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鼎峙中原，又有女皇武
则天封禅嵩山、中岳封神和30多
位皇帝的亲临，嵩山自古以来被
赋予了特殊的观念内涵。

嵩山居中原，中原系炎黄部
族最初筚路蓝缕的祖居地和由来
之地，孕育了华夏部族的根脉，乃
中华民族文化之发源地。 夏禹

时称为“嵩高”、“崇山”。周公著
《尔雅》上说：“山大而高者叫嵩，
合而言之称为嵩高”；唐尧时登封
县为崇地，故嵩山叫崇山。周平
王东迁洛阳以后，始定“嵩高山为
中岳”。嵩山这一名称是汉武帝
以后才出现的，以后各代均沿称嵩
山为中岳。《诗经·大雅·嵩高》所谓

“嵩高惟岳，峻极于天”，嵩山由于
奇异的峻峰，宫观林立，因而荣膺
中岳“嵩山”称号，遂居中国“五岳”
名山之首。在国人“中原、中州、中
土、中国、中华”的中文化观念链
中，嵩山成为“天地中心”之征象、
民族表记之寄托，聚合成中国人尤
其是中原人的原始心结。

嵩山挺立天地之中，巍峨耸峻，奥秀天下，成
为中原地区的自然地标与文化景仰物，所谓“高山
仰止”，中原人提起嵩山，向往之情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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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淞通过多年的走访
和考证发现，中岳嵩山古称
太室，是华夏圣山，太室祠就
是华夏民族的太庙，中国古
代帝王祭祀、封禅以及民间
为纪念先祖兴起的古庙会
就是西方所谓的朝圣。庙
的繁体字“廟”由一个广字
和朝字组成，即广大人民朝
圣的意思。而且朝圣的地
点就是嵩高山——嵩山，朝
圣的祠堂就是供奉着华夏先
祖的天室、大室、太室之祠
——中岳庙。

中岳嵩山地处天地之
中，其“萃两间（天地）之秀，
居八方之中”，山龄久远，堪
称“万山之祖”，文化积淀博
大精深，神奇古奥，在华夏历

史文明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
作用。《尚书·洛诰》称“王入
太室祼。”《孔传》言“太室，
清庙。”孔颖达疏：“太室，室
之大者，故为清庙。庙有五
室，中央曰太室。”《春秋·文
公十三年》：“大室屋坏。”杜
预注：“大庙之室。”太庙是中
国古代帝王的宗庙，是供奉
最早民族创立者的地方。《山
海经·中山经》载：“少室、太
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
具，婴以吉玉。”王建淞说，以
上记载言明太室山和少室山
不仅是万山之祖，而且是华
夏先祖的诞生地、建功立业
地和安息地，因此，嵩山是华
夏民族 5000 年来最早所供
奉的太室太庙。

嵩山：
华夏民族最早的
太室太庙引热议

近日，一篇《中岳与嵩山是华夏民族最早的太室太
庙》的文章引起热议。太室祠是华夏民族的太庙吗？记
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文章的作者、嵩山文化研究会副
会长王建淞以及相关专家、学者。
登封时报 孙淑霞 文/图

嵩山地处中原，东西横卧，古
称“外方”，夏商时称“嵩高”、“崇
山”，西周时称天室山。嵩山是一
座古老的山脉，36亿年前它横空
出世，屹立于苍茫的地球东方。5
个不同地质时代的印记，使之成
为“天然地质博物馆”。

嵩山又分为少室山和太室山
两部分，共72峰，主峰峻极峰位于
太室山；最高峰连天峰位于少室
山，高1512米。嵩山北瞰黄河、洛
水，南临颍水、箕山，东接五代京
都汴梁，西连十三朝古都洛阳，素
有“汴洛两京、畿内名山”之称。

嵩山，相继产生了儒教四大
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佛教的禅
宗祖庭法王寺和少林寺、道教的

圣地中岳庙，嵩山是儒释道三教
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三教合一体
现最为完美的地方，其宗教文化
独具特色。

