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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十年（1637）正月初十日至十八

日，徐霞客由江西莲花（明属吉安府永新县）

进入湖南茶陵，历时 9 天，游览考察了茶陵皇

雩仙、云嵝山、灵岩、云阳山、秦人洞、麻叶洞

等名胜。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字振之，号

霞客，南直隶江阴（今属江苏）人，明代地理学

家、旅行家、散文家。他一生游览了大半个中

国，所著《徐霞客游记》既是一部优秀的地理

学著作，又是一部极佳的游记散文范本。

徐霞客在茶陵的游览历程，有几个基本

的情况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为什么是茶陵
茶陵地处湘东一隅，徐霞客为什么不吝

时日，要在此逗留八九天？

徐霞客漫游天下，其行程、景点和线路只

能由他多年读书行路的长年积累而定。在茶

陵，一个主要的依据就是明嘉靖版的《茶陵州

志》。

明嘉靖版《茶陵州志》由邑人张治于嘉靖

四年（1525）编纂而成。张治（1488-1550），字

文邦，号龙湖，茶陵秩堂人。出身贫寒，自幼聪

慧好学，五岁被知州董豫破例荐入州学。正德

十六年（1521）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嘉

靖二十八年（1549）以礼部尚书入阁，为文渊

阁大学士。他以“辨邪正，明黜陟”为己任，“持

身方正，汲引善类，铨政称善。六次主持会试，

皆称得人。”归有光、薛应旂、傅夏器、杨继盛

等皆出其门下。有《龙湖文集》传世。

《茶陵州志》分上下两卷，郡谱、分野、城

池、形胜、山川等 22目。作者以“信史”为准则，

取材合理，体例恰当，文字精练，质量上乘，是

一部传世之作，与所编《长沙府志》一道，被后

人奉为方志“圭臬”。

大西南游览考察是徐霞客一生中最壮烈

或许也是最后一次“万里遐征”，他当然做过

非常全面充分的准备。进入茶陵之前，他一定

仔细研读过《茶陵州志》，对茶陵有了相当的

了解。看看他第一天进入茶陵的行踪即可确

信无疑。

“初十日，昧爽，由路江以二舆夫、二担夫

西行。分两道：一路直西向茶陵，一路渡溪西

南向艻子树下。于是从西南道，溪流渐微，七

里，过塘石，渐上陂陀。三里，登一冈，是为界

头岭，湖广、江西分界处也。”（《徐霞客游记》，

以下引文非注明者，同此）

艻子树下是今高陇镇境内一个叫艻市的

村子。彼时由莲花进入茶陵有两条路，一条直

西向茶陵，一条转西南向艻子树下。他为什么

不“直西向茶陵”，而要绕道西南去艻子树下？

因为他要去皇雩仙。皇雩仙是一个什么地方

呢？《茶陵州志·山川》载：“在州东八十里，下

有七石窍，泉流不竭，灌田数万亩。宋孝宗因

驸马谭斗南《图所居之胜》以献，按图题诗曰

‘仙鹅飞出是何年，灵迹犹存古岭边。藤老龙

蟠疑护法，山幽禽语似谈禅。手攀古木身忘

俗，口吸香泉骨欲仙。邻叟不知唐世远，犹言

谢母旧因缘。’”雩是古代求雨的一种祭礼。黄

雩仙是坐落在今秩堂镇东首村黄雩山上的一

个寺庙，也是一个祭祀求雨的场所。相传于此

祭祀祈祷十分灵验，有求必应。宋孝宗时期，

有一年，东南沿海一带久旱无雨。无论怎样祈

祷都无济于事，干旱如故。当朝驸马，茶陵秩

堂人谭斗南正巧回家祭祖。得知这个消息，马

上将自己所作《里居山水图》快马进呈皇上，

