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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

佛教在嵩山落迹，道教在嵩山发端，儒教在嵩山光大。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祖先们为嵩山留下了许多文化瑰宝，
形成了以嵩阳书院、嵩岳寺塔、会善寺、观星台、中岳庙、汉三阕、少林寺为代表的嵩山历史建筑群,中国古代的礼制建
筑、佛教建筑、教育建筑和科技建筑在嵩山都能找到优秀代表。作为2009年国家唯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目前
已进入冲刺阶段，本周，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将率领文物专家，到登封市指导嵩山历史建筑群的申遗工作，联合国专
家也将于今年8月下旬，对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项目进行验收。本报记者走进嵩山历史建筑群，领略嵩山深厚的文化
内涵。

嵩山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历史建筑群申遗

嵩阳书院见证嵩山
儒释道兴衰史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嵩阳书院是一
所传播儒学和理学的古代“高等学校”。但
在嵩阳书院的历史上，它还曾是佛教和道
教的场所。后来成为儒教的圣地后，所传
播的新儒学中就糅杂了许多佛教和道教的
思想。

袁战森说，嵩阳书院最早建于北魏时
期的公元484年，起初叫嵩阳寺，是佛教的
僧院。隋朝时，嵩阳书院又改名为嵩阳观，
成为道教活动场所。唐代时，道教活动发
展到鼎盛，一位名叫潘师正的道士自称已
活了 600 岁，深得武则天和皇帝李治的羡
慕，曾两次来到此处向潘师正求教长生不
老术，并在嵩阳书院的东北侧建了行宫奉
天宫，在这种背景下，道教在嵩山得到了很
大的发展。据说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就是
潘师正的弟子。

五代后唐清泰年间，进士庞式及舒元
等曾在嵩阳观聚众讲学，后周时改为太乙
书院，开始成为儒学活动中心。

宋初又更名为太室书院，1035年，重修
太室书院时，宋仁宗赐名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有两大稀世珍宝，一个是将
军柏，另一个就是嵩阳书院门口的大唐
碑。”登封市文物局副局长宫嵩涛说，大唐
碑的全称是“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
颂”，是嵩阳书院作为儒、佛、道交融的有力
证明。

该碑重达80多吨，高9米多，是我国现
存唐代最大的石碑，有“古代碑王”之称。
碑文记述的是唐玄宗李隆基崇信道教、命
方士在嵩阳观炼丹，以求长生不老的事。
文章是由当时的宰相李林甫所作，书写者
是唐代书法家徐浩，八分隶书，字态端正，
笔法遒劲，姿态横生。

二程创设理学，主
张“存天理，灭人欲”

“嵩阳书院作为私人讲坛‘圣地’，对二
程理学的形成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登封
市申遗指挥部档案组副组长常松木说，程
颢、程颐兄弟二人在嵩阳书院讲学十余年，
创设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要义的理学，
理学自南宋立为官学后，历经元、明到清，
影响中国封建社会达六七百年之久。

理学其实是吸收佛、道宗教思想以及
对传统儒学进行的改造和发展。常松木
说，包括二程创设理学在内，儒学在历史上
曾有两次大的改变，第一次发生在西汉时
期，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之说对孔孟原始儒
学进行了第一次改造，使原本十分简单的孔
孟伦理规范，变为富有政治色彩并包容社会
所有道德、思想、文化、礼俗标准的统治思
想，其核心就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这
种经汉儒改造的神学化的儒学称为“汉
学”，和二程与朱熹创设的新儒学——理学
相比，也称“旧儒学”。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安国楼对二程
理学非常有研究，他说，程颢和程颐在嵩阳
书院形成和传播的理学与汉代以来的传统
儒学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将儒学由神意
发展到天理，变神学化的儒学为哲理化的
新儒学。在新儒学中，最主要的思想就是

“存天理，灭人欲”，诸如“饿死事小，失节事
大”的说教成了禁锢中国女子的沉重枷锁。

作为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嵩
阳书院在登封当地有着“古代的
北大清华”之说。在这里，程颢、
程颐兄弟二人对传统的儒学进
行改造，创立了以“存天理，灭人
欲”为要义的理学 ，提出了“饿
死事小，失节事大”等伦理道德，
成为统治中国数百年的思想理
论体系。

程氏二兄弟创办的理学还
吸收了许多佛教和道教的思想，
如今走进嵩阳书院，在古朴幽香
的古建筑中，还透露着许多佛教
和道教的信息。自宋代以后，在
教学和学习上吸纳并蓄的传统
一直延续下来，以论辩形式为主
的教学模式也值得现代人借鉴。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
晚报记者 袁建龙 文/图

嵩阳书院位于嵩山南麓，太室山脚下，这里
山峦环拱，清雅静谧，建筑古朴雅致，大方不俗。
在登封当地有着“中国古代的北大清华”的说法。

说嵩阳书院是古代的“北大清华”是因为
它创建早，影响大，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
应天书院，并称为四大书院。在规模上，嵩阳
书院的鼎盛时期，学生有数百人。嵩阳书院
的教师也都是当时国内的顶尖人物，司马光、
范仲淹、韩维、吕诲、李纲等都曾在这里讲过
学。嵩阳书院在古代还有大量藏书，并建有
藏书楼和书库，并有“掌书”管理，在清代，藏
书已达到 86万册。

