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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人们大都认为自己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是天地的中
心，这是囿于当时科技发展水平和人们认知能力局限所致。这里
所说的“天地之中”是一个集地理、历史、政治、文化乃至宗教信
仰、民族感情等诸多因素为一体、具有浓厚感情色彩的概念。虽
然它与地理方位有关系，但更多具有民族历史与文化“圣地”的意
味。可以这样理解，“天地之中”因自然(天文、地理)而生，却因文
化（历史、政治、精神）而成。理解登封嵩山之所以被称为“天地之
中”、嵩山建筑群之所以被冠以“天地之中”，也必须由此契入。

登封嵩山被称为“天地之中”，当然有地理自然因素。中国
“天地之中”的观念最早确立于西周早期。西周初年（约公元前
11世纪），周公姬旦，分封屏藩，制礼作乐，建章立典，在登封阳城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影尺有五尺，
谓之地中”，“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
影适当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判定阳城就是
天下的中心，登封嵩山“天地之中”由此肇始。西周早期有一件
非常有名的青铜器——“何尊”，也讲到了武王灭商后告祭于天，
以嵩洛为天下中心、统治民众一事。这是关于嵩洛地区“天地之
中”的最早、最真实的记载。《周髀》，是西汉的一部天文数学著
作，著名的勾股定理便是由此而出。在这部书中，作者通过周密
的计算，以“科学”方法确定了地之中心，它就在阳城（今登封告
成——观星台）。东汉大天文学家张衡认为：天地共有一中心，
大地的中心自然也就是天球体的中心。他通过观测天象，在《灵
宪》一书中最终确定这个中心也在古阳城。《周髀》和《灵宪》，为
登封嵩山“天地之中”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最终确立了其无
可争辩的“中”的地位。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中原”、“中州”都曾是以嵩山为中
心的中原地区的代称。作为东方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宇宙

观的体现，以登封嵩山为“天地之中”的概念虽历经3000多年，
却从未被动摇过，也更不曾被替代过。

登封嵩山成为“天地之中”，还与其长期位于中国古代政治
权力和精神文化的中心区域密切相关。二者对登封嵩山地区

“天地之中”地位的最终确立和巩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西周择“天地之中”建都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其政治中心

要靠近夏、商的中心地，取得文化上的主导地位。西周定都洛
邑，一是考虑到洛阳距天室山（即嵩山）不远，是一个具备良好山
水组合的上佳的风水环境，便于与“天”的沟通；二是考虑到这里
曾是夏都之所在，于此建都便于尽速确立其政权的“合法性”。
周公测日影、定地中、定都洛阳的同时，不但确立了理论上的“天
地之中”，还客观上把国都从地理上的“天地之中”相对分离了出
来，确立了登封嵩山地区在精神文化意义上的“天地之中”。这
种概念的确立，深深地影响了后来各种文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
如礼制、建筑、宗教（佛、儒、道）、科技等，无不是在登封嵩山或初
创、或鼎盛、或复兴、或为“万流之宗”……达摩、寇谦之、僧一行、
郭守敬、程颐、程颢、朱熹、司马光等高僧名儒大家，纷纷会集于
此，促成了登封嵩山地区精神文化“中心”的形成。历代帝王为
了证明政权的“合法性”、宗教团体和学者们为了争取更深刻的
影响力，无一例外地坚守登封嵩山“天地之中”的理念，从而将
这个早期的政权中心逐渐转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圣地”。

“天地之中”理念从最初的因自然认识而确立，到世俗政治
中心和精神文化中心的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
念和行为方式。“中国”、“中岳”、“中原”、“中庸”乃至中国
建筑的布局（对中轴线的追求），无不透散着“天地之中”观念
的光彩。

我是一个自信对郑州很了解的人！可是，去年一则关于“天
地之中申遗成功”的消息，却轰然打破了我的自信。“天地之中”为
何物？搜索我脑海里存储的记忆，竟然连“天地之中”这个词汇和
概念都没有发现。

一时之间，感觉自信心顿时崩溃！
坐下来细细思量，才发现自己原来的自信其实是有些盲目

的。自己了解郑州吗？如果说了解的话，自己了解的也只是狭义
的郑州，只是城区这个曾经作过商都的郑州。而对于地理概念
的、如今拥有五市一县的广义的郑州，自己是不太了解甚至了解
很匮乏的。

那天看了消息，方才知道“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位于登封，
依据古人的宇宙观，并且经过测绘，登封不仅是中国的中心，而且
是天地的中心。

在我过往的印象中，去登封就是去嵩山，去嵩山就是去少林
寺，却不知道这里有着这样庞大的历史建筑群：登封观星台、周公
测景台、嵩岳寺塔、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中岳庙、嵩阳书院、会
善寺、少林寺等，它们历经汉、魏、唐、宋、元、明、清的历史长河，构
成了一部中国中原地区上下2000年形象直观的建筑史，是中国
时代跨度最长、建筑种类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代建筑群之
一，是中国先民独特宇宙观和审美观的真实体现。

但遗憾的是，除了少林寺、中岳庙，“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
其他地方我尚没有去过，眼下只能从市文物局提供的画册上慢慢

