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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不在高，有仙則名；水不在深，有龍則靈。」位處於江西省的廬山並不是一座高山，其

最高峰漢陽峰只有海拔1474米，但背後卻有不少傳說，使廬山在百姓腦海中留下了深刻的印象。

其次，加上其獨特宜人的景色，使其成為長久以來享負盛名的旅遊勝地，更被列入《世界遺產名

錄》中，可見其箇中之獨特性。除了讓人留下深刻印象的自然景色外，廬山背後還擁有深厚的歷

史文化背景。因此，廬山是一座集風景、科學、政治和文化於一體的名山。 

  

 
 

自然因素
 

廬山之所以有名氣，其自然環境可以

說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由於廬山地處中

國亞熱帶東部季風區域，四周被長江及鄱

陽湖所包圍，又有高山和深谷，氣候溫

和，每年7月至9月的平均溫度為16.9℃，夏

季最高也只有溫度32℃，涼爽宜人具有鮮

明的山地氣候特征。正因為這些獨特的氣

候條件，廬山因而產生很多變幻無窮的氣

象景觀，例如雲海、瀑布雲、霧、佛光

等。這些良好的氣候和優美的自然環境做

就了廬山四季景色各有不同，吸引了大批

的遊客遠道而來，欣賞其宜人的風光，使

廬山和莫干山、北戴河、雞公山並列為中國四大避暑勝地。例如廬山的牯嶺是一個著名的渡假區，區內有不少獨立性別墅，而“牯嶺＂之名是英

文字“Cooling＂的音譯，由此看見，廬山是在國外有很高知名度渡假和避暑勝地。 

此外，廬山的地貌和自然生態系統亦使廬山成為地質學家及地植物學家的考察和研究目標。
 

在地貌學方面，廬山屬於地壘式斷塊山，同時擁有河流、湖泊、坡地、山峰等多種

地貌，而主峰大漢陽峰高1474米，四周被眾多瀑布、溪澗和溝谷所包圍，加上擁有極為

罕有的第四紀冰川遺址，形成眾多獨有的地形，亦因而成為了地質學家的科研對象。 

首於1931

年，李四光

帶北京大學

學生到廬出

實習，首先

發現這裡的

第四紀冰川

遺跡。為証

明其第四紀

冰川活動的存在，他於山上山下反復搜集證

據。在山上，他確認了大坳、鼓子寨、黃

龍、五乳寺等冰斗，王家坡等「U」形谷以及懸谷等冰蝕地貌；在山上和山麓還發現廣泛分布的冰川泥礫、冰川漂礫和紋泥等冰川堆積物和在一

些基岩或岩塊上還發現條痕石、冰溜面、羊背石等冰溜遺痕。其後亦在中國地質學會第四會議上發表講演，闡明了廬山存在第四紀冰川遺跡「顯

著有力和概括性證據」。當李四光先生發現廬山第四紀冰川遺跡之後，中外地質、地理學家產生了極大的興趣，成為地學研究的重要基地，例

如，古生物、古地磁和冰川形成等科研項目。由於廬山的第四紀冰川與歐洲阿爾卑斯地區和北美地區的第四紀冰川活動特徵有許多相似之處，因

此具有全球對比的意義，擁有極高的科學價值。廬山獨特的地貌，被稱為世界地質公園，屬國家AAAAA級旅遊區。 

 

廬山‐‐國家重點風景名勝 

廬山的佛光 

第四紀冰川遺跡 

不同種類的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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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態方面，廬山亦飾演重要的角色。眾所周知，氣候是決定地球上植被類型及其分佈的最主要因素，植被則是地球氣候最鮮明的反映和標

