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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媒研究

论终南文化之三大基本特征

刘　卓

（西安翻译学院，陕西西安　７１０１０５）

摘　要：终南文化是陕西颇有特色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地方性文化，其特征为：文化形态上的山水之美、文化追求上的超逸之

姿、文化指向上的仕宦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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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南在秦岭，陕西境内的秦岭又称终南山、南

山。清代毛凤枝的《南山谷口考》中称，“秦为天下之

脊，南山则秦之脊也”［１］１。作为中国南北的分界线，

《关中记》云，“秦岭东起商洛，西尽沂陇，绵亘千里，

经万壑千谷不能断绝，盖南山之脊，江河之水所由分

处，故岭南皆为江，岭北皆为河。”［２］６９又云：“其山一

名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故曰中南。”［２］１２７作

为这条雄伟山脉上位置最中心，也是最具特色的一

段，终南文化在文化基因上有其独特的一面。一方

面，它地兼南北，融合了终南山南北两麓的农耕与游

耕经济的特点，以农耕为主，间有游耕；另一方面，它

兼容了仕宦文化与隐逸文化的气质，卓而不群，气韵

独具。独特的文化基因，造就了终南文化独特的文

化特征，亦反映了终南文化独特的价值观。

终南文化“是数千年来活跃在终南山地带的人

们创造的以自然地理景观为表征，以政治经济为背

景，以人文精神为内涵，以宗教文化为特色，以文化

交融为特征，以民俗心态为内核的对陕西、全国乃至

世界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的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３］终南文化作为陕西颇有特色的地方性文化，

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本文对其三大基本特征进行

初步探讨。

一、文化形态上的山水之美

在文化形态上，终南文化以山水自然为依托，同

时又以山水自然为表现内容，与山水的关系密不

可分。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地理环境与文

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环境作为文化最基本的物

质载体，是文化生发的原点，决定了文化的地理范

围。１９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认为“人和生物一

样，他的活动、发展和分布受环境的严格限制”［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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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山的自然地理环境对终南文化的文化边界、文

