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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对隐逸文化的尊崇，给予了隐山这
个山名。但真正让隐山名扬天下的，却是胡
氏父子开创的湖湘学派这一“显”学。

胡安国在其著述中大力宣扬其尊王攘
夷、内圣外王、体用并重、知行合一的经世济
民之学，这些精神与湖南人的蛮劲、憨劲，特
立独行、“敢为天下先”“冒不韪而不惜”和“打
落牙齿和血吞”的韧力相结合，形成了对中国
近代影响巨大的湖湘学派。

湖湘学派倡导的胸怀天下、实事求是、经
世致用、敢为人先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的湖湘子弟，造就了三湘四水后来名人辈出
的辉煌景象，造就了影响中国近现代史无比
灿烂的湖湘文化。

隐山不隐，它与附近的碧泉一起，是湖湘
文化的策源地。也正是有了后世的辉煌，隐
山，才不负天下隐山这一名号。

但是，如今隐山的开发，却离其响当当的
名号甚远。

“没什么看的。”来到隐山，失望的人不
少。除一处胡氏父子墓，一个不大的文化广
场，3株古树，隐山能展现给游客的人文景
观，就是这些了。至于规划中的隐山古树公

园，还停留在广场边的展板上。
入山的路，倒是修得不错。旧时，通往山

里的仅是一条坡陡弯多的羊肠小道，后来扩
建成一条砂石公路，架设了电缆线路。从此，
地处深山的白云庵冲结束了与外隔绝的历
史。现在，砂石公路又硬化拓宽成了水泥公
路，顺着这条路前行七八公里，可穿过隐山，
到达湘乡地界。

山里也不是没有开发价值。过隐山水库
大堤，沿路而上左边山林，不远处就见一处山
庄，名叫云边阁。进入其中，石景、瀑布、溪
泉、鱼池、菜地、茶舍，风景独特。

开发云边阁的老板，原是进山公路的承
包商。他说，看见这里风景很好，就长期租
了下来，开来两台挖机，连干了五六天，挖出
一条山道。后来，他又陆续投入两百多万
元，修屋整地造景，才有了今天这样的规
模。如今，他几乎长居这里，因为喜欢这份
清净和景色。

看来，即使是现代人，也少不了归隐山林
之思吧？

而隐山，有美景，有大名，又有市场需求，
进一步开发，大有可为。

隐山，是一座并不

起眼的山。
从湘潭市区出发，经

湘衡路，县道潭花线，行进
40 余公里，就到了隐山。
它不高，最高峰海拔只有
437米；算不得深，穿山而
过，就六七公里路程；也谈
不上特别奇秀，山势不那
么险峭，植被倒是茂盛，林
木苍翠，却也只是如今湖
南山林的寻常颜色。

隐逸，是中国文化的
一大特征，各大名山都有
隐士的传说。为什么湘潭
这座不大的山，能称之为
隐山？

而且，峨眉天下秀、华
山天下险、泰山天下雄，隐
山甚至不需要这些形容词
后缀，直接冠以“天下”二
字。天下隐山，霸不霸气？

6月3日，仲夏之际，
天气多变。我们站在隐山
脚下，看着忽而阵雨袭来，
群山朦胧不见，忽而晴日
当空，山林郁郁葱葱。这
忽隐忽现的名山，竟让人
感到几分神秘来，吸引着
我们一步步探访。

隐山原来不叫隐山，而叫龙山、
龙王山。之所以后来称之为隐山，据
记载，与一位隐居在此的僧人有关。

那位僧人，就叫龙山和尚。当
天，我们驱车入山，寻找传为他所居
住的白云精舍的旧址。

山道是一条近两年才修好的水
泥路，路面不算窄，刚好能并排过两
台小车。蜿蜒而上，两旁竹木丰茂，
清幽静谧。

“到了，就是在这里了。”开车在
前领路的退休干部谢赞坚将车停在
山道一拐弯处，指着路边一块荒地对
我们说。

谢赞坚在当地担任过 30多年文
化站长，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
悉。若不是他的指引和确证，谁也不
敢相信，路边这一块面积不大、长满
了杂草的荒地，竟然是我们此行要寻
找的白云精舍旧址。

这里，已找不到原有建筑物的丝
毫踪迹。时间将前人的足迹抹除得
一干二净，唯有在一些典籍里，我们
才能找到他们生存过的气息。

宋代的《景德传灯录》《五灯会
元》、明代的《大明一统志》和清代的
《湘潭县志》等书籍，都或详或略记载
了这样一个故事——

创立了禅宗五大家之一曹洞宗
的唐代名僧洞山良价，与同门密师伯
游历到隐山下，过一深溪，见溪上漂
着菜叶。洞山说：“深山无人，哪来的
菜叶？水流处莫不是有道人居住？”
两人就拨开稠密的茅草，沿着小溪向
深山之处寻觅。艰难前行了六七里，
看到一僧人“羸形异貌”，也就是瘦骨
嶙峋、相貌奇特。这僧人就是龙山和
尚。

见了面，洞山与龙山之间，展开
了一场暗藏机锋的问难。龙山问：

“此山无路，阇黎（高僧）从何处来？”
洞山不答反问：“无路且置，和尚从何
而入？”龙山答：“我不从云水来。”
洞山又问：“和尚住此山多少时邪？”
龙山答：“春秋不涉。”洞山接着问：

