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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我在武夷学院讲学期间，认识了朱平安教授，一位儒雅而又平易、谦和而又执著的学者。
当时，他正在从事武夷山摩崖石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
只要谈起武夷山的摩崖石刻，他便“如数家珍”，兴奋不已。
我发现，他对那里的每一块石刻，都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和文化“情结”，于是，跟他一起游览、参
观了许多石刻。
这些石刻言简意赅，寓意深刻，从中受到不少启迪，产生无限遐想。
武夷山是世界著名的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基地。
武夷山风景区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历代遗留下来的大量的摩崖石刻随处可见，据说，竟有500余
处之多。
这是其他自然风景区所没有的。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石刻？
因为这里以其优美的自然风景吸引了历代的文人学者从事文化活动与学术创作。
因此，这些摩崖石刻不仅点缀了武夷山的美丽如画的风景，而且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其丰富多彩
而又深邃博大的思想内容，它赋予武夷山以独特的精神风貌、人文价值。
武夷山的魅力之一，就是所到之处，都能看到熠熠生辉的各种石刻，令人流连忘返。
你可以长久地停留在这些石刻之下，欣赏其书法艺术，想象石刻的内容，解读其文化意涵，了解古人
的心灵世界。
所有这些，都和此时此地的山水风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可说是“独领风骚”，引人入胜。
但是，对于一般游人而言，在未能理解其文化内蕴之前，这些石刻只是附着于山水之中的外在的东西
，只是一种“点缀”而已，因此，往往一扫而过，既不知其所以然，亦不需在这里“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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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图腾文化、神话传说到儒、佛、道三教文化，从自然山水到茶文化，从民俗到文学艺术，从书
院到理学文化，从历史事件到旅游文化，等等，都有详细的考证和阐释。
而将这些内容贯穿起来的，则是摩崖石刻。
 本书作者的研究，不是抽象的图解化的概念论述，而是根据具体形象进行生动的描述和情景化的分析
解读，既有感性形象，又有理论深度，读之使人有亲历其境之感，同时又能深入其内，体会其中的文
化意蕴及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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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平安，1957年生于陕西咸阳。
1984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
曾任宋明理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和办公室主任，武夷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现任武夷学院旅游系副教授、副主任。
 
    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武夷山地方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2008年获武夷学院首届教学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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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武夷山作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意蕴，而这一切都能通过镌
刻于碧水丹山之间的摩崖石刻得以生动、形象、直观的体现。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要研究武夷山摩崖石刻丰富的文化内涵，正确的解读方法非常重要。
而正确的解读方法又是建立在对摩崖石刻基本特征的整体把握之上。
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对武夷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特点有一个全面而系统的了
解。
其次还要深入山中，对摩崖石刻作一番切实的考察和切身的感悟。
在整体上把握武夷山摩崖石刻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确立一套科学的解读方法。
通过几年来对武夷文化文献资料的研读和对山中摩崖石刻的实地考察和切身体悟，我认为武夷山摩崖
石刻有如下十个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相应的解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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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书稿付梓，遗憾方始。
就“武夷文化”而言，是书在体例和内容上尚有不完备之处。
按照原先的撰写计划，还有“武夷山的帝王文化”和“武夷山的历史文化”两章。
因研究项目结题时间有限，研究资料搜集整理不足，虽已拟就初稿，只能割爱，如有再版机会，届时
再作补充。
“帝王文化”既非研究帝王驾驭群臣的权术，亦非研究帝王开疆拓土的韬略，更非研究帝王治国安邦
的治术，而是研究历代帝王对武夷文化的推崇和利用，极大地推动了武夷文化的发展。
如“朱子理学”被确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对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学术思想和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
儒学因此而赢得了更大的发展，武夷山也因此而成为“道南理窟”。
再如武夷山道教神仙武夷君，自从被汉代帝王列入朝廷郊祀后，历代沿袭不绝。
明代以后，每年中秋，地方官吏进山祭祀，亦延为传统。
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武夷山道教的发展，武夷山也因此而被誉为“洞天仙府”。
再如武夷山佛教的代表人物扣冰古佛，在历史上曾被闽王王延钧礼为王师。
清初的铁华上人也曾贵为帝师，入京为康熙大帝说法。
扣冰古佛、马祖道一禅师、道谦禅师等在宋释普济撰著的记载佛法传授谱系的《五灯会元》里都有其
长篇传记，其他高僧大德也多蒙帝王敕封赐匾。
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武夷山佛教的发展，武夷山也因此赢得了“佛国僧乡”和佛教“华胄八名山”之
一的重要地位。
“历史文化”亦非按照时间顺序，对武夷山的历史文化进行系统研究，而是从摩崖石刻解读的历史背
景出发，对石刻作者和涉及的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经历、人格个性、人生遭际、政治功绩、学术思想
等进行史海钩沉式的研究，这无疑有助于对摩崖石刻内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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