化类型、精神内核等一系列内容，起到了重要的决定

作用。终南文化的所在地终南山，位于关中腹地，长

安城南五十里，其地理范围决定了终南文化的文化

边界，使其文化影响局限在终南山南北两麓，到不了

陕北的黄土高原和陕南的汉中盆地。而清泉飞瀑、

密林葱茏、山花烂漫、飞鸟往还的优美自然环境，正

是终南文化借以依托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表现内容。

中国文化中历来都有对山水自然的亲近与崇

拜，其思想基础便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

观念。这些思想观念不仅渗透在中国的文学、美学、

艺术中，更内化沉淀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

终南文化作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温床上成长起来的

地方性文化，在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发展，天

然具有一种与山水亲近，与自然合一的精神高度。

这里的山水不仅能向游人提供赏玩的绝佳自然景

致，亦能为人提供隐居山林的清幽住处，更成为一种

活泼泼地存在于人心灵中的、与之和谐共存的美的

享受。作为中国历代著名的风景胜地、隐居胜地，终

南山为人们提供了对山水之美的最佳感受。而美作

为一种体验，需要一定的文化修养和闲适的生活方

式，这使传统文人成为能较深地感受自然之美的主

要群体。草木鱼虫，山色水影，他们无不入诗入画。

终南文化正是借助这些诗文画作，将山水之美表现

为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

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文学。中国历

代的文学作品中，终南山是一个重要的题材领域。

从先秦起，终南山就广为人们所称颂。《诗经》中的

《秦风·终南》时常被人吟诵：“终南何有？有条有

梅。……终南何有？有纪有堂。……”《小雅·南山

有台》也唱到：“南山有台，北山有莱。……南山有

桑，北山有杨。……”这里的“终南”与“南山”，都是

指终南山。《小雅·天保》也表达了对终南山的敬

意：“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历代的山水诗中，特别

是唐代的山水诗中，有大量内容描写了终南山。唐

代的诗人们，大多在长安生活过一个或短或长的时

期，都游览过终南山，有的甚至寓居此地，写下了不

少吟咏终南山水的佳作。这些山水诗从不同层面摹

写了终南山的地理形势，山川风物，风景名胜，描绘

出一幅幅美丽的山水画卷。有的诗歌突出了山川形

胜的雄浑气势，有的诗歌渲染了毓秀奇丽之气，有的

描绘了山川风物之美，有的抒写了山居隐逸的意趣。

唐太宗李世民的《望终南山》开篇首联就将终南山的

雄浑之气表现出来，帝王的博大胸怀亦表露无遗：

　　重峦俯渭水，碧嶂插遥天。

　　出红扶岭日，入翠贮岩烟。

　　叠松朝若夜，复岫阙疑全。

　　对此恬千虑，无劳访九仙。

王维的《终南山》更是佳作：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终南山的高峻辽远，白云青霭的万千气象，在诗

人们笔下一一道来，让读者体会到一种巍峨壮丽的

美感。而这种壮美，无疑和终南山的地理位置有着

密切的联系。居天之中、都之南的终南山，由于具有

一种中心的地理位置，因而具备了一种正大雄浑的

气韵。与此同时，终南山又是都城长安的后花园，山

间风物的秀美与帝都雄浑的气韵和谐地统一在一

起。所以，既雄浑壮阔，又清新秀美，终南山独特的

美感就这样呈现在读者面前。

不仅李世民和王维，李白、孟郊、贾岛、卢照邻、

白居易、李商隐、韩愈等诸多诗人都用自己的生花妙

笔呈现了终南山的风貌，为终南文化增添了诗意山

水的内涵。“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这是王

维眼中秀雅的终南之春；“水底远山云似雪，桥边平

岸草如烟”，这是刘禹锡带着醉意的终南之夏；“秋野

明，秋风白，塘水誒誒虫啧啧。云根台藓山上石，冷

红泣露娇啼色”，这是丧妻的李贺眼中凄苦的终南之

秋；“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这是祖咏在进士考

试时笔端意尽的终南之冬。这里春山如笑，夏山如

妆，秋山如削，冬山如怒。山中更有鱼虾，有惊鸟，有

灿烂山花，有幽静密林，动静相适，浓淡咸宜。每一

季风物各不相同，但都具有独特的美感，既有雄壮之

气，又有变幻之美，无论工笔细描，还是泼墨渲染，终

南山被活化在了诗人笔下。

终南山也为中国山水画提供了现实题材，从最

初就孕育了中国山水画的审美理想。中国山水画历

来有青绿山水和水墨山水两派，相传王维便是中国

水墨山水的创始人。王维晚年隐居终南山，以其庄

园景致创作成《辋川图》，画面群山环抱，树林掩映，

亭台楼榭，古朴端庄。别墅外，云水流肆，偶有舟楫

过往，显得清寒、静寂、淡远、空灵，画中创造的淡泊

超尘的意境，给人精神上的陶冶和身心上的审美愉

悦。早在晋宋时期，著名的山水画家宗炳在其千古

名著《画山水序》认为，山水自然“质而有灵趣”，提出

了“万趣融其神思”、“畅神而已”的观点，使山水自然

的独立审美价值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注意和重视。

王维的水墨山水显然具化了这种审美理想。后人论

王维之画曰：“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

得天机，此难以俗人论也。”［５］１０７

可见，山水自然是终南文化的自然地理物质载

体，同时又是其重要的表现内容。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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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追求上的自由超逸

