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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山旅游路线设计的重要依据

—论徐霞客天 台行 的旅游路线

陈 谅 闻
浙江大学 西溪校区地理系

,

浙江 杭州 刀

【关键词 】徐霞客 旅游路线 意义 天 台山 浙江

【摘 要 】 年和 年徐霞客三次到天台山旅游
,

写下两篇 游天台山 日记
。

其中对天台山的自然景观和人

文景观分别作了详细的描述和记录
,

不仅在科学上有超时代的真知灼见
,

在旅游路线的选择方面也别树一帜
,

如总是

把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互穿插
、

相互交融
,

使每类不同的景物相互衬托
、

相映成趣
,

以期达到多方面的旅游 目的 在

旅途中又常常把惊险和悠闲
、

庄严和随便等不同场面有机结合起来
,

以利于长期保持一种 良好的心理状态
,

从而取得

理想的旅游效果
,

等等
。

因此
,

本文认为徐霞客天台之行所选择的旅游路线至今仍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可

作为天台山旅游路线设计的重要依据
,

也为其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导游路线的制定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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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脚州比目 川七 竹

—
血 如山 、叭犯创达 泊 肠

田 酬

块那血咧 食护动了
,

刀呼油移 之加如 ”匆
,

刀山创阴 以犯
,

。衡四

盯 。找如 刀 田 二 伍 下即面 ‘ 乃 田喝

饭由旧 儿
, 。 佃似

, 叫尹户巴 沃州 孙 , 咖 廿以

耐 朋加司 】业记

以泊 , 阳 诩画 】叨面翔禅 , 沈 】曰 田记 。记 袱 周 砚比 毗 ‘石 仆 此 加而 。

田 二
,

蚀 司视 引以众日 即越 甲 阅 呱 二 此 找川 朋而 乡 乎爪扣 耐 拌浦戈

,

以 出记 四坦
,

峨 公兄 吮 。击 明

咖
货改 仪云 列 “斑曰 址旧

呷
而 】哈司 曰记 狱 」户 以 叮汕 二 山 动 如 二 犯 仪‘ 阳 初 儿 词 曰

皿 卿 曲 肠 吧以 山 石司 田司 飞七司
,

州凶功州 ” 山留 酗 氏的滋 功以 下阳面

汕

天台山早在南北朝时就享有盛名
, “

按 真浩 云 天台山高一万八千丈
,

周 回八百里
,

山有八重
,

四面如一
,

当牛斗之分
,

以上应台宿
,

光辅紫震
,

故名
‘

天台山
’ 。 ”〔‘〕徐霞客三次到天台山旅游

,

第一

次在万历四十一年 月 日至 月 日 农历
,

下 同
,

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别在崇祯五年

月 日至 月 日和 月 日至 月 日
。

徐霞客先后用 天的时间
,

走遍 了天台山

的主要景点
,

把天台山的景观完整地描写在两篇 游天台山 日记 》以下简称 日记 》中
。

从徐霞客

的《日记 里
,

人们不仅可以看出他旅游 日程安排之合理
,

也可 以看 出他旅游路线选择之正确
,

三条

旅游路线至今仍可沿用
。

收稿日期 朔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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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三到天台山所游的 自然景点 第一次到天台山飞游了华顶
、

珠帘水
、

石梁
、

明岩
、

寒岩
、

桃
源

、

双闽 第二次到天台山
,

游了螺溪
,

重游了华顶
、

石梁 第三次到天台山
,

游了赤城山
、

桐柏山
、

琼

台
,

重游了寒岩
、

明岩
、

桃源 图
。

三到天台山
,

徐霞客欣赏了元代曹文晦所拟定的
“

天台十景
”

桃源春晓
、

赤城栖霞
、

双涧 回澜
、

华顶归云
、

螺溪钓艇
、

琼台夜月
、

石桥雪瀑 ①、

寒岩夕照
、

清溪落雁
、

南山秋色 中的前八景
,

即今 日所谓的
“

天台八景
” ,

并把所见的地貌
、

水文
、

气象
、

生物等状况详细

描述 了下来
。

徐霞客所见到的地貌有赤城山的
“

丹霞层亘
”

