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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丽区
丽区，即泰山南麓贯通东西的环山路一带，依山临

城，一路行来，泰山之雄，泰城之丽，交相辉映，目不
暇接。丽区的主要景点有王母池、虎山公园、普照

寺、冯玉祥纪念馆、老君堂、五贤祠、天外桥、“天
池”、泰山西湖。 摄影 李际山

撰文 白如云

王母池
王母，又称西王母、王母娘娘，是道教主神之一。泰山王母庙中有泉水成池，人称王母池。泰山王母庙始于何时，未

见记载，但在曹植和李白的诗中均有提及。王母池，又名瑶池，位于环山路北中溪谷口，此处依山傍水，是三进庙堂式建
筑，前院是王母池，中间是群玉庵，后院是七真祠，整座朱红色的建筑隐藏在绿树之中，堪称“万绿丛中一点红”。

天外桥
天 外 桥 位 于 天 外 村 广 场 以 东 ， 建 于 2000

年。从下游往上看，一条清澈的河水，似从蓝天奔
流而下，空中的那座青灰色的桥，搭在葱绿的两
岸，仿佛是连通天际之桥。

虎山公园
虎山公园位于八仙桥以北，原名“小蓬莱”。《礼记·檀

弓》记载孔子过泰山侧，留下了“苛政猛于虎”的名言。这里有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风景十分秀丽。

五贤祠
五贤词位于普照寺西北，宋代建观，明代

建祠，人物历代叠加。五贤即“孙复、石
介、胡瑗、宋焘、赵国麟”。

孙复，山西临汾人，北宋初学者，泰山学
派代表人物；石介，泰安人，北宋初学者，因
在徂徕山建书院，时人称“徂徕先生”；胡
瑗，江苏泰州人，北宋初学者，教育家，官至
太常博士，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宋
焘，肥城人，曾在泰山建青岩居，编著有《泰
山纪事》一书；赵国麟，泰安人，官至文渊阁
大学士，后辞官隐居泰山，著作颇丰。

普照寺
普照寺位于凌汉峰下，为六朝古刹。金大定五年，奉敕重

修。明宣德三年，高丽僧满空禅师在此20余年，复兴普照寺。清
光绪六年，重修正殿和东西配殿。新中国成立后多次修缮。大雄
宝殿内置释迦牟尼鎏金铜像，背衬火焰佛光。

清康熙年间，普照寺住持僧元玉曾有一段关于泰山的名
言：“愿天下泰，泰山始是泰。愿天下安，泰安始是安。若一人不
安，便是泰安不安；若一人不泰，便是泰山不泰。”

老君堂
泰山老君堂位于泰山南麓红门路北端东

侧、王母池西临，是泰山供奉道德天尊（太上
老君） 的宫观，始建于唐初。唐代皇帝姓
李，于是将老子李耳崇奉为道教始祖。唐高宗
尊其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称其为“大圣
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皇大帝”。

冯玉祥雕像
冯玉祥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

军事家和政治家。1932年至1935年，他曾两次隐
居泰山，做了许多好事，留下了大众桥、冯玉祥小
学和48块著名的诗配画。

冯玉祥雕像、诗配画刻石位于普照寺东侧冯玉
祥纪念馆内。

“天池”
泰山抽水蓄能电站像一座“天池”，镶嵌在山

峦之中，为泰山平添了一分灵性，成为青山与绿水
相间、自然与文化相融的景点。泰山抽水蓄能电站
2007年投入商业运行，电站上水库库容1107万立
方米，年发电量 13 亿千瓦时，电网主要担负调
峰、填谷功能。

泰山西湖
泰山西湖位于泰山环山路南，集泰山西部流域

的水系于一库，初名“大河水库”，具有防洪、灌
溉、景观功能。

泰山西湖占地约46.67公顷，建有蓄能电站下
库、水上运动、沿湖观光、市民广场和120米水文
化艺术长廊，再现了中国水利史和现代科技的辉
煌，是泰安现代建设的又一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