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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洲论坛

天姥山地处浙江东部，为会稽、

四明、天台三座名山山脉盘结地带，

是新昌一邑之主山，有狭义与广义

之分。狭义单指其地理位置在东经

120°55′，北纬 29°20′，即在县

城东南六十里儒岙境内。拨云尖、大

尖、细尖是它的几座主要山峰。广义

天姥山即指天姥山系括苍山支脉，

由东阳、天台方向延伸而来，从东南

走向西北，绵延相当大范围内的一

组群山。

天姥山千峰竞秀，万壑争流，峻

丽多姿，兼备天台之雄奇，剡溪之秀

异，属道教十六福地，是仙山福地。

同时它也是著名风景名山。名山孕

育名山文化，自谢灵运伐山开径始，

文人墨客、佛道儒家，纷至沓来，或畅

游或栖息，或吟唱或著述，留下了珍

贵的文化遗产。概括说，天姥山文化

是以天姥山为物质载体，以山水文

化、佛道文化、诗歌文化、理学文化、

隐士文化、宗族民俗文化等为内涵

特征，以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创

造的一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为基础

的精神财富总和。

研究天姥山文化，对新昌来说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天姥山

是上天馈赠给新昌的宝藏，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天姥山文化是传统文

化，是区域文化，更是名山文化。“名

山效应”对当地经济发展，特别是生

态旅游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近几年来，新昌在天姥山文化研

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天姥山文

化品牌逐步打响，对旅游产业的发

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研究

的广度、深度和高度仍显不足。从新

昌周边来看，对天台山、四明山、会稽

山等浙东名山的研究日益深入且皆

有专志传世，仅《天台山志》就多达十

余种，《天台山旅游文化丛书》、《天目

山》、《雁荡山》等著作值得新昌借鉴；

从全国来看，黄山、泰山等一批名山

文化研究更加深入并打响了文化品

牌，成为地理坐标和精神符号，已经

发挥着显著的品牌效应，为一方经

济的发展和知名度的提高发挥了不

可估量的作用，许多方面更值得新

昌学习借鉴。

一、天姥山文化内涵
具体来说，天姥山文化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层面：

1.天姥山是风景名山。天姥山地

处浙东会稽、四明、天台三山交会处，

与曹娥江、剡溪、浙东运河西段相交

错，“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

天姥为眉目。”（白居易《沃洲山禅院

记》）。由于这一带蕴藏着秀异之景，

历来诗人们把天姥山作为佳山胜水

的代名词，是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

2.天姥山是福地仙山。天姥山神

仙思想的弥漫，王母文化、晋干宝《搜

神记》刘阮遇仙等传说，齐梁《述异

记》“天姥山南峰有鲁班刻木鹤”等。

道教称仙人居住的名山有七十二

座，称洞天福地。天姥山范围内即有

沃洲山、天姥山、斑竹山为道家十五、

十六和六十福地。

3.天姥山是佛教灵山。两晋南北

朝时期，天姥山曾是全国佛学修行

者的活动中心。据《高僧传》记载，六

朝入剡东的高僧在此先后建立了 10

多个寺院。据《浙江通志稿》记载佛

教传入浙江省的开山大师有 6人：

竺道潜、支遁、于法兰、于法开、昙光、

竺昙猷，并推定前四位为解义（研究

佛法）之祖，也称大乘般若四贤；后二

位为习禅（修持戒律）之祖。而这 6位

大师几乎同时相聚在剡东立寺行

道。东晋佛教南传，般若六家七宗五

宗在剡，其代表人物总数的 60％以

上在剡中。刘勰在《梁建安王造剡山

石城寺石像碑记》中说：“般若炽于香

城，表刹严于净土”。到隋代，更有智

者大师创天台宗，圆寂于被孟浩然

