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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郑安戈

鲜为人知的地方
没想到，《中国国家地理湖南专辑》唯一提到过的株

洲茶陵地貌日月岩，居然连茶陵当地人都极少有人知道。
说到茶陵的地貌，人们都推荐杨柳仙、灵岩、石梁桥，

而对于日月岩却知之甚少。为了宣传株洲，我们务必要找
到它！

几经周折总算找到了，此处偏僻、杂木丛生。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是如何进入了国家地理专家

的视野呢？原来它是株洲地区唯一的穿岩。而且和天门山
等著名的穿岩不同，它还是少有的丹霞地貌穿岩。

虽然最终图片没有刊登，但还是为国家地理杂志的
文字描述提供了参考。

颠覆认知的丹霞地貌
丹霞地貌，地质学上叫红层，中国最为集中，徐霞客

形容它们“色如渥丹、灿若明霞”。丹霞是指红色砂岩经长
期风化剥离和流水侵蚀，形成孤立的山峰和陡峭的奇岩
怪石，是巨厚红色砂、砾岩层中沿垂直节理发育的各种奇
峰的总称。2010 年，贵州赤水、福建泰宁、湖南崀山、广东
丹霞山、江西龙虎山、浙江江郎山这六处代表性丹霞地
貌，以“中国丹霞”名称成功申报世界自然遗产。

千奇百怪的茶陵丹霞地貌
平心而论，茶陵的丹霞地貌在中国甚至在湖南并不

著名，但却是门类最多的。除了国家地理说到的穿岩，还
有中国跨度最大天然石拱桥——石梁桥；舲舫乡有洣水
与丹霞地貌构成的丹山碧水；还有徐霞客亲自造访的月
到岩等等。

在茶陵众多的丹霞地貌中，月到岩最具代表性。传说
月光可以直接照进这个岩洞，古时候有个书生，便住到那
儿苦读，饭都是家人送过去。这个美谈被称做灵岩月夜，
成为茶陵八景之一。

丹霞地貌成就茶陵牛
前面故事的主人公，是唐朝的陈光问。他读书应试，

屡试不中，便躲进岩洞苦修，后以 69岁高龄高中进士。他
的成功，为无数茶陵人点亮了希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从他开始的公元 901 年至 1904 年，茶陵出了 127 个进
士、两个状元、两个榜眼、两个会员，成为著名的进士之
乡、大学士之乡，并开创了茶陵诗派。

一战封神，他读书的地方，自古至今都有莘莘学子前
来顶礼膜拜，想必当年徐霞客也是慕名而来吧！灵岩石窟
自宋至清有摩崖石刻 50余帧，真行草皆备。其楹柱石雕精
美绝仑，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茶陵不仅文臣辈出，更出武将，仅在民国时期以后即
有将军 61名，因此也有着“将军之乡”的美誉。

究其成因，似乎也离不开丹霞地貌。当地文化研究者
称，丹霞地貌不能种庄稼，乔木也难以生长。吴头楚尾，地
处偏远，土地贫瘠，造就了茶陵人不屈的个性，人称茶陵
牛。正是这种顽强的牛劲，让这块土地人才辈出！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果然！

风的痕迹 水的模样

茶陵丹霞地貌

月到岩。位于严塘镇沙溪村，茶陵第一位进士陈光问读书处，洞内现有灵岩古寺。陈向东 摄

石拱桥。位于洣江街道石良村，天然形成，气势恢宏，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跨度最大天然石拱桥。欧阳琳 摄

湖口土桥泉眼。位于湖口镇土桥村，常年有一清泉从洞内流
出。 陈向东 摄

日月岩。位于茶陵县湖口镇杨柳村，巨岩中有大小两个穿洞，一日洞一月洞，因而得名。陈向东 摄

送子石。位于浣溪镇八旦村深山中，因其形不可描述，一直受到
当地人的顶礼膜拜。 郑安戈 摄

丹山碧水。位于舲舫乡官溪村，丹霞地貌与水面一同组成的景观。郑安戈 摄

日月岩之月洞近景，洞高 1.5米，宽 5米，人要弯腰入洞。陈向东 摄

石拱桥、车灯和星空组合的美景。郑斯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