欣赏：周公测景台是登封作为“天地之中”的重要历史佐证，观星
台是中国最古老的天文台，嵩岳寺塔是中国现存年代最久的佛
塔，嵩阳书院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儒学圣地……看了
之后虽然早已心向往之，但我并不着急，这个遗憾早晚会得到弥
补的，因为“天地之中”毕竟距我只有咫尺之距。

“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能够成为我国第 39处世界文化遗
产，对其是莫大的荣誉，也是诱人的金字招牌，彰显了其价值。也
许外人只看到了这个荣誉获得的表面，我却有幸在亲历申遗的工
作人员口中，听到了申遗背后的艰辛和经历的长久历程。正是这
些外人看不到的努力，才使得“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在第34届
世界遗产大会上，仅仅用了不足五分钟时间，就被鼓掌通过。

“天地之中”虽然是个天文学概念，但对于今人来说，它的内
涵需要大家关注、挖掘和了解。如今，名闻天下的少林寺已经变
成了“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一分子，我们如何借助少林寺的名
声和在世界的巨大影响力，借势借力，尽快打出“天地之中”的名
气，是当务之急。我们应该摒弃“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陈腐观念，
借助现代营销手段和媒体传播，尽力做到“天地之中”在你我心
中，在每个人的心中，如是的话，“天地之中”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
说“中”、“真中”!

最为重要的一点，“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既然已经成为世界文
化遗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保护好它，政府更责无旁贷，这是先
人传承给我们的无价财富，我们也要完好地传承给我们的后人！

我喜欢树，几十年玩盆景，是将山上采集的树桩移于盆盂
制成“尺树、寸马、分人”，而尺幅天地宽的景观，这便有了“诗情
画意上盆来”。

距嵩山近，山上的树多为“杂木类”，千斤榆、五角枫、山杨、
榛、映山红、黄栌等都是制作“中州盆景”的好树材，而中州盆景
又是以非常青树木的“杂木类”树材而成为国内盆景流派的。过
去曾登嵩山采树种，现在已禁挖掘，但当年采树种赏红叶的兴趣
不减，所以每至深秋，因公因私去登封，不过上山只为赏红叶了。

嵩山红叶，有魂魄。36亿年的嵩山，经历了太古代、元古代、
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奇观，而“五世同堂”那是红叶的灵魂所
系。嵩山红叶凝重如血，质如蜡染。那满山朱海荡波，层林尽
染，一丛丛、一簇簇的红叶明快、耀眼，似丹青烈火，远望如燃烧
的云霞在天际，近了，你再看，红叶如云似锦，悦人目，勾人魂。
尤其是你置身红叶的包围之中，能产生一种静谧之美，让你心安
神定。嵩山红叶有情趣。拾一叶在手，它缠你，染你手心殷红，
这时，若有微风吹来，顿觉万树摇空，红叶沙沙轻落，如细雨。这
时的你，听风声落叶，悟人生之道，似觉一怀愁绪涌上心头。

“杂木类”的榆、黄栌等的叶子由绿转红，是一种生命过程，
却因了红，我们便寄红叶于意象、想象的飞翔、诗意的哀婉。古
往今来，文人墨客借红叶生发想象而喻物寄情。白居易在洛阳
筑园圃、造假山、植树木、看红叶，诗兴大发，唱道“林间暖洒烧
红叶”，道出了红叶如火般的壮美。王实甫作《西霜》，写莺莺与
张生长亭道别，便以红叶诉离之苦、别之情，泪眼蒙眬吟道：“晓
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我看红叶是欣赏，看那绿树的生命转换，死也昭示美来为
人爱。这是“小资”，小情调。兴然趣味与哀伤悲切借红叶，渲
染的是小性情，凡人逃脱不了。有大气者，以至成为经典，那便
是晚唐诗人杜牧与伟人毛泽东了。

杜牧深秋坐车停于山间观红叶，留下了千古绝句“霜叶红于
二月花”。以秋风霜叶而成生机盎然的二月花，那真长了精神，
后来文人，有谁比喻秋天红叶如“二月花”？而毛泽东以红叶寄
情，大气磅礴，古来无人比肩。他在岳麓山看红叶也是深秋季
节，他看到的是：“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那是胸怀与气魄！我
也去过岳麓山，也是深秋，也看红叶，那只是闲情被红叶点燃。
而毛泽东以物寄情，抒发情怀，他看到的是红叶的生命之火，看
到的是灿烂的希望。这正是他浩然壮志所展示的赤诚和力量。

红叶多情，让人动情，各各不同。

一年前，在足球王国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无疑成为大会上最耀眼的明星：与会21个成员国代表
毫无异议地一致通过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审议时间则不足区区五分钟！时至今日，也许成功的喜悦还持续萦绕在人们的
心头，人们依旧激动着、振奋着、自豪着……但是，有一种疑问也一直伴随着这种喜悦和激动而同样萦绕于人们耳际：何为“天地之中”？登封嵩山为何
是“天地之中”？“天地之中”与嵩山建筑群又有何关系？从即日起，本报将陆续刊登一批书写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稿件，以飨读者。

“天地之中”与嵩山历史建筑群
□张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