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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春摩崖琐记

翰 峰

宜春地区西北部多山
，

晚崖峭壁间
，

留

下许多摩崖刻石
，

有的迄今保存完整
，

有的

风化残裂
，

有的被泥土荆棘湮没
，

一时不得

复见
。

此镰记数则
，

以志备忘
。

百丈大雄山摩崖 在奉新县西塔乡百丈

大雄山岩壁
。

唐佛教高僧怀海① ，

兴元元年

�����居新昊百丈 山
，

创设禅院
，

制定 《禅门

规式 》 ，

对僧职
、

制度
、

仪表等作出规定
，

成为

禅宗寺院共守的规制
。

后改名《百丈清规 》 。

��释文正统 》载述
� “
百丈山怀海禅师始立天

下禅林规式
，

谓之
“
天下清规

” 。 “
天下清规

”

四字
，

分两行直镌于岩壁的右下方
，

每字纵

��
、

横 �� 厘米
。

楷书
，

骨力遒劲
，

结构严谨
。

《奉新县志 》记为柳公权所书
。

石壁左上角书

刻汉篆
“
碧云

”
二字迄今均保存颇好

，

字迹清

晰
。

钓台摩崖 位于宜春市下浦乡境 内
，

一

在大塘村雷潭
，
曰

“
雷潭钓台

” �一在勘上村

震山
，

曰
“
震山钓台

” 。

雷潭钓台
，

在秀江弯道北岸
，

盘形岩石

平伸于河中
，

平面平坦
，

河水澄碧
，

回旋形成

深潭
。

这里风光秀丽
，

唐隐士彭构云致此垂

钓
，

遂成为宜春名胜
。

清光绪年间宜春知县

杨棍于后岩壁书刻
“
钓鱼台

”
三字

。

震山钓台
，

别名
“
颜山

” ，

又名
“
挂山

” 。

悬

岩峭壁
，

景色佳丽
。

两船形岩石仲入河中
，

石

后溶洞
，

大约百余平方米
。

石前河水深数米
。

峭壁篆刻唐卢肇③ 《震 山岩记 》 � “
宜春郡东

十五里
，

有 山
，

望之正若冠冕
，

同麓而异峰
，

在东方如画震卦
，

郡人名之曰
� ‘

呼冈
’ 。

意者
·
���

·

谓其若长幼相呼
，

同在一处
。

其义不显
，

予无

取焉
。

其西北有石室
，

临游溪之 埃
，

邑人彭先

生尝钓岩下
。

先生讳构云
，

善黄老言
。

宝应

中
，

诏 以玉 帛召先生
，

不至
。

时太守命其乡

曰
� ‘

征君乡
’ ，

岩曰
� ‘

征君钓台
’ 。

咸通七年
，

予罢新安守
，

以傣钱易负郭二 顷在震山之

西
，

又得枫树之林于溪南
。

日与郡守高公游

其下
，

公名厚
，

衣缨之茂士也
，

为政严简
，

民

悉安之
。

以
‘

震山
’
易

‘
呼冈

’
之名白公

，

公喜

命刊其事于岩下
。

予既得西林而罗鸟置兔
，

挟弹走马于其间
，

命其林曰
� ‘

卢氏弋林
’ ，

以

对其东彭氏钓堵也
。

因谓高公使郡人无得樵

渔于是林之檀
、

栋
、

杉
、

桧
，

不 日丰茂
，

以冠于

郡
。

高公因戒吏以丹书贻卢氏
，

使西畴之人

世世掌之
。

郡民相率言 曰
� ‘

二刺史具好事

者
，

吾济幸遇 目焉
’ 。

遂以刊之
。

是岁十一月

二十三 日记
” 。

雷潭路侧亦有 《震 山崖记 》 ，

磨灭过甚
，

仅
“
嘉泰

、

开禧
、

曾俨书
、

陈日休
”
等数字可复

识
，

系后人所书刻
，

字迹多有风化
。

夜合 山摩崖 在宜丰县 同安 乡洞 山水

口
，

山崖合石
，

分上下两块叠起
，

高约 �米
，

与夜合山相连
，

雄踞陡壁
。

上层渝 《游洞山 》

诗
� “
古寺依山占几峰

，

精庐仿佛类天宫 �三

年欲到官为碍
，

百里相望意 自通 ，无事佛僧

何处著
，

入群鸟兽不妨同
�眼前薄领何时脱

，

一笑相看丈室中
。 ”
款题

� “
眉 山苏子由题

” 。

此诗
，

为北宋元丰七年春
，

苏辙③与兄苏轼

同访洞山去庵禅师时所作
，

后勒于石崖
。

在

旁霍石书刻
“
墨池

”
二字

，

传为苏辙研墨于



此
。

下层石刻
“
山城无锁 日东西

，

开合邀同鸟

免飞
�曙免未分人未度

，

是谁敢作假鸡啼�
”