誌。位於亞熱帶地區的廬山並不適合柏樹，松樹等高緯度植被生長，但由於高度的上升，在溫度遞減率的理論下，廬山的氣候適合溫帶植被生

長，加上降水量充足，使廬山同時出現溫帶和熱帶的植被，成為不同品種的植物能共存在這個生境。整個廬山山體，構成一個完整的亞熱帶中山

山地生態系統，這在全國自然保護區中是極為罕見的，具有十分典型的意義。 

由於廬山擁有多種珍貴的植物，因此，在這種優越的自然條件下，它在中國植物學發

展的歷程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田園詩人陶潛的“采擷東籬下，悠然見南山＂中的

南山便是指廬山。除了文人雅士，藥物學家李時珍和地理學家徐霞客也曾到訪廬山進行科

學考察。在清末時，留日歸國的鍾毅于亦在1909九年於廬山創辦了江西第一個林場，引入

了多種外來的植物，如日本柳杉和扁柏，為廬山未來的植物研究和改造等科研打好礎。 

到了1917年，胡先驌出任廬山森林局副局長一職，開展了對廬山的植物研究。最終於

一九三四年建立了廬山森林植物園，並開展了植物資源調查，品種馴化和保護保存等工

作，並引進了不同的外省和外來品種，令廬山的植物品種多樣性大增，共有三千四百種中

外的品種，成為了植物專家進行資料查閱和學術交流的重地。不同的學者在廬山撰寫了不

同的學術專題報告，如南京大學的廬山實習手冊和科學廬山，哈爾濱師範大學的哈爾濱師

範學院學報等。因此，國家便加強在廬山的研究項目，成為了國家的教學實習基地，並有

專業的科普講解員介紹廬山植物園內不同的經濟作物，名貴花木以及植物學的基本知識

等，發揮其教育功能。因此，廬山的植物品種眾多和其獨特性使其在學術界非常有名氣。

現時，廬出有野生及栽培植物3430多種，以廬出命名的有49種；獸類33種，鳥類171種；全出

有昆蟲種類2000餘種，以廬出命多的有33種；廬山山麓鄱陽湖候鳥保護區被譽為中國的「第二座

萬里長城」，具有世界上最大的白鶴種群以及白枕鶴、白頭鶴等，總數達4000多隻。豐富的動植

物資源，也使得廬山成為一個良好的生物研究基地，在生態研究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以上的自然因素，有利於廬山成為旅遊避暑中心，其特點可分成五個：除了是世界著名的避

暑勝地之外，其餘四個特點包括一，峰險嶺峻，雄奇峭拔，有「橫看成嶺側成峰」之譽；二，飛

瀑鳴泉，匡廬奇絕，有「飛流直下三千尺」的全國落差最大之一的秀峰瀑布，有唐代「茶聖」陸

羽品題的「天下第一泉」和「天下第六泉」；三，溶洞怪石，天下奇觀。有著名的龍宮洞、玉壺

洞、湧泉洞、獅子洞、峨眉洞；四，曰候鳥樂園，鶴鵝之鄉。廬山腳下的鄱陽湖，是世界最大的

候鳥樂園，每年冬天有世界最多的白鶴、天鵝群。正因為擁有這種美豔動人的景色，令廬山風景名勝區於1996年12月以自然文化遺產被列入《世

界遺產名錄》，在世界各地均有很高的名氣。 

政治因素
 

有人說：「廬山有一怪，國共睡一塊。」事緣是國

民黨的蔣介石及其妻宋美齡每年都登上廬山並下榻具有

英國建築風格的別墅「美廬」。其後，共產黨的毛澤東

亦鍾情於同一別墅，三次下榻之。要解釋廬山有名氣的

原因必不可忽略兩黨為此山增添的政治色彩。 

首先，廬山記載了國內外的鬥爭。國民政府軍事委

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為了剿滅活躍於湘贛的共產黨，曾多

次上廬山親自指揮，而指揮所就設於「美廬」。後來，

這裡又成為國共兩黨談判的地方。所以廬山見證了國共

兩黨的鬥爭。 

另外，七七蘆溝橋事變震驚全國上下，當時國民黨就在廬山作出一個嚴肅的決定。蔣介石認為要全力抗戰，就在此發表「最後關頭」演說，指中國會為

和平犧牲到底，表明了抗日的決心。即使八年的抗日戰爭已成過去，但中國人是不可能忘記這段沉重的歷史。廬山其中一個引人入勝的地方就是它代表了中

國人的勇氣。 

一九五九年七月，廬山會議──即於廬山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標誌著共產黨

廬山植物園
 

 

廬山的奇峰怪石 

  

 

美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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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員的起跌。會議期間，國防部長兼軍委副主席彭德懷批評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運動，並將問題歸結於毛澤東。結

果，他慘遭批判，含冤至死。正因為毛澤東成功地將彭德懷打倒，他決意乘勝追擊，打倒右傾的人，發動反右傾運動。結果，黨內少數有良知的人都被打壓

了下去，這反映出共產黨的極權統治。表面上，毛澤東是會議的勝利者。實際上，他經已精疲力竭，需要身旁那位精明但又未能充分發揮作用的妻子江青的

幫助，影響江青日後的政治地位。  

 
 

 
一九七零年八月至九月初，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又在廬山召開，這見證著

黨內權力的轉移。共產黨的副主席林彪提出設立國家主席，並推舉毛澤東。毛澤東深知林彪有意藉此爭取

更多權力和更高的地位，於是拿隨聲附和的政治秘書陳伯達當靶子，進行嚴厲的批判。林彪集團終告失

敗，陳伯達則被剝奪一切職務。江青因而成了中共第五號人物，排在毛澤東、林彪、周恩來、康生之後。

 

    廬山經歷了幾件政壇風雲，並改寫了不少政治家生

命的一頁，它與近代歷史有著密切的關係，絕對配合

「中國政治名山」的美譽。 

 
 

 
 

 
 

 
 

宗教文化因素
 

 甲. 宗教方面
 

廬山被譽為佛教和道教的聖地。東漢明帝時，儒釋道興起，當時廬山是中國佛教中心之

一，山上寺廟多達三百多處，其中被稱為廬山“三大名寺＂的西林寺、東林寺、大林寺等等最

為著名。在南朝的時候，道教也在廬山建立修院、開闢道場，當中最有名的景點便是仙人洞，

相傳唐代道士呂洞賓曾經在廬山一洞窟內修煉成仙，後來人們把洞窟起名為今日的仙人洞。廬

山的繁盛局面，不但反映了它曾是佛道爭鳴的地點，也是南方的宗教中心。 

除了佛教和道教外，由於在十九世紀後期，九江被逼對外開放，成為通商口岸之一，西方

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伊斯蘭教和東正教，也相繼傳入，教士可在九江自由傳教，舉辦會議和

