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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 历 史 名 泉 辑 要

霍 有 光

( 地矿部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

西安
,

71 0 0 54 )

长安自古帝王都
,

以古都长 ( 西 ) 安为辐射的陕西大地
,

数千年来一直是我国文明发么

地区
。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
,

陕西的泉水资源一直受到重视和开发利用
,

因之往往与 日常生

活
、

风景名胜密切相联
,

故历史名泉史不绝书
。

因此
,

笔者参阅某些历史地理著作
,

对陕西

历史名泉进行辑要归类整理
,

将古代行政区划对应为当今行政区划
,
泉水列 出所在方位

,

距

离
,

少数难以列出者
,

务必提及出露处的山河
、

建筑等地名
,
以便实际工作中易于确定大致

地点 , 作为名泉
,

常有历史轶事
,

故稍加叙述
,

为今后开发提供背景
。

文中所列泉水
,

有的

延用至今或出露点稍有变化
,

有的逐渐湮没
,

对于后者
,

只要重新勘察并采取扩泉术
,

多可

再次发挥效益
。

由于笔者对现有水文成果知之不多
,

文中有些泉水可能已经评价
,

但其历史

沿革也应予以总结
。

总之
,

这一尝试 旨在为研究陕西泉水开发史及水文地质条件变迁
,

为发

展我省旅游业和合理利用开发泉水资源提供珍贵的史料
。

1 酿造泉和影响较大的饮用泉
、

医疗保健泉

此类名泉本质上都属饮用泉
,

但古代人民在长期饮用过程中
,

不断积累经验
,

逐渐加以

区分
,

将泉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

1
.

1 酿造泉

酿造泉是指用来酿酒的泉
,

其水用来造酒
,

胜于其他泉
。

现按不同地区分述如下
: ①西

安市
: 白鹿原西南有二壑

,

称荆谷
、

神谷
,

《 关中胜迹 图志 》 说
:

谷
“
中有涌泉

,

味甘冽
。

唐时以神策军禁守
,

日以骆驼运水大明宫
,

酿造御酒
” 。 《 陕西通志 》 说

:

白鹿原畔有涌珠

泉
, “ 泉阔数丈

,

深不见底
,

涌水如珠
,

百步落高崖为爆布
,

下有大石完
,

水溅如雪
,

名日喷

雪岩
,

其水下流入员 ( 园 )庄
。 ” 据水文地质成果

,

白鹿原多矿泉水
, ②麟游县

:

县西南有五龙

泉流入杜水
。

《 关中胜迹图志 》 说
: “ 水味作酒异常

” ,

宋 熙 宁时 期 ( 1 0 6 8一 1 0 7 7 年 )
,

县 令王谏曾立碑记其事
,

清代石碑 已不存
; ③澄城县

:

县西北 20 k m ( 40 里 ) 有县西河
,

有

泉出匾谷中
,

战国时便称之为酒泉 ( 《 左传 》 )
,

又名甘泉
。

《 太平寰宇记 》 说
:

其水甘美

堪造酒
。

又县西 1
.

s k m ( 3 里 ) 有澄泉
,

澄城以此泉而得名
,

又称官泉
, “ 源 洁 流 清

,

酿

酒香
,

美人多用之
,

会甘泉入洛 ( 水 )
” ; ④ 白水县

:

白家壑村附近有杜康庙
,

庙下有杜康

泉
,

相传杜康用此泉造酒
。

三国时曹操有
“
何以解忧

,

唯有杜康
” 之诗句

。

其泉清澈
,

四季

不涸
,

现建有杜康酒厂
, ⑤延长县

: “
城内北山崖下有石泉

,

味甘
? 取以酿酒

,

醇浓易醉
。

因

收稿 日期 ; 一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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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争取
,

醉且 ( 争 ) 斗
,

前 ( 县 ) 令塞之
。 ”

此泉号称
“
酒泉天酿

” ,

为延长八景之一
。

( 清王崇礼 《 延长县志 》 )
; ⑥凤县

:

县北 7
.

s k m 有香泉
,

北宋称清冽可酿酒
。

1
.

2 影响较大 的饮用泉
、

医疗保健泉

饮用泉
,

水质甘甜
,

口 感极佳
,

有些成为城镇村落 日常生活用水的重要来源
,

并制约城

乡发展规模
。

医疗保健泉
,

按史籍说法
,

这类泉可用来治病
、

健身
,

可能相当今 天 所 说 的

矿泉
。

1
.

2
.

1 西安地 区
:

①高陵县
:

县西 s k m ( 10 里 ) 有御井
,

又名八角井
,

传说唐高 祖 时 龙

从井出
,

舞于宫中
。

就近 曾修龙泉寺
,

其水甚佳
; ②户县

:

县城附 近 有拄破 水
,

早 在 《 诗

经 》 中便有赞美
。

摸破水上游源泉有二
,

其一称 白沙泉
, “ 色如银而加湛

,

味如怡而加冽
” ;

③周至县
:

县西南 15 k m ( 30 里 ) 有中兴寺
,

其下有玉女洞泉
, “ 洞有飞泉

,

甚甘冽
,

饮之

者愈疾
” 。

传说苏东坡极爱其水
,

故装走两瓶
,

并破竹为契
,

将其一留给寺 僧
,

戏称
“
调 水

符
” ,

做为今后取水的凭证
。

县南 15 k m ( 3 0 里 ) 有金井
,

唐太宗曾饮此水
,

称其味甚佳 ;

④蓝田县
:

玉山下有玉浆井
,

深 丈余
,

本无水
,

有疾者悬瓶井中
,

祈祷即 得 水
, “ 色 白 味

甘
,

如玉浆
,

饮之辄愈
” 。

1
.

