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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初祖庵记
□任进书

初祖庵名胜区由初祖庵和达摩洞组成，是“天
下第一名刹”——少林寺纪念禅宗初祖达摩的佛家圣
地。

今年5月一个晴好的上午，我有幸游览了初祖庵
名胜区。从少林寺山门西侧 10米处出发，沿着一条
土石夹杂、曲折弯弯的山路，缓步上山。山路坑坑洼
洼不好走，路旁的麦子矮小穗不齐，蒿草没膝摇曳，乔
灌木也不多。大约走了20分钟，我来到了初祖庵。

初祖庵由山门、大殿和千佛阁组成。庵内古木参
天，有柏、银杏、榆、柿、李、核桃等古树若干株。最为
壮观的是一古柏，高 30余米，径围约 4 米，望之森森
然。相传此柏是禅宗六祖慧能从广东回拜少林寺
祖庭携来并亲手栽种，迄今已有 1200 多年了。树
旁的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石碑刻有“六祖手
植柏，从广东至此”10 个大字。初祖庵大殿建于北
宋宣和七年，名为大殿，其实不大。其建筑面积仅
118 平方米，面阔进深各为三间，歇山式建筑，整体
风格保存了宋代建筑的神韵。殿门有一副对联：

“在西天二十八祖，过东土初开少林。”走进殿内，
正中供奉着禅宗初祖达摩，禅宗二、三、四、五祖侍
之左右，两山墙上绘有佛教二十七祖人物画像，栩
栩如生。殿内近 900 年历史的 16 根宋代石柱上有
龙、凤、坐佛、飞天、牡丹、荷花等，石雕刻工精细，
清晰可读。整个大殿小巧玲珑，古朴肃穆，是河南省
现存最古老、价值最高的木石结构建筑物，其在河南
省建筑史上独占鳌头，故1996年11月，大殿及初祖庵
被国务院公布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庵内有晚清方亭两座，东西并列，庵内尼僧告诉
我，方亭及千佛阁为庵内尼僧做功课及居住地，请勿
入内。我只好作罢。据传西亭为“达摩面壁处”，达摩
洞中的影壁石曾移入其内，1983年移入少林寺新建
的文殊殿（亦有影壁石已毁于兵火一说）。东亭为祀
达摩父母像处。初祖庵内游人很少，静悄悄的，偶尔
从大殿飘出一缕香烟。

众所周知，没有达摩就没有禅宗，没有禅宗就没
有少林寺，但是传承者——少林寺却凭借达摩之光引
来游人如织，香客接踵，热闹非凡，扬名于海内外。然
而创始者——达摩的纪念地初祖庵和达摩洞却路断
人稀，游客罕至，令人感慨不已。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宣传不到位，二是山高路远且坎坷不平。

达摩洞外西边石壁上方，刻有明代诗人苏民望题
诗：“西来大意谁能穷，五乳峰头九载功。若道真诠尘
内了，达摩应自欠圆通。”达摩洞上方20米处就是五乳
峰，我一鼓作气，直登峰顶，但见峰顶平地处新建一仿
古现代化混凝土建筑——息缘亭，两个尼僧分立于达
摩石雕左右