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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风光美丽历史文化悠久

一起走进大苏山国家森林公园吧

大苏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光
山县，地处大别山北系，位于北亚
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区，共分为三
大片区，即大苏山区、龙首山区和
王母观区，总面积

2788.53

公顷，森
林面积

2573.81

公顷， 森林覆盖率
92.3%

。 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四季分明、雨热同季，植被类型众
多，生物种类丰富，空气负氧离子
含量平均高达每立方厘米

18000

个，素有“北国江南，江南北国”“天
然氧吧”之称。同时它也是楚、魏文
化结合地，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和
深远的佛教文化， 是集人文历史、

自然生态、禅茶文化和豫南乡俗文
化于一体的旅游观光胜地。

大苏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主
体———大苏山片区，它是一个集佛
教、人文、茶道、民俗、生态和田园
风光于一体的佛教圣地、 文化高
山、名茶基地、旅游胜地。

公园核心区的千年古刹大苏
山净居寺，是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
和始祖庭，曾成就了慧思、智�、道
岸、鉴真等大德高僧。 这里山水灵
秀，名胜古迹甚多，名山名水名寺，

自有名人慕名而来，宋朝大诗人苏
东坡、梅尧臣、黄庭坚、张耒、明代
监察御史王相、尚书蔡毅中、清代
胡煦等古圣先贤都曾前来游览探
胜，并留下诗词碑刻百余首，因而净
居寺自古就被称为“诗城乐地”“福
乡宁境”。 宋真宗赵恒亲笔御题“敕
赐梵天寺”门额至今高悬寺门，还有
碑文考证的大明万历皇帝颁布的经
文和乾隆皇帝下文重修净居寺的
昭文，由此可见净居寺在封建时代
属于皇家寺院。

净居寺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武汉大学宗教学系教学基
地，现有北齐年间慧思结庵的摩崖
石刻、苏东坡读书堂、唐植龙柏、同
根三异树、明代大雄宝殿、清代茶
园、紫云塔等景观景点

40

余处。

大苏山国家森林公园，属浅山

丘陵地区，主要由大苏山、小苏山、

宝瓶山、香炉山、东坡山等
96

座形
态各异的山峦组成；王母观主峰海
拔

433.9

米， 是光山县海拔最高的
山峰。

大苏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其诗
城乐地、禅茶一味、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锦绣画卷，营造出这方享誉
古今、 闻名中外的佛茶览胜祖，秀
美大苏山。

碑廊
净居寺历代碑廊落成于

2010

年
10

月， 共保存历代碑刻
58

块。

有净居寺历代重修的功德碑和明
万历皇帝颁藏经于寺的御碑，还
有历代名人墨客题咏净居寺的诗
赋碑。 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宋·苏
轼游净居寺诗并叙》碑，堪称文化
瑰宝。 该碑是明嘉靖三十五年（公
元

1556

年）五月，由光山县令沈
绍庆题跋刊刻。伫立在碑廊，俯首
观看，饱览历代书艺石刻，了解净
居寺久远的史画，吟品“古塔曾沾
唐雨露，残碑尚载宋文章”的厚重
历史文化。

紫云塔
始建于唐神龙中， 千百余年

来，历经沧桑，加之风雨雷电所致，

几有倒塌，又几有复建，清咸丰元
年，寺僧竺鼎复建，光绪三十四年
七月倒塌。

2012

年，在县委、县政府
的倡导下，举全县人民之力又重新

修复。 紫云塔是净居寺供奉舍利和
历代帝王颁施经卷之所，也是大苏
山最富传奇的景观之一，相传道岸
建塔之时，有紫云盖顶凝聚而不散
的奇观，也有“紫气东来”之说，建
此塔指保佑国富民安，天下祥和太
平之意。

苏山夜雨
由于大苏山上林茂草盛，植被

丰富，土壤蓄水量足，加之昼夜温
差所致，夜晚露水凝聚在松枝和树
叶上，沾满了大量的露珠。 每当清
晨， 林木上的露珠纷纷滚落下来，

像是下了一场大雨，更令人有一种
“夜雨”的感觉，便形成了非天下雨
而有“雨”，“夜夜天沐露，错把露当
雨”的奇观。 这也充分说明了大苏
山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清代茶园
净居寺植茶历史悠久，相传公

元
554

年慧思大师在大苏山结庵
讲法时曾躬耕苏山， 辟山植茶，开
池种莲，以茶悟道。 其种茶、饮茶
之风也由寺院逐步传到了民间。

茶圣陆羽《茶经》就有“淮南茶，光
州上，生于黄土港者与峡州同”的
记载。净居寺现存清道光八年（公
元

1828

年） 僧竺鼎种植的茶树
60

余丛， 宣统年间种植的茶树
300

余丛，至今茶树葱郁，产茶颇
丰，滋味醇和鲜爽，品质上乘，而被
誉为“清代御茶”。

我们身边的景点

本报记者聂品

人在旅途

金刚台见闻

高晶晶
“金刚台高势耸天，无限瀑布挂满

山。 峰尖谷底尚是水， 幽谷以下全是
烟。 ”金刚台，位于商城县东南的一座风
景名山。隋唐时称“檀山岘”，宋时称“石
额山”，宋以后称金刚台。 根据《商城县
志》和《商城县地名志》，金刚台得名于
“秦始皇赶山填海”的神话传说。 此外，

有人据莲花山形和山上庙宇遗址以及
附近的佛教文化提出，金刚台是佛家的
“莲花台”的别称而来，有诗云“梅子河
边落梅子，个个酸心；金刚台下念金刚，

声声佛音。 ”

有山就有水。 山有多高， 水就有多
长。走在山路上，除了偶尔从崖壁上叮咚
而下的山泉， 还有一条错落在群山之侧
沿着陡峭山势， 时而平缓时而湍急的西
河。西河上游，顺着山势修建了三座蓄水
湖。 那高达十多米的湖水从坝口倾泻而
出，白色的帘幕与碧蓝的青天相互辉映，

颇有“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
天”的气势。寂静的湖面偶尔一只鸳鸯或
者燕子飞过， 树林里夏日鸣蝉唧唧不
停，似乎喧闹，却让人觉得愈发幽静。

河水往下是人家。发源于金刚台的
河流，有东河、西河、陶家河、郑家河、琉
璃河、四道河、掉靴河等。卢店村就是位
于山脚下一个三河交叉地方的小村
子。 形如月牙的大月亮口小月亮口，在
村里就能看见。 每到油桐花开的时候，

山上遍谷的桐花沿着河水缓缓流下。

村子是有名的长寿村， 有一百多岁的
老寿星，也有八十多岁还耳清目明、能
种地耕田的爷爷奶奶。 卢店也叫“书香
卢店”，走出过进士、革命先辈、英勇的
烈士。 村里的房子红瓦白墙，有些墙上
手绘了古代“二十四孝”的故事，无声
地传承者孝道文化。 靠着池塘的路边，

掩映在灌木中有一个一个不知是谁家
的鸡笼。 村民说，鸡养在外面，只要狐
狸不来，就没事。 依山傍水，路不拾遗，

夜不闭户，村民的生活和谐幸福，活得
自然长长久久。

山水之乐，在乎人也。 曾有高僧提
出参禅的三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
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仍然
山，看水仍然是水。于金刚台而言，山水
是自然的馈赠。 当初到时，你会为巍峨
高山险峰苍松溪涧所惊讶所感叹。 继
而，又会被融入这山水中的田园生活所
吸引。 当你即将离开时，山，仍旧是山，

水依然是水。 金刚台，还是那个独一无
二的金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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