2
.

2 咸阳地 区
:

①径阳县
:

县西北有甘泉山
,

一名石鼓原
,

又名磨石岭
。

甘泉水 由 其 山

发源
,

汉在此建甘泉宫 , ②礼 ( 醛 ) 泉县
:

县东南 15 k m ( 30 里 ) 有醋 泉 ( 醋
,

即 甜 酒
,

说明泉水甘甜如甜酒 )
,

周数十步
,

汉宣帝时 ( 前 1 73 一前 49 年 ) 涌出
,

深不 可 测
,

隋 代

因此置醛泉县
。

县城北泥河北岸有志公泉
,

志公喜其泉
“
甘冽

” ,

用来泡茶味道极佳
; ③兴

平县
:

县西 1
.

s k m ( 3 里 ) 耿祠乡有浪井
,

唐贞元五年 ( 7 8 9 年 ) 自然 涌出
。

《 长 安 志 》

说
: “

有疾者饮之皆得愈
,

远近汲取
,

朝夕如市
” 。

醛泉
,

在县东南 0] k m ( 20 里 )
, `

,)司

数十步
,

深不 可测 ” 。 《 旧图经 》 、
《 长安志 》

、
《 金史

·

地理志 》 对此泉 均 有 记 载
,

泉

“ 在扶风乡
,

贞观十二年 ( 6 38 年 ) 自然涌出
,

其味如酷
,

饮之愈疾
。 ”

清雍正时己 干涸 ,

④永寿县 :

县城内无井泉
,

饮水从城外引入
。

县北 2
.

s k m ( 5 里 ) 有吕公泉
,

宋代县令 吕大

防
,

因势利导
,

引入城中
。

县西 1
.

s k m ( 3 里 ) 有益民泉
,

金泰 和 时 ( 1 2 0 1一 1 2 0 8 年 )
,

掘地铺水 瓦陶管引入城中
, “ 民利赖之

” 。

尔后
,

宋元佑时期
、

清康熙九年
、

雍正十年多次

重修
,

立碑记其事
。

县东 10 k m ( 20 里 ) 有平泉
,

自平地涌出
, “ 味甘

,

久早不涸
” 。

又县

东南 17
.

5 k m ( 3 5 里 ) 彭村有醋泉
, “

久早闻泉中有吼声则雨
” ,

故又称神泉
; ⑤彬县

:

城

西翠云庵下有惠民泉
。

城东 1
.

s k m ( 3 里 ) 有惠济泉
、

鸣玉泉
、

一碗泉
。

城东门外有泉 出南

庵
, “

清冽可饮
,

居 民呼为南庵水
; ” ⑥旬邑县

:

县 南 1 k m ( 2 里 ) 有 玉泉
,

流入扒水
,

建有

玉泉观
, “

水冽而甘
,

渊深丈余
,

有物秽之则涸
。 ” 县西 1

.

s k m ( 3 里 ) 有温泉河
,

源出宝

峰峪
, “

温泉冬温夏凉
,

亦清甘
” ; ⑦淳 化 县 ;

县 北 20 k m ( 40 里 ) 有 甘泉
, 《 隋书

·

地

理志 》 称为甘水
, “

其味甘美
,

异于他水 ” 。

县东南 1 5 k m ( 30 里 ) 有金泉
,

又称观音泉
,

“ 世传其水甘香
,

目哆者 洗之可明 ” 。

1
.

2
.

3 渭南地 区
:

①渭南 ( 市 )
: 《 长安志 》 说

:

城内有甘泉
、

姜泉
、

梁 泉 等
,

故 “ 城内

多引流泉
” ,

唐陆赞有诗赞日
: “

姜泉流渺渺
,

夹石树阴阴
” 。

城西南 20 k m ( 40 里 ) 清涧

头东原下有灵源泉
,

西魏时 ( 5 3 5一 5 56 年 ) 因泉水置灵源县于此 ; ②大荔县 :
朝邑镇 城 内

西南隅有马园井
, “ 其水 甘美

,

他水不及
,

邑人赖以汲饮
。 ” 境北镰山 之 麓 有 7 泉

,

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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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渠泉
、

坡底泉
、

汉村泉
、

义井泉
、

新庄泉
、

冯村泉和平王寨泉
,

当地居民仰仗之 , ③澄城

县
:
临高原在县南 25 k m ( 50 里 )

,

有龙泉
, “

味甘如酸
,

隋文帝每次巡幸同州 (今大荔 )
,

均饮此水
。

县西北 15 k m ( 30 里 ) 有阴泉
, “

泉自崖阴出
,

味极甘冽
” ,

东南流入长宁河 ;

④华阴县 :
华山脚下有玉泉院

,

建于宋景箱年间 ( 1 0 3 4一 1 0 3 8 年 )
,

院内泉水据说 与 峰顶

玉井相通
,

故日玉泉
, “
其水色如浆

” ,

清冽甘美
,

饮之可 口
。

1
.

2
.

