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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中国风景名胜名称的来源 --q-v'2看出其 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我国风景名胜的名称与历代文人的关系十分 

密切，名称折射出人们的各种思想感情，并体现了传统的旅游审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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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分布着无 以数计的风景名胜。稍 

加留意 ，我们就会发现 ，这些风景名胜的名称形形色色，五花 

八门，饶有意趣。对我国风景名胜的名称问题 ，目前学界 已 

有一些研究，如陈福季曾在《中国风景名胜的命名原则》一文 

中简单地归纳出我国风景名胜命名的十三种形式；安宏探讨 

了中国风景名胜古迹地名的若干种传播途径；邵骥顺在其著 

作中论述了历史地名与旅游的关系L1 ；何勇从审美角度描述 

了园林地名的艺术美。不过，他们都没有专门论述风景名胜 

名称的核心——文化内涵，而这恰恰是中国风景名胜具有的 
一 大特征。因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对 中国风景 

名胜的名称及其文化内涵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

、风景名胜名称的来源 

由于我国风景名胜的数量 巨大、种类繁多，加之受渊源 

流长的历史文化的影响，风景名胜名称的来源就显得纷繁复 

杂，十分广泛。现根据风景名胜名称的来源，粗略将其命名 

形式分成以下几类： 

因方位命名 我国有不少景观是以东西南北中、上下前 

后等方位命名的，如西湖、北海、中南海、南岳、北固山、上方 

山、下牢溪等。 

因形状而命名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论及海南 

五指山的名称时说：“山有五峰，极高大，屹立如人”，该书还 

说，“贺兰山盘踞数百里 ，上多青 白草 ，遥望如骏马，北人呼骏 

马为贺兰也”。以风景名胜的特殊形态命名，这在我国非常 

普遍，如鸡足山、龙虎山、象鼻山、燕子矶、剑门关的命名也都 

是如此。 

因物产而命名 作为地理实体，有的风景名胜蕴藏或生 

长有人类赖以生存 的物产，人们便以此为名，如新疆 的葡萄 

沟、湖南的橘子洲、上海的金山。 

因突出特征而命名 山西恒山有一寺庙就岩起屋，上载 

危岩，下临深谷，造型奇特、惊险，故名悬空寺。以风景名胜 

的固有突出特征命名的还有蝴蝶泉、响堂石窟、城陵矶等。 

因历史事件或神话传说而命名 前者如唐蕃会盟碑、白 

马寺、焚书坑、坑儒谷等；后者如黄鹤楼、虎跑泉、飞来峰等。 

因人物而命名 我国的陵墓、祠堂、故居众多，它们大都 

是以历史人物的名字来命名的。另外，如黄山、琅砑山、莫愁 

湖、武夷山、焦山、滕王阁等也是以人名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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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词名句命名 许多风景名胜撷取文化名人的诗词 

