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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第一山 
 

陈关荣 
 

 

中国有许多“天下第一”。天下第一关自然是山海关了，似乎从来没有人争议过。

然而天下第一山者，有人推崇安徽黄山，有人赞誉四川峨眉，有人品定山东泰山，

还有人题字江西井冈山的，不一而足。天下第一泉呢？唐朝刘伯刍首选镇江金山西

面的中冷泉，唐朝陆羽推举芦山康王谷的谷帘水，而清朝乾隆皇帝则一锤定音，敲

定为北京的玉泉。至于天下第一寺、天下第一佛、天下第一石、天下第一瀑，等

等，等等，就多不堪数、不胜其烦。想来古人平时足不出户，一朝有幸登山临海，

放眼所见，就是他们的天下了。 

 

毋庸置疑，中国宝地无数。细细数来，还有许多景色或者来历稍次之者，不敢妄称

天下第一，便谦称华夏第一、神州第一之类。在我家乡华南地区就有天南第一峰，

是广州白云山上的一座秀丽小山峰；还有天南第一梯，座落在广东增城的一个叫白

水寨的小地方，不过据说它有 9999 级石，倒还有点新奇；而天南第一泉呢，则是

位于海南岛东方市西海岸的名为“汉马伏波”的据说有两千年历史的一口古井。华

东第一、华南第一，诸如此类、凡此种种、不胜条列。 

 

数到华北，也有一座小有名气的山，叫盘山，但不是陕甘宁边区的六盘山。此盘山

位于北京东面 88 公里、天津市蓟县西北 15 公里处，是燕山山脉南缘的一段，东西

长约 20 公里，南北宽约 10 公里。区区小景，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一直是不为大

多数人所熟悉者，想来一定不能称什么第一了。殊不知，据当地人说，乾隆皇帝一

生中到此游历过 32 次，第一次来时就发出过“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的感

叹。于是，此山便被美誉为“京东第一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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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月 9日，我随老前辈袁著祉教授和他的学术团队一行十人，从天津的南开大

学出发，驱车 120 公里，来到了盘山，有幸一睹其风貌，不亦乐乎。 

 

 
 

盘山景区面积不大，约 106 平方公里，主峰是挂月峰，远望即见，制高点处才海拔

865 米，登攀并不艰难。事实上，对于年轻人来说，与其说是爬山，不如说是行

山，没有太强的挑战感。不过，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相传在东汉末年，无终名士

田畴不受献帝封赏而隐居此地，并以自己的姓氏来命名此山，称其为田盘山，后来

简称盘山。之后，自魏武帝曹操起，历代帝皇官府都在盘山修亭建寺，留给后人寺

庙塔院 160 多处，其中比较著名的佛庙有 72 座、玲珑宝塔有 13 座。今天，盘山

已经成为佛家圣地，与山西的五台山遥相呼应，号称“东五台”。 

 

我们循例从莲花岭入口处进山。当日骄阳高照，进山后却是绿树阴森、清风送爽，

到处可见层峦滴翠、奇壑堆青，环境确实幽黯恬静。慢行不远，即见迎面而来是一

块立石，上面刻有楷书“入胜”二字。细看说明，方知它出自清末军机大臣、文华

殿大学士荣禄之手笔，落款仲华。想象中，它很可能是由古诗句“山色葱笼入胜

境，空谷低回溪流声”演化而来，意指游人由此即可“入胜寻幽”了。大石对面的

西浮青岭的石壁上，远远可见刻有“四正门径”几个大字：因盘山别名四正山，此

处便是山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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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前行，转过一个小小山弯，便遇见一块形如元宝的巨石，名为“元宝石”，上

面刻有“此地有崇山峻岭怪石奇松”一句，颇有指点迷津之意。这时四面环望，确

实可见山势险峻，层林荫郁，到处是嶙峋卵石，流水淙淙。接下来，沿着盘曲的石

路上山，地势渐高。跨过一座小小的 “仙人桥”，即见一棵树龄八百年的古松。

此松虽然老态龙钟，却仪容肃穆，屹立路旁，形如拱手揖客，故名“迎客松”。 

 

常说盘山景致有 “三盘之胜”：下盘水、中盘石、上盘松。自古以来有“上盘雪

花飘、中盘雾雨渺、下盘夕阳照”的说法。清代诗人王聪则有诗云“风摇万壑松

涛响，云变三盘雪雨晴”。今日实地一游，才知果是名不虚传。 

 

在“迎客松”附近，已见有多处涧水自翠屏峰飞流而下，有状如素帛飘飞的，其

源山洞得名“飞帛洞”。略靠西侧，更可见一段银色短瀑，称为“滴水濑”。翠

屏峰下 有名的一条小溪叫“涓涓泉”，泉水不深，但却清澈可人，流淌涓

涓。下盘以水为胜，名副其实。 

 

 
 