赞为“竹柏禅庭古，楼台世界稀”的

新昌大佛寺，新昌大佛寺是天台宗

祖庭之一，开创了佛教中国化的第

一个宗派，影响远播海外。特别沃

洲支遁买山、养马、放鹤的小岭寺

都为信佛者所向往。唐初宋之问有

诗曰“愿与道林近，在意逍遥篇”，

司空曙说“支公有遗寺，重与谢安

过”，僧齐已也说“终当为支遁，买

取个青山。”可以说天姥山还是一

条求法礼佛之山。

4.天姥山是精神圣山。这里是六

朝时期上层士族代表人物聚集处。

《广博物志》载：“剡中多名山，可以避

灾，故汉晋以来，多隐逸之士，沃洲

天姥是其处。”南朝十八高僧中支

遁、竺法深、戴逵、王羲之、谢安、许询

等都曾在这一带栖止盘桓。这里自

然成为“仙佛之窟宅，烟霞之源委”。

白居易作《沃洲山禅院记》记了十八

高僧，十八名士曾长期游止沃洲的

事情。唐朝，诗人们用唐诗垒起天姥

山，据不完全统计，仅唐代就有 278

位诗人在此留有诗文，约占《全唐诗》

收载的诗人 2200余人总数的 13％。

李白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更是把

天姥山推上了精神圣山的高度。

但就是这样一座名山，从东晋

盛极，到南朝已显衰微，到隋唐时名

列当时全国名山之一，达到高峰，但

从宋元却逐渐从文学视域中淡出消

失，逐渐湮没无闻。天姥山文化发展

的这种阶段性、间歇性的曝光现象

与演变、消失脉络，反映出天姥山文

化历史发展独特的文化现象和文化

表征。

究其原因，比较复杂。从地理位

置说，剡东在台、越、明、婺几个大郡

之间，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三大名

山结合部尾端，它必然有依附性，地

域文明上难以形成独树一帜的核心

圈。又境内山多田少，土地瘠薄，又

无渔、盐之利，经济上属贫困山区，加

上百里岩疆万山重叠，无车行舟楫

之便，交通相对阻隔不畅。历代文士

名流热爱剡东名山者，大多到而不

居，或爱而未到，古天台山、四明山、

剡溪各自为中心形成文化圈，后来

居上，剡东诸山渐被淡忘。政治因素

也不可忽视，六朝时，会稽治所山阴

是政治中心，唐以后明州、台州也相

继见重，新昌岩邑，离浙东几个郡治

较远，自然只能附于骥尾。生态环境

的变化也十分重要。两宋以后天姥

山人口迁徙与定居的增多造成生态

环境的破坏，丧失了仙山福地的神

秘性。

二、天姥山文化研究存

在的不足
1.表现在研究方面。当前，天姥

山文化研究的频度在提高，但研究

的广度、深度、高度仍显不足。

从广度来看，学界对天姥山文

化的研究，局限于某一方面，如阶段

性时期研究，以唐代诗歌文化为代

表；如乡村习风研究，以天姥山村落

形成、发展、迁移、名人研究为代表

等；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指出“为

了便于了解局部，我们一定要把注

意焦点先对准整体，因为只有这个

整体才是一种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

研究范围。”总体来看，点上研究多，

面上研究少，天姥山文化研究中魏

晋山水文化、神仙文化，六朝佛道文

化、唐朝诗歌文化、两宋理学文化、

元明隐士文化、明清宗族民俗文化

的系统性研究上还有待加强。

从深度来看，当前天姥山研究

多为粗浅层面的载体研究探讨，对

更深层次的天姥山历史文化特征、

文化内涵、文化性格、文化心理、文化

品牌等文化价值和保护利用没有深

入研究。

从高度来看，当前天姥山研究

是狭义的，缺乏大天姥山概念和观

点，甚至局限于地理圈囿中。从目前

来看，仅限于民间、县域之间的交流

探讨，各自为政，没有上升到浙江省

及全国性的层面。

2.表现在天姥山核心区开发利

用方面。天姥山核心区开发利用相

对滞后。天姥山资源特征不鲜明，存

在点散、景小、线长等旅游资源不明

显特征，开发有一定难度。天姥山村

庄分布，对整体开发保护和利用构

成不利因素，天姥山开发的招商引

资存在一定困难。

三、天姥山文化利用研

究
“文化是旅游最富魅力的卖

点”，实现文化与旅游相结合，深化和

拓展文化在旅游业中的作用，这是

天姥山文化利用的关键所在，也是

天姥山文化的落脚点。

近几年来，新昌县委、县政府着

力打造山水品质之城、生态休闲之

城，对天姥山旅游的开发做了大量

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收到