名句，加以浓缩提炼以名其胜景。如夜雨寺即取自唐代诗人 

李商隐“巴山夜雨涨秋池”这一诗句；爱晚亭是取诗人杜牧的 

佳句“停车坐爱枫林晚”之意以名之；醉 白池则是因苏东坡 

《醉白堂记》中两字而得名。 

以美愿命名 人们有时以吉祥、美丽、安康等表达美好 

愿望的字眼来命名，如万寿山、永乐宫、扎什伦布寺(意为“吉 

祥”的堆集)等。 

另外，还有因其它原因命名的：如白塔、丹霞山是因颜色 

而命名 ，避暑山庄、西秦会馆是因功用而命名 ；三峡、六盘山、 

千佛洞等则以数字命名 ，再此就不一一赘述。 

从风景名胜广泛的名称来源，不难看出其 中蕴含着丰富 

的文化内涵。根据风景名胜的名称与文化因子之间的关联 

度，大致可以分成两种情况来分析名称对文化的反映。一类 

是名称直接体现出各种文化现象，包括因历史事件、神话传 

说、人物、诗词名句、美愿、功用等因素命名的各类名称 ，它们 

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某段历史时期的文化蕴藉。另一类则是 

名称对风景名胜某些 自然特征的反映 ，如形状 、色彩、方位 

等，乍看似乎没有多少文化的影子。其实，这些 自然实体的 

名称也间接或隐含地表现出某种文化意蕴。人们在给风景 

名胜取名时，需要通过思维对其特征进行分析、提炼甚至抽 

象，这无疑会或深或浅地带上人类思维的烙印，如贺兰山、龙 

虎山、剑门关的得名都是人们想象加工的结果。在中国因形 

状而命名的风景名胜非常多也反映出中国人偏重形象思维 

的这一特点。总的来说，中国风景名胜名称中折射出的文化 

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涉及到宗教、战争、民族 、人 物、文学 、移 

民、传说、生产等多种文化因素。不过，在此笔者并不想从这 

些方面一一来进行阐述，而是概括地选择几个视角来剖析风 

景名胜名称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一些微妙关系。 

二、名胜名称与文人名流 

我国文化人素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 ，他们是 

传统社会旅游的主体，一部中国旅游史几乎成了文人学士的 

旅游史。因此，分析风景名胜的名称，文人这一旅游主体是 

绕不开的，风景名胜名称与文人的关系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文人既热衷于旅游，又有语言文字的优势，所以不 

