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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第一山 
 

陳關榮 
 

 

中國有許多“天下第一＂。天下第一關自然是山海關了，似乎從來沒有人爭議過。然而天

下第一山者，有人推崇安徽黃山，有人讚譽四川峨眉，有人品定山東泰山，還有人題字江

西井岡山的，不一而足。天下第一泉呢？唐朝劉伯芻首選鎮江金山西面的中冷泉，唐朝陸

羽推舉蘆山康王谷的谷簾水，而清朝乾隆皇帝則一錘定音，敲定為北京的玉泉。至於天下

第一寺、天下第一佛、天下第一石、天下第一瀑，等等，等等，就多不堪數、不勝其煩。

想來古人平時足不出戶，一朝有幸登山臨海，放眼所見，就是他們的天下了。 

 

毋庸置疑，中國寶地無數。細細數來，還有許多景色或者來歷稍次之者，不敢妄稱天下第

一，便謙稱華夏第一、神州第一之類。在我家鄉華南地區就有天南第一峰，是廣州白雲山

上的一座秀麗小山峰；還有天南第一梯，座落在廣東增城的一個叫白水寨的小地方，不過

據說它有 9999 級石，倒還有點新奇；而天南第一泉呢，則是位於海南島東方市西海岸的

名為“漢馬伏波＂的據說有兩千年歷史的一口古井。華東第一、華南第一，諸如此類、凡

此種種、不勝條列。 

 

數到華北，也有一座小有名氣的山，叫盤山，但不是陝甘寧邊區的六盤山。此盤山位於北

京東面 88 公里、天津市薊縣西北 15 公里處，是燕山山脈南緣的一段，東西長約 20 公

里，南北寬約 10 公里。區區小景，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一直是不為大多數人所熟悉

者，想來一定不能稱什麼第一了。殊不知，據當地人說，乾隆皇帝一生中到此遊歷過 32

次，第一次來時就發出過“早知有盤山，何必下江南＂的感歎。 於是，此山便被美譽為

“京東第一山＂了。 

 

今年 9 月 9 日，我隨老前輩袁著祉教授和他的學術團隊一行十人，從天津的南開大學出

發，驅車 120 公里，來到了盤山，有幸一睹其風貌，不亦樂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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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山景區面積不大，約 106 平方公里，主峰是掛月峰，遠望即見，制高點處才海拔 865

米，登攀並不艱難。事實上，對於年輕人來說，與其說是爬山，不如說是行山，沒有太強

的挑戰感。不過，山不在高，有仙則靈。相傳在東漢末年，無終名士田疇不受獻帝封賞而

隱居此地，並以自己的姓氏來命名此山，稱其為田盤山，後來簡稱盤山。之後，自魏武帝

曹操起，歷代帝皇官府都在盤山修亭建寺，留給後人寺廟塔院 160 多處，其中比較著名的

佛廟有 72 座、玲瓏寶塔有 13 座。今天，盤山已經成為佛家聖地，與山西的五台山遙相呼

應，號稱“東五台＂。 

 

 
 

我們循例從蓮花嶺入口處進山。當日驕陽高照，進山後卻是綠樹陰森、清風送爽，到處可

見層巒滴翠、奇壑堆青，環境確實幽黯恬靜。慢行不遠，即見迎面而來是一塊立石，上面

刻有楷書“入勝＂二字。細看說明，方知它出自清末軍機大臣、文華殿大學士榮祿之手

筆，落款仲華。想像中，它很可能是由古詩句“山色蔥籠入勝境，空谷低回溪流聲＂演化

而來，意指遊人由此即可“入勝尋幽＂了。大石對面的西浮青嶺的石壁上，遠遠可見刻有

“四正門徑＂幾個大字：因盤山別名四正山，此處便是山門了。 

 

 
 

繼續前行，轉過一個小小山彎，便遇見一塊形如元寶的巨石，名為“元寶石＂，上面刻有

“此地有崇山峻嶺怪石奇松＂一句，頗有指點迷津之意。這時四面環望，確實可見山勢險

峻，層林蔭鬱，到處是嶙峋卵石，流水淙淙。接下來，沿著盤曲的石路上山，地勢漸高。

跨過一座小小的 “仙人橋＂，即見一棵樹齡八百年的古松。此松雖然老態龍鍾，卻儀容

肅穆，屹立路旁，形如拱手揖客，故名“迎客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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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說盤山景致有 “三盤之勝＂：下盤水、中磐石、上盤松。自古以來有“上盤雪花飄、

中盤霧雨渺、下盤夕陽照＂的說法。清代詩人王聰則有詩云“風搖萬壑松濤響，雲變三盤

雪雨晴＂。今日實地一遊，才知果是名不虛傳。 
 

在“迎客松＂附近，已見有多處澗水自翠屏峰飛流而下，有狀如素帛飄飛的，其源山洞得

名“飛帛洞＂。略靠西側，更可見一段銀色短瀑，稱為“滴水瀨＂。翠屏峰下最有名的

一條小溪叫“涓涓泉＂，泉水不深，但卻清澈可人，流淌涓涓。下盤以水為勝，名

副其實。 
 

 
 

