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哉，嵩阳古柏
□陈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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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有无人境，峄峦叠翠微。
临湄堪驻足，倚石解玄机。
野树连天迥，旻风拂叶催。
嵩阳多画意，栖隐不思归。
翳翳幽崖色，朦朦夕日晖。
林岿行未尽，巘外樵歌飞。

秋涉
嵩阳河

□王一汀

申遗成功即届一周年，但申遗历程中的
一些事情，至今想来仍令人感动。

当时，我负责申遗档案建设工作，而与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相关的文献资
料征集是一项重要工作。征集通知通过登
封时讯、登封电视台、广播电台等媒体刊播
后，档案组的电话就响个不停。

东金店王村一位魏姓农民打电话说他
家有本县志，都上千年历史了。我按捺不住
内心的激动，立即前往察看。虽然是1990年
版的《登封县志》，但却是征集到的第一本县
志。而令我感动的是，老魏说他是住院时得
知这一消息的，一回到家就给指挥部打电话。

崔炎寿老师去世一周年时，他的老伴陶
培珍老师从上海回登封祭奠，从电视上得知
征集文献资料的消息，就将崔老师留下的书
籍全部捐献出来。王长青老师是中国民间
文化杰出传承人，捐出了一些武术书籍和
《八段锦》、《易筋经》等教学光盘。王老师有
“少林书王”之称，他编著了65种少林武术书
籍，现在大多已成绝版。

颍阳镇农民王昭渠也赶往登封，捐献了
其父亲革命烈士王兴方同志在中岳庙上学
时的日记。其日记上明确记载了中岳庙
1942 年 10 月 12 日被日军飞机轰炸的情况：

“不一会儿，飞机便在庙院及四周盘绕，约两
小时后，忽听‘咕咚！咕咚’的投弹声就连续
不绝地响起来……”这段日记真实、珍贵，是
日本侵略者破坏中岳庙的铁证。

登封市著名诗人、作协常务副主席阎锦

木也捐献了《中岳圣迹》一书的复印件，弥补
了民国时期资料奇缺的遗憾。

按照征集方案，不仅要征集文献资料，
还要征集图片资料。登封市作协会员王银
贵从一收废品的邻居那里，得到了一本民国
时期的画册，画册里有相关历史建筑群的绘
画，还有嵩山风光和民俗风情的绘画，他毫
不犹豫地捐出了原件。

原文化局副局长、有“中州赵忠祥”之称
的李振中老师曾为诸多国家领导人导游，我
们试着询问能否提供一些相关图片资料，李
老师当即慨然答应。

原邮电局副局长蔺乾勋老师是一位摄
影家。蔺老师曾三次到档案组，第一次捐出
了自己的摄影集，第二次捐出了1922年日本
人关野贞子拍摄的少林寺老照片，第三次捐
出了自己精心挑选的不同年份的各历史建
筑群的照片光盘。

观星台文物保管所副所长申颍涛是个
有心人，有一次在给台湾一名客人导游时，
从客人那里得知董作宾先生是其父亲，就恳
求客人从台湾寄来一些资料。董先生返台
后就寄来了《周公测景台调查报告》和在登
封田野调查时的照片。这些照片中就有地
胆石和汉三阙的照片，后来工程组根据这张
照片复原了地胆石。

令人感动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难以尽述。
这里，我不想用华丽的辞藻来赞美他

们，来描述事情的经过，我相信大家读到这
些简短的叙述，也一定会为之动容的。

我酷爱旅游，我钟情的名胜古迹一定要有
古树，因为庙宇、房舍什么的，是可以反复修盖
的，而古树就不一样了，几十年的树和几百年的
树，一看就知，那是无论如何作不了假的。

所以，每去旅游，我最关心的是景点有无古
树，树龄如何，何人所栽，有何典故。没有古树
的景点，修得再宏伟，在我眼中也不过像个“暴
发户”，没有底蕴，没有意境，没有生气，一点也
不值得留恋。而有了古树，景点就有生命了，就
活起来了，古树就是名胜古迹的最好证明信。

