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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拂“仙都”，崖壁
“轻响”。

是李阳冰的笔在沉
吟，是沈括的墨在流动，
是 所 有 刻 进 石 头 的 过
往，在吟唱。

在这里，崖壁是一
方被时光拓印的宣纸：

“鬃刷蘸墨，宣纸覆石”，
工匠举錾，凿痕叠凿痕，
墨色叠墨色——从此，
崖壁有了声音，“石书”
成了“史书”。

125 处摩崖石刻，是
时光留在仙都的指纹，
藏 着“ 以 石 为 纸 ”的 信
念。当自然岩壁成为文
化容器，摩崖石刻群如
铁画银钩，钉进浙南山
水的褶皱里，“落为历史
的诗行，烙成文明的印
记”。

鼎湖峰刺破云雾，练溪水缠绕青
崖。

2019 年，缙云仙都成功晋升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实现了丽水市国家最高
等级景区零的突破。

摩崖石刻，是仙都风景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赋予了这里“天然真山水”的

“文化软实力”。仙都摩崖石刻分布在
好溪两岸和景区的悬崖峭壁上，如同仙
都这幅天然山水画卷上的题画诗和小
钤印，又像是穿梭于历史时空的一道文
化长廊，增添了仙都“诗中有画、画中有
诗、诗情画意”的韵味。

可以说，仙都摩崖石刻既是与景融
为一体的“文化点睛之笔”，又是与山水
串联而成的“旅游精品线路”。

“仙都摩崖石刻”游，以好溪为主
线，以初阳山摩崖石刻群为核心。顺好
溪而下，是小赤壁摩崖石刻群；沿溪直
上，分别是忘归洞摩崖石刻群、鼎湖峰
摩崖石刻群、仙水洞摩崖石刻群和铁城
摩崖石刻群，堪称“人在景中游、心追古
贤人”的文明之旅。

初阳山是仙都摩崖石刻的精华所
在，分布也最密集，有 65处。“拂石题名
记来路，桃源无不在人间。”明代文似韩
在《初阳洞》中如是描绘。这里融田园
村落、天然泉石于一体，是历代文人雅
士闲逸悠游的“桃源仙境”。

仙都，是名副其实的影视胜地。
1957 年《凤凰之歌》在此取景，之后有

《仙剑奇侠传》《与凤行》《花千骨》《道士
下山》等到此拍摄。如今的仙都，已是
600多部影视剧的“仙侠世界”。

各类文创产品，是仙都摩崖石刻走
进生活的新尝试。

仙都匠传非遗体验馆，位于景区轩
辕街。馆内的拓印版画最为特别，仙
都、铁城、小赤壁等题刻和景点，通过等
比例缩小呈现。这些作品，出自非遗体
验馆馆长章卫红之手。今年 2月，她前
往各景点，拍下最有代表性的仙都题刻
和风光，刻画于樟木板上。游客通过体
验拓印，便可将仙都摩崖石刻“带回
家”。

暮色中，石刻与山水融为一体。
千年前，文人把心迹刻进石头；千

年后，我们在石纹里读见自己，观照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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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清多少次前往仙都摩崖石
刻，但每次都有新的收获。

沿着山路前行，不同年代的摩崖
题记接踵而至。有的排列随崖势起
伏，仿佛云气从笔锋间淌出；有的石
色与墨痕浑然一体，宛如丹砂入石。
题记书体多样，行、楷、隶、草各具风
姿，笔锋刚劲有力，字体圆润秀美。

这些题刻，并非简单的文字堆
砌，而是文人墨客对山水的叩问——

他们将自己的才情与心境，永远留在
这方石壁之上。

这也是一处将自然伟力与人文
匠心，熔铸为一体的露天碑林。

石刻上的诗词，或写景抒情，将
仙都的秀丽风光描绘得淋漓尽致，
读来如临其境；或托物言志，借山水
抒发内心的情感与志向。还有游
记，记录古人游览仙都时的所见所
闻、所思、所感。文字间，满是对这

片山水的热爱与赞美。
途中，我询问同行的文物专家，

摩崖石刻最“怕”什么？
她停下脚步，望着前方若有所

思：“最愁人的就是眼前的梅雨时
节。”连绵的雨丝像无数细针，“扎进”
石纹里，苔衣随之疯长，绿茸茸地覆
过岩壁。在湿漉漉的空气里，原本棱
角分明的刻痕，慢慢褪成模糊。这些
年来，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保护，不曾间断”。
如果说，鼎湖峰是大地的脊梁，