繼續向上前行，便進入以石為勝景的中盤。從歡喜嶺過石門，不遠處可見翠柏叢生，

雄殿隱約，來到了天成寺，為登盤山路上所遇第一大寺。此寺舊名天成福善寺，又稱“天

成法界＂，始建於唐朝，後來遼、明、清數代均曾重修擴建。內有大雄寶殿、江山一覽

閣、古佛舍利塔、臥雲樓等。其中江山一覽閣，為乾隆皇帝替身僧人雲海法師所建，有乾

隆親題匾額“江山一覽＂和“清淨妙音＂；臥雲樓則因曾有“彩雲穿窗＂而得名；古佛舍

利塔，為遼代天慶年間所建。天成寺前，更有兩棵年近千歲的雌性銀杏樹，黑枝墨葉、

無語相向，可謂絕代雙嬌、舉世無三。寺前石刻甚多，其中最顯眼的是正門外刻有乾

隆幾首詩的大石碑。 
 

接下來，走過神牛福地、塔林，一路山磐石錯，峰迴路轉，便來到萬松寺。此一大廟

宇建於唐朝貞觀年，舊名李靖庵，說是唐初名將李靖曾居於此，後改名衛公庵，到康熙皇

帝四十四歲遊歷盤山時，因見寺廟周圍松柏滿坡，特書匾額一幅，賜名“萬松寺＂。其中

主要建築有大雄寶殿、藏經閣、玉佛殿、千佛殿、鐘鼓樓、山門等等，堪稱京東第一梵

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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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山腳下來到萬松寺，其實不需一個小時，但接下來的山路就比較陡峭難行了。我們繼續

徒步登山，彎彎扭扭、高高低低地又走了差不多一個小時的山澗石路。途中遙見有一桃花

洞，洞前有一直立石筍，名叫“將軍石＂。若在此處抬頭仰望掛月峰，可見到崖頭上刻有

“摩天＂兩個大字，亦為榮祿所題。來到接近山巔處，便是雲罩寺。此寺原名降龍庵，始

建於唐代，到明朝萬曆三十年時易名為雲罩寺。康熙留有御書“雲峰法界＂、“盤山秀

峰＂；乾隆則題有對聯“青山白雲常自在，禪悅法喜悟無生＂，並稱此寺為“殊勝＂。雲

罩寺過後不遠處，最後來到了盤山之頂峰——掛月峰。掛月峰上有定光佛舍利塔，唐睿宗

延和年間由智源禪師所建。聽說每年除夕，此塔常有佛光照耀。在此環顧四周，可見不少

文人墨客的遺詩遣句。峰巔石刻上，就有杜甫的“一覽眾山小＂。向下俯視，則可見蒼山

如海、群巒起伏，四處奇松怪石、林木扶疏，的確是“上盤松＂勝地。 

 

 
 

流覽過掛月峰和與之毗鄰的自來峰之後，漸覺腿疺腸饑，才意識到該是下山的時候了。幸

好自 1994 年起，盤山景區建成了從山腳下到萬松寺全長 980 米的客運索道，2004 年以

後又增加了從萬松寺直達雲罩寺全長 1700 米的索道，可讓遊客乘吊籃上下山。於是我們

一行十人便分別乘吊籃下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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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途中買了一本《盤山旅遊指南》，才知道盤山景區最著名的有“五峰八石＂：五峰是掛

月峰、紫蓋峰、自來峰、九華峰、舞劍峰；其中舞劍峰是因相傳李靖曾在此山舞劍而得

名。八石則有懸空石、搖動石、晾甲石、將軍石、夾木石、天井石、蛤蟆石、蟒石；其中

搖動石是一塊狀似壽桃的巨石，自要用力一推，它隨即微微晃動起來，令人驚歎。可惜我

們此行時間不多，錯過了不少名勝美景。例如位於盤山石趣園景區裏有一個萬佛寺，其內

供奉著全國最大的西方三聖石雕立佛，還有 10960 尊栩栩如生的小佛像；位於盤山南麓的

石海，則是清代修建皇家行宮時堆砌的一座人文景觀，佔地近３萬平方米，堆壘著形狀各

異的巨石，關於它民間有天神搬石的傳說；還有非常出名的靜寄山莊，即盤山行宮，也位

於盤山南麓，佔地約 40 公頃，乾隆九年時動工，費時十九年建成，可惜此山莊在戰亂和

文革時期遭遇過嚴重破壞，石佛殿的三尊佛像以及乾隆皇帝的御書碑等均被無情砸毀，現

僅存建築基址和六里長的宮牆，其他寶貴遺物業已蕩然無存。 

 

 
 

盤山雖小，名勝頗多。如果屬實，乾隆皇帝一生中到此遊歷過 32 次，還留下了歌詠盤

山的散文 3 篇和詩詞 1366 首——信不信由你，但據說有《乾隆御制詩》為據。由村民說

去吧，遊客中有誰會去查證呢！對於我來說，今天和朋友們一起爬過此山，是最為寫意的

事。隨著時光流逝，歷史變得依稀，考證潛蹤匿影實在是大可不必了。不過離開盤山時，

仍然記得乾隆在《遊盤山記》裏寫過：“連太行，拱神京，放碣石，距滄溟，走薊野，枕

長城，是為盤山。… 嗚呼！是亦可慨也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