4 宝鸡地 区
: ①凤翔县

:

城北 7
.

sk m ( 15 里 )有虎跑泉
,

又称金沙泉
,

苏东坡诗日
: “

金

沙泉涌雪涛香
,

洒作醒酬 (t i hu
,

精制的奶酪 )大地凉
” 。

又县城东关通津门外有谦泉
, “
泉甘

可饮
,

盈而不溢
,

有似呼谦
,

故名
。 ”

东北 5 k m ( 10 里 )普门寺前有灵 泉 ; ②岐山县
:

县西北

7
.

s k m ( 1 5 里 ) 有周公庙
,

庙后有润德泉
,

传说天下大治则泉出
,

世乱则竭
。

唐大中元 年

( 8 4 7 年 ) 十月大风忽作
,

飞泉喷涌
,

由皇帝赐名
。

苏东坡 《 周公庙 》 诗 注
: “

庙 后 百 步

许
,

有泉依山
,

涌冽异常
,

国史所谓润德泉也
。 ”

表明宋代仍在喷涌
。

近年庙前两侧钻井两

口
,

深约 70 余米
,

泉喷出地面一米多
,

成为旅游一景 ; ③千 阳县 :
县 南 1

.

s k m ( 3 里 ) 有

三泉乡
,

珍珠泉从山中裂缝涌出
,

坠落石盘
,

飞洒喷吐
,

又名吐珠泉
, “

清冽较胜诸水
,

相

传饮此可消瘦
。 ”

就近还有泉眼 3 个
,

常流不竭 ; ④麟游县
:

县西 2
.

5 k m ( 5 里 ) 有 酸泉
,

在唐九成宫内
。

贞观元年 ( 6 27 年 )
,

唐太宗避暑九成宫
,

闲步西城高阁下
, “

俯察 厥土
,

微觉有润
,

因以杖导之
,

有泉涌出
,

乃承石槛引为渠
,

其清若镜
,

味甘若醋
” 。

并立著名酸

泉铭石碑
,

由魏征撰文
,

欧阳询书 ; ⑤凤县 :
县西 5 k m ( 10 里 ) 有凉泉

,

居民极 饮
,

后魏

以此置凉泉县 ; ⑥扶风县 :
县东 12

.

sk m ( 25 里 ) 信义村东渠有信义泉
, “

其水甘列
” 。

1
.

2
.

5 铜川地 区 : ①铜川市
:

城依虎头山
,

山下有石泉
,

引流入城中
, “

清涌 不 竭
” ,

城

内儒学有清廉泉
, “

水味甚佳
,

比他井 ( 水 ) 每斤重 0
.

1 k g ( 2 两 )
,

开凿于明 洪 武 二 年

( 1 3 6 9 年 )
。

城西南济阳山有寨
,

寨下有芳泉
,

其味甘冽
; ②宜君县

:

县西 2 5 k m ( 50 里 )

玉华川驻樊坡有酉蓄醒 (1 in g lu
,

一种美酒名 ) 泉
,

又称瀑布泉
,

流 而 成 川
。

县东 37
.

5 k m

( 7 5 里 ) 文兴村有暖泉水
, “

冬温夏凉
,

喷涌如珠
” 。

1
.

2
.

e 延安地 区
: ①延安市

:

城东 o
.

s k m ( 1 里 ) 有黑龙泉
、

定庚泉
,

城南 0
.

s k m (1 里 )

有龙耳泉
。

西北 25 k m ( 50 里 )
,

有暖泉井
,

泉有 7 孔
,

味道甘美
, “
大寒 众 泉 皆冻

,

县西

唯 此流溢不减
” 。

②安塞县 ;
20 k m ( 40 里 ) 有洗 心 泉

,

自山麓涌 出
,

可用来洗眼治 疾
,

清代 邑人韩一识曾在此建
“
洗心精舍

” 。

县西 7
.

s k m ( 15 里 ) 有 涌泉寺
,

其泉名欲 目泉
,

“
水甚甘冽

” , ③甘泉县
:

县南 2
.

5 k m ( 5里 ) 有甘泉
,

又称美泉
,

泉出县南崖 谷
,

距 地

一丈
, “ 飞流激射

,

厥味甘美
” 。

《 潜确类书 》 说
:

隋场帝游此饮后觉得甚佳
,

将宫内饮用

水改运此水
。

泉水做
“
饮撰盛暑不变

” ,

唐天宝元年 ( 7 42 年 ) 在此置甘泉县
。

现办 有饮料

厂
。

此外
,

县南 1
.

s k m ( 3 里 ) 有暖水泉
, “

其味甘美
,

冬暖夏凉
” ; ④宜川 县 :

县 内有

凤翅山
,

其地有浑城祠和石台寺
,

前者有圣惠泉
, “

泉极甘美
,

深 2
、

3 丈
” ,

传说龙常吸

水其中
,

大早祷雨有应
,

其水
“
能疗疾

” ; 后者有石台泉
,

在大佛阁傍
, “

水至甘冽
” 。

县

西 7
.

s k m ( 1 5里 )
,

还有甘泉
。

⑤黄陵县
:

县东 2
.

s k m ( 5 里 ) 有东移泉
,

又名飞来泉
,

“
相传轩辕帝思得扬子江水

,

因得此泉
,

其味如之
。 ” 县 南 o

.

s k m ( 1 里 ) 有一线 泉
,

自
“ 山腰涌出

,

四时甘冽
,

泉垂如线
,

可以疗疾
。 ” 县东北 1 k m ( 2 里 ) 有上善泉

,

因 城 中

无水
,

唐开成二年 ( 8 3 7 年 ) 刺史张怡架水入城
,

刺史崔骄又增修之
,

民获其 利 ( 《 唐书
·

地



第 2 期 霍有光
:

陕西历史名泉辑要 4 7

理志 》 )
。

此外
,

县东 1
.

s k m ( 3 里 ) 有暖泉
, “

泉流涌出
,

隆冬不冻
,

味亦甘美
。 ”

1
.