—丹霞地貌 华顶的
“
秀蔚

”“

突石
”
和寒岩的

“

石

壁
”“

洞穴
”

断层面和崩坍岩洞
—火山岩地貌 琼台的

“

一峰
”“

如柱
” 、

螺溪的
“

两崖峭石夹立
” 、

双

胭的
“

峰头中断
’、

石梁的
“

一石横嵌
”

—多处花 岗岩地貌
。

所见水体有瀑
、

溪
、

涧
、

潭
,

其中尤多瀑

布
。

如断桥之下
“

两石对峙如门
,

水为门束
、

势甚怒
, ”

再下
, “ 潭口 颇阔

,

泻处如阀
,

水从坳中斜下
。 ”

珠帘水
“

水倾下处
,

甚平阔
,

其势散缓
、

滔滔泪泪
。 ”

石梁瀑布
“

雷轰河溃
,

百丈不止
。 ”

鸣玉涧
“

涧随山

转
” ,

螺溪
“

两崖峭石夹立
,

树巅飞瀑纷纷
。 ”

桃搏又有
“

瀑布数丈
,

由左崖泻溪中
。 ”“

石峡之内复有石

峡
,

瀑布之上更有瀑布
” 。

他指 出
,

瀑布由山石陡峭造成的
。

日记 还对天台县的水系分布作了说

明
。

·

、,

厂、气

冬

、、

创
’⋯

年万

新 口

·

、 公里 少

, 班竹 方 句盏尸
了

一
、

方广夸

‘

、, ,
·

、一

沪口

‘

一
、

、
, “ ·

、、

一

卿
水珠常

桑 华砚

磐

护口

厂

护国寺 卜挑
玻台

龙王
华顶钾

嗯时 ,

、璐

脚白

甲
‘演喂 晓 , 尹‘

一
’ ”护喻

,
,菇窟

’

一、

平头潭 歹
二

亦找
国漪寺

笋分
, 山 茁 夭 台县

竹庵又

,

尸、
二

安

厂
’知

臀
誓芍明 岩

农岩 , 方

澳
一

第一次旅行路级

一一一 第二次旅行路线

一
· ”
一一 第三次旅行路线

图 徐霞客三游天台山的旅行路线 据郑为一
,

卯

徐霞客天台山之游在 阳历 一 月
,

天气较冷且晴雨不定
,

他如实写到 月初华顶 的
“

高寒
” 。

据清
·

顾祖禹说闭
,

华顶峰
“

绝顶
,

东望沧海
,

少晴多晦
,

夏犹积雪
。

自下望之
,

若莲花之尊
,

亭亭独

秀
,

因名
。 ”“

夏犹积雪
”

是夸大其词
,

而华顶海拔 米
,

山上多雾
,

气温确实较低
,

年平均气温 ℃

左右
。

按今气象站观测
,

华顶 月份平均气温为 ℃
,

比县城 ℃ 低 ℃ 月 中旬螺溪
“

雨骤
”

明岩傍晚
“

云阴溃散
”

而去桃源
、

又是
“
冒雨拨棘而上

”
的

。 一 月天 台山正是春雨期
,

雨

量可达 一 ,

比县城的大 一 。

①
“

石桥雪瀑
”

后来被改名为
“
石梁飞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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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天台山的生物
,

徐霞客见到 不少
,

记录也多
,

有 梁陛山的
“

龄冤
”

—华南虎

妙
。

二 司
,

明末清初
,

天台县常有虎蕙
,

如康熙十八年
“

全县多虎
,

人多逃亡
。 ”

囚 万年

寺的
“

鹤
” ,

不过这
“

鹤
”

有疑 问
。

根据清初林文相 万年寺 》诗
“

归巢野鹤栖方定
,

敲月 山僧去未

还
。 ”

也说有
“

鹤
” ,

因万年寺西南有一地名
“

白鹤殿
” ,

或曰 此
“

鹤
”