款题
� “
右道彰禅师题夜合山石诗

，

康熙四十

八年第三十四代住持见月中勒石
。 ”
均为行

书
，

字大约 �� 厘米
，

迄今保存完整
，

字迹清

楚
。

清凉山摩崖 在宜丰县新庄乡坊里清凉

山水 口
，

石壁高处刻
“
古石门

” ，

隶书遒劲庄

重
，

每字长 �� 厘米
，
右署

“
棠溪王臣书

’，④ 。

左下角草书
“
石门古自道

、

隔断软红尘 �
往来

山水里
，

都是不凡人
。 ”
署

“
秋水鸿远题

” ，另

方竖刻
“
搜奇康乐癖

，

泄秘柳州风
�吾友尚千

古
，

丘壑富胸中
。 ”
书风洒脱

，

款字风化不清
。

石壁峭崖亦刻楷书
“
云屏

”
和草书

“
景高山之

在上
，

御大道以凌虚
。 ”
落款

“
天池子识

’，⑤ 。

在其下楷书
“
别一洞天

” 。

款识
� “
曲江毛鸿远

题
” 。

书体瘦劲
，

镌刻深凹
，

每字纵横 �� 厘

米
。

宋诗僧惠洪曾居此
，

诗为景仰之赞语
。

狮子 山摩崖 在万载县鹅峰乡多江村
。

狮子山由九峰并列相连
，

峭壁雌岩
，

石色如

铁
，

恰似神工鬼斧把九峰凿成九头怒发圆眼

雄狮
，

盘踞在蜀江东岸
。

东方 日出时
，

形影映

入江中
，

故名
“
狮子潭

” 。

西岸茅草山
，

形如大

象
，

与狮子石相望
，

因而此地又名
“
九狮拜

象
” 。 “

狮崖
”
二字刻于峭壁

，

楷书
，

每字高

�
�

�
，

宽 �
�

�米
，

笔划苍劲
，

并锄
， “
大德二年

春书
” ，

迄今清晰完整
。

何人书刻
，

尚无考
。

刘
芳誉《狮勃诗云

� “
狮踞

瓣
迹 尚留

，

书

粼
去几春秋

�
世间事物消灭尽

，

惟有寒湾长对

流
” 。

天隐洞摩崖 位 于宜 丰县芳溪 乡万 丰

村
，

又名
“
灵岩

” ，

原为
“
石窟寺

” 。

元代高僧圆

至曾主持于此
，

洞深 ��
、

高 �至 �米
，

后进

右侧石壁
，

镌刻楷书
� “
不记从前 日

，

重兴乙

亥年
，

范君今洒扫
，
香火永绵绵

。 ” 《新昌县

志 》载
� “
前右折百步余

，

有石岩
，

青质白理
，

隐成
“
佛

”
字

，

试之愈显
” 。

大获岭摩崖 位于奉新县赤岸乡大获岭

西壁
，

其上书刻
� “
大元后至元庚辰五月

，

住

持铁舟邓元凯提点雪 田邓禹孙联名钦授圣

旨住山九月登

枷
香令

，

工刊石以记岁月

云
。

提点杨昭灵立天顺元年二月
”
笔划深峻

清晰
。

云阳山摩崖 位于靖安县西岭乡云阳山

西
。

石壁竖刻行书
“
白雪深处

”
落款

“
回道人

书
” ，

镌刻面积高 �
�

�
、

宽 �
，

�米
�

铜鼓石摩崖 屹立在铜鼓县城永宁镇修

河畔
，

高 �� 余米
，

形如铜鼓
，
四周均刻文字

，

分别为
“
铜鼓石

” ，

每字长 �
�

��
、

宽 �
�

�� 米
。

署款
“
备兵使者晋人延论书

” �“ 试剑
” ，

每字

长宽 �
�

�米
。

署名
“
武桥

’，� �“ 潘周过化
” ，

每

字长 �
�

��
、

宽 �
�

��米
。

落款
“
邓子龙书

” �再

是 《过铜鼓石诗 》 �“ 定江巨石当路傍
，

有人疑

是南山虎
、

�
笑汉将军没止羽

，

乃不贯之何足

数 �又云此石名铜鼓
，

上应北辰开师府
�
英雄

一剑破中坚
，

撑柱乾坤镇吴楚
” 。 “

万历五年

春邓子龙书
” 。

每字长宽均 �� 厘米
，

为急就

而成
。

另有
“
万历戊戍季夏铜鼓营改修此路

，

江头帅廷植助 田
。 ”
亦字大如斗

，

虽有风化现

象
，

仍可见运笔厚重
，

以上石刻均为楷书
，

笔

划遒劲雄壮
，

落落大方可观
。

该县亦因此石

而得名
。

仙羊山摩崖 在铜鼓县温泉山新塘村东

南
，

这里
，

层峦 耸峻
，

秀丽异常
。

海拔高程

��� 余米
，

地势险要
，

险其岭可尽武乡之胜

览
。

山间错落大小不一的白石
，

遥望宛如羊

群
。

民间趣传为仙人驱羊入山所化
，

故其名

曰
� “
仙羊

” 。

邓子龙率军经此
，

作 《过仙羊

寨 》诗
，

刻于顶峰峭壁
，

迄今尚存
。

诗云
�“
仙

羊 已去何年许
，

我来重做仙羊主 �呼仙酌酒

仙童歌
，

仙花满壑仙禽语
�一笑仙风八面生

，

仙霞化作千山雨
。 ”
款题

� “
万历七年丁丑冬

邓子龙书
。 ”
楷体

，

字大如斗
，

纵 ��
、

横 �� 厘

米
。

笔划苍劲
。

登高石摩崖 在铜鼓县永宁镇北
，

红沙

崖
，

峰高 印 余米
，

形如竖卵
，

正面似执纷
，

顶

端摩崖楷体
“
万茹朝天

” ，

字大约二米许
。

左

锄
“
嘉庆丁丑端午

” ，

右款
“
山石宋鹅题

” 、 “
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