少风景名胜的名称是他们游览后命名的。如九华山在唐代 

以前叫九子山，李白游此山时发现“山有九峰如莲华”，“乃削 

其旧号，加以九华之 目”，九华山名因而益著。欧阳修在安徽 

滁州饮酒于郊外一亭上，后 自诩醉翁，遂将亭命名为“醉翁 

亭”。这种由文人名流命名的风景名胜多见于亭、台、楼、阁 

等园林建筑。私家园林兴起后，文人为其命名的现象就更为 

常见，并远远影响到后世。在小说《红楼梦》中就描述了这种 

情形：大观园建成后，贾政便带着他的清客幕僚和儿子宝玉， 

一 边游览，一边给各处景致取名，最后根据贾宝玉的说法将 

各处命名为怡红 院、潇湘馆、稻香村等。可见这种做法在明 

清极为盛行。 

其次，文人名流足迹所至和寓居之处后来常成为名胜古 

迹。如南朝山水诗人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期间甩掉政事 ，一心 

扑向山水之中，所至之处 ，辄为诗咏，永嘉山水 因而显名于 

世，并 留下了“谢公岭”、“谢公洗屐池”等胜迹。在全国更是 

遍布着许许多多的陵墓、故居和祠堂，如在成都就有薛涛井、 

武侯祠、杜甫草堂等多处名人胜迹。文化名人具有很高的知 

名度 ，并为后世人们所尊崇 ，因此有时甚至会因附会名人涉 

足故事而产生一些具有一定名人效应的景观，如贵州古夜郎 

境内以李白曾被判流放夜郎(未至)而附会了多处与李 白相 

关的山水名胜即为其例。 

另外，文人的旅游活动还带来了丰富的副产品，他们的 

诗词、散文、游记对风景名胜的命名和名声的传播都起到了 

重要作用。如前所述，许多风景名胜是以文化名人的诗词名 

句命名的，如陶然亭、拙政园、爱晚亭 、夜雨寺等 ，这些名称意 

境悠远，带有浓厚的文化韵味。更为重要的是，凭借文人的 

文学作品，许多风景名胜的名声才得以突破空间、跨越时代 

地广泛传播。如闻名遐迩的江南三大名楼——南昌的滕王 

阁、武汉的黄鹤楼、洞庭湖的岳阳楼就是因王勃的《滕王阁 

序》、崔颢的《黄鹤楼》、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而声名鹊起并流 

芳千古的。姑苏城外的寒山寺，按其历史渊源、建筑规格 、审 

美特征来看不过是一座普通的寺院，却因张继的一首《枫桥 

夜泊》而声名远扬，甚至连远在日本、东南亚的客人也络绎不 

绝地前来观瞻。 

由此可见，文人及其诗文作品在风景名胜的命名和名声 

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大量的景观与文人发生密 

切联系，蒙上了浓重的文化色彩。“文因景成，景借文传”，以 

至天人合一，水乳难分。 

三、风景名胜名称反映的思想感情 

如前所述，人们经常以美好 的祝愿来命名 ，这只是思想 

观念的一个方面。风景名胜的名称是人们思想火花直接或 

间接的反映，所以在名称中就非常丰富地体现出了人们的政 

治观念、社会思想、神鬼意识、宗教思想 以及个人的思想情 

操。在体现政治思想上，南京的玄武湖便是一例。李源曾撰 

文指出，刘宋元嘉二十三年(公元 446年 )宋文帝将之命名为 

玄武湖，即含有欲建立武功之意。公元463年，刘宋孝武帝在 

玄武湖检阅水军，并下诏改名为昆明池，这是因为西汉的汉 

武帝为准备与当时的昆明国开战曾在西安修过昆明池，孝武 

帝欲效法之。而像太平宫、广济寺等名称则体现了人们渴求 

太平、广济天下的社会思想。秦皇岛市山海关 区有一贞女 

祠，传说孟姜女因悉其夫被征筑长城劳瘁而死，痛哭不止，长 

城为之倾圮，孟姜女亦投海而死。后来人们修建“贞女祠”纪 

念她，反映了传统社会要求妇女守妇道、讲贞节的封建伦理 

思想。 

在古代社会，由于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有限，故比较迷 

信鬼神，这在风景名胜的名称中也有体现，如九仙山、飞来 

峰、灵隐寺 、神女峰等。重庆丰都鬼城的奈何桥、鬼 门关、黄 

泉路、十八地狱等都是依照传说中阴朝地府各处的名称命名 

的。至于宗教思想在风景名胜名称 中的反映就更为明显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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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成千上万的寺庙、石窟、宝塔，佛教、道教分别有四大名 