了很好的效果。但从总体上讲，天姥

山文化保护和利用研究还处在初始

阶段，研究队伍逐步老化，文化与经

济结合仅初现端倪，“文化产业化、

产业文化化”的局面还未形成，要实

现严格保护与科学规划的统一、学

术研讨和实际利用的统一还有很长

一段路要走。

1.要树立“大天姥山”理念。

天姥山包括“大天姥山”、“泛天

姥山”等的理念。一直以来，人们对

天姥山的认识只是局限于地理上的

“小天姥山”。事实上，天姥山是浙东

文化的中心枢纽、唐诗之路的精华

地段，是一条重要的人文脉络，是一

座有着千年文化积淀的历史文化名

山。天姥山文化包涵了佛道文化、诗

歌文化、山水文化、名士文化等，并且

涵盖了大佛寺、沃洲湖、穿岩十九峰

等其他景点文化。因此，打造天姥山

文化旅游品牌不单指一座天姥山，

而是大天姥山、泛天姥山。

2.要打响“天姥山”文化品牌

我县先后推出的佛教文化、影

视文化、茶道文化等文化旅游品牌，

一直是新昌旅游的金名片。然而众

多的品牌显得颇为零散，没有形成

统一的主打品牌，特色和优势均不

明显。

新昌未来旅游的开发重点必然

是打响天姥山，让天姥山成为新昌

旅游新名片，让天姥山文化旅游成

为新昌旅游的主打品牌。“天姥山文

化品牌”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新昌县原政协主席王学洪指出：天

姥山文化是浙东文化的中心枢纽、

唐诗之路的精华地段，是一条重要

的人文脉络，对其的认识应该放到

大文化、大旅游的格局进行重新定

位而不是继续错位。著名民俗专家、

中国民俗会理事、浙大教授吕洪年

来信说：“天姥山是新昌的国家级名

山，对他的保护与开发、利用，迟启

动不如早启动。”南京大学教授，享

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地理专家俞锦标

也认为，要力挺开展天姥山研究，力

挺以开发天姥山为龙头，实现有序

开发。

3.要加大天姥山核心区的开发

力度

在编制天姥山文化旅游总体规

划时，把新昌的景点、景区按点、线、

面有机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旅游整

体。现阶段要重点开发天姥山的核

心区。因为经过几年的努力，“天姥

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已获国务院

批准，属于“大天姥山”的大佛寺景

区、十九峰景区都有大手笔的开发，

而许多慕“天姥山”名而来的游客则

因无景可赏、无迹可觅常常乘兴而

来、败兴而归，天姥山核心区的规划

和开发已刻不容缓。

“天姥山”开发的规划范围以历

代记载为依据，为现在的儒岙镇、南

明街道的桃源一带及沃洲湖风景区

一带。“天姥山”是天姥山文化的发

祥地、承载地，所以规划和开发利用

必须秉承这是“天姥山文化”的缩影

理念，即将天姥山的山水文化与佛

道文化、诗歌文化、理学文化、隐士文

化、宗族民俗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融

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体

开发利用过程中可采取有合有分的

方法，如建设一个天姥山文化纪念

馆是合，研发具体的名胜古迹或景

点是分。分的工作则具体做好五篇

“结合”的文章。

（1）做好山水文化与佛道文化

的结合文章。

一是做深做透“佛”的文章。做

好佛教四大宗派的禅宗（新昌大佛

寺）与天台宗（天台国清寺）的联系

文章，可于两寺相距的“天姥山”范围

内重建“十里一寺院”的天姥寺、清凉

寺、地藏寺（天台）、万年寺（天台）等

寺院，修复寺与寺之间的道路，部分

与“唐诗之路”、部分与“古驿道”相结

合，在古人物代表挖掘上主要做好

“智者大师”的文章（天台宗创始人），

如开发“智者大师放螺处”等景点，

天台国清寺是日本主流宗教的祖

庭，这样后续文章可做的更大。通过

做“佛”的文章使天姥山与天台山两

座名山得到联合开发利用。

二是做深做透“道”的文章。加

大“仙源”文化开发力度，开发利用竺

岳兵、吕洪年“天姥即王母”的研究成

果，深入挖掘神仙领袖王母的文化

和刘阮遇仙等传说；做足养生文化，

养生与养心并重，建造养生主题庭

院会馆，开发相关旅游产品；做好茶

道文化，有效利用茶祭大典这一平

台，展示茶文化的独特魅力，再现绵

延千年的茶祭传统风俗。

