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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6789:;!2<=>0?23

@ABCBD!<EFGBC0?H?IJ"

!

#$KLMN%OP0?

!"#$%&'(

)*+,-*./01 !"#2'(34567

89:/01 "!$%&#;<=>?@ABC

D;<=EFGD>?<(0HIJ;KL"MN

/OPQRSTU0RVWXEF< YZD

[\R]^CF_<`abcdefgh\i

"

&$QRST%OP0?'

"M$j=@k

BCD;<=lm'nopYqr< stuv

[\wxyz;iL"MN/OPQRSTU

0R{WXEF<YZD[\R]^CF_<

`abcdefgh\i

#

#(U;V% OP01

i "M$jL|}

=@kBCD;7=@0~�;<N/OPQ�S

TU0D�<$�'�1d/01<YZD[\

]^d��CF_<`abcdefgh\K

$

&(WXYZ[\]%OP0?)

"M$

j=@kBCD;<=��'�Ox�;<N/

OPQ�STU0D�< YZD[\R]^

CF_<`abcdefg�\K

%

#(^_`ab%OP0?*

"M$j=E

F '������(���r�;�=EF )�

�����'&�*& ��x���;<=EF +

��X����(��x��<wx��;�N

/OPQRSTU0D�< YZD[\R]

^CF_<`abcdefg�\K

&

+(cdefg%OP0?*

"M9N/

=opvr ¡zx¢£S;<$j=¤*¥

v� ¦§¥v� ¨©¥vª +«',,�¬z

x;<N/OPQRSTU0D�<YZD[

\R]^CF_<`abcdefg�\K

'

#(hi%#(jkl%#(mineMN%o

P0?*

®¯U°±²<$�'(0³<`a

´µ¶"M·¸R/¹º»K

(

#(pjq%rstu0?*

"M$j=@

kBCD;�=@0~�;<N/OPQRST

U0R{WXEF<ZD[\R]^CF_<

`abcdefg�\K

)

#(vwKx%yzoP0?

K "M$j

='(-*+v�tuv�¼½vd8*¾v

¿ÀpÁv;<L|}ÂÃEyÄ}CÅ}$

�<YZDg�\��CF_<`abcde

fg�\K

!*

#({|}% yzoP01*

"M$j

Æ�ÇÈÉs9:ÊË[\ÌÍÎ�Ï-ÐÑ

��Ò°ÓÔÕ;<L|}ÂÃEyÄ}CÅ

}$�<`abcdefgh\K

!!

#(~�MN%oP0?*

"M$jÆ>

?@kBCD;�Æ'Öv0³×Ø;<N/Ù

Å}ÚÛÜD�<®¯U°Ý²<YZDgh

\��CF_<`abcdefgh\K

!"

#(������%0?*

"MjÆÞßà

áPâã7Æ�äåæ�çè7éêè�;7ÆEF

Oëì7 OíÔ;7Æ'(�wx %,-.<) (�

',,#î?wxã<®¯$�<bcdefgh\ï

!#

#(�������r�%rs0?*

L

"MZD[\��d]^CF_< $�ð(

âñdð(òó<´ô¶õ("M¾ö÷ó¸

R/¹º»<`abcdefg�\ï

!$

#(��;�r��s���% rs0

?*

´ô¶"Mó¸øÚ¹óùóºR/¹º

»<Âúû�üRÁvÝý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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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0 1 0

��0?@AB��,0?�-�����&�DD�!���� e¡¢!0eS£¤¥¦§¨!<©ªH?*«¬®0eS£¤#¯°±²³OP&yzPª�´µrs¶·¬-¸

a0?8¹º»!¼»S£!ª½�¾µ¿* $%&'()EÀÁ@ÂÃÄÅ°S£¤&Æ¤±ÇÈÉÊËÌÍÎÏa.¡¢�sÎ°Ë eÐÑ8yzP0?.¡¢ÒÑÓ!yÏÐÑ8O

P0?. eÔsÑÕ!yÏ�Ö8rs×·0?Ø@ABC0?)

ª�FG��BC0?!Ù��Ú8��23./!-@Û67ÜÝÞß!àáBD23!E@âÝã)

$%&'(7äå¼)

æ

*

ççèéêëì

中华文明五千年
曾经沧海与桑田
三山五岳并九州
天地之中是嵩山
历史辉煌最悠久
文化圣山最灿烂
古树名木观不够
文物古迹唱不完
黄帝故居中岳庙
伏羲女娲是祖先
第一名刹法王寺
少林功夫天下传
周公测影定天心
嵩山三十六亿年
汉代三阙是国宝
嵩阳书院不简单
咱嵩山代代都有英雄谱
英雄故事说不完
大禹治水功劳大
英灵常住人世间
上古隐士有许由
洗耳垂钓颍河边
农民的儿子陈胜王
秦朝江山他推翻
山呼万岁汉武帝错封了将军柏
武则天封天禅地嵩山上投金简
他们为嵩岳大地增光添彩
他们的功德感动了中原
看今朝
嵩山申遗成呀么已成功
天地之中大呀么大嵩山
与时俱进创呀么创伟业
和谐郑州咱构建