建立教會、學校、醫院和慈善機關。再加上盧山是得天獨厚的避暑勝地，更加促使它成為各個

宗教的匯聚點。在十九世紀末，隨著列強在中國劃分勢力範圍，廬山的宗教活動日益蓬勃。由

於各個宗教興起，使不同宗教派別在廬山興建不同風格的建築，例如：仙人洞道院、基督教

堂、天主教堂、清真寺和佛教寺廟等。不同風格的建築物林立，形成廬山特有的建築特色，也

就解釋了廬山為何有名氣了。 

  

乙. 文化方面 

中國傳統宗教與文化環環相扣，因此在討論宗教時，自然離不開文化。廬山是一座名山，充滿著很多名人的足跡。古時有夏禹王遊覽廬山，

秦始皇南巡時也曾遊歷過；晉朝的陶淵明、唐代的李白、杜甫和白居易、北宋的范仲淹和蘇軾等大文士都曾在廬山留下華麗的詩詞，岳飛、文天

祥、李時珍等亦曾到此遊歷。據統計，現存歷代名人歌頌廬山的詩詞達4000多首。李白《望廬山瀑布》中的「飛流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落九

天。」和蘇軾《題西林壁》裡面的「不識廬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等等，都是古人欣賞廬山山水時所留下的名句。除了文人進士的著名山

水詩外，還有山上的歷代名家書法、碑刻和山水畫。這些都是在優美秀麗環境裡孕育出來的產物，在中國藝術界，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東晉畫家

顧愷之和唐寅的《廬山圖》更是廬山畫的代表作，揭示了廬山的確是個地靈人傑的地方。 

古人對於廬山的讚美實在多不勝數，可是現代人對廬山的讚美更俯拾皆是。例如在二十世

紀八十年代，電影《廬山戀》在廬山取景，拍攝了廬山很多的旅遊景點，如愛琴湖、花徑、仙

人洞等地點，無不描寫廬山景色的優美。電影裡面藉著男女主角郊遊，既深刻地刻畫廬山山水

廬山會議的彭德懷（左）及毛澤東（右） 

 
 

會中的林彪（左）與毛澤東（右） 

 

 

仙人洞 

Page 3 of 4



之美，環境與人類的融合，又表達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美好。至2002 年，《廬山戀》已

在這家電影院裡放映了6300餘場，成為了“世界上在同一影院連續放映時間最長的電影＂，並成為健力士的世界紀錄。 

廬山，一個小小的地方，成就了不少宗教的發展，成為南方宗教的中心。它在歷史的洪流裡崛起，至今依然屹立不倒，也留下了不少文人的

足跡和詩賦，成為一個著名的文化熱點，也因而增加了它的名氣。 

廬山獨特的氣候和自然環境亦做就了地道特產及小吃如雲霧茶、石魚、石雞和石耳。

石魚是長年生活在廬山泉水與瀑布中，這種魚體小，長而略扁，其肉細嫩鮮美，味道香

醇。而廬山石雞其實是一種生長在廬山的陰澗岩壁洞穴中的麻皮蛙，又名赤蛙、棘腦蛙，

體呈赭色，前肢小，後肢強壯，晝藏石窟，夜出覓食。它的形體與一般青蛙相似，但體

大，肉肥，一般體重三四兩，大的重約一斤左右。因其肉質鮮嫩，肥美如雞而得名。正因

為這些地道特產，吸引不少慕名而來的食家，提高了廬山的知名度。 

 
 

 
 

 
 

 
 

總結
 

綜合以上各點，廬山的名氣之所以廣傳千里，其自然環境、政治歷史、宗教文化及旅遊發展會等因素都功不可末。在自然環境方面，廬山夏

日清涼，雨水充沛，瀰漫的雲氣為廬山平添了許多迷人秀色和神秘色彩。 

此外，廬山具有獨特的第四紀冰川遺跡，是中國第四紀冰川學說的誕生地。山麓郡陽湖濱，遺留著末次冰期時由古季風環流產生的獨特的風

沙丘群。奇特瑰麗的山嶽景觀又表現出廬山極高的地理地質科學價值與旅遊觀賞價值。 

在政治歷史方面，廬山濃厚的政治色彩亦令它得以為後人所熟悉。最後，在宗教文化方面，晉代高僧慧遠在山中建立東林寺，開創了佛教中

的「凈土宗」，使廬山成為中國封建時代重要的宗教勝地。廬山更是中國山水詩的搖籃， 

四千餘首詩詞歌賦讓廬山能在中國文學史名垂不朽。 

正因為這些原因，廬山的名氣吸引大量的遊客前來遊覽，令廬山的名氣得以擴展至全

球各地。現時推出的民國時期故地旅遊、廬山康復溫泉旅遊、佛教文化旅遊和坐轎登山旅

遊等新項目使遠道而來的旅客更能了解廬山，讓廬山這座中華十大名山的地位屹立不倒。 

廬山地道特產‐‐石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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