为
“

白鹤
” 。

但是
,

与林文相同时

代的陈尧的 万年寺 》诗
“

石窦红泉落
,

天风白鸟翻
。 ”

和丁可的 万年福田庄即事 》诗
“

氰氯 自与晴

岚合
,

浩荡应 同 白鸟 还
。 ”

均 未 把 这 飞 行 样 子 近 似
“

白鹤
”

的
“

白鸟
”

认 为
“

白鹤
” ‘朋

动
,

明末《天台山方外志
·

异产考
·

禽属 又无
“

鹤
”

的记载
。

所谓的
“

鹤
”

有可能是善于

飞翔
、

又会鸣叫和在树上营巢
、

外形很像
“

白鹤
”

的白鹤 。 ,

天 台就有一种东方 白鹤
。 是 当地繁殖

、

当地越冬 的
,

这种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在天台现有的生

态环境中依然存在
,

常栖居在始半溪两岸的树林里或芦苇丛 中回
。

在天 台山东边 的
“

山鹃
”

—杜

鹃花 华顶岭角的
“

山花
”

—
多半是 山矾 与刀切 “ ,

天台山处处都

有山矾 筋竹岭的
“

短松
”

—
日本五针松 二尹。 ,

可作为庭园观赏树种
“

青松
”

—马

尾松 寒 岩 的
“

海 棠
” 胡

, “

紫 荆
” , “

玉

兰
”

材口名
。

玉兰
、

紫荆均在早春时节先叶开花
。 “

芳草
”

指天台山上具有观赏或药用价

值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

如蕙兰 衡
、

观音草 龙胆 晓 ￡ 长生 草 浙独活
滩哪

。 尹 乙 等 ’ 万年寺的
“

古杉
”

—柳杉 ‘。户 。 。

至于华顶 四周的
“

琪花

玉树
” ,

这是对天台山花木的美誉
,

犹如东晋
·

孙绰《游天台山赋并序 》
“

建木灭景于千寻
,

琪树璀璨
而垂珠

。 ”〔川 唐
·

王毅《梦仙谣 》
“

前程渐觉风光好
,

琪花片片粘瑶草
。 ”〔‘ 〕

徐霞客在天台山三条旅游路线上几乎对所有 自然风光作了考察
。

徐霞客在 日记 中又记录 了天台山绝大部分人文景观
,

其中主要为寺观建筑和传说中的人物

如唐代高僧寒山
、

拾得
,

尤多古寺
。

所见道观和寺院有

桐柏宫 在桐柏 山
,

三国
·

吴赤乌二年 吴主孙权建桐柏观
,

让道士葛玄居之
。

唐景云二

年 道士司马承祯重建
。

五代
·

梁开平年间 卯 一 改名桐柏宫
。

北宋
·

张伯端到此创立道

教
“

紫阳派
” ,

使桐柏 山名满天下
,

成为道教的南宗祖庭和东南圣地
,

七十二福地之一
。

明代 尚存唐
·

崔尚文
、

韩择木书
、

玄宗李隆基题额的 桐柏观碑 》
。

国清寺 按梁
·

僧光定给隋
·

僧智颇徽语
“

寺若成
,

国即清
”

取名
,

隋开皇十八年 晋王杨

广命建
。

唐会昌五年 救废
,

大中五年 重建
。

建筑群五峰环抱
,

占地面积达 万平方米
。

此

寺古木参天
、

殿宇壮严
,

所藏经卷名 目浩繁
。

寺内有年代久远 的隋塔
,

隋梅
,

唐
·

柳公权
、

宋
·

黄庭

坚
、

米带
、

朱熹的书法碑刻
。

寺旁有唐
·

僧一行墓
。

智颇 一 在天台山创立佛教
“

天台宗
” 。

唐

贞元二十年 以 日僧最澄来国清寺受学
,

翌年回国后创
‘

旧 本天台宗
” ,

并尊天台山国清寺为
“

祖

庭
” 。

天台宗开佛教中国化之先河
,

后来其
“

义理
”

