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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亚 印 象 
 

儿时就经常唱着《请到天涯海角来》，对于许许多多的人来说，海南、三亚、天涯海角真的是一个梦

牵魂绕的神秘地方。9 月 11 日，这个美国的国难纪念日，公司销售人员一共 14 人从全国不同地方都飞向

三亚召开“2007 年区域经理销售会议”。 

大家到三亚都非常急切的想领略那里的蓝天碧海和名胜古迹，所以我们在议程上做了这样的安排：12

号游玩天涯海角、南山、蜈支洲岛；13号开会，14号返程。 

12 号一大早大家就在海航度假酒店大堂集中，有说有笑地登上了中巴车，车子行使在宽阔的滨海路

上大约 20 分钟后，我们便来到了久负盛名的天涯海角。 

早就听说过这样的话了：“来海南不来三亚——等于没来海南，来三亚不去天涯海角——等于没来三

亚。” 天涯就是天之涯，海角就是海之角。我们总是用天涯海角来形容遥远而难于临至或者需经千辛万苦

才能到达的地方。心里想这个天涯海角一定是个了不起的景点了，但看完天涯海角之后真的让人大跌眼镜，

真的是不来遗憾，来了更加遗憾！人世间沽名钓誉的人多，看来欺世盗名的景点也不少。 

天涯海角的沙滩海浪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大差别，三大景观分别是南天一柱、天意、海角。三大景观

其实就是三块大石头。虽然三块石头看似不大，但却大有来头。1986 版的两圆人民币的背面图案采用的就

就是这“南天一柱”的风景图。 

“南天一柱” 的上款刻着“宣统元年”四个小字，下款刻的是，“永安范云梯”字样。“宣统元年”

也就是“公元 1909 年”，永安是地名，经考证是指“永安州”，也就是现在的广西贺州地区的锰山县。

“范云梯” 是“南天一柱” 的题字作者，字步月，永安水窦村人，出生于清同治二年。“范云梯”在海

南为官前后十八年，宣统元年晚清朝廷腐败无能，外国列强纷至沓来，共同瓜分中国，清朝处在内外交困，

危机四伏，风雨飘摇之中，当时 46 岁的“范云梯”出任崖州知州，苦心经营海南岛这块不毛之地。一天

巡边至此看见惊涛之中一根石柱顶天立地，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有道是，“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意

到笔到，“南天一柱”四个大字一挥而就。只见字体端庄，雄浑有力，笔记饱满，言近旨远。 

    远古先民的“地方天圆”，认为大地是方形的，故有东南西北的说法，天是圆的，天笼盖着“四方大

地”，大地东南西北分别有四根柱子支撑着天空，如此的南天一柱迎合了人们的地方天圆之说。 

看完“南天一柱”，沿着沙滩走二百米左右，就可以看到正前方十多米高的花岗岩小山，上面刻着“天

涯”两个大字，这就是所谓的“天涯”了。在“天涯”上款刻着“雍正十一年”，下款刻的是“程哲”。雍

正十一年（距今已有 260 多年），时任中国 南端的崖州太守程哲，一天路过海湾，一巨石判决海滩路中，

构筑天然屏障，岩顶蓝天、高耸天际，青山白云环绕朝向神奇的海风吹来，引发感慨，便题写了“天涯”

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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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角”就在“天涯”的边上。“海角”两字，据说是出自清末文人之手，虽有种种传闻，但至今仍

无法考证。 

在海角天涯游玩的时候，导游一再让大家为自己许下心愿，我也真切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走遍

天涯海角仍然相依相伴！ 

看完天涯海角，我们驱车来到了南山文化旅游区。 

南山文化旅游区是我国罕见的超大型文化和生态旅游园区，规划面积 50 平方公里，包括南山佛教文

化苑和南山大小洞天旅游区两大部分。是国家旅游局确定的首批 66 个 5A级旅游景区中的两个。  

走近南山佛教文化苑，首先进入眼帘的是气势宏大、清静庄严的大门景观。门桅上大书“不二”两字，

因此这座大门就称为“不二法门”。这是应了佛教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不二”是什么意思? “不二”

是佛教认识和对待事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二”也称“无二”、“离两端”。所谓“二”，是“区别”的