终南文化在文化追求上的自由超逸境界，是主

要根源于终南文化的宗教底蕴，同时又来自于古代

文人的隐逸情怀。

终南作为秦岭最具特色的一段，山势雄伟、植被

葱茏，优美的环境吸引着众多宗教徒、贵族、文人与

隐士。对于宗教徒来说，澄澈自然的山水之美，使终

南山具有了一种宗教彼岸世界的神秘美感，遍布山

间的道观寺庙也因此为终南文化贴上了自由超逸的

标签。对于非宗教徒而言，疲惫而饱经忧患的心灵，

可以在这里得到净化与安宁，得享精神上的超逸自

由。二者虽然手段有异，但最终的文化追求都指向

了：自由超逸。

终南山历来是宗教文化胜地，道观寺庙数不胜

数。从先秦直至今日，各类宗教是构成终南文化底

蕴的重要因素之一。宗教关注的总是彼岸世界，是

天堂，是来生，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气质，终南文化超

逸的精神追求也借由宗教信仰的层面表达出来。

终南山的楼观台是中国道教的祖庭与发祥地，

相传老子曾在此地讲道，后来也在此地安葬。老子

学说的核心是“道”。他认为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

源。《老子》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比较早地系统提出宇宙本体

论的哲学家，老子认为道是客观存在，无欲无为的。

他认为道主静，“清静可为天下正”；道是柔弱的，“弱

者也，道之用”。老子反对物欲，讲求精神生活；反对

人为，讲求体法自然。所以他提出了“贵柔守雌”，

“清静无为”的观点。他的思想为中国文化漆上了一

层自然无为的底色。

道教尊老子为教祖，奉《道德经》为经典，以

“道”为最高信仰，倡导天人合一的修持理念，追求清

静自然的生活方式。因此，青山碧水历来都是道教

中人从事宗教活动、隐居修行的绝佳之处。楼观台

是道教的发祥地，有“天下第一福地”和“洞天之冠”

的美誉。据《混元圣纪》和《终南仙境志》称，公元前

２１９年，秦始皇建老子庙于尹喜草楼南侧，并躬行祭

祀。汉武帝在楼观之北设立望仙宫，并增置道员。

自此之后，楼观建筑逐渐形成规模，道教就在这依山

傍水、绿荫蔽日的风景优美之地发端。道教在之后

的历史演进中发展出无数派别，其中全真教的祖庭

就位于终南山下的重阳宫。重阳宫为全真教开创者

王重阳的旧居，他去世后，弟子将其遗骨葬于此地，

建立重阳宫。全真教的出世思想颇为浓厚，在王重

阳等人的诗文中，指出人生是“苦海”，家庭是“牢

狱”、“火宅”，夫妻恩爱为“金枷玉锁”，劝人“跳出樊

笼”，看破功名富贵，学道炼丹，以离“苦海”。这正是

追求自由逍遥境界的具体体现。

此外，历代于终南山中所建道观可考或现存者

尚有通道观、仙游观、丹阳观、长春观、四皓庙、玉真

观、金仙观、开元观等数十座。这些道教宫观，都在

一定时期或一定程度，为道教的繁荣发展发挥过积

极影响。此外，很多道士都曾隐居终南，如唐代医学

家孙思邈等。

终南山也是长安佛教的摇篮。东汉时期，终南

山北麓户县境内建立了罗汉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

期长安佛教大发展，终南山也成为众多僧人栖隐修

行之所、佛教诸宗的策源地和教难时期佛教徒们的

避难所。中国佛教的八个主要宗派中，三论宗、唯识

宗、净土宗、律宗、华严宗、密宗的祖庭都在长安，而

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的发祥地即是终南山。

户县草堂寺被认作三论宗祖庭，终南山天子峪的至

相寺是华严宗的发祥地，终南山北麓沣峪口的净业

寺是律宗起始地，终南山子午峪香积寺是净土宗祖

庭。这里香火旺盛，僧人众多，所以有诗为证：“长安

三千金世界，终南百万玉楼台”，“一片白云遮不住，

满山红叶尽为僧”。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圣谛———苦、集、灭、道。

佛教认为“人生皆苦”，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

不得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和五取蕴苦八苦。集谛

指造成世间人生及其苦痛的原因。佛教指出，“惑”