传人印度
,

形成
“
佛教的倒流

” 。

宋 王存称
“

济州

灵岩
、

荆州玉泉
、

润州栖霞
、

台州国清为
‘

四绝
’ 。 ” 〔’

高明寺 智领讲
“

净名经
”

时建净居
,

唐天佑年间 一 如 建寺
。

背依高明山
,

故名
。

宋大中

祥符元年 改名为净名寺
,

后复称高明寺
,

明
·

僧传灯重建
。

明代藏有智颇的衣钵和他手抄的

贝叶经 共 页
,

立有董其昌碑刻
。

方广寺 东晋
·

僧昙酞曾结茅庵
,

宋建中靖国元年 始建寺
,

绍熙 四年 复新
。

寺原

有上方广
、

下方广
,

中有石梁
,

石梁之侧有昙花亭
,

后改为中方广
。

三寺各占地势
,

以地名名其寺
。 “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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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绷应真 罗汉 之境
。 ”

川

华顶寺 后晋天福元年 僧德韶始建
,

智颇 曾坐禅于此
。

四周有智颇的
“

拜经台
” ,

东晋
·

王羲之的
“

右军墨池
” ,

唐
·

李白的
“

太白读书堂
” 。

两侧密林中原多茅蓬 庵
,

即徐霞客 日记 中提

到的华顶庵
。

万年寺 位于万年山麓
,

晋兴宁年间 一 昙酞开山
,

唐大和七年 僧普岸建寺
。

宋

天禧
、

明万历年间朝庭多有赐予
。

此寺古木森森
,

常有飞禽往返
。

天封寺 陈太建七年 智鼓建
,

隋开皇五年 赐
“

灵墟道场
” ,

后汉乾佑年间

改称智者院
,

宋大中祥符元年又改为寿昌寺
。

治平三年 仪汤 定名天封寺
。

护 国寺 旧名般若
,

后周显德四年 为 为德韶所建
。

宋大中样符元年改名为护 国寺
,

稍后又

更名为香灯院
,

广恩护国寺
。

大慈寺 徐霞客在《日记 》中误写为
“

大悲寺
” ,

陈太建七年 为智颁所建
,

系其第二宴坐

处
。

后因国清寺建成
,

改寺为道场
。

唐会昌年间 一 废
,

咸通八年 重建
。

宋大中祥符元

年改称大慈寺
。

徐霞客特别提到赤城山
“

浮屠标其巅
,

兀立于重岚攒翠间
。 ”

此
“

浮屠
”

即
“

梁妃塔
” ,

梁大同四年

始建
,

原高七层
,

二十丈
,

今为赤城 山标志建筑物
。

按刘宋
·

刘义庆 刘晨阮肇 》一文
,

〔‘ 〕汉永

平五年 有刻县刘晨
、

阮肇在天台山桃源遇仙的传说
,

但未见有汉代道士来天台山传教记载
。

三

国
·

吴
·

葛玄来桐柏山居住和东晋
·

任城魏夫人到赤城山玉京洞炼丹之后
,

天台山道教大盛
。

玉京

洞曾被道家称为
“

天下第六洞天
” 。

赤城山也是佛教传播之地
,

昙献曾坐禅于紫云洞上方山洞
,

齐
·

僧慧明于小洞中塑卧佛
。

赤城 山道佛共栖一地
,

这种情况国内极为少见
。

天台山是以
“

山
、

岩
、

洞
、

瀑
、

寺
”

著称并有
“

古
、

清
、

奇
、

幽
”