意思，有和无是二，生和死是二，色和空也是二，等等。所谓“不二”，是指通过修炼，达到超越一切事

物和现象之间的是非善恶等各种有区别的境界，也就是“诸法空相”、 “四大皆空”的意思。这实在是很

抽象的哲学问题。  

进入大门，一种清凉极乐世界的景观和氛围立即包围着你。靠近大门的是一座颜色各异、构思精巧的

七米高的大花篮，四周围着四只大象，造型均用草茵铺面制作，充满了大自然的气息和诱人的艺术魅

力。     

    南山佛教文化苑很大，景点很多，时间有限我们没有一一细看，只是在观音殿前驻足，在南山寺庙前

徘徊，并在 108 米高的海上观音像前留了影。   

    观音殿中供奉的是一尊金玉观世音塑像，总高度 3．8 米，雕饰材料有黄金白银 100 多公斤，南非钻

石 200 多颗，红蓝宝石、祖母绿、珊瑚、松石、珍珠等数千粒，各类翡翠玉石 100 多公斤，并配衬白色翡

翠和紫檀木精雕须弥底座，总价值估计近两亿元人民币。金玉观世音被确认为世界 大的金玉佛像，并被

录入 1999 年吉尼斯大全。金玉观世音体态丰美，肌肤光润，面如满月，安详恬静，慈悲仁爱。    

    南山寺是经国家批准建造的规模 大的仿唐风格的佛寺，位置在南山佛教文化苑的中心景区，占地 400

亩。这里依山面海，居高临下，视野开阔，气势恢宏。无论是外形建筑、室内装饰、家具还是佛像造型，

都按照唐代风格精心设计，显示出一派盛唐景象。“仁王门”是南山寺的第一道门，门桅上高悬着金灿灿

的“南山寺”三字额匾，这是由已故的原全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特意题写的。仁王门俗称山门，殿

里供奉着分列左右的两尊护法金刚，高大雄伟，忿目怒睁，凛然可畏。 

    南山佛教文化苑及其中心南山寺之所以名为"南山"，一是依地取名，二是为了纪念鉴真和尚。鉴真和

尚属“律宗”，又名“南山宗”，同地名巧合。史载，唐朝天宝年间，高僧鉴真和尚从扬州乘船东渡日本，

因风浪阻滞多次未能成行，第五次在舟山群岛附近又遇到台风，漂流海上十多天，来到三亚南山附近的宁



《行走天下》 

远河口登陆。对国家统一立过大功的黎族英雄洗夫人的后裔冯崇债驻守海南，闻讯立即派了四百官兵，把

九死一生的鉴真和尚和他的随行弟子迎请到自己家中。住了一年，又亲自领兵八百把他们护送到崖州。由

于原崖州寺庙早已坍塌，鉴真和尚意欲重建。冯崇债命令农奴们三日之内每人献圆木一根，很快就建成了

佛殿、讲堂、砖塔和一丈六尺高的释迦佛像。鉴真和尚在此驻留一年半，传法布道。他同弟子们重整旗鼓，

返回扬州后第六次东渡日本终于成功，在奈良东大寺筑坛传戒，成为日本律宗的初祖，对中日文化交流做

出极大贡献。 

    与此同时，日本著名遣唐僧空海大和尚西渡中国求学，海上遇台风，也曾漂泊至南山，休整后经泉州

到达长安。由此佛家历来视南山为福泽之地。   

    海上观音像的塑造，集中了国内外佛教、雕塑、绘画等各界著名专家学者的智慧，建成后将成为海南

乃至中国佛教文化的标志性景观之一。据专家们称，海上观音像拥有三个独特的佛教文化及雕塑艺术特点：

一是高度罕见，观音像高 108 米，比美国自由女神像还高出 16 米；二是造型独特，展现为三尊手势各异

的白衣观音像的合一体，是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完美结合的经典佛像作品；三是建筑占地面积大，观音像

基座内的圆通宝殿总面积达 13000 平方米，建成后通过一道普济桥与陆地相连，将成为展示佛教文化的艺

术殿堂，有望成为世界 大的观音殿堂。海上观音的塑造，被佛教界誉为世界级、世纪级佛事工程，佛教

界、文化界都予以高度重视。     

南山佛教文化苑景区辽阔，气魄宏大，一般园林无法企及。南山既有优美的生态环境，又富于历史因

缘的文化积淀。南山与佛教确有不解之缘。同时在中国传统的福寿文化中，传扬千古、脍炙人口的名句“福

如东海，寿比南山”，也道出了南山与福寿文化的渊源：据说东海就是三亚大东海，南山就是南山文化苑

的南山。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海南的人口平均寿命 高，而三亚市的人口平均寿命为海南之冠，南山

