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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植嵩山文化的郜老汉
□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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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喷火的时节，金黄的麦浪伴随阳
光一起摇曳，大地散发着醇酽的麦香，清
澈的空气滋润着我们的好心情。一只橘
黄色的蝴蝶，飘忽着行进在山路的两旁，
引领我们到少室山迎霞峰前，一抹黛色太
室，不经意地润染在朔方的天际。一如端
午的美酒，醉了天地之中，也深深地醉了我
们自己。

来这偏僻山乡，是想见一个叫做郜麦
垛的村民，这是个有些传奇色彩的人物，他
以保护嵩山世界文化遗产为己任，与损害
嵩山地质地貌的行为博弈了半辈子。几十
年如一日，带领全家挖坑植树，硬是用手掌
上的茧和泥土中的汗，给一个数百亩的秃
岭披上了绿装。他恬淡的半生质朴、纯粹、
无人喝彩，就像嵩山坳里的一棵古柏，默默
地奉献着一片葱翠。

郜老汉经营的秃岭叫金牛岭，海拔只
有469米，却是嵩山的七十二峰之一。

坐落于少室山迎霞峰下的左庄村，居
住着 200 余户 1230 口人，荒山面积达
18000 亩。车停在村东边的小场上，当村
民们得知我们的来意时，便围了上来，争相
诉说郜老汉的“憨实”：“就是那个光知道种
树的神经病吧？抱着个秃岭当宝贝，给多
少钱都不卖，还说自己是金牛泉里的老龙
王哩。”

金牛泉是“一溜石纽屯”南端金牛岭下
一眼远近闻名的山泉，素有“水簸箕”之美

誉，有史以来从没有干涸过。
热心的村民主动带路，把我们引进郜

老汉的家。看上去郜老汉比他的真实岁数
大得多，1.50米的矮个子，双眼炯炯有神，
偏瘦，身子骨却很硬朗，让人无论如何也和
心目中的植树状元联系不到一起，反而会
不由自主地想起潘长江那句“凡是浓缩的
都是精品”的台词来。郜老汉一家5口人，
住的是上世纪 60年代盖的 3间旧瓦房，一
进门就看到整齐摆放着的镐、锹、钢钎、磅
锤等植树的“十八般武器”。刚坐下，一杯
水没喝完，郜老汉就建议先上山看看，并且
高兴地走在前边给我们带路，出他家向西
南一箭之地就到了金牛岭。郜老汉看着他
用血汗铺就的一片绿荫，边走边滔滔不绝
地给我们讲述他治山种树的酸甜苦辣。

郜老汉苦爱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
木，他说他栽的不叫树而叫嵩山文化。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他只能在自己的
自留山上见缝插针，零散栽一些树，浑身有
劲使不上。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他有了用
武之地，他带头承包了金牛岭，用省吃俭用
节约下来的钱买来了大量柏树苗，根据柏
树的适生性，因地制宜，科学栽植，还请来
左邻右舍和亲朋帮忙，开挖了一米见方的
鱼鳞坑做树穴，先后栽植柏树 3 万多株。
几年之后，光秃裸露的金牛岭被青青的柏
树林全部覆盖了。他每天都是起五更爬半
夜，披星戴月，一天挖坑10个小时以上，衣

服划破了再缝上，缝上再划破，穿的衣服全
都是补丁撂补丁，长时间的劳作使他双手
布满了血口子，一家人没黑没明地干，每年
挖树坑都在2000个以上，20年没在家里过
一个春节，就连大年初一都在山上干活。
几十个春秋，每年 365 天，无论严寒酷暑、
刮风下雨，天天挖坑不止。连大雪也挡不
住他治山种树的决心，一个个冰封的树穴
被他们顽强的毅力所征服。就这样，20多
年的艰苦奋战，他用汗水换来了微薄的收
入，又坚持把收入毫无吝惜地投到了金牛
岭上。

郜老汉痴情种树竟是为了保护世界文
化遗产，这使他矮小琐碎的形象忽然间变
得高大起来。过去，他偷着种树，还被割资
本主义尾巴。1997 年在“香菇热”的影响
下，组里的“小林场”只剩下他一家。