天地之中是嵩山
（河洛大鼓）

嵩阳书院有三通丰碑，一通是众所周知的
大唐嵩阳观圣德感应之颂碑，一通是无形的成
语故事“程门立雪”，另一通就是呕心沥血兴复
嵩阳书院的嵩阳先生耿介墓碑。

耿介，字介石，号逸庵，登封城西南街人，人
称耿翰林。他原名冲璧，当读到《北山移文》“耿
介拔俗之标，潇洒出尘之想，度白雪以方莹，于青
云而直上”一句时，遂慨然改名为耿介。在登封
流传着耿介的许多传说，最著名的当属其新婚回
门时将衣服赠给青年学子和捐出田产兴复嵩阳
书院的故事。清康熙十三年，登封知县叶封重建

嵩阳书院，但不久，叶封升迁京职，而耿介即立志
继叶封未成之业，兴复嵩阳书院。耿介虽然捐出
了330亩学田，但其收入远远不够，于是他就极
力呼吁，众人拾柴火焰高，在他的感召下，河南学
道吴子云、林尧英，河南知府汪子辑，登封知县
张埙、王又旦、张圣诰等都购捐了学田或束修
田。这样，耿介在叶封所建三楹建筑的基础上，
陆续建造了先贤祠、诸贤祠、丽泽堂、观善堂、辅
仁居，并在书院周围建川上亭、天光云影亭、观
澜亭、仁智亭等，窦克勤还捐银建了君子亭，王
又旦也捐银建造了藏书楼，最终使得嵩阳书院

“有祠，有堂，有居，有斋，有学田……而规制始大
备”，使得嵩阳书院成了环境优美的讲学之所。

兴复嵩阳书院，耿介先生功莫大焉。兴复书
院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兴学，耿介除亲自“升堂

讲说”外，还聘请了一大批名师前来讲学，冉觐
祖、窦克勤、张沐、李来章、汤斌、贾之彦、王泽
益、陈愹等接踵而至。名师出高徒，嵩阳书院
相继培养出了一大批著名学生，值得一提的
是，在 1711年河南乡试中，按名额每县不足一
人，但登封却独中 5 人，从而嵩阳书院享有了

“中州之白鹿”的美誉，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颗璀
璨的明珠。

耿介捐田兴学，其诚可嘉，其功至伟。河
南府知府张汉在《耿少詹逸庵先生教思碑》中
写道：“甚哉，先生之大也，夫天下所吝，唯财与
名……先生而倾家以入于院也，视范文正义田
之见，犹私于一家一族。而巍巍乎公天下，而不
有之盛心推之，即尧舜气象。”听来，并不觉得夸
大其词，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

饱经沧桑的周公测景台和观星台是否还在默默
地继续着地与天的对话？禅意弥漫的少林寺那寄托
着人们无数祈愿的袅袅香火，是否还凝结在碧霄九
天？墨香犹存的嵩阳书院那阅尽古今的巨柏，是否
还记得宋代大儒程颢、程颐那深奥浩繁的理学辞
章？雕刻“汉三阙”的工匠们是否知道他们两千年前
的每一次锤凿的声响都是一朵灿烂的文化记忆之
花？还有嵩岳寺塔的异域风情、初祖庵的悠悠晨钟、
会善寺那静穆的夕阳、中岳庙恢弘的殿宇，都在无言
地向我们诉说着什么……

这一切汇成了一条文化的河，不舍昼夜地流过中
原文化的孕育期、形成期、繁荣期和鼎盛期，今天，流
到了我们的面前。数千年的漫漫岁月，战争、灾难、朝
代更迭、异族入侵，都不能使它断流，时至今日，我们
仍然能够听到它澎湃的涛声。这一切证明着古代中
原人民强大而坚韧的文化创造能力和传承能力。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它承载着先辈们天文历
法的、宗教信仰的、思想哲学的、建筑美学的积累，透析
出中原人民的生活、理想、审美和情感，无所不包地传递
着民族精神的基因，并以它绵长而深厚的文化营养，浸
润和濡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最终以其无可比拟的经典
性、正统性、完整性，成为中原文化的主体和骨干之一。

丰厚而多元的文化符号为何如此密集地会聚在登
封这片土地上，是一个让后人为之探寻不止的命题。

三千年前周公为营造东都洛阳，在此建测景台
以“求地中，正日影”，用当时他们“天圆地方”的思维
逻辑来描述宇宙，并确认此地乃“天地之中”。元代，
郭守敬再建观星台，在更广大的区域进行“四海测
验”，编成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历法——《授时历》。二
者肇始了中国古老的宇宙观和天文科学史，验证了
先人对未知空间求索不止的精神和智慧。在一个对