特色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

来天台山

的人一定要以赏析到它的特色才算 自己旅游成功
。

徐霞客三游天 台山能写成如此脍炙人 口 的《日

记 》
,

无疑
,

他的旅游是最成功的
。

这种成功与他对祖国山河大地的热爱
,

对 自然现象有卓越的科学

见解和有渊博的文
、

史
、

哲知识有关
,

但这成功还有一个很大因素
,

就是他天台行的旅游 日程安排得

十分合理
、

旅游路线选择得非常正确
。

分析徐霞客三游天台山路线
,

可以归纳出有四点长处

天台山的主要 自然景点没有一个不经过的
, “
天台八景

” ,

景景 目睹
。

在每条路线里总把有价值的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串连起来
。

例如钟灵毓秀的桃源景点和华

顶森林都很有价值
,

华顶森林今被定为 国家级森林公园
,

其 中有大片云锦杜鹃 双彻面去 成

户““ ‘
、

柳杉 呷 八 “ 和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金钱松 乃 汕认血 枷叫沂
、

香果

树临肠姗 哪 哪
、

七子花 万中 己 动瀚
、

夏蜡梅 时 等
。

动物

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白颈长尾难 与砌
。 咖

、

云豹 如。 ,

国家二级动物草

鸦 巧切 卿。。
、

穿山甲 碗 那 叮 。 、

苏门羚 叩咖丽 臼
、

大灵猫 珑说

‘
、

小灵猫 叭优戚 等
。

它们和人文荟萃的万年寺
、

华顶寺
、

方广寺
、

高明寺
、

国清寺

后三者今被定为国家重点开放寺院 至少在每条路线上各有一处
,

于是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互

交融
、

相得益彰
。

每条路线里的景物及其类型多样
,

如 自然景观中有 山有水
,

有树有花 人文景观有
“

佛
” ,

有
“

道
” ,

有
“
儒

” ,

它们相互穿插
,

相映成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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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条路线的同一景物在形式上差异甚大
,

如 山分高低
、

陡缓
,

水分急促 瀑布
、

缓散 溪

潭
,

寺庙也分大殿和小庵
,

景物以不同形式相互衬托
,

相辅相成
。

徐霞客天台游的路线从总体上说可以对天台山风景进行全方位的扫描
,

局部说对主要 自然景

点和人文景点可以进行细微的观察
。

这样
,

无疑对赏析到天台山
“

古
、

清
、

奇
、

幽
”

的特色是极为有利

的
。

在徐霞客所选择的旅游路线里
,

各种景物及其形式上的差异可 以让怀有不 同旅游 目的人各得

其所
,

如对
“

乐山
”

的或
“

乐水
”

的
,

各 自可以得到美的享受
,

对
“

崇道
”

的或
“

信佛
”

的
,

各 自可以得到

精神寄托
。

徐霞客在制定旅游路线时还应用 了旅游心理学
,

把旅游者在旅途中的心理调整到最佳状

态 由于景色的协调
,

一路上
“

紧张
”

与
“

悠闲
” 、“

惊讶
”

与
“

泰然
” 、“

庄严
”

与
“

随便
”

种种相反的感觉

每每相间出现
,

如此相间
,

既能不断地增进旅游者的旅游趣味
,

又能长时间地保持旅游者的旅游热

情
,

忘却途中的辛苦和疲劳
。

这些感觉
,

徐霞客本人是得到了
,

在其 日记 言词 中屡有显示
,

如
“

毛

骨俱惊 ,’紧张
、“

涉 目成赏
”

悠闲
、“

传声燎亮
”

庄严
、“

赤足跳草莽中
”