在嵩山的三教圣地中，以中
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
为代表的儒教文化在我国儒学方
面占有重要地位；嵩山法王寺建于
东汉时期，是中国佛教寺院的发祥
地之一，少林寺是中国佛教的禅宗
祖庭，佛教文化独领风骚；中岳庙
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道教庙宇之一，
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嵩
山，三教合一，儒教居中，佛教居
西，道教居东，和平共处，共同发
展。在嵩山地区很早就酝酿出现
了儒学思想。在儒学产生之前，

尧、舜、禹、汤、周公等先贤在嵩山
地区有大量敬天卫民的活动，而这
些人物正是儒学推崇的“道统”圣
人。春秋初期，郑国颍谷封人、颍
考叔被称为“纯孝伯”，一直被后世
儒家所推崇，现在登封境内还有很
多考叔庙、考叔祠。

嵩山曾有 30 多位皇帝、150
多位著名文人所亲临。“二室凌青
天，三花含紫烟。中有蓬海客，宛
疑麻姑仙”出自唐朝诗人李白的
作品《赠嵩山焦炼师》,“迢递嵩高
下，归来且闭关。”唐代诗人王维
在嵩山留下诗篇《归嵩山作》……

嵩山被称为五岳之尊、万山
之祖，与其博大精深的地质特色、
文化特色息息相关。

嵩山文化厚重深奥、复
杂多元，王建淞说，汉民族创
立者以及为民族昌盛做出重
大贡献者去世后，古人就削
木为像供奉在太室祠（今中
岳庙）之中，年年举行盛大的
拜祖和祭祀仪式，上古时期
的盘古、混沌、伏羲、女娲、炎
黄二帝、立国始祖大禹等均
在此供奉。

汉代以后五岳概念的形
成和道教的兴起以及文化重
心的南迁北移等原因，“太室
祠”被逐步神话，改称为“中
岳庙”。故此，人们逐渐对太
室太庙的神圣感淡化和遗忘

了。那么，传承数千年的中
岳庙会不仅是华夏民族远古
的记忆，而且是华夏民族最
早的朝圣节。

就《中岳与嵩山是华夏民
族最早的太室太庙》一文的说
法是否正确，记者电话采访了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副秘书长、中国环境考古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豫秦教
授，宋豫秦赞同此观点。知名
学者、河南省商务厅退休干部
宋宗祧赞同此观点。

嵩山是否为华夏民族最
早的太室太庙，欢迎专家们
各抒己见。

中岳嵩山是华夏圣山

中岳庙会是华夏民族最早的朝圣节

嵩山是由太室、少室两座大
山组成的。大禹是中华民族的重
要缔造者、立国始祖和人文初祖
之一。大禹的一生和嵩山的太室
山和少室山的关系十分密切。至
于为什么叫太室山和少室山，也
与大禹有关。

据登封市文史委主任常松木
介绍，室是妻室的意思，太室为大
妻所居，少室为小妻所居，所以分
别叫太室和少室。

相传大禹在治理洪水的时
候，娶涂山娇为妻。婚后，大禹把
涂山娇安排在崇山脚下居住。涂

山娇的妹妹涂山姚随姐姐也一起
到崇地安家，大禹把她安排在季
山脚下居住。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后来要开凿辕关，大禹在家门前
这才见到了涂山娇。据嵩山地
区的故事传说，为了加快开凿辕
关，大禹变成力大无比的黑熊
凿石运土，涂山娇给禹送饭的
时候，发现了丈夫的化身是黑
熊，一气之下变成了石头。大
禹从石头中唤出了儿子启，然
后抱着启去找涂山姚。涂山姚
见大禹笃志为民治水，对他十

分爱慕，便嫁给了大禹。从此
以后，她不仅代替姐姐照顾孩
子，还协助大禹治水。后来，大
禹就把涂山娇住的崇山叫“太
室”，把涂山姚住的季山叫“少
室”，太室山和少室山也由此得
名。现在，太室山山下还有“启母
阙”作为国宝见证历史，少室山下
也有“少室阙”遗迹。

行走于嵩山路上，探幽于峡
谷深壑之间，沉醉于文化渊薮之
中，美景、遐思与共，其文化精神
温润无数炎黄子孙之灵魂，砥砺
我们为之奋斗、前行。

文化渊薮 三教荟萃独具特色

“五岳”名山之首“天地中心”之征象

大禹的嵩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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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天地中心”之征象 民族表记之寄托
中岳嵩山好风光：太室山和少室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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