嵩阳书院的建筑布局，是与嵩阳书院的职
责密切相关的。

走进书院的大门，就可以看到先圣殿了，
殿内正中有孔子塑像，供人祭祀。

先圣殿的后面就是嵩阳书院的主要建筑
讲堂了，讲堂有正房三间，是理学大师程颢、程
颐讲学的地方。讲堂的后面有一水池，名为泮

池，因孔子的故乡在山东曲阜的泮水之滨，泮
池的建筑便成了古代高等学府的象征，儒生中
秀才后才称“入泮”，要举行绕池一周的仪式，
然后再去先圣殿拜孔子圣像。

藏书楼的大小代表着书院的档次和品位，
藏书楼在书院的最后面，建于 1684年，重修于
1739年，1989年时做过一次翻修。

嵩阳书院自创办后，在历朝历代培养出了
一批批人才，到明清时与科举有了密切的联
系，教学成绩直到目前还为人们所称道。

“把嵩阳书院比喻成古代的‘北大清华’有
点牵强。”登封市中岳景区管理局副局长袁战
森说，嵩阳书院在性质上属于民办性质，办学
经费主要靠出租学田供给，学田多是个人捐赠
的。当时的最高学府是官办的太学，并且在各
州府还有官办的学堂。

“说起嵩阳书院，就不能不说将军柏，它们
浸透着浓厚的文化烙印。”登封市文物局副局长
郑建伟介绍，嵩阳书院内原有三株古柏树，两千
多年前，就已尽显奇伟风姿了，但却一直藏身嵩
山脚下茂密的原始森林而鲜为人知。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山时，见柏
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
军”，从此将军柏名扬四海。据说，当时，汉武帝
巡幸嵩山，在万岁峰上听到“山呼万岁”声音之
后非常高兴，走到今嵩阳书院处，看见一棵躯干
参天、枝叶繁茂的柏树，惊异之下封为“大将
军”。举步前行，又见一棵龙干虬枝、繁荫蔽日

的柏树，比“大将军”大得多，但贵为天子，岂能
改口，遂封为“二将军”。再往前走，又见一棵比

“二将军”还要大的柏树，但汉武帝为维护金口
玉言，将其封为三将军。

三棵曾经默默无闻、与世无争的柏树从此
搅入了一场名利纷争。嵩岳民谣叙述道：“大封
小来小封大，先入为主成笑话。三将军恼怒被
气死，二将军不服肚气炸，大将军笑倒墙头上，
自觉有愧头低下。”其实，三将军之死已是明朝
末年之事，天妒英姿，这棵柏王遭雷击，被天火
焚烧成令人遗憾不已的往事。

“大将军”树高 12米，粗 5.4米，树身斜卧，

树冠浓密宽厚，就像一把大伞遮掩天空。无论
是高和粗，“二将军”都在“大将军‘之上，高18.2
米，粗12.54米，虽然树皮斑驳、老态龙钟却仍生
机旺盛、虬枝挺拔，树干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
洞，可以容纳五六个人。

著名诗人朴初曾留下“嵩阳有周柏，阅世三
千岁”的诗句。

登封市中岳景区管理局副局长袁战森指着
枝繁叶茂的“二将军”介绍说，关于两棵将军柏，
在登封市还流传有一种说法，说在和平盛世时，
将军柏会生机盎然、枝繁叶茂，而在灾荒战乱之
年，将军柏的枝叶将会干枯。

“因为来嵩阳书院读书的学子，很多都是
考中进士以后来的，所以从教学模式和学生层
次上来说，嵩阳书院更像在培养研究生。”袁战
森说。

袁战森介绍，嵩阳书院组织机构简单，管理
人员较少，许多的管理工作都是由学生担任的。

在古代，嵩阳书院的“校长”被称为“山长”
“院长”“洞主”或“教授”。在设置的管理岗位
中，“斋长”协助“山长”从事书院的教学、行政

和日常生活管理工作，而“斋长”多是从优秀学
生中选出的。

和管理工作一样，教学岗位上，除负责课
程讲解的“讲学”是专职教师外，负责为学生解
析疑义的“经长”由学习经籍比较优秀的学生
担当。负责课堂考勤、课堂记录、搜集学生疑
难问题的“堂长”也是从学生中选出的。

袁战森说，在嵩阳书院学习，教师只在月
初为学生出两篇命题作文，每月十八日讲一次

课，其余绝大多数时间都交给学生自学。
嵩阳书院在提倡个人钻研的基础上还经

常组织集体讨论，鼓励学生之间互相启发，使
自学与互学相结合，取长补短。为了使书本知
识成为实际行动的指南，达到言行一致，嵩阳
书院还提倡学生互相批评，每月举行一次“生
活会”，而且要对别人的批评能做到诚心诚意
的接受。这些在今天也还有着极强的借鉴意
义。

汉武帝册封三个将军柏的传奇故事

嵩阳书院里的学子很多都是进士

“二将军”古柏“二将军”古柏

嵩阳书院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