并告知黄雩仙这个求雨场所。皇上随即诏令

百官入宫依照图画祷告，“雨应时至”。宋孝宗

十分高兴，“敕建祠泉旁，遣官报祀”，而且“赐

以诗纪其灵迹”，敕封黄雩仙为皇家道观，赐

名为“皇雩仙”。皇雩仙从此成为茶陵第一仙。

徐霞客怎么知道皇雩仙？他怎么会舍近

求远，绕道西南奔黄雩山而去？他的目标行程

怎么会如此清晰，了然于胸？显而易见，他读

过《茶陵州志》，并以此来制定自己的路线。

“正月十一日，是日立春，天色开霁。亟

饭，托静闻随行李从舟顺流至衡州，期十七日

会于衡之草桥塔下，命顾仆以轻装从陆探茶

陵、攸县之山。”静闻是徐霞客结伴同行的一

个旅伴。顾仆则是徐霞客一个叫顾行的仆人。

到了艻子树下，徐霞客让静闻携行李随船先

去衡州，自己则携顾行去茶陵，约定十七日在

衡州会合。

知道此地人文地理非同一般，大有可观，

所以才会不惜时日，于远行途中，在这个偏僻

县境逗留八九天。结果也证明了他的决定的

正确，让他不虚此行。单是灵岩山丹霞带、云

阳山喀斯特溶洞群等自然景观，“井虽枯而无

水，然一山而随处皆是，亦一奇也”的东岭九

十九井，“余所见洞，俱莫能及”的麻叶洞，千

姿百态，美轮美奂的鬼斧神工的盛宴，不一而

足，美不胜收，让徐霞客大饱眼福，喜不自禁。

●为什么不去书院
徐霞客去了云嵝山、云阳山，为什么不去

明经书院、洣江书院？

明经书院坐落于今火田镇五门村，始建

于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为火田尹姓创办

的宗族书院，也是创办最早的茶陵古代书院

之一。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岳飞追剿杨幺

农民起义军曹成部进驻茶陵，富户尹彦德“以

牛酒迓忠烈师”，岳飞“义之”，嘱称：“君，长者

也。富而无文，当一经教子，后必有显者。”并

亲笔题书“一经堂”相赠。淳熙十六年（1189

年），一经堂扩建成书院。嘉靖年间，理学大儒

湛若水、邹守益曾应邀至书院讲学。自宋至

明，书院出过进士十多人，闻名遐迩。

洣江书院则创办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

年），是茶陵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所州立书

院。倡办者茶陵知州林廷玉，福建侯官（今福

州）人，进士，官至都御史。到任第二年便倾力

倡办了洣江书院。他身为知州，却“日服深衣

幅巾，集诸生讲解其中，寒暑不辍。喜吟咏，意

之所到，掀髯长歌，与俊髦赓和，忘其身之为

吏欤。”日后的洣江书院群英荟萃，翘楚云集，

是茶陵古代书院的典型代表。

云 嵝 山 与 明 经 书 院 ，云 阳 山 与 洣 江 书

院，都只是一步之遥，近在咫尺。徐霞客为什

么视而不见，过其门而不入？因为他心中埋

着一段深深的隐痛——弘治十二年（1499）

的“唐寅案”。

唐寅（1470-1523），字子畏，一字伯虎，吴

县（今江苏苏州）人，弘治十一年（1498）解元。

座师梁储对他欣赏有加，便介绍给了翌年会

试主考官程敏政。程敏政亦十分欣赏唐寅，时

有往来，唐便被视为程敏政的“约定门生”。

弘治十二年，大学士李东阳与礼部右侍

郎程敏政奉命主持会试。在策问题目生僻，士

子多不通晓的情况下，独有一篇文章超群出

众，脱颖而出。程敏政“甚异之，将以为魁”。一

时间，舆论哗然，均称唐寅与江阴富家子弟徐

经合谋，买通程敏政家奴，预先获悉了题目。

给事中华昶首先上疏，弹劾程敏政“受贿鬻