与“业”是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灭谛，指苦的

消灭，是断灭各种人生烦恼之后所达到的最高理想

境界，佛教叫做“涅?”。涅?意为灭、灭度、寂灭、安

乐、无为、解脱。这是一种安乐无为、解脱自在的境

界。道谛，指超脱苦海、达到涅?的方法。可以看

到，佛教最终追求的是一个没有烦恼苦痛，自由自在

的超脱境界，这与终南文化的追求境界是一致的。

终南山不仅出现了道教宫观、佛教寺院，景教作

为基督教的一支，也曾在这里留下痕迹。景教在中

国的传播，从唐代贞观九年（６３５年）聂斯脱里派传

教团到达长安开始。后为唐朝所认可，并由唐朝政

府资助在长安义宁坊修建寺院（教堂），便是大秦寺。

唐代有多处大秦寺：长安义宁坊大秦寺，洛阳修养坊

大秦寺，灵武大秦寺，五郡大秦寺，銩稨大秦寺，四川

成都西门外大秦寺等，但最著名的，莫过于终南山北

麓周至县城东南２０公里的大秦寺。今天这里仍然

存留一座八角形楼阁式塔，这座大秦塔也是中国现

存最早的一座景教教堂的遗迹。正是在这里出土了

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代景教流传下来的经典只有《序听迷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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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诃）经》、《一神论》、《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

《大圣通真归法赞》、《三威蒙度赞》和《尊经》等七部，

其中《序听迷诗所（诃）经》可能是现今所存的中国最

古的景教经文。主要内容是，上帝是世界的主宰，上

帝是至尊、至能、至善的，且是无形又无处不在的；人

是这个世界的过客，人只有摄伏于上帝的“神威”，才

能享受“长乐仙缘”；人如作“恶业”则“不得天道”，而

“堕落恶道”；还涉及了反对偶像崇拜、摩西十诫、爱

人如己、耶稣出生与受难等内容。对于人的“过客”