山，道教还有以“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命名的景 

观。另外 ，像无为寺、大悲寺、智慧海 (取佛经 中“如来智慧 

海，深府无涯底”之意)这些名称还直接体现出宗教思想观 

念，南京雨花台的得名则与梁代高僧云光法师的传说有关， 

可见宗教文化对风景名胜命名的影响极为深远。 

人们在命名时，也常借景抒怀，托物言志。拙政园东部 

的归田园和怡园的锄月轩寄寓了主人一种澹泊浑朴的意趣。 

藕香榭(怡园)和问梅阁(狮子林)其名又分别展现、歌颂了荷 

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品格与寒梅凌霜傲雪的坚贞气节。 

海南的“天涯”、“海角”体现了古代被贬至边地的官吏们的悲 

凉心态。从这些名称中，我们不难窥探 出命名主人的各种思 

想情怀。 

四、风景名胜名称与旅游审美文化 

从旅游审美的客体——风景名胜来看，风景本身具有 四 

个突出的美学特征 ：形象美、色彩美、动态美、朦胧美_2 J，风景 

名胜的名称对这些美学特征都有一定程度 的反映。以风景 

的形象美为例，它主要是指风景的雄、秀、奇、险、幽，不少风 

景名胜的名称就体现了这些特征。安徽天柱山海拔 1760米， 

峭拔如柱，直插云霄，以“天柱”为名充分形容出了它的雄伟 

壮丽。四川峨眉 山以人之娥眉作 比，既暗指了它山峰 的形 

状 ，又突出了“峨眉天下秀”的特征。河北邯郸的响堂石窟， 

就是因为此石窟石洞幽深，在洞中拂袖能发出铿锵的锣鼓声 

而得名。山西恒山悬空寺所处位置极为惊险，观名即知其美 

在何处。四川青城山的名称既体现了它林木青翠 ，峰峦多姿 

的景致，又烘托了“青城天下幽”的美誉。可见，人们在给风 

景名胜命名时，充分注意到了审美对象本身所具有的美学特 

征 ，将之溶入了名称之中。 

从旅游审美的主体——旅游者这一角度来看，风景名胜 

的名称更能体现出我国传统社会的旅游审美文化。中国风 

景名胜的名称不少非常优美文雅 、别致动听。如独秀峰 、叠 

彩山、桃花源、烟雨楼、波月洞等名称，意境悠远，韵味无穷。 

风景名胜的命名还常撷取诗词名句，其中园林建筑的命名尤 

为突出，如扬州的寄啸山庄、苏州的沧浪亭 、拙政园的别有洞 

天、狮子林的暗香疏影楼等，其名称充满诗情画意，在给人以 

美的陶冶的同时也对景色起到了一定的暗示和烘托作用。 

这些名字大都是由文人学士所取。我国古代文化人素爱风 

雅，强调诗情画意般的意境，追求形式的完美，故在给景观取 

名时也特别留意了语言美，取出来的名字大多优雅动听。当 

然，名称中也有一些显得简单、俗陋甚至土气，这恰恰显示了 

传统社会形成的贵族化审美和大众审美之间存在的“阳春白 

雪”和“下里巴人”的距离 ，雅俗分离的状况间接渗入到这些 

名称中。 

从前面风景名胜名称的来源还可以看到，因人物、历史 

事件和神话传说而命名的占了很大一部分，这反映了中国人 

特别关注山水景观的人化、史化的景观审美观念。焦山以东 

汉陕中焦先隐居而得名，山以隐重 ，为隐士之隐，山遂成焦先 

志向的象征。这是 自然景观的人化。三峡江岸的神女峰原 

只是一普通山峰，人们硬是附会西天王母的女儿瑶姬下凡帮 

助大禹疏导三峡，勇斩妖龙的故事，使其蒙上了一层美丽而 

神秘的色彩。再加上楚王在宋玉 的陪同下游三峡睹此峰而 

梦神女的历史传说，神女峰越发名气大振。这是 自然景观的 

诗化和史化。人们这种审美观念的实质是把 自然界的现象 

只看作某种象征物，而不是采取直接的审美态度。此观念的 

直接体现是儒家始祖孔子提出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_3 J的 

“比德”旅游观，它将旅游客体风景附上种种德性，鼓励文人 

士大夫在游览中将其德性学习和吸收到 自己身上。中国人 

的“比德”意识，使许多景观人化、诗化甚至史化，大量景观和 

人发生密切关系，蒙上了丰富而浓重的文化色彩。 

对于中国审美文化的这一特征，马波先生在其著作中已 

有论述。他认为 中西方在旅游审美文化上的差异亦 即重人 

和重物美学思想的差异。中国人偏重于抒情 ，重在意境的创 

构；西方人偏重于写实，重在形式的塑造。中国人偏于理想 

美的寄托；西方人偏于现实美的享受。‘4J从风景名胜的名称 

来看，也的确如此。中国风景名胜的命名多讲求文雅别致， 

充满诗情画意；名称 中隐藏了人们的各种思想感情，既可借 

名抒情，也寄托了理想，这些都是 中国旅游审美文化特征的 

具体表现。 

总之，透过风景名胜形形色色的名称，我 们可以看到在 

悠久历史长河中所蕴含、积淀着的丰富的文化内涵。研究风 

景名胜的名称及其文化内涵对今天的旅游发展也有一定意 

义，一则我们可以从名称中挖掘更多的内容，以丰富当地的 

旅游资源；--~U提醒人们在给风景名胜命名时，应充分尊重 

名称的历史文化延续性 ，不要轻易更改原有 内涵丰富的名 

字；三则通过继承我 国文化特别是旅游审美文化的优良传 

统，可以帮助游客树立科学的审美观念，达到增强大众审美 

意识，提升审美情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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