继续向上前行，便进入以石为胜景的中盘。从欢喜岭过石门，不远处可见翠柏

丛生，雄殿隐约，来到了天成寺，为登盘山路上所遇第一大寺。此寺旧名天成福

善寺，又称“天成法界”，始建于唐朝，后来辽、明、清数代均曾重修扩建。内

有大雄宝殿、江山一览阁、古佛舍利塔、卧云楼等。其中江山一览阁，为乾隆皇

帝替身僧人云海法师所建,有乾隆亲题匾额“江山一览”和“清净妙音”；卧云楼

则因曾有“彩云穿窗”而得名；古佛舍利塔，为辽代天庆年间所建。天成寺前，

更有两棵年近千岁的雌性银杏树，黑枝墨叶、无语相向，可谓绝代双娇、举世无

三。寺前石刻甚多，其中 显眼的是正门外刻有乾隆几首诗的大石碑。 

 

接下来，走过神牛福地、塔林，一路山磐石错，峰回路转，便来到万松寺。此

一大庙宇建于唐朝贞观年，旧名李靖庵，说是唐初名将李靖曾居于此，后改名卫

公庵，到康熙皇帝四十四岁游历盘山时，因见寺庙周围松柏满坡，特书匾额一

幅，赐名“万松寺”。其中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藏经阁、玉佛殿、千佛殿、钟

鼓楼、山门等等，堪称京东第一梵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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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山脚下来到万松寺，其实不需一个小时，但接下来的山路就比较陡峭难行了。

我们继续徒步登山，弯弯扭扭、高高低低地又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山涧石路。

途中遥见有一桃花洞，洞前有直立一石笋，名叫“将军石”。若在此处抬头仰望

挂月峰，可见到崖头上刻有“摩天”两个大字，亦为荣禄所题。来到接近山颠

处，便是云罩寺。此寺原名降龙庵，始建于唐代，到明朝万历三十年时易名为云

罩寺。康熙留有御书“云峰法界”、“盘山秀峰”；乾隆则题有对联“青山白云

常自在，禅悦法喜悟无生”，并称此寺为“殊胜”。云罩寺过后不远处， 后来

到了盘山之顶峰——挂月峰。挂月峰上有定光佛舍利塔，唐睿宗延和年间由智源

禅师所建。听说每年除夕，此塔常有佛光照耀。在此环顾四周，可见不少文人墨

客的遗诗遣句。峰巅石刻上，就有杜甫的“一览众山小”。向下俯视，则可见苍

山如海、群峦起伏，四处奇松怪石、林木扶疏，的确是“上盘松”胜地。 

 

 
 

浏览过挂月峰和与之毗邻的自来峰之后，渐觉腿乏肠饥，才意识到该是下山的时候

了。幸好自 1994 年起，盘山景区建成了从山脚下到万松寺全长 980 米的客运索

道，2004 年以后又增加了从万松寺直达云罩寺全长 1700 米的索道，可让游客乘

吊篮上下山。于是我们一行十人便分别乘吊篮下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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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中买了一本《盘山旅游指南》，才知道盘山景区 著名的有“五峰八石”：五

峰是挂月峰、紫盖峰、自来峰、九华峰、舞剑峰；其中舞剑峰是因相传李靖曾在此

山舞剑而得名。八石则有悬空石、摇动石、晾甲石、将军石、夹木石、天井石、蛤

蟆石、蟒石；其中摇动石是一块状似寿桃的巨石，自要用力一推，它随即微微晃动

起来，令人惊叹。可惜我们此行时间不多，错过了不少名胜美景。例如位于盘山石

趣园景区里有一个万佛寺，其内供奉着全国 大的西方三圣石雕立佛，还有 10960

尊栩栩如生的小佛像；位于盘山南麓的石海，则是清代修建皇家行宫时堆砌的一座

人文景观，占地近３万平方米，堆垒着形状各异的巨石，关于它民间有天神搬石的

传说；还有非常出名的静寄山庄，即盘山行宫，也位于盘山南麓，占地约 40 公

顷，乾隆九年时动工，费时十九年建成，可惜此山庄在战乱和文革时期遭遇过严重

破坏，石佛殿的三尊佛像以及乾隆皇帝的御书碑等均被无情砸毁，现仅存建筑基址

和六里长的宫墙，其他宝贵遗物业已荡然无存。 

 

 
 

盘山虽小，名胜颇多。如果属实，乾隆皇帝一生中到此游历过 32 次，还留下了

歌咏盘山的散文 3 篇和诗词 1366 首——信不信由你，但据说有《乾隆御制诗》为

据。由村民说去吧，游客中有谁会去查证呢！对于我来说，今天和朋友们一起爬过

此山，是 为写意的事。随着时光流逝，历史变得依稀，考证潜踪匿影实在是大可

不必了。不过离开盘山时，仍然记得乾隆在《游盘山记》里写过：“连太行，拱神

京，放碣石，距沧溟，走蓟野，枕长城，是为盘山。… 呜呼！是亦可慨也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