身份的强调，是符合基督教提倡以天堂为故乡，而非

以现世为归宿的追求的，这就显示出高逸精神所追

求的境界。

终南山不仅是宗教圣地，亦为隐居胜地。除宗

教教徒之外，许多古代文人也在此地隐居。这些隐

士之所以栖身终南，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其精神

境界与终南山的山风溪流、空谷密林相应和，唱出了

一曲追求自由超逸精神的协奏曲。《后汉书·逸民

传》中提到西汉末年著名隐士梁鸿，便携妻孟光隐居

于霸陵山（终南山的一段）。新婚时梁鸿对妻子的期

望是：“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

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超逸精神追求在此刻显

明，梁鸿想要的是身着麻葛衣、能一同隐居到深山、

同甘共苦的同路人。汉桓帝时期的隐士韩康，常在

长安卖药，三十余年口不二价。当有人认出他时，他

叹息说：“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药

为？”因此遁入霸陵山中隐居。汉桓帝下诏征召，不

得已入京，却于中途遁逃。或许清人朱鹤龄《俞无殊

山居记》中的观点，能将他们的心理揭示一二：

　　“夫人处?，喧卑之与俱，尘?之与交，必

自厌其稠浊。一旦适苍奔，登高丘，览夫云峰之

逶迤，泉流之淡冽，林木之翳蔚，无不忽然以喜，

心旷神开者。及兴尽而返，稠浊如故。”［６］７０

身处城市，难免与喧嚣嘈杂为伍，能常享山林之

乐，岂不乐乎？梁鸿与韩康正是因为不愿“稠浊”，才

在终南山躬耕自足罢？这两位全无功名利禄之心、

对官场避之不及的知识分子隐士，标识了终南文化

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所以《后汉书·逸民传》才赞道：

　　江海冥灭，山林长往。

　　远性风疏，逸情云上。

　　道就虚全，事违尘枉。

时至今日，终南山中仍有隐士隐居。美国学者

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就是一部关于现代中国的

“寻隐之旅”。他在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亲身探访隐

居在终南山等地的中国现代隐士，并将自己的寻访

经历写下来，《空谷幽兰》就此诞生。比尔·波特对

中国自古以来的隐士传统非常推崇，认为他们是“这

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７］１。终南

山可谓是隐士的天堂，张剑峰的《终南山：隐士之地》

号称真实记录了终南山５０００人隐居生活。隐士们

的生活异常简单，“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

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

雨晦暝之时的片刻小憩。”［７］３２０１５年祥子的文章

《没等你辞职看世界，我已归隐终南山》在网络上走

红，讲的就是她自己———一个隐居终南的摄影师的

故事。终南山下简单、质朴的生活，让她的身心充满

了新鲜的活力，终南山已经成为她的心灵归宿，她的

灵魂天堂。《旧唐书·隐逸传》说：

　　高士忘怀，不隐不显。

　　依隐钓名，真风渐鲜。

　　结庐泉石，投绂市朝。

　　心无出处，是曰逍遥。

终南文化便具有这样自由超逸的文化追求。

三、文化指向上的积极入世

仕与隐，始终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面临最大的

人生课题之一。以入世为目标指向，是终南文化的

独特气质。从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看，终南文化的

经济基础是农耕为主，间有游耕，这导致终南文化具

有固定性、循环性、务实性的特征。而中国古代高度

集权的政治类型也使终南文化具有了强烈的入世倾

向。两相叠加，终南文化从根本上便具有一种入世

而务实的特征。从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来看，终南

山位于长安以南，是长安城的后花园。“秦中自古帝

王州”，长期与政治中心的靠近，使终南文化天然带

上一层仕宦的色彩。这里是天子脚下，主流文化价

值观念是儒家思想，积极进取、出将入相是文人士子

们追求的目标。这无疑极大地影响了终南文化的目

标指向，使具备山水之美，超逸之姿的终南文化，具

有了独特的文化指向：积极入世。

从“愿者上钓”的姜子牙，到秦末隐居终南山的

商山四皓，再到唐代的卢藏用，入世是终南隐士们自

觉或不自觉的选择。当年在终南山銵溪垂钓的姜子

牙，“五十有六年矣，而未尝得一鱼……太公涓跪石

隐崖，不饵而钓，仰咏?吟，及暮而释竿。”［８］《苻子·方外》

后与周文王相遇，相谈甚悦，“载与俱归，立为

师”［９］《史记·齐太公世家》，最终辅佐周武王推翻商朝统治，

平定天下。商山四皓则是秦始皇时七十名博士官中

的四位：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里

先生周术，因刘邦慢侮士人，因此隐居，“义不为汉

臣”。但最终却为太子刘盈所用，让刘邦息了换太子

的念头。至今，在终南山下太乙宫镇上的四皓村，正

是这四位隐士当年的栖身之地。

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隐居终南的人数不胜数，

其中有相当比例都在出世入世之间徘徊，尤以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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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初唐时期田游岩，与母亲、妻子隐居太白山，