2
.

7 榆林地 区
:

①榆林县
:

县城内有龙王泉
,

又名南泉
,

或称南门河
, “

在城 中 半山涌

出
,

汇而为池 … …周灌城中
,

镇人所汲养也
。 ” 严冬不冻

,

水气如蒸
; ②绥德县

:

县 东 1
.

s k m

( 3 里 ) 有龙泉
, 《 太平寰宇记 》 说唐 代因泉名在此置龙泉县

。

泉在无定河东岸
,

泉从石龙

口中出
,

建有寺庙
、

流畴亭等
,

曾为一时名胜
。

又城东 2
.

s k m ( 5 里 )
,

石中 泉出
,

因 凿

为池
,

冬夏不竭
,

人称神井
; ③米脂县

:

明成化年间 ( 1 4 6 5一 1 4 8 7 年 ) 在县城内凿溥 惠泉
,

“ 民甚便之
” 。

县东门外有石泉
, “ 清洁甘美

,

邑人利之 ” 。

县北 o
.

s k m ( 1 里 ) 有 黑 龙

泉
, “

清澈澄莹
” ; ④佳县

:

县城北西 0
.

5 k m ( 1 里 ) 有月宾泉
,

自半山石 缝 涌出
, “

清

冽而甘
” ,

明弘治间 ( 1 4 8 8一 1 5 0 5 年 ) 河南道士许复齐命名为官泉
。

县东南 2
.

s k m ( 5 里 )

白云 山下有仙人井
,

康熙时杨道士指其下有泉
, “

凿数尺果迸出
,

至今呼为仙人井
。 ”

县西

7
.

s k m ( 15 里 ) 有神泉水
,

自山后出
, “

清泉冽出者无数
” ,

汇而入黄河
; ⑤吴 堡 县

:

县

西北 2
.

s k m ( 5 里 ) 有杨公泉
,

崇崖夹崖
,

有泉 自石缝涌出
,

南流绕城西
,

东入 黄 河
。

城

东 2
.

s k m ( 5 里 )
,

石 中泉 出
,

因凿为池
,

冬夏不竭
,

人称神井
。

1
.

2
.

8 汉中地 区
:

①南郑县
:

县北 7
.

s k m ( 15 里 ) 有宝山
,

山麓有 玉泉观
,

观南有 玉井
,

水色洁白
, “ 人谓饮之可疗病

,

俗传宋时大雷雨
,

忽于污泥中涌出老子石像
,

因此立祠
” ,

②洋县
:

县西 7
.

s k m ( 1 5 里 ) 圣泉
, "病者饮之多廖 ( e h o u ,

病 愈 )
。 ,, 县 南 7

.

s k m ( 1 5

里 ) 龙翼 山下有醋泉
, “

味甚甘
” ,

建有酸泉院
。

县西北 17
.

5 k m ( 35 里 ) 有普泽院
,

有涌

泉
, “

其水喷溢清莹
” , ③略阳县

:

县南 3
.

s k m ( 7 里 ) 嘉陵江畔有岩
,

其 下 有 泉
, “ 谓

之药水
,

饮之愈疾
” ,

其岩故称药水岩或灵岩
。

唐开元时 ( 7 1 3一 7 41 年 ) 建灵 岩 寺
,

山 上

有溶洞
,

现为陕南名胜
,

旅游热点
。

1
.

2
.

9 安康地 区
:

①安康县
:

县东 1 k m (
’

2 里 ) 有金华寺
,

寺内有金泉
, “

其深四丈
,

水

甚甘冽
” ; ②旬阳县

:

县东 65 k m ( 1 3 0 里 ) 石纽村
,

有禹穴
。

《 清一统志 》 说
:

山石 高八

尺
,

深九尺
,

旁镌
“ 禹穴

”
二字

,

乃李 白所书
, “ 世传禹决汉水居此

” 。 “ 穴右有泉
,

味甚

清冽
” ; ③汉阴县

:

县城内城皇庙前有甘泉
,

清代 邑令张大纶凿
,
关圣庙前有神泉

,

邑令丁

殉凿
。

县东 30 k m ( 60 里 ) 有凉泉
, “

其泉清冽
,

夏 日饮之冷溅人齿
。 ”

1
.

2
.

10 商洛地 区
:

①商州市
:

文庙前有官井
, “

味甘
,

水旱亦不涸
” 。

西关龙王庙前有五

龙泉
, “

泉水迸涌
,

其味清甘
” ;

大云寺南有慈泉
, “ 源甚盛

,

味亦甘美
” 。

商州 北 40 k m

( 80 里 ) 泉村集有泉山
,

上下有泉 20 余处
。

附近泉村有泉
,

味极甘美
,

秤之略重于 他 泉
,

故村以泉名
。

②洛南县
:

县东 10 k m ( 20 里 ) 有五眼泉
, “

泉有五窦
,

四时不涸
。 ” ③山阳

县
:

县东北有天鉴泉
,

平地两泉涌出
,

秋冬不涸
。

2 沐浴温泉及凉泉

沐浴温泉指具有洗浴
、

医疗保健功能的泉水
,

四季适用
,

古代统治者一般都比较重视
,

依泉修建行宫
,

成为游幸疗养胜地
。

沐浴凉泉
,

史籍中这类泉记载较少
,

但关中南北两侧自

然风光名胜区多有凉泉分布
,

是开发潜力很大的泉水
。

盛夏沿海搞海滩浴场
,

关中盆地两侧

可建避暑浴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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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沐浴沮泉

2
.