郜老汉一说起种树就来劲，一脸的自
豪。他的故事的确令人震撼，令人感动，但
也不觉得陌生，因为类似这样的“现代愚
公”在中原大地并不鲜见，比如修建了惊动
世界的红旗渠的英雄群体，比如用最简陋
的工具在万仙山悬崖绝壁上凿出宽敞通道
的郭亮村村民等。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
地，中华民族赖以延续的最优秀的生存智
慧就萌生、流淌在这片土地上。用中原人
的共同人格支撑起来的嵩山七十二峰，与
嵩山人的生存智慧一脉相承，成为世界文
化遗产赖以存在的大环境。

九龙潭与摸摸会
□王剑松

在太室山北麓有个峰峦叠翠、涧水曲流的九龙潭，
峻峭的山崖与清澈的潭水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奇妙绝伦
的天然画卷。其自然景观之秀丽，堪称嵩山之胜景。到
九龙潭寻奇探胜，自然成为本次考察的任务。

考察队一行来到唐庄乡王河村，沿河西上，但见满
河的巨石林立，光滑如卵，个个洁净如洗，且形态各异，
有的如虎，有的如狮，或卧或立，栩栩如生，大有先声夺
人之势。当地群众称这条河叫九曲龙王河，王河村并由
此而得名。河水绕了九个湾，便形成九个潭。这里的人
们就给潭分别起名叫九龙潭、石板潭、瓜蒌潭、卧虎潭、
石砍潭、鬼谷潭、崖阴潭、钥匙崖潭、白庙潭。这些潭水
清见底，引来不少洗衣的村姑，她们将洗好的衣服搭在
石上晾晒，满河的石头恰似披上彩色的盛装，给这条河
增添了几多情趣。

九龙潭这条幽深的峡谷，名叫道袍沟，即道士落袍
处。这条沟四面环山，山下涧水潺潺，个个潭水碧波粼
粼，周围山坡，树林茂密，奇花异草点缀其间，看上去浓
绿葱郁。顺山坡往上看，便是陡峭的山峰直插云天,巉岩
绝壁雄险峥嵘。

在上九潭下九潭中间的东崖有个天然石洞，这便是
九龙圣母生九龙的地方。相传，玉莲生九龙而成神。武
则天封玉莲为九龙圣母，将玉莲平反昭雪，并下圣旨在
玉莲的娘家康村康家祠堂修建九龙圣母殿。圣母闻得