后游历蜀、荆、楚地，在夷陵青溪居住。因被征召，

“辞疾入箕山，居许由祠旁，自号‘由东邻’，频召不

出。”高宗亲自登门拜访，以商山四皓相较，拜崇文馆

学士，后为太子洗马。归隐之后，“蚕衣耕食，不交当

世，惟与韩法昭、宋之问为方外友云。”［１０］《新唐书·隐逸传》

终南山是田游岩的隐居生涯的起始地，而他一生在

隐居与仕宦之间的往来，也印证了终南文化的目标

指向。“终南捷径”便是这种文化指向的最佳诠释。

“终南捷径”一词，出自《新唐书·隐逸传·卢藏

用传》。卢藏用颇有才学，虽然中了进士，但却不得

调遣，官场失意。于是和兄长一同隐居终南、少室二

山，学习道士练气与辟谷之术，游历各大名山。虽然

隐居山中，仍然“有意当世”，被称为“随驾隐士”。后

在宦海沉浮数十载，将退隐之际，指着终南山与司马

承祯言：“此中大有嘉处。”司马承祯回答：“在我看

来，这是‘仕宦之捷径耳’。”［１０］《新唐书·隐逸传》身在山林，

不忘功名，隐居以待时，借“捷径”以入仕，这便是终

南捷径，也是终南文化的独特之处。而中国古代，尤

其是唐朝，诸多文人士子都选择了这条道路。《旧唐

书·隐逸传》中所载二十一人，除过卫大经、李元恺

未入仕，余者皆曾为官作宰。其中固然有因官场不

得志而归隐之人，但很多隐士因隐逸闻名而被朝廷

征召，确是一个事实。李白、孟浩然等人均在终南山

隐居，期待以隐士之身闻名天下，再跻身朝堂，也是

终南文化带给他们的独特选择。这些终南隐士们并

不是仅仅想要依靠隐居邀名而被帝王征辟，而是心

怀天下、有济世报国之志的有志之士。他们希望能

够实现自己的抱负，为国家做出贡献。宋代大儒张

载虽然曾经隐居终南山，说“君子有逸志，栖迟于一

丘。仰荫高林茂，俯临绿水流”，但毕竟其思想也是

以积极入世为指向的。《新唐书·隐逸传》说：“然放

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

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１０］《新唐书·隐逸传》，

话虽偏激，但以终南文化入世为目的是与关中长久

以来的文化背景相契合的。

之所以会形成“终南捷径”，形成这种积极入世

的独特文化指向，与终南文化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由于与长安相距不远，历朝历代诸多达官显贵均在

终南山置业，营造别墅园林。汉代皇家的上林苑便

涵盖了终南山。终南山也常常是贵族文人园林别业

的选址之地，唐代诗人岑参就在终南山高冠瀑布处

置有庄园，玉真公主的别馆延生观也坐落在终南山。

当然，最出名的是王维，他在宋之问庄园基础上修建

了辋川别业，就在终南山北麓蓝田辋川，风景如画，

犹如世外桃源。

距终南山不过二十里的樊川，更是别墅林立。

自从汉代开始，这里就是达官贵人营构园林之处，

韦、杜两姓贵族世代居住于此。宋之问《春游宴兵部

韦员外韦曲庄序》云：

“长安城南有韦曲庄，京郊之表胜也。却倚城

阙，朱雀起而为门；斜枕冈峦，黑龙卧而周宅。贤臣

作相，旧号儒宗，圣后配元，今为戚里。……万株果

树，色杂云霞；千亩竹林，气含烟雾。激樊川而萦碧

濑，浸以成陂；望太乙而邻少微，森然逼座。”［１１］２７２２

韦曲、杜曲二曲名胜之地多建贵族园苑、王侯别

墅，“轩冕相望，园池栉比”，唐朝岐国公杜佑的别墅

就在这里，其“亭馆林池，为城南之最”。因达官贵人

常来终南山游乐，在终南隐居不正能闻名于诸侯么？

唐代“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

不正是终南捷径的一种具体化的表现么？清代顾

《凤池园记》所说“窃尝谓，士君子处庙堂之上，当时

存泉石之思；处江湖之远，亦当无忘宗社之

虑”［１２］２５１，就颇能概括终南文化的气质。明代唐顺

之《送彭通判致仕序》中也有“去就有二途，而仕隐无

二道”的说法，以归隐之心为官，以为官之心归隐，实

在与终南文化有相通之处。

故此可见，终南文化对仕宦体制与世俗价值体

系的认同，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

综上所述，终南文化的三大基本特征是：文化形

态上的山水之美、文化追求上的超逸之姿、文化指向

上的仕宦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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