1
.

1 关 中地 区
: ①临渔县 :

骊山温泉
,

秦始皇在此
“
彻石起宇” ,

修建汤池及房舍
,

唐继

汉再次扩建
,

称汤泉宫
。

建国后经多次恢复
,

骊山秀岭
,

松柏葱郁
,

亭台掩映
,

温泉潺潺
,

②蓝田县 :
汤浴在县西南 20 k m ( 40 里 )

,

有汤泉
,

又称石 门汤
。

唐贞观年间高僧 至 此 见

其地雪融不积
” ,

预言下有温泉
,

掘而得之
。

有五泉
,

名日
:
玉女

、

融雪
、

连珠
、

漱玉
、

灌

缨
, “

人病风湿者
,

浴之多愈
” 。

唐玄宗赐名
“
大兴汤院

” ,

今辟有疗养院 , ③眉县 :
县东

2 5 k m ( 50 里 ) 西汤峪河 口有温泉
,

称凤泉汤
。 《 水经注 》 称

“
其水沸涌如汤

” ,

隋代在此建

凤泉宫
,

惰唐置凤泉县
,

今已初步建成旅游景点 ; ④蒲城县
:

县 东 30 k m ( 60 里 ) 有 温 汤

水
, “ 四时温暖可浴

,

一名温塘
。

旁有太湖 山
,

平 地 突 起
,

周 2
.

5一 3 k m ( 5一 6里 )
,

高

十余初 . ,

左右危石流泉
,

为邑名胜
” , ⑤长武县 :

县南 15 k m ( 30 里 ) 有 画 阁 山
,

山下

有画阁寺
,

旁有温泉
, “

冬月不冻
,

可为汤 沐
” ; ⑥兴 平 县 :

县 西 8
.

s k m ( 17 里 ) 有 温

泉
,

又名龙泉
、

姜子泉
, “

周数十步
,

深不可测
” 。

又县西 7
.

s k m ( 15 里 ) 有汤 台泉
,

此

泉以
“
汤

”
名

,

可能与温泉沐浴有关 ; ⑦澄城县
:

县东北 7
.

s k m ( 15 里 ) 有 帝誉 ( k u ,

传

说中古代部族首领 ) 温泉
,

泉有三源
,

奇流泻注
,

西与洛水相会
。

2
.

1
.

2 侠湘地 区
:

①富县
:

县东 0
.

s k m ( 1 里 )有温泉
, “

其水冬温
” , ②洛川县

: “
暖泉

在县东 6 k0 m ( 1 2。里 )
,

泉出山岭
” ; ③府谷县

:

县东 7
.

s k m ( 15 里 ) 有暖泉
,

其泉 冬温 ,

④宜君县
:

县东 37
.

5 k m ( 75 里 ) 文兴村有暖水泉
, “

冬温夏凉
,

喷涌如珠
” 。

2
.

1
.

3 陕南地 区
: ①勉县

:

县东南 22
.

5 k m (4 5里 )有温泉
,

又称金泉水
,

水出山北 平地
,

泉源沸涌
,

冬夏汤汤
,

望之白气浩然
,

人称治百病
,

浴者皆有硫黄气
,

泉水流注汉水
。

较早

记载见于 《 水经注 》
。

又据 《 舆地纪胜 》 说
:

县东 17
.

5 k m ( 3 5 里 ) 有温 泉 , ②白 河 县 :

县东 1
.

s k m ( 3里 ) 山腰有井
,

名温泉井
。

③山阳 县
:

县 东 南 10 k m ( 20 里 )
,

有 暖 水

泉
, “
冬夏常温

” 。

乞 2 沐浴凉泉

1 ) 麟游县
:
县南约 10 k m (2 。里 )鱼塘峡内有玉女潭

,

相传武则天来九成宫避暑 常在潭

中沐浴
。

隋文帝也常游宴于此
。

潭 3 33
.

34 m
么

(半亩 )见方
,

碧波荡漾
,

狂澜半山落下
,

声 震岩

谷
,

四面屏山如画
。

杜甫有诗 曰
: “

绝谷空山玉女泉
,

深源滚滚出 青 莲
” 。

县 西 南 20 k m

有千佛院摩岩造像
,

始建于唐代
。

2 ) 澄城县
:
县西北 1

.

s k川 ( 3 里 ) 许有隋公泉
,

其水清澈可爱
,

东南流入甘泉
。

隋文

帝避暑时
,

宫女常在此泉沐浴
,

故名
。

3 观赏泉
、

养殖泉及奇泉

.3 1 观赏泉

观赏泉是以奇特方式溢出或喷流的泉水
,

往往与自然风光
、

名胜古迹珠联璧合
、

交相辉

映
。

山不在高
,

有泉则名
,

寺不在幽
,

有水则灵
。 一

了解陕西主要观赏泉的分布规律及特点
,

适时规划
,

逐步开发
,

无疑是发展陕西旅游事业的重要基础
。

. 古时以八尺或七尺为一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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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

1
.