题”。震惊之余，明孝宗朱祐樘命大学士李东

阳严加复查。虽然复查结果并无实据，唐寅、

徐经“二卷俱不在取中正榜之数”，但是事情

却闹得沸沸扬扬，影响十分恶劣；而另一给事

中林廷玉也一再上疏，坚称其中有弊，“复疏

敏政阅卷可疑六事”。明孝宗大怒，相关人等

悉数受到惩处：华昶“言事不察实”，被贬任南

京太仆寺主簿；程敏政“临财苟得，不避嫌疑，

有玷文衡”，被勒令致仕；徐经、唐寅“夤缘求

进，黜充吏役”，被贬为杂役，终生不得参加科

考；林廷玉“朋比回护，颠倒是非”，谪判海州

（今江苏连云港）。这起牵连甚广，轰动朝野的

事件，便是所谓的“唐寅案”。

“唐寅案”查无实据，最终成为一桩疑案。

曾经的“神童”程敏政致仕后，倍感耻辱，悲愤

交加，背发蛆疮，不久便含恨去世；林廷玉被

贬任海州判官，十六年（1503），迁知茶陵州

（今湖南茶陵）；唐寅归家后夫妻反目，从此消

沉颓废，放浪形骸，成为一名浪荡才子；徐经

发愤自励，闭门读书，满心希望新皇即位后，

能重返科举仕途。不料，正德二年（1507），他

风尘仆仆，北上京师探听消息，却因“唐寅案”

打击太大，体质每况愈下，加之旅途劳顿，最

后不幸客死他乡。而徐经，正是徐霞客的嫡亲

高祖，也是江阴徐氏一族由盛转衰的关键人

物之一。

对茶陵的人文地理有了相当了解的徐霞

客，身背着高祖的奇耻大辱，面对着科举文化

夺目的场所，特别是林氏一手创办的书院，他

擦肩而过，避而不见，就可想而知了。

●为什么是徐霞客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

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徐霞客来到茶陵时，正是严寒时节。天寒地

冻，艰苦备尝，他舍生忘死，一往无前。

十一日，在云嵝山。“云嵝山者，在茶陵东

五十里沙江之上，其山深峭。每从人问津，俱

戒莫入……导者曰：‘此虎窟也。从来烧采之

夫俱不敢入。’”云嵝山是今火田镇境内的一

座深山，豺狼成群，虎豹昼行，人们轻易不敢

进山。明神宗万历初年，高僧孤舟大师来到山

中，驻锡建刹，成为僧众聚集的佛寺。后孤舟

大师去世，老虎叼走一个僧人，佛寺渐至冷落

荒芜。因此，每当徐霞客问路，当地人都劝告

他不能进山。最后遇到一位老哥，自己正要出

门远行，听说这个外乡人要进山，担心其安

危，掉头返回家里，召来三个乡邻，带上器械

火把，冒着大雨，护送他登山拜寺，才使他最

终如愿以偿。

十五日，在云阳山。“山阴冰雪拥塞，茅

棘交萦，举步渐艰。二里，路绝，四顾皆茅茨

为冰冻所胶结，上不能举首，下不能投足，兼

茅中自时有偃宕，疑为虎穴，而山中浓雾四

起，瞰眺莫见，计难再下。乃复望山巅而上，

冰滑草拥，随跻随坠。”“遂与顾仆挂石投崖，

悬藤倒柯，坠空者数层，渐闻水声遥遥，而终

不知去人世远近。”云阳山高耸巍峨，陡峭险

峻，涧深林密，古木参天。正是冰天雪地，举

步维艰之际，徐霞客带着仆人顾行，“挂石投

崖，悬藤倒柯，坠空者数层”，“若邓艾之下阴

平，坠壑滚崖”。

十七日，在麻叶洞。“或曰：‘此（指麻叶

洞）中有精怪。非有法术者，不能摄服。’最后

以重资觅一人，将脱衣入，问余乃儒者，非羽

士，复惊而出曰：‘予以为大师，故欲随入；若

读书人，余岂能以身殉耶？’”麻叶洞是云阳山

西麓的一个溶洞，因为神灵怪异被当地民众

奉为禁地，纵使许以重金也无一人敢做向导。

无计可施，徐霞客只能和顾仆不顾一切，自个

儿涉险以入。等到他们平安出来，村民们顶礼

膜拜，以为他俩神灵附体，是有大法术之人：

“非神灵摄服，安能得此！”

