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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落于浙江省东中部的天台山，东连宁海、三门，西接磐安，南邻仙居、

临海，北界新昌。是驰誉海内外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和济

公“活佛”的故乡而闻名于世。  

   198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2年又被列为“浙江省十大旅

游胜地”。风景区总面积达187．1平方公里，风景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自古以来有

“大八景，小八景，有名有胜三十景，究竟共有多少景，数来数去数不清”之说。

天台山集诸山之美，其最大的特点是古、幽、青、奇。东晋文学家孙绰在《游天台

山赋序》中描写道：“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

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足迹遍天下，三上天

台山，写下二篇游记，并将《游天台山日记》赫然标于《徐霞客游记》篇首。清代

著名学者潘耒在游览天台山后发出了浩叹：“吾足迹半天下，所见名山岳镇多矣，

大率山自为格，不能变换。掩众美、罗诸长、出奇无穷、探索不尽者，其惟天台

乎！……台山能有诸山之美，诸山不能尽台山之奇，故游台山不游诸山可也，游诸

山不游台山不可也。”对天台山的自然景观作了高度的评价。  

  天台山的自然景观得天独厚，人文景观悠久灿烂。这里即有汉末高道葛玄炼丹

的“仙山”桃溪，碧玉连环的“仙都”琼台，道教“南宗”圣地桐柏，天下第六洞

天玉京；又有佛教“五百罗汉道场”石梁方广寺，隋代古刹国清寺，唐代诗僧寒山

子隐居地寒石山，宋禅宗“五山十刹”之一万年寺和全国重点寺院高明寺；还有那

画不尽的奇石、幽洞、飞瀑、清泉，说不完的古木、名花、珍禽、异兽，因而获得

“佛宗道源，山水神秀”的美称。  

  “佛国仙山”还造就了无数神奇的传说。千古流传的汉朝刘晨、阮肇采药遇仙

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天台山是天然的植物园和动物园，奇草异木、珍禽异兽极多。

有隋梅、唐樟、宋柏、宋藤，有被称为“长生不老药”的乌药和“救命仙草”的铁

皮石斛。尤其是广布千米高山的云锦杜鹃，龄逾百年，古干如铁，虬枝如钩，枝繁

叶茂。每年暮春，淡红、嫩黄之花竞相开放，花大而艳，一树千葩，团花锦簇，望

之似锦若霞。树之古、面之广、花之盛，全国少见，为天台山一大植物奇观。另

外，还有大灵猫、 苏门羚、云豹等珍稀野生动物。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天台山的

风景旅游资源。 

  天台山不但自然风光奇丽秀美，人文积淀深邃厚实，而且旅游的区位条件也相

当优越。往东有“蒋介石故居”所在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雪窦山，北有“越中胜

境”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绍兴和新昌大佛城相接，南有温州雁荡山，西有浙中金华

双龙洞，兰溪诸葛村和东方好莱坞──东阳横店影视城，可谓旅游要冲、黄金地

带。现在，以天台山为中心，涵盖浙东的二小时旅游经济圈正逐步趋于成熟，浙江

旅游界为此编有“天台居中，游遍浙东”的顺口溜。  

  天台是中国最早产茶地之一。天台山盛产优质高山茶叶——云雾茶，还诞生了

东方茶文化——中国茶道。天台山还盛产中药材、有白术、茯苓、石斛等名贵药材

1000余种，其中“天台乌药”品质独特，是中医的“长生不老药”。  

（编辑：Te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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