“和尚先住，此山先住？”龙山答：“不
知。”洞山追问：“为甚么不知？”龙山：

“我不从人天来。”
禅机斗到这里，看似山穷水尽，

洞山的问题仍没完：“和尚得何道理，
便住此山？”禅，无得无不得；若有所
得，必有执著。龙山回答得很巧妙：

“我看见，两个泥牛斗入海，直至于今
绝消息。”暗讽洞山两人有斗心，昧着
自性。洞山和密师伯这才被折服，见
礼参拜。

这段对话，不但为后世留下了一
个“泥牛入海”的成语，还列入了禅宗
的公案。所谓公案，就是禅师引人开
悟的一些言行记录。

故事还有更精彩的后续。龙山
和尚真是大隐，洞山两人离开后，便
做一番让后者瞠目结舌的事来。半
夜，他一把火将现在住的茅庵烧了，
遁进了山林更深处。

龙山和尚后来所居处，就叫白云
精舍，也称为白云庵。千余年过去
了，原庵早已茫然无寻，后人在如今
的白云庵冲尽头重建了一间庙宇，为
土木结构。谢赞坚说，上世纪 60年
代还有庙室残留，后来无人修葺，最
终坍塌无存。

就在白云精舍旧址附近，如今还
住着两三户人家。这里树木葱茏，泉
水清幽，旁边还有一座叫隐山水库的
小水库，雨后一阵山风拂过，碧波荡
漾，让人立刻遍体清爽，真是夏日避
暑和平日休闲的胜地。

胡安国从碧泉来访隐山的时候，进山还
没有这么方便，兴许就是一条樵客僧人开辟
的山道。

那时，自龙山和尚之后，又过了大约300
年，隐山已成为一处佛教圣地。湘潭地方史
专家何歌劲一路多次强调：“尽管胡安国与高
僧有密切交往，但他本人并不信佛。”

有专家考证，龙王山改名为隐山，正是出
自于胡安国。“夷犹异地聊为老，流落名山可
当归”。或许，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当时的胡
安国，深爱此山幽深，好作归隐处，所以常来
走走。而他们父子，也最终归葬在隐山脚下。

胡氏父子墓非常好找。自黄荆坪往隐山
方向行1.5公里，就可看到两株连理银杏矗立
在路旁。银杏已有300年历史，树梢多秃，残
留着多次遭受雷击的痕迹，却仍然枝繁叶
茂。连理银杏所在的位置，是个三岔路口，分
别通向三贤词原址、隐山深处和胡氏父子墓。

“秉春秋大笔，葬天下隐山。”胡氏父子
墓，位于隐山南麓一座名叫仙鹅孵蛋的小山
北坡上。一条宽阔的道路，延伸到山下，有台
阶可拾级而上。背倚青山，前流隐水，松柏环
绕，真是一块宝地。

胡安国是怎么在湘潭碧泉隐居下来，并
葬于隐山的呢？

据专家考证，胡安国是在宋建炎三年
（1129）离别湖北荆门，与第三子胡宏携家室
来到湘潭碧泉的。

在这之前，胡安国先是避靖康战祸，辗转
到了荆门。后来，荆门又生匪乱，连家里的房
屋都被烧毁，于是一家人只好渡洞庭一路南
下，最终来到湘潭。

何歌劲说，湖南远离金人侵宋战场，而碧
泉又远处于湘潭县城西南40多公里处，这里
属衡山山脉，是青山随处、绿水回环的丘陵地
带，人烟稀少，加上有绝世碧泉，实为避世桃
源，是隐居山泽的不二选择。

而最重要的是，湘潭这一带有胡安国两
个忠实弟子：黎明与杨训。正是在他们的导
引下，胡氏迁居碧泉、落籍湘潭。

过了一年多安定生活后，湘潭这里也遭
到叛乱，一家人又被迫走上了流离的道路。
又过一年，在朝廷的一再催促下，胡安国应召
来到临安（今杭州），任给事中。这两件事，都
差点让胡氏一家真正搬离湘潭。

到临安不久的胡安国，却连遭谗言。他
也自知京城非久留之地，执意辞职，回到湖
南。不久后，随一家人重新归隐湘潭碧泉。

从此，胡安国除逝世前一年短暂到衡山
停留外，再也没有离开湘潭，大多时间是潜心
著书立说，与他的儿子胡宏一起，开创了湖湘
学派。

隐山脚下，胡氏父子墓对面，离连理银杏
几十米处，有一树龄超过800年的垂丝香柏，
传为胡安国亲手所植。谢赞坚介绍，越过香
柏，原来是龙王禅寺、濂溪祠、三贤祠一字排
开，建筑规模宏大。如今，都已不存，在原址
上矗立的，是一片民居。

而三贤祠，一说所供奉的是胡安国、胡
宏、胡寅父子，一说是供奉的是胡安国、胡宏
和张栻。但不管怎么样，胡安国、胡宏必然是
位列其中的。凭着他们对湖湘学派乃至湖湘
文化、湖湘精神的贡献，当得起这份敬仰。

探
访
湖
湘
源
系
列①

隐
山
不
隐

王
航
湘

2021年6月16日 星期三

0505
责任编辑：谷桔 周通 美编：胡晖

视
点

三

一

胡安国、胡宏父子墓墓碑

胡安国、胡宏父子墓掩映在苍松翠柏中

天下隐山

专家何歌劲专家何歌劲
在白云精舍在白云精舍
旧址向我们旧址向我们
介绍情况介绍情况

总
策
划
：
喻
名
乐

龙
香
玖

统
筹
：
张
建
明

摄
影
：
方
阳

文
史
顾
问
：
何
歌
劲

张
作
奇

刘
安
定

尹
铁
凡

隐山下荷叶田田

隐山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