有志者，事竟成。徐霞客有千古“奇人”

之称。15 岁应试不第后，即无意功名，而以

“问奇于名山大川为志”，矢志“朝碧海而暮

苍梧”，“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湘

江遇盗，行囊焚劫无遗，旅伴静闻、顾行都身

受重伤，静闻最后不治身亡。友人劝徐返乡，

他坚称“不欲变余去志”，返回衡阳重筹游

资，继续其旅程。“吾荷一锸来，何处不可埋

吾骨耶？”崇祯十三年（1640）正月，从西南

远游归来，回到家中，有客来访，问他，不惜

代价，历尽艰辛，浪游终生，何苦来哉？他答

道，西汉张骞开辟道路，却未能见到昆仑山；

唐朝玄奘、元朝耶律楚材奉皇上的诏命，才

有幸西游。我不过一介寻常百姓，一根竹杖

一双鞋，远走黄河、沙漠，

身登昆仑，遍览西域，留

名遥远的异国，与前面三

个人合而为四，即使死了

也绝无遗憾了。

豪杰之士志存高远，

一往无前，出生入死，百

折不挠，这就是徐霞客的

“法术”——义无反顾、勇

往直前、以身相许、至死

不渝的志向。

彰仙岭，地处醴邑之北，山巅摩云接天，

山间烟生雾绕，是方圆数十里的地标之山。

周末，朋友约我去爬彰仙岭。我思忖良久

才答应他，原因是我想起了曾经的体验，心里

便带着几分不爽，但我又是大自然的铁粉，还

是割舍不下那份热爱。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正热衷于

户外徒步，跟一个团队共爬彰仙岭，山路陡峭

难行，加之怪树挡道、巨石凌头，让人走得一

步三惊，至半路已是身疲力竭。好不容易爬到

山上的彰仙观，也是荒径衰草、残屋破像，全

然没有昔日的威严，唯一值得回味的就是观

下的一汪清泉，汩汩而流，掬捧一尝，清冽甘

甜，令人心神顿爽。

下山之时，我正着意听领队的介绍，“彰

仙岭的来历有二，其一是唐代道家学者司马

承桢写的《天地宫府图》，将天下名山封为十

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彰仙岭

为第四十八福地。据说，此处原‘属臧先生治

之’，后人不识其人，讹音相传，竟称‘臧仙’为

‘彰仙’。其二与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有关，传

说张良辅佐刘邦夺得天下后，自请告退专心

修道，后在此开辟道场。隋末，徐茂公到此访

游，得到张良留下的《智囊》《素书》《治国方

略》等著作，遂以辅助唐王而建功立业。后唐

太宗命尉迟恭在此兴建道观，供奉张良神像

……”作为本地人，彰仙岭的历史我也是知道

一点的，只是并未深究，听领队讲得娓娓动

听，也不禁被他吸引，结果，却给了野径间的

石头可乘之机，它狠狠地阻击了我的大脚趾，

连鞋都刺破了，脚趾也毫不争气地流出血来，

钻心地痛。我不得不停下来处理，还好领队带

有应急用品。只是这么一来，我对这座大山的

印象就好不起来了。

这次，看在朋友的金面上，我决意一行。

当然，近几年听说政府大搞旅游开发，修筑了

旅游专线，道路修得很好；还听说彰仙观有了

新的住持，且斥巨资重修了殿宇，也很想去一

探究竟。

新修的旅游环线果然方便，蜿蜒于群山

之间，虽然弯多坡陡，但路况极好，很快就到

了彰仙岭半山腰。我要朋友停车，朋友说现在

山这边新修了一条路，可以直抵彰仙观下方。

我一瞧，果然，一条崭新的路从山的一侧伸出

来，似乎在诱惑着我们。我想了想，觉得还是

步行上去吧，现场感强一点。朋友点头，深以

为然，特意来爬山的，如果只爬了一两百米，

岂不是大虚此行。

时值仲春，气温不高不低，很适合户外运

动。在山言山，我问了朋友一个问题，“据说彰

仙之彰字是从臧或张讹音而来，你觉得为什

么会有这讹音之变？”