随便
。

同时
,

由这些感觉

而激发起来的喜悦心情及不辞辛劳的精神也在字行之间流露出来
,

如
“

几不能去
” 、 “

乘月独上
” 、“

喜

不成寐
” 、“

攀登忘苦
” 。

徐霞客天台游所选择的路线是极其恰当的
。

徐霞客三游天台山的路线局部有重复
,

主要原因是

天台山山体陡峻
、

道路崎岖和交通不便
。

再则
,

与天台山风景点的分散也大有关系
,

天台山风景点原

本以国清寺为中心呈辐射分布的
。

天台山的峰峦各有特殊的地貌形态
,

也使 世纪时按照业 已制

订的天台风景名胜区远期规划来进行设计和建设存在诸多困难
,

即便建设好后
,

还需要通过步行并

走不少重复的路程来解决若干景点的游览问题
。

笔者与担任天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专家交换过看法
,

大家一致认为 徐霞客三游天台山

的路线的合理性是无容置疑的
,

日后
,

天台山的旅游路线很大部分要参考
、

甚至沿用徐霞客所选的

路线
。

可以这样说
,

徐霞客三游天台山的旅游路线乃是 目前天台山旅游路线设计的重要依据
。

今天
,

与其说人们来寻访 年前徐霞客天台山旅游的足迹
,

不如说是沿着徐霞客当年天台行所选择的

步行路线来旅游
,

因为这三条路线仍是当前天台山旅游行之有效的路线
。

徐霞客天台山之行在选择

旅游路线方面所显示 出来的长处
,

应该是值得浙江省乃至全国其他国家级风景名胜在选择旅游路

线时加以重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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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化进程中浙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思考

农村产业结构是农村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农村各个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

是反映

农村产业结构合理性的主要标志
,

也是实现在 年浙江基本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宏伟 目标

的关键之一
。

经过 年的改革开放
,

浙江农村经济结构逐步得到调整
。

在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
,

农村

一
、

二
、

三产业之间的各种比例发生 了可喜的变化
。

浙江农村一
、

二
、

三产业 的轻重关系 已 由

年很不合理的
“

一
、

二
、

三型
”

转变为 目前较为合理的
“

二
、

一
、

三型
” 。

但是随着浙江农村经济的迅速

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

一系列涉及农业与农村发展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

农村一
、

二
、

三产

业之间及其内部比例不平衡性的负面影响已 日趋明显
,

将严重制约和影响浙江农业和农村的现代

化进程
。

其主要表现为 乡镇企业发展过猛
,

农村一
、

二
、

三产业发展不协调
。

近十年来农村第

二产业的年均增速是第三产业的 倍
,

在国民生产总值的 比重是第三产业的 倍 第三产业的

比重太低且增速缓慢
。

农村劳动力过剩
,

浙北与沿海地区发展水平较高
,

经济增长速度较快
,

而

浙中和浙西南部分地区
,

农村经济增长缓慢
,

发展水平相对低下
。

最近通过的 浙江省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纲要 对
“

农村经济结构优化
”

提出了具体的 目标
,

即
“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
,

第一产业增加值 比重下降到 巧 以下
,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 以

上
,

农业从业人员 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下降到 以下
” 。

要如期达到上述 目标
,

根据浙江前十

年国民经济发展状况
,

结合当前农村实际
,

经过定性分析和定量测算
,

我们认为今后调整浙江农村

产业结构的优化 目标应是 到 年农村 一
、

二
、

三 产业 占国 内生 产总值的 比重之 比为

肠
,

年为
,

即经过努力
,

农村一
、

二
、

三产业 的轻重关系将 由目前的
“

二
、

一
、

三

型
”

而逐步调整到
“

二
、

三
、

一型
”

的合理结构
。

农村劳动力在一
、

二
、

三产业之间的分布比重之

比
,

到 年为
,

年为
。

从现在起到 年
,

第一产业年均递增 左

右
,

第二产业年均递增 左右
,

第三产业年均递增 巧 左右
。

为此我们必须作出艰苦的努力
。

我们的主要思路是 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
,

稳定
、

持续发展

农村第一产业
。

要优化农业内部结构
,

积极推进产业化经营
,

在增加农业投人的同时
,

大力实施科

技兴农
,

发展效益农业和生态农业
。

适当控制乡镇企业发展速度
,

提高农村第二产业发展质量
。

这是调整浙江农村产业结构的关键
。

为此
,

应通过资本和 劳动联合等形式
,

优化生产要素结合方

式
,

提高资源利用率 通过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
,

降低成本
,

提高经济效益 发挥各地优势 奋重点发展

农副产品加工业
,

做到社会
、

经济与生态三个效益 的统一
。

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
。

要加快农

村城镇化步伐
,

积极发展农业服务产业和农村社会服务行业
,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更多的

机会
。

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经贸学院 柴彭颐 周洁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