在山东曲阜，我流连于古树参天的孔林，遥
想圣人之当年；在陕西黄帝陵，我抚摸“黄帝手
植柏”，发思古之幽情；在西藏林芝，我向一棵号
称“世界柏树王”、树身上缠挂着五色经幡和哈
达的神树顶礼膜拜，祈求平安；在台湾阿里山，
我仰望一棵高凌云霄、被称为“周公桧”的神木，
期盼两岸早日团聚；在安徽金城，我在那棵据说
使得西晋大将桓温泫然流泪的古树前驻足，反
复吟诵着他那句名言：“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不过，使我最为震惊也最感兴趣的还是河
南登封嵩阳书院的两棵千年古柏，因为其恰好
符合我的审美情趣：有美好形象，有悠久历史，
又有动人典故。

当然，我觉得最为壮观的还是书院中的两
棵古柏。历代文人骚客吟诵这两棵古柏的诗句
不可胜数，尤以诗人李观兴的诗最为精炼且传
神：“翠盖摩天回，盘根拔地雄。赐封来汉代，结
种在鸿蒙。”诗中就讲述了一个美妙的故事。

西汉元封元年，汉武帝刘彻来到嵩山南麓
的嵩阳书院，刚一进门，就看见一棵柏树，身材
奇伟，武帝仰望许久，随口封为“大将军”。穿过
二进院又见一棵柏树比“大将军”还要大，武帝
颇为懊悔。但自己贵为天子，不容改口。遂封

为“二将军”。走进三进院，又见一棵比前两棵
还要大的柏树，汉武帝更为不爽，又不好更改，
于是，脱口而出：“委屈你了，就叫三将军吧。”

结果呢，“大将军”不大，却封为老大，高兴
得大笑，笑弯了腰，成了弯腰树。“二将军”屈居
第二肚皮气炸，变成了空心树。“三将军”最大，
却屈尊为第三，为此十分恼怒，它突起一枝直插
天际，好像与人争斗的样子，由于树枝直插云
端，不幸被雷击中，最后落个天火焚烧的下场。

今天留给后人的两株“将军柏”，“大将军
柏”半伏于石墙之上，“二将军柏”树高约20米，
树干粗约5米，树身已空，中间可容四人坐下打
牌。据古树研究专家测算，这两棵柏树的树龄
都在 4500年以上，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柏树。
堪称中国古柏之冠。

我曾多次来嵩阳书院参观，每次都会在古
柏下小憩沉思。我想，当初修书院的人无疑是
极有眼光的，他们把书院围着几棵大柏树修建，
可乘凉遮阴，可挡风避雨，可闻鸟语呢喃。更有
意义的是，朱熹曾在树下著书立说，二程在树下
读书备课，司马光在树下修改《资治通鉴》，范仲
淹在树下闻鸡起舞……如果没有这两棵古柏，
嵩阳书院就要大为减色，少了几分生气。

2010 年 8 月 1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4
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将中国的登封“天地
之中”历史建筑群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就包
括嵩阳书院，自然也包括那两棵千年古柏。前
不久，我又陪北京友人来嵩阳书院参观，似乎觉
得那两棵古柏树叶更多更绿了，也更有精神了，
虽已 4500年高龄，却毫无龙钟老态，张开的枝
杈好像在欢迎我们，摇曳的树叶发出沙沙之声，
好像在吟诵国学经典，此情此景，妙不可言。

美哉，嵩阳古柏，壮哉，嵩阳古柏！

说来也许您不会相信，作为登封的本土人，
我认识嵩岳寺塔却是从方寸邮票开始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收集到一套1958年发行
的特21《中国古塔》邮票，全套共4枚，头1枚就是
《登封嵩岳寺塔》，足见嵩岳寺塔的分量之厚重。

1963年夏天，我以业余作者的身份参加了
县文化馆的文学创作会议。会后，我约了几个
文友徒步向县城西北的太室山南麓的嵩岳寺
走去，当亲眼看到巍然矗立的“中国第一塔”
时，我被这北魏佛教鼎盛时期的遗物震撼了：
从塔的造型到细部的雕饰，无不蕴含着深厚的
宗教文化，无不体现出中西合璧的建筑艺术魅
力。听寺内的工作人员介绍，此砖塔是先人们
用黄泥和糯米汁混拌砌成的，不禁令人惊愕！
历经 1400 多年的风雨侵蚀，加上地震等自然
灾害，塔形未有变动，是我国古代建筑的罕例，
富有创造性的结构和造型具有独特的风格，是
一座很有研究价值的古代建筑。从而使我萌
生了一个想法：嵩岳寺塔不应该“藏在深闺人
未识”，它是嵩山的骄傲，作为登封人应该大力
宣传它，弘扬它。