朋友沉吟了一番，说道：“确乎有几分难

解。按说臧字难写，平时用得也不多，熟悉的

人少，还可以理解。从张到彰就令人费解了，

张乃大姓，为民间熟知，讹成彰字，确实不合

常理。你以为呢？”

我沉默半天，试着提起，“可否从字义上

解释？无论臧先生还是张仙，其意都是指个

人，也就是说这座山是他的，而彰呢，有宣扬、

表露之意，说明这座山是老百姓的，而且是一

座好山 、神山，连仙人都要靠此来彰显。臧

（张）、彰之变，表面上是一字之差，其实质是

主人翁之争。这说明历代以来，生活在这片土

地上的人民，既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有对

山水美景的自豪 ，无疑他们生活在这里是满

意的、幸福的。”

朋友一听，马上接话，“你说的有几分道

理，不管是皇帝敇建的张仙观，还是古书所说

的臧先生治之，反映的都是统治者的意志，表

明了他们家天下的心思，而老百姓呢，以彰代

之，其义已全然不同矣！”

臧（张）、彰之辨既明，我的心情都好了几

分，劲头十足地迈步向前。我还想找一下十多

年前害我脚趾受伤的那块石头，结果彰仙观

都到了，也没见一点踪迹，应该早被我们的建

设者垫到路底，成了很好的垫路石。

彰仙观果然不再是往日的衰败气象，新

建的道观古香古色，加上高扬的国旗、精致的

门联，显得十分兴旺。连原来的旧殿也修葺一

新，仿佛久病之身重焕生机，虽然有些显老，

但精神状态却是极佳。

站定眺望，见村落毗连、重峰隐约，有清

风盈袖、松涛啸耳，飘飘然有出世之感，先是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把酒问青天”、“南

极潇湘”之句自然流出，接下来就想到了中华

民族的发展史、生存史，不禁又生“哀民生多

艰”之叹。是啊，此山虽有臧（张）、彰之变，但

其实千百年来，彰仙岭都是神山，老百姓上

山，为的是求神仙保佑，祈祷生活平安、没病

没灾，能有多少心情欣赏这无边美景呢？

想到此，我的眼神又望向四方，只见公路

盘旋时隐时现，林木苍翠生机勃发，游人三两

一伙，怡然自得，竟有几分世外桃源的意境，

不得不感叹现在政府的贴心，发展的快速，建

设的优质，生活的惬意，彰仙岭也真正成为百

姓之山、快乐之山。

朋友又拉着我去寻找那汪清泉，亦是鸟

枪换炮了。砌好的方形水井，还极细心地用薄

膜盖住，防止异物落入，旁边摆有水瓢、水杯，

壁上贴有温馨提示，告之水可以直接饮用，并

提醒爱护环境。

我取瓢打水，倾入杯子一尝，丝丝清凉沁

入肺腑，全身倦意尽退，果然好山、好水。朋友

戏言，“得饮灵泉，可有佳句？”即作五律《登彰

仙岭》以谢：

丽日增春色，闲情掬白云。

巍峨思亘古，灵秀演斯文。

林樾环仙宇，虚空咏美芹。

从来多喟叹，有获赖辛勤。

游茶陵图。插画/左骏

徐霞客在茶陵的
几个为什么

苏铁军

▶彰仙岭主峰下的彰仙观

彰仙之山
陈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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