1 关中地 区
: ①韩城县 :

西北 40 一50 k m ( 80 一 1 00 里 ) 间有五池山
,

凡五岭五 池
,

各

池均有泉
,

俗称海眼
。

五池山苍松竞茂
,

中池尤胜
, · “

自麓及巅
,

青葱夹路
,

幽绝人寰” 。

与

龙门河咽
、

司马迁墓祠互为倚角
,

为旅游胜地 ; ②周至县 :
楼观台在县东 南 15 k m ( 30 里 )

秦岭北麓
,

老子讲经处
,

依山带水
,

茂林修竹
、

壑幽泉清
,

号称
“
天下第一福地分 ,

现已辟

为森林公 园
。

比较有名的泉水有仙女泉
, “

相传老子植杖化一女子
,

以验徐 甲之心
,

拔杖泉

捅
,

故名
” 。

泉下有晒丹台 , ③兴平县
:

马 鬼坡在县西 22
.

5 k m ( 2 5 ) 里
,

有马冤泉
,

又称

娘娘泉
, “ 周数十步

,

深百尺流入白渠
” 。

今马冤坡有杨贵妃墓及陵园
,

唐罗 隐有 诗 云
:

“ 马鬼杨柳绿依依
,

又见莺舆幸蜀归
,

泉下阿环应有语
,

这回休更罪杨妃 ” ; ④凤翔县 :
城

东南角有东湖
,

宋嘉佑七年 ( 1 0 62 年 )
,

苏东坡策画动工引城西北角凤凰泉水环城东流
,

入
东湖

,

今湖面积约 6 万 m气 建亭树碑
。

城北有邓艾祠和邓公泉
,

又有春秋秦都雍城遗址
,

现
.

为旅游新热点
; ⑤宝鸡市

:

县东南 40 k m ( 80 里 ) 有蟠溪
, 《 水经注 》 说

:

溪 中 有泉
,

谓

之兹泉
,

泉水潭积
,

自成渊诸
· ·

一南隅有室
,

盖太公所居也
。 ” 今有太公庙

、

武吉洞
, “
孕

琐遗璞
” 巨石及钓鱼台水库

,

库水从 40 余米高的大坝上宣泄
,

好似探布 ; ⑥ 陇县
:

龙 门 洞

道观古建筑群
,

始建于西汉
,

距城 3 5 k m
,

有 24 潭
,

36 洞
,

殿宇楼阁沿山依洞 而筑
,

曲径

悬路
、

飞索吊桥
,

为关中山水奇观
; ⑦蒲城县

:

县北 1 5 k m ( 30 里 ) 有尧 山
,

又 名 浮 山
。

《 旧 图经 》 说
:

尧时洪水为灾
,

诸山尽没
,

唯此山若浮
。

现存唐建灵应夫人祠
,

祠两侧有粉
-

鉴泉
、

龙池泉
, “

水清冷不竭
” 。

与桥陵
、

泰陵
、

惠陵
、

景陵
、

光陵诸唐代帝陵等合称蒲城

八景 , ⑧彬县
:

县西 5 k m ( 10 里 ) 有水帘洞
, “

有水流出
,

深不可测
,

唐贞观中凿山为连

珠小窍
,

形肖飞阁
,

每岁元宵
,

民率张灯于此
” 。

又西 5 k m ( 10 里 )
,

有唐建庆 寿寺
,

今

名大佛寺
,

现存窟屋 1 0 9 孔
,

大小造像 1 5 6 8 尊
,

碑石 1 3 沙
,

历代题咏 1 07 幅
。

两景札联
,

山水洞刻
,

风光绮丽
;⑨合 阳县

:

梁 山在县西北 Z C k m ( 4C 里 )
,

山上有三泉
,

称 天 井 泉
、

龙泉
、

壁水泉
,

又有千佛洞
、

汉武祠
,

古柏蔚然成林
,

为一方名胜 ; L耀县
:

县西北 4 5 k m

有香山
,

松柏成林
,

群山环抱
,

有宋建 白雀寺
、

清建龙泉寺
。

龙泉在龙泉寺后
,

悬崖瀑布
、

碧波水潭
,

日夜涌流
,

据称香山是全国佛教八大名山之一
。

3
.

1
.

2 陕南地 区
:

①汉中市
:

城北 35 k m 天台山
, “
有 飞泉数百尺

,

下为深潭
” ,

山 谷岩石
坚润

,

可镌金星砚
,

俗称石碑谷
。

明代万历年间在山上建涌泉寺
,

规模宏大
。

寺内
“ 于泉上

砌一井
,

深 5 0 c m ( 1 尺 5 寸 )
,

水深 13
.

33 c m ( 四寸 )
,

后欲请此水祷雨
,

以瓶著井中
,

水 自涌起
,

灌于瓶 内
。 ” 涌泉 由此得名

。

天台山雄峻绮丽
,

可赏 巴山云雨
,

为 汉 中八 景 之

一 ; ②西乡县
:

县东南 10 k m ( 20 里 ) 午子山
,

一名母子山
、

飞凤山
,

山东圣水峡有 龙泉
,

遇卯午酉时
,

水潮 1一 1
.