又居三亚市之首。在这一带，现有 95 岁以上的老人近千名。 

在南山吃完斋饭，大家在车上休息近一个小时，来到了蜈支洲岛码头，船行 15 分钟，就到了三亚目

前大家都众口一词认为 好的旅游景点——蜈支洲岛了。       

  蜈支洲岛面积 1．8 平方公里，是海南岛周围为数不多的有淡水资源、有良好植被的小岛。这里原是

军事要地，曾有部队驻扎了 30 多年，因此岛上的环境，周边海底的珊瑚礁，都保护得相当完美。各种颜

色的海底珊瑚礁使海水呈现出浅蓝、蔚蓝、深蓝各种颜色，层次十分清楚。海底沙质细白，海水绝无污染，

这里的水清澈见底，据说能见度有 27 米，说比我们庆元百山祖山百瀑沟的水还要清澈恐怕没有人相信。

清澈的海水使蜈支洲岛也成为了三亚 好的潜水区。       

    蜈支洲岛好比是一块浓绿的翡翠漂浮在湛蓝的大海上。这里有洁白的沙滩，如茵的草坪。岛上乔木高

大，灌木繁茂。岛西平缓的海滩上有大面积的椰林，呈现出典型的热带海岛风光。游人在岛上可进行日光

浴、海水浴，还可参加潜水、摩托艇、海钓等多种海上活动和沙滩运动。在这静谧的小岛上，鸟声婉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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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烂漫，各式住房掩映在树丛中；椰林中的秋千架，海边沙滩上彩色的遮阳伞，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

怡。 

上岛之后，除我之外其他人都选择去潜水。看着大家坐上电瓶车渐渐远去的身影，我也选择乘电瓶车

绕岛一周游。路面很好，但却高低起伏不定，车开着开着以为没有路了，但一转弯却发现前面又别有洞天。

蜈支洲岛海岸线上一半是沙滩，一半是礁石，礁石上随时可见众多的跳跳鱼和螃蟹在上面逗留，真的是难

得的景象。整个行车过程中除了观日岩可以让人停下来逗留之外，其余地方为了安全，也为了不打扰鱼群，

都不让游客下车观赏。 

观日岩位于蜈支洲岛的东南悬崖处. 站在岩上凭海临风, 俯瞰全岛, 辽阔的南海尽收眼底. 悬崖下

面,怪石嶙峋。每逢风起，激浪拍石，浪峰过后，海面上一片雪白的浪花，真的是叫“卷起千堆雪”呢。

此情此景不由得想起了曹操和他的《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电瓶车在岛中间一座庙前停下，导游说到终点了。庙不大，红砖碧瓦，香火很是旺盛。据说， 早这

庙里供奉的乃是中华文字鼻祖——仓颉，是清朝时期的一位知州修建的。可是当地生活的渔民却并不买我

们这位文字鼻祖的帐，他们信的是保佑渔民出海平安的妈祖娘娘。知州会换会死，可渔民们却子子孙孙无

穷匮也。 终，庙还是成了妈祖庙。由此可见官方文化并不能代替民间文化，而且民间文化具有更强的生

命力。 

在寺庙前还看到了有七八千年树龄的龙血树。看着矮矮的，其貌不扬的小树，真的无法想象竟然有七

八千年的历史。 

走出寺庙，走出椰树林，来到了海边。隐约看见海上不远处有座小亭，中间以木桥与岛相连。走近后

才能看清桥头赫然写着三个金色大字“情人桥”。不知道为何这座木桥叫“情人桥”，但心想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情人 适合来的地方了。 

走过情人桥，静坐在细白的沙滩上，慢慢品味着中国 美丽的海岛。快要下雨了，乌云密布，但依然

掩饰不住蜈支洲岛那动人心魄的美。 

四点半，大家潜水回来，虽然很多人还没有到其他景点游玩，也来不及感受一下这清澈见底，难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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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细白沙滩，由于要赶 后一趟快艇，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看着被螺旋桨卷起的一片浪花，忍不

住在心底默默念着：“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13 号会议如期的顺利召开，14 号下午 1 点半离开了三亚，在飞机上有幸拍下了真正海天一色的三亚

俯瞰照片，也拍下了平时难得一见的白云朵朵…… 

离开三亚已经有些日子了，但那里的美丽依然清晰地留在脑海里，如果有人问我中国什么地方 美丽，

我还是会把只有 45 万人居住的年轻海滨城市——三亚，尤其是蜈支洲岛列入少有的几个景点之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