“中”文化无限信仰和崇拜的古老国度，登封“天地之

中”这个理念，必定成为多元文化应声而至、应声而
起的强大引力。嵩山成了文化的富集区，而“天地之
中”是这些不同文化的共有灵魂。

嵩山在文化上占据了“天时”之利。作为中国五
岳之中，汉代以后对嵩山的崇拜使其成为一座名山、
圣山。唐武则天在嵩山封禅，并敇封各种名号，更为
嵩山蒙上了一层尊崇而神秘的雾霭，产生了一种文
化的聚合力。崇高的嵩山聚合了文化，文化的聚合
又烘托了这座名山的崇高。

嵩山在文化上占据了“地利”之便。嵩山成为文
化积淀深厚的地域还得益于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兼
容众善，合而成体”是嵩山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兼
容并蓄，方使其强大，而唯其强大，更令之具有包容
的胸怀。长期以来，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
心，中原历来善于吸纳周边乃至域外的文化成果，西
域文化在汉唐间传入中原，天竺佛教传入中原被本
土儒道文化所接纳，并从而熔炼出自己独具个性的
文化。多种文化元素相互包容融合的特点，在嵩山
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嵩山在文化上得益于“人和”之力。
天时、地利、人和历史性的“巧遇”，成就了嵩山

古远、厚重、多元而经典的文化。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为我们又一次提供了光辉的范例，也提供
了有益的启迪和思考的空间。对传统文化，从将
其斥为封建异端，到科学对待先辈的文化创造；从
对其漠然视之，到将其视为文化的珍藏；从少数专
家的个人研究，到演化为一种政府的集体文化行
动，从中可以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
之后，社会文化观念的进步与提升。国运昌，则文
运兴，一个伟大的民族，需要与之同样伟大的文
化，我们听到了弘扬中华文化急促的足音。

叩问千年 构建当下
□夏挽群

初祖庵的壁画艺术
□赵曼

初祖庵的雕刻与壁画艺术，可用精、雅、宏、
丽四个字来概括其艺术风貌。精，一方面指技
术层面的工艺精湛，刻画入微，另一方面也指艺
术层面的精彩妙绝，出神入化。初祖庵浮雕数
量较多，题材丰富，内外棱柱和石裙肩，神台周
围均有雕刻，雕刻的内容大多以二方连续缠枝
花卉纹样装饰，而前后门两侧则饰童子、飞天、
人头鸟等形象，殿门外侧槽柱上的人物，造型准
确，面部形象饱满，五官和衣纹雕琢得十分精
致，其精美程度不亚于龙门石窟里的小佛像。
树木、人物惟妙惟肖，动物神怪纤毫毕现，体现
出极为高超的艺术水准。

“雅”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特别推崇的一种审
美趣味，从初祖庵石刻浮雕中的人物、神怪的造
型中，依然可见这种风流儒雅、清新简淡的图绘
风格。位于神台北侧的山水画横卷，是初祖庵
浅浮雕中最精美的部分，同时也是整个寺庙雕
刻的主题。所表现的内容是达摩渡江。画面沿
袭了山水画三段式的构图形式，远中近景分布
得当，具有典型的宋代绘画特征，树木山峦，乡
陌村烟，远处的宝塔皆历历在目，工艺精谨。人
物形象精巧细密，清癯安逸，丝毫没有刀笔的粗
野和笨拙。

居于中原，建于北宋末年的初祖庵，不但工
艺精湛，而且于华丽细腻之外还保持了气局宏
阔、庄严大方的艺术特色。据记载，大殿的柱子
原为木制，现在的石柱是后来香客所捐，而墙上
的壁画，也非北宋遗物，为清代复制，这些改动足
以令一座形式与风格都十分完整的建筑显得支
离破碎，但奇特的是，正是这些组合，丰富了初祖
庵的组成元素，使它具有特别多样的视觉美感，
而达到这种统一与和谐境界的，正是它的庄严宏
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壁画上大笔写意的背景
在宗教建筑中殊为少见。画面在左右上方配以
松树、菩提树、藤萝、竹叶等植物，用笔峭拔灵动，
下方或前景辅以奇石、兰草，苍茫浑厚，笔力遒
劲，具有极其深厚的功力。洒脱淋漓的大写意配
景，与庄严温雅的人物形象相结合，显得肃穆清
健，古朴大方，具有鲜明的人文气息。

繁密的雕饰赋之以鲜艳的色彩，这是初祖
庵的又一大特色——丽。由于初祖庵保存完
好，今天仍然能够看得见石柱上的彩绘，壁画大
部分都比较完整，唯有东面墙壁脱落较为严重，
受日光风化，大多已经翘裂。绚丽的色泽为大
殿带来了生机，也使石雕和壁画显得更加精彩
夺目。就连殿门外侧槽柱上也能依稀看见彩
绘，可以想见它曾经是多么艳丽而辉煌。

在时光与人类智慧的雕琢下，这座古寺已
经俨然成为一位成化众生灵魂的长者，它坐落
在嵩山的怀抱中，沐浴着至尊神岳的风雨晦明，
犹如当年在此面壁的达摩祖师，把自己化为天
地之间的一粒细沙，在默默的观照中成就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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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剑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