67 m ( 3一 5 尺 )
,

潮至则 浑
,

潮退则清
, 又有鱼洞

,

柯清 则洞水 浊
,

河浊则洞水清
。

稀世 白皮松遍山
,

庙宇殿堂棋布
,

山巅风们深不可测
,

为旅游胜 址
; ③镇安

-

县
:

县西北 20 k m 云盖岭有云盖寺
,

唐始建明重修
,

松柏掩映
,

有曝布泉自悬 崖 泻下
,

飞

练喷珠
。

唐太宗 《 游云盖寺 》 诗云
: “

东望 香炉山
,

西观爆布泉
,

正统三千丈
,

奔 催 数 十

里
。 ”

今仍为一方胜境
。

3
.

1
.

3 陕北地 区
:

佳县东南 s k m ( 10 里 )有 白云山白云观与仙人井
。

白 云观经明
、

清两 代
`

建设
,

今存庙宇 5 3 座
,

壁画 1 5 9 0 幅
,

碑刻 I c8 块
。

亭台楼阁
,

依山构筑
,

濒临黄河
,

松柏:

葱郁
,

石洞峥嵘
。

仙 人井在 山西侧
,

康熙年间道士指地有泉
, “ 凿数尺 果 进 出 ” 。

万历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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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皇帝勒封为
“
白云胜境

” ,

现为陕北最壮丽的风景名胜点
。

a
·

2 养殖泉

养殖泉是指发展渔业
、

畜牧业的泉水
,

史籍中只是对名声较大者作了记 载
,

故 数 量 不

多
,

却代表着陕西古代泉水开发的一个重要方面
。

总结此类泉
,

从中获得启发
,

也是今后如

何开发泉水
,

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所面临的间题
。

( 1 ) 临渔县
: 利用骊山温泉提高地温

,

种植 旱熟瓜菜
。

唐王建 《 华清宫 》 诗 对 此作了

描述
: “

酒慢高楼一百家
,

宫前杨柳寺前花
,

内园分得温汤水
,

二月中旬已进瓜
” ; ②大荔

县
: 《 元和郡县 图志 》 说

: “
苦泉

,

在县西北 15 k m ( 3 。 里 ) 许原下
,

其水咸苦
,

羊 饮之
,

肥而美
。

今于泉侧置羊牧
,

故谚云
:

苦泉羊
,

洛水浆
” ;③户县

:

侠破汇胡公泉 ( 户县西 3
.

sk ln

明代有虞思胡公庙 )
、

白沙泉而成
, 《 长安志 》 说

:

破鱼甚美
, “

唐宝 历二 年 ( 8 2 8年 ) 粉

令诀破令尚食使牧管
,

不得杂 人采捕
,

其 水任 百 姓 灌 溉
,

勿 令 废 碾 碳 之 用
; ” ④澄 城

县
:

县西北 2 5 k m ( 引 里 ) 老树僵有玉泉
, “

泉随崖下
,

莹结如 玉
,

隆 冬 水 芹 夹岸 不 窗

(
c ih

,

不窗
:

不异于 ) 春夏
,

泉下又有蔬圃药畦
,

引流灌溉
” 。

元代御史游 此 有诗
, ⑤合

阳县
:

夏阳粪 ( 由地底喷出的泉水称类 ) 在县东夏阳川黄河边
,

大 小 5 个
:

王 村 淡
、

渤 池

楼
、

西鲤楼
、

熨斗穿粪
、

小撰
。

这 5磷可防河泛
,

供灌溉
,

泉眼大如马车轮
,

水色碧绿
,

终年

流淌
。

其中最大的王村犷粪
,

水面今约 1 3 1 8 7 m “
( 20 亩 )

。

金泰和年间立有石碑
,

当时 灌 田

1
.

04 k m “ ( 16 顷 ) ; ⑥延安市
:

城东北有五龙山
,

一名牧龙川
,

山下有五龙泉
,

泉 出石缝
,

雄

吼甘美
,

泉池饮马
,

多产龙驹 , ⑦武功县
:

武功镇北 7
.

s k m ( 1 5 里 ) 有 良沟泉
, “

永 乐初

涌出
,

引以溉田
,

邑民赖之
” 。

⑧眉县
:

县东北 s k m ( 10 里 ) 有清远泉
, “

与柿 林
、

红崖

诸泉
,

俱有灌溉之利
” 。

⑨径阳县
:

县南 1
.

sk m有龙泉破
,

宋代
“
多蒲鱼之利

” 。

·

3
.

8 奇泉 ( 井 )

奇泉反映了自然界 中某种奇特现象
。

有的奇泉
,

如陕北石油泉
,

在 中国和世界石油史上

都占十分重要的地位
。

奇泉一般既有科学研究价值
,

又有旅游观赏价值
,

故史籍常有记载或

总结
。

名
.

3
.

1 石 油泉 ( 井 )
:

① 延安市
:

城南 12
.