摩崖石刻便是脊梁上的文脉。当你
伸手触摸那些被时光打磨的刻痕，
指尖传来的，是千年来文人与山水
的对话。

这处藏在浙南群山里的石刻
群，从未刻意炫耀自己的厚重，却在
云雾缭绕间，让每一个字都成为叩
击人心的回响。

当自然岩壁成为文化容器
首席记者 陈炜芬

“停余舟而淹留，搜缙云
之遗迹。漾百里之清潭，见千
仞之孤石。”南北朝诗人谢灵
运写下的诗句，道出了缙云历
久而长在的人文遗韵。

过去，文人墨客喜欢在天
然崖石上题刻，记录游历，抒
发情感。岁月沉淀，代代相
承 ，缙 云 仙 都 留 存 下 125 处
（包括 10 处现代石刻）摩崖石
刻文化遗迹，主要分布在倪
翁洞、小赤壁、鼎湖峰、仙水
洞、铁城等处。2001 年 6 月，
缙云“仙都摩崖题记”被国务
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初阳山，“当启明时，日光
先射”。众多达官显贵、文人
墨客慕名而至，于此题刻诗
文，形成了一部镌刻在山石间
的文化史。山的东面，有一个

可容纳百人的天然山洞，名为
旸谷洞。相传春秋时期的思
想家计倪隐居于此，亦名倪翁
洞。

唐朝时，李阳冰来了。
这位被李白誉为“杰出圣

代英”的书法家、缙云县令，挥
毫泼墨，写下“倪翁洞”三字。
铁线篆如虬龙，划破江南的湿
雾，又浸着练溪的柔。而干净
利落的笔画，又透着“崩云使
人惊”的震撼。而后，錾起锤
落间，工匠将墨痕凿进岩壁。
这便有了缙云现存最早的摩
崖石刻——这方石刻，直书 1
行，字径 45厘米，幅大 50×170
厘米，篆书，至今字迹清晰。

到了宋代，仙都迎来沈
括。

“沈括奉使/过此/黄颜李
之仪口口口/”行楷题刻，直写

3行，行 2至 8字不等，字径 15
至 25厘米。那“登兹山如读古
史”的笔势，宛若将山水折成
信 笺 ，“ 写 的 是 事 ，刻 的 是
心”。相邻的杨景祈雨题记，
刻着古时求雨往事。诗赋与
符箓，在同一方石壁上，演绎
古人的生活模样。

明万历年间，缙云县令郝
敬来了。

他以隶书题写“铁城”二
字，方劲如铁，波磔似练，像铁
块重重落在石头上。

在仙都的岩壁上，写着读
不完的故事：陈伯奇和陈绍若
的父子碑、张宗博和张仲远的
祖孙石刻、李鋕和李键的兄弟
崖刻……一代又一代人的故
事，变成了人文景观。

于是，缙云仙都摩崖石刻
成了一本“读不腻的书”。

缙云仙都摩崖石刻，让千
年风雅有了可触摸的温热。

它是古人刻在岩壁上的精
神图腾。那些被风雨打磨的字
迹，串起唐至近代长达一千三
百多年的文化年轮。文人墨客
用笔墨为山水“盖章”，把审美
情趣、人生理想、哲学思考凿进
岩壁。道教“天人合一”与儒家

“乐山乐水”的思想，也随之在
石缝间生了根。

这里是一座天然的书法
博物馆。篆书，笔画婉转流
畅，古朴又典雅；楷书，结构严
谨规整，笔锋刚劲有力；行书
灵动飘逸，草书豪放洒脱……
唐人尚法、宋人尚韵、明清尚
趣。在仙都，人们能一次性领
略到不同时代的书法魅力。

仙都摩崖石刻 ，文体丰
富，涵盖诗、文、歌、赋、记等，
既留存着古人生活的雅趣，也

诉说着古人与自然共生的智
慧。在现存仙都摩崖题记中，
宋代缙云县令王埴的《小蓬莱
歌》和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的

《游仙都峰记》最具文学价值，
“透着古代文人的才情与风
骨”。

摩崖默默，石刻无声。
在记录历史变迁、见证人

文灿烂的同时，仙都摩崖石刻
也饱受自然风化、生物侵蚀等
困扰。

2016年，在缙云县文物部
门和仙都管委会的努力下，南
京博物院的专家团队来到仙
都，实地勘验，量身制定保护
方案。经过表面清洗、表层加
固、表层防水、表面封护等多
道工序，仙都摩崖石刻得到了
有效保护。

“摩崖石刻是不可移动的
文物，对它的保护既要着眼现

在，更要面向未来。”文博研究
员王琼瑛从事摩崖石刻研究
二十多年，对于抢救性保护工
作有着独到见解。在她看来，
应当把石质文物看成一个生
命体，“在保持最原始面貌的
前提下延长文物生命”。

为了避免人为损坏，二十
多年前，仙都景区装上了第一
批监控。如今，超过 200 个摄
像头对准这里的石刻，“让每
一处都得以守护”。在《仙都
影视拍摄管理规定》中，缙云
县仙都管委会列出这样一项
条款：“仙都摩崖题记”是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摩
崖题记严禁涂抹、覆盖等改变
原有性状的施工，倪翁洞景点
禁止拍摄。短短数十字，尽显
保护的不可动摇性。

保护 ，是为了更好地传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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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都摩崖石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