所书。瀑下长形巨石下尖上平，游人坐在



平台下远可眺望四周群峰，近可仰视“龙潭喷雨”的壮丽景

色。 3、基本旅游线路(北线) 北九水涧谷－－骆驼峰－－将军

崮－－金色望月石－－飞来石－－飞风崖－－连云崖－－瀑

音瀑－－蔚竹庵 景点导游： 北九水 北九水涧谷始于靛缸湾，

止于崂山水库的“月子口”，全长约11公里。这一段涧谷道

路曲折，风光异常秀丽，水声似娓娓动听的乐章，两岸怪石

如立体的奇妙画廊，各类亭台傍立两边。>曾这样描绘此带风

光：“两山相夹，下有深潭，沿途山秀峡奇，清流迂迦，水

作龙吟，石同虎踞，峭壁危石，触目皆是，音乐图画，兼而

有之”。古人来此游历，留下了许多赞美诗句，其中一首烩

炙人口的诗这样写道：九水水九曲，曲曲穿幽谷。四周山色

青，两岸松涛绿。涧底一线画，怪石何攒簇。流水从东来，

数步一回复。路陡流水转，一转山一束。 沿北九水涧谷游历

，或乘车慢行，或放步徜徉，举目低首，远山近水，满目尽

是流动的画，流动的情。 骆驼峰 沿北九水线直行，沿途众多

景点目不暇接，骆驼峰是进入“一水”的第一景观。 走过“

一水”，抬头南望，在黑虎山对面有一座高高的山峰，活像

一头巨大的骆驼正在昂首向东北方向眺望。与众不同的是这

头骆驼竟长着三个驼峰，这恐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当

进入“六水”，在东部的群峰中，又出现了一头骆驼，正面

向西南，仿佛急切地要和那头“三峰驼”相会。继续前行，

那骆驼越显气度不凡，仿佛要从山顶直跃而下。但走至近前

，景物忽然发生了变化，骆驼头竟变成了一位正襟危坐的老

人，正凝神沉思，那样庄严，那样慈祥。然而，走过几十步

后再回首，慈祥的老人又忽然变成一只傲立峰顶的雄鹰。真

是“远近高低各不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得不令人叹服



。 将军峰 进入“二水”，在深涧的南面可见一位头戴金盔，

身披金甲，昂首挺胸，威风凛凛的古代将军，这就是“将军

崮”。将军座下的山峰当地人俗称“太师椅子”。从东南方

向西遥望，确实像一把摆在山巅的大椅子。但是游人多是从

西头进入内九水峡谷，看到的是古铜色的山峰。1957年，朱

德元帅和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游崂山，一进入“二水”，

就被这一奇景吸引住了，当陪同人员告诉他叫“太师椅子”

时，他摇摇头，爽朗地笑起来：“哪里是椅子，分明是一位

古代的将军嘛!”说来也怪，经朱老总点破，这座山峰好象活

起来，越看越象一位傲然直立的大将军。从此，这座大石峰

有了新的名字－－“将军崮”。 金色望月石 进入“三水”，

过了“鹰窠河”，举目望去，南面的悬崖上趴着一只形象逼

真的巨大石龟，头向前伸，背壳隆起，爪子紧紧抠在石头上

，其憨态维妙维肖，可爱之极。 这石乌龟为什么爬上山顶，

又怎么变成石龟？在当地流传着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很久以

前，山崖下水潭里住着一只千年金龟。因为山高谷深，它只

听说过天上有个月亮，却从来没见过。月亮圆了，山谷里半

夜也很亮。月亮落了，山谷里黑沉沉的。乌龟决心爬上山顶

看月亮，还要告诉她不要再偷懒，要每天晚上都出来，把谷

涧照得亮亮的。它不吃不喝，一直爬了三天三夜，终于爬上

了山顶。可是，正赶上月底。它没有失望，耐心等待下去，

终于变成了石龟，再也没有爬回涧谷。这个景观就叫“金龟

望月”。 飞来石 崂山山内，怪石密布，且每一块石头几乎都

有一个迷人的神话传说。 进入“四水”，路边石崮上立着一

块悬空欲飞，摇摇欲坠的奇石。石头不大，既象扬起的风帆

，又象展开的鸟翅，如果走近，会让人感到只要轻轻一推，



它就会跌落下去。据说刮大风时会真的摇动，其实，它站在

此处已稳稳当当地渡过了几千年、几万年。当地人称之为“

飞来石”。是否真是飞来的，已无法考证。但它却有一个美

丽的传说：据说，“飞来石”原是玉皇大帝御花园的一块普

通石头，因为在天宫每天接近神仙，逐渐沾了仙气，它看到

孙悟空也是石头变的，却能大闹天宫。上天入地，本领十分

高强，心中羡慕，便想学些本领，和石猴一样干一番惊天动

地的事业。它苦苦修行了几百年，终于能飞腾了，便天上地

下到处遨游。有一天，它飞过崂山上空，看到风景十分优美

，是块难得的宝地，便落在此处永远住了下来。 [1] [2] [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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