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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岘山”又名“铁顶山”“霍阳山”，位于寄料镇。因是界山，故相邻的洛

阳市汝阳县也将其归为己方。汝州一侧为寄料镇炉沟村西部，导航距离

约 50公里；汝阳一侧为三屯镇岘山村，导航距离约 69公里。此山属伏

牛山系，主峰祖师顶海拔 1165.8米，系汝州第一高峰，号称汝州“众山之

冠”。相传岘山之巅的祖师庙，主殿房顶最早是用铁瓦铺成，故名“铁顶

山”。据说当年修建时，由于道路难行，一块块铁瓦都是捆在羊背上驮到

山顶，建筑之难可想而知。而“铁顶山”这一名称，似乎也在向人们讲述着

那曾经艰难的建筑史。（注：历史上汝阳县曾长期属汝州管辖）

岘山汝州一侧因山势奇峻，仅有狭窄的水泥路通往山脚下，上山的

道路碎石嶙峋、荆棘密布、坡陡弯急，目前无法通车。

岘山北侧是玉皇顶，顶部有一座简易的庙宇。祖师顶与玉皇顶中间

的凹陷部分就是著名的“过风垭”。不管是从汝阳县还是从汝州境内的岘

山上山，过风垭是必经之地。岘山主峰祖师顶，顶部面积不大，建筑稍显

拥挤。岘山主峰南侧，壁高千仞，幽谷森森，地势险要。

从汝州一侧到岘山，需要导航寄料镇炉沟村，距离约 50公里。从汝

阳一侧登山，直接导航岘山景区，智能推荐路程约 69公里。如果选择最

近的路线，可节省 10公里的路程，但需要走寄料镇到小店镇的一段路

（小柏线）。

站在岘山顶，举目四顾，北边的山梁上，巨大的风车随风而舞，轻灵

而又优雅。东面，那片阳光普照的山川，是家乡———汝州。蜿蜒的山路隐

入远方的雾霭，虽是崇山峻岭，却阻挡不住人类的脚步。

百度搜索“岘山”，远没有湖北襄阳那座“到处是名胜，遍身皆古迹”

的山岭名声显赫，但作为老汝州八景之一，那层层叠叠的翠色、巍峨峻拔

的身形，仍然吸引着众多文人骚客的脚步。

汝州之巅———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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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德《汝州志·景致·汝州》卷三记载曰：“岘山叠翠，岘山在州西南，其山截然高耸，叠嶂层峦，眉黛如画。”

清·康熙三十四年《汝州全志·州西八景》卷一记载曰：“岘山叠翠，汝山唯岘山孤危，一峰插天，远望则叠嶂层峦，穿云耀日，菁葱之色可嘉。”

清·道光《伊阳县志·八景图》卷首记载曰：“岘山叠翠，邑南三十里，叠嶂层峦，中峰独峻，群山不能掩。遥望翠色迎人，形胜与襄阳岘山相类，故名。”

元·张政《岘山叠翠》：“叠嶂层峦翠色重，白云散尽现晴峰。眼前眉黛浑如画，谁识天机造化工。”

明·张维新《现山叠翠》：“片片芙蓉刺碧空，何年御跸访高风。只今层嶂浓于染，幻出秋容图画中。”

明·方应选《现山叠翠》：“谁将黛色点秋空，削出芙蓉千万丛。一自翠华传御跸，山山萝薜借青葱。”

清·无名氏《岘山叠翠》：“危峰崱屴接云平，疑在襄阳道上行。羊祜无碑谁堕泪，龙旌此驻得留名。雨余湿翠堆无际，天半空青落有声。一幅烟容描不尽，并将画意入诗情。”

———刘孟博整理

如水墨画般的岘山

远观岘山山势嵯峨

通往山顶的水泥路 岘山叠翠，远黛如画

无限风光在险峰

主峰西北侧是玉皇顶

汝阳境内上山，穿过门洞就到了汝州境内

主峰祖师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