5 k m ( 2 5里 ) 有 石油泉
。 《 后汉书 》

、
《 水经

注 》 、 《 酉阳杂姐 》 等说
: “

高奴县石脂水腻
,

浮上如漆
,

采膏车及燃 灯 极明
” ,

即指 此

泉
, ②延川县

:

县西北 钓 k m ( 8。里 ) 永坪都有石油井
,

该地称石油沟
,

油井是元代人工开

凿
,

主要供进贡
、

点灯
、

涂疮 疾 治 癣 疥 ( 《 元一统志 》 ) ; ③延长县
:

县南锦屏 山下有石
一

油井
,

元代人工开凿
,

其油可燃
,

兼治大畜疥癣及进贡
; ④宜君县

:

县西 10 k m ( 20 里 ) 姚

曲村有石油井
, “

汲水澄而取之 气味虽臭 可疗
`

:
“

羊癣
” ; ⑤神水县

:

县西 南 有 火 井祠

( 庙 )
,

据 《 汉书
·

郊祀志
·

地理 志 》 载
:

汉宣帝时 ( 前 7 3 一前 钧 年 ) 有天封苑火井祠
,

“
火从地出

” ,

这是井内逸出天然气燃烧而成
。

上述泉 ( 井 )
,

可考虑建石 油史纪念馆
,

使

之成为新的科技风光旅游点
。

3
.

3
.

2 冰井
:

蓝田县雾岩与玉案峰之间有冰井
。

据 《 潜确类书 》 说
:

古代帝王盛夏 用 冰取

于此
, “

井深数丈
,

水落井中辄作冰
,

经夏不 消
,

长安不藏冰
,

于此井取之
。 ”

3
.

3
.

3 五 色泉
:

南郑县圣水镇有圣水寺
,

依崇山
、

面汉水
,

寺内有五色龙泉
,

寺建 于 明嘉

靖时期 ( 1 5 2 2一 1 5 6 6年 )
。

黑泉自佛座下流 出
,

余在寺东西
。

青龙泉清澈见底
, 白 龙 泉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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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如玉
;
金龙泉金光闪烁

; 乌龙泉乌光鉴人
; 黑龙泉墨黑如漆

。

如今有的仍在喷溢
,

有的淤

塞
,

寺内桂树相传为汉相肖何所栽
,

此寺为汉中胜景
。

3
.

3
.

4 鱼泉
:

①眉县
:

凤泉汤 ( 温泉 ) 之南有鱼洞
,

其水称鱼龙泉
, “ ( 每 ) 岁谷 雨 先有

金卿浮游
,

少焉大鱼涌出不竭
,

三 日乃止
。

有麟鼠异常者… …其水出碌袖崖
,

逞钟 吕 坪
” ;

②黄陵县
:

县东南 10 k m ( 20 里 ) 有东义泉
“ 中产水族颇异 ” ; ③镇安县

:

县 东 北 2
.

s k m

( 5里 ) 石壁岭 下 有兔洞
,

通 乾佑河
,

其深莫测
,

洞 口流泉喷瀑
,

每年霜 降
,

鱼群入 洞
,

次年谷雨后水发
,

鱼成队而出
,

居民截洞口
,

捕之其味颇佳
; ④商州

:
( 今 商 州 市 ) 西 北

4 0 k m ( 8。卫 ) 场十万山
,

山上有斗大的洞穴
,

有流泉注入大河
, “

每谷雨
,

有鱼千 万
,

拥

挤而出
。

山多异石有色似太湖者
,

又 有回声似灵雌者
,

但不可多得
。 ”

3
.

3
.

5 温 京泉
:

①旬 邑县宝峰峪有温凉泉
, “ 冬温夏凉

,

亦清 甘” ,

又称温 凉 河
。

又县东

。
.

5 k m ( 1里 ) 许有 自马泉
, “

其水给碧
,

每阴雨则伏而不流
,

早则涌溢
,

人莫测 异
; ” ②

西乡县
:

西南 3 0 k m ( 60 里 ) 有温泉
, “

夏冷冬温
” 。

名
.

3
.

6 苦泉
:

佳县西 门外有苦泉
, “

味苦
,

天早蛇浴其中
,

牛饮之立死
。 ”

3
.

3
.

7 奥泉
:

甘泉县北 5 k m ( 10 里 ) 有臭泉
, “

泉色青黑
,

微有臭气
,

人言其下有铜矿
。 ”

丫

3
.

3
.

8 河眼泉
: “

在华阴县东 14
.

5 k m ( 29 里 )
,

其水或涌或止
,

俗传以 为 河眼
。 ” 又称

稿泉
,

相传泉水与黄河相通
。

我省泉水资源丰富
,

遍布名山大川
,

泉水类型多
,

又有丰富的人文景观和土特产资源
,

.

:
’

因此
,

保护和开发历史名泉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

使历史名泉清流不息
,

成为千百年来

{ 造福于人类 的永不 消失的胜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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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训部长来西安地矿所视察

6月 1 2日下午
,

中共中央委员
、

地矿部部长兼部党组书记朱训同志一行 7人来我所进行了短暂视察
。

朱
一

部长听完汇报后说
,

西安所除了三个特色 ( 海相火山岩
、

基性超基性岩
、

环境地质 ) 外
,

秦岭地区的研究要

作一个重点
,

应该有一帮人
,

要把区域地质的重点放在秦岭地区
,

持之以恒
,

一代一代搞下去
。

朱部长说
,

洒安地矿所的
“
三二四三

”
计划 目标很好

,

要抓实
。

朱部长对我所新近完成的西北地区 1 :
2 5 0万海相火山岩

及有关矿产分布图和秦巴地区 1 : 100 万地质图
、

矿产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

高兴地说
: “

西安所应该在西北

地区
,

特别是近在身边的秦巴地区
,

为地勘单位编绘高水平的地质图件 ; 应该出更多更突出的科研成果
” 。

( 西安地质矿产研 究所 王 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