很为高兴，便带着八个龙子回了娘家，康村北的八龙潭，

成了八个龙子的栖身处。九龙自知自己长得又黑又丑，

无颜见圣母娘家人，同时也为表孝心，征得圣母同意，留

在九龙谭。当地人流传着，“生下九龙长得丑，掂住尾巴

扔山后”之说。后人为纪念玉莲，便靠石洞，修建了九龙

圣母庙，在庙南建九龙王殿。圣母庙门朝西，而九龙殿

门朝南，以示九龙长得丑陋不与母亲正视。每逢干旱季

节，人们来此祈雨焚香，先拜圣母，后倒头再拜九龙。于

是这条沟也叫倒拜沟。

每年的农历五月十四夜，是远近闻名的九龙谭“夜摸

会”，人们从十里八村纷纷赶来，从十四日黄昏，通宵达旦

一直到第二天还不肯散去。说起“夜摸会”，自然有它的

来历。据当地人说，过去有不少女子婚后不孕，生儿育女

是女人的天性，女人不会生育是极为痛苦的事情，但难以

言表。一些少妇为求子，便趁夜黑人静，来到九龙潭圣母

庙内，向圣母诉说衷肠，磕头焚香，祈祷求子。谁知圣母

灵验，每来祈子的少妇第二年必生贵子，这样一传十，十

传百，九龙圣母成了送子观音。她们便把农历五月十五，

九龙圣母的生日定为还愿日，她们从十四日晚悄悄来此，

到天亮散去。每逢会日，除本地三里五庄善男信女三五

成群到此焚香还愿外，巩义、新密等地群众也会聚于此，

规模达数千人，圣母庙香火极旺。时间久了，人们便把

“夜摸会”干脆叫成“摸摸会”。夜摸会的习俗一直延续到

今天，现在医学发达，但夜摸会的确成了一些大龄青年谈

情说爱的场所。他(她)们或在潭水边戏嬉，或席地而坐，

或在山林内追逐，或在圣母像前山盟海誓，给年轻人的情

和爱增加了几多坚实的基础。

辞别九龙潭，登上门头寨，鸟瞰四周，山峰连绵，薄

雾苍茫，绿树葱郁，披锦叠翠，山河拱戴，流光溢彩。走

过门头寨，再看门头寨与招风垛，两山对峙，恰如一道山

门，据说，这便是嵩山的龙门，与洛阳龙门遥相呼应。

登上招风垛，南望峻极峰，这里的每座山岭森林植被

极好，山风吹来，绿浪翻滚，山川锦绣，翠霭浮空，看似一幅
色彩浓重的画，读如一首气势恢弘的诗，令人心旷神怡。
由于天色将晚，急于赶路，不得不带着遗憾匆匆而去。但
回味九龙潭之胜景，一种莫名的流连之情袭上心头。

登封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境内的嵩山
是地球上最早露出水面的陆地之一，有 36
亿年的历史。这里是华夏祖先最早繁衍生
息的地方，是华夏文明根的所在，而在古代
则被称为是地位崇高的——“天地之中”。

天有心，
地有胆，
天心地胆在告县。
这是登封广为流传的一首民谣，虽然

没有人能说得清它从何时开始传唱，但问
及民谣所说的内容，可能大家都会不约而
同地想到位于登封东南 12 公里处的观星
台，那里就是天地的中心。

在远古时，由于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
平的限制，人们认识自然还是有限的，对天
地宇宙的认识，往往以自我为参照物，把天
地及许多自然现象比拟为人类活动，认为
天地的构造与人的构造是一样的，有五脏
六腑，所以那首民谣中说，天有心，地有
胆。从天地关系上来说，古人认为，天在
上，地在下，并且是平行的，不相交会，这是
古人的“平天说”。对天地的形状，古人认
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在方形的大地中，
有一个中心，与天心相对应，这个中心就在

登封嵩山地区。“天圆地方”和“天地之中”
实际是古代人的一个朴素的宇宙观。

古人为何以登封的嵩山地区为“天地
之中”呢？

登封嵩山地区被称为“天地之中”，有
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嵩山是远古人类活动
的中心地区。在登封的考古发现，证明这
里有大量史前文明的遗存。目前，共发现
旧石器时代遗址 16 处，旧石器点 42 处，动
物化石 25处。当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后，
登封境内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
化分布更是如星罗棋布，其遗址数量之多、
分布之密居全国之冠。

以上这些都证明，在人类社会发展史
上，登封的嵩山地区就是最早有人类活动
的核心地。而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总是以
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祖先就把自己生活
的土地认为是天地的中心。这就是嵩山地
区“天地之中”的启蒙。

登封作为“天地之中”，开始是我们的
祖先对天地宇宙自然属性的一种认识，仅
是一种简单的自然崇拜。但随着黄帝、大
禹、商汤、周武王等这些帝王们把国都建于
此，“天地之中”的内涵就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这个变化就是天地之中，不再仅仅是
个地理位置，它成为中国古代统治者权力
的象征。在“天地之中”建都就意味着帝
王是正统，是全地球的核心和主宰，四方偏
远之地就只能是从属于我，服从于我。这
一点后来被儒家思想所吸收，成为中国传
统主流文化的根。思想家荀子曾在《大略
篇》中说：“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
居天下之中。”这句话就是说，当皇帝，就必
须住在天地之中，才能统治天下。天地之
中概念被最终政治化、伦理化，纳入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洪洪大流。

当这个天地之中观念全面融入中国传
统文化洪洪大流之后，使它赢得了崇高的
历史地位。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成
功，使“天地之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得到
了世界的公认，“天地之中”的共 8 处 11 项
历史建筑群，历经汉、魏、唐、宋、元、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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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先民独特宇宙观和审美观的真
实体现。

崇高的历史地位
□张国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