光阴荏苒，转瞬已到上世纪 90年代，这时
我已有了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登封市集邮协
会、摄影协会理事等诸多头衔，我的诗歌、散文

和摄影作品也散见于各大报刊，但内容涉及嵩
岳寺塔的仍是空白。查阅历史典籍，赞颂嵩岳
寺塔的诗文也是凤毛麟角。 1997 年，我用
YASHICA相机专门拍了不少嵩山的照片，其中
有一幅嵩岳寺塔的照片我很满意。2000年，我
在《中国医药报》副刊上发现有个“神州塔影”的
栏目，我就把这幅《登封嵩岳寺塔》的照片连同
文字说明寄往该报社，不久该报责编江俊瑞还
专门打来电话核实了文字内容，很快于10月29
日在该报第四版发表了。接下来，我也连续在
该报发表了《少林寺塔林》和《登封永泰寺佛
塔》，直到该栏目停办为止。后来，市文物部门
委托登封报社印刷厂印制嵩岳寺的门券，厂长
王志强向我索要照片，我便把这幅发表过的作
品给他，他看后当场拍板，印刷在面值 10元的
门券上。2005年我主编《嵩山诗坛》期刊时，再
一次把这幅嵩岳寺塔的照片用在第二期的封面
上，把我对嵩岳寺塔的浓烈感情表现到了极致。

诗友李振敏有一首《嵩岳寺塔》的诗写道：
“北魏大塔挂云朵，嵩山不老壮巍峨。春风一夜
翠古槐，空山静听鸟唱歌。”是啊，魂牵梦绕的嵩
岳寺塔，我也曾用诗行赞美过你，但因嫌其笨拙
而玷污了你的辉煌而废之，写此短文，以抒发我
对你的景仰。

感动
□常松木

!!"#$%&'

()*+,!"#$%%#&

!"#$%&'($)*+

-./+ 01.2

!"#$%& !!!"#$%&'()*+&,-"(./

!"#$%&

!"#$%$&%

"345()6789:;<=

>?@ '''()*+,-./01,"!(.23

A-BCDE

/

+

-01234-05567768263000

'($%

!"

F

G

H

I

#$

)*$%

646940:0888

%&

/

+

08;1;<0255:<0<0<7:7;0

+,$%

/

+

'(

-.$%

:<0<0<7:77055-3<<1071

/01$%

/

+

-;-2;221=45:,20:2:;:;;

)*

"2$%

34

-;04-302555:4>:4:>-302

+,

/

+

4&%J?KL

!!!!!!!

!"#$%&'()*+,-./! 01"#2345$6

789:;<*+%=>?@AB%C6%DEFG?HIB%

JKLMN8OP%QR

!

STU&

"#!

V

$

W'!XY4Z[\

]^P_`ab9!cde

%&"'

Sfg!hie

()

SOP(

!"#$%

!"#!"#$%&&"#$$'()$%#***+&&"#,,'-+./0

&%#'()*+,-./012-3456789:;<

!!!!!!!!

!

!"#$%&

"!"#$%&'()*+#*+,-./01+2345

6 #789:;<=>?@A6BC #DEFGHIJ' #F%+2(K "LF

G*+MNOPQRSTMP #UVWXY$Z[ $\]^

"#

_`aLPbc

de#fghij.kl#mnVBopqrstu #+vwxu #yp2 #pz

{|#+}~�f���^u%

'()*+!"#$,%%&'!#'()))$&*"#$($+,"

!"#$ %&'

-./0123

��&!!!"##$%#&&"'()

45+-.16789:;8<= $** >8?@ABCD $( 8E--8:;8FGH

天地之中 我心飞翔
——邀你讲述与“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故事

在“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成功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郑州市文物局与郑州晚报社
联合推出《天地之中 我心飞翔——“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成功一周年大型征文》活
动。特邀请广大“天地之中”申遗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讲述申遗过程中的难忘时刻和感
人细节，也欢迎广大市民把“天地之中”申遗过程中和成功之后的所想、所思、所见记录下来，
我们将遴选出优秀作品逐一刊登，并选出200篇作品集纳成书出版发行，并评选出一、二、三
等奖，颁发证书和奖金。
征文时间：2011年5月至8月 字数要求：1500字以内
投稿方式：zzsyy829@163.com zzwblm@163.com 咨询电话：67189319 671783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