（2）做好山水文化与唐诗文化

的结合文章。

重点是恢复重建“唐诗之路”，

将此项工作与浙东唐诗之路申请进

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工作有机结合

起来。做好“诗仙”李白等唐诗代表

人物精神财富的挖掘，建立唐诗文

化园。

（3）做好山水文化与隐士名士

文化的结合文章。重点开发南宋理

学大师朱熹在新昌尤其是儒岙留下

的祥棠村“朱子藏书楼”、“朱子修学

处”等遗迹，深入挖掘朱熹等理学代

表人物的精神财富。重点开发“司马

悔桥”等斑竹古建筑，“南山古村”、宗

祠等隐士、宗族民俗文化的典型景

点。深入挖掘司马承祯、“让里”朱珉

等隐士宗族代表人物的精神财富。

（4）做好山水文化与地域精神

的结合文章。开发“脚著谢公屐，身

登青云梯”的体验游项目，重修谢公

祠，继承谢灵运伐山开径的开拓进

取精神，发扬天姥山当地民众脚踏

实地、义利并重、玉汝于成的“扁担精

神”，并与当地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

紧密融合。

4.要加快“唐诗之路”申遗步伐

天姥山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唐

诗之路”研究密不可分。“唐诗之路”

由浙江新昌学者竺岳兵于上个世纪

90年代初，在南京师范大学和中华

书局联合主办的“中国首届唐宋诗

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正式提出的。

目前，学术界认为浙东唐诗之路的

概念应该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

义指的是浙江东部地区唐代诗人往

来比较集中的古代旅游线。它始自

钱塘江，经浙东运河过绍兴、上虞，再

溯剡溪，经嵊州、新昌，到天台华顶

峰，再经国清寺北回过儒岙至新昌，

这是干线。还有沿浦阳江、东阳江、

好溪、奉化江、甬江等溪流旅游的支

线。第二层含义中的“唐诗之路”则

是形象思维的思路，是诗人凭借浙

东山河和丰富的文化底蕴的感性材

料，通过想象、联想和幻想，伴随自己

炽热的感情，进行概括和集中而喷

发为诗的思维过程，这个过程，就是

形象思维的思路。而天姥山位于这

条路线的精华地段。“唐诗之路”如

能成功申报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必将成为我县新的旅游经济增

长点，促进旅游产品品质的大提升。

加大申遗力度，以申报“唐诗之

路”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带动“天

姥山文化”申遗，坚持“重结果更重过

程”的理念，通过申遗提高天姥山文

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进一步培养

天姥山文化研究的中青年骨干队

伍，增加政府投入，鼓励民间力量积

极参与，对民间研究成果政府实行

有偿利用。

5.要做好旅游市场开发的大文

章

这主要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区

域市场，包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国内市场：要在巩固长三角一级市

场的基础上，按照一年开辟一个新

市场的目标，由近而远，由东向西，确

保开发一个，巩固一个，逐步向全国

各大城市覆盖。国际市场：主攻日

本、韩国、香港、台湾等对佛教文化、

唐诗文化较感兴趣的国家和地区，

重点推出有针对性的旅游产品，如

针对日本佛教徒祖庭大都在浙东，

开展中日佛教之旅；推出新昌文化

旅游产品，邀请旅行商考察，培训培

育新昌文化旅游产品代理商。另一

个是客源市场。大力培育新兴客源

市场：商务客源市场（包括会议会展

旅游）、国际国内青少年修学旅行市

场。要通过积极参加国内外旅游交

易会，举办各类高品质的旅游节庆

活动，进行大规模的文化旅游推广

和宣传活动，每年开展天姥山文化

研讨活动并将活动成果逐步转化为

旅游项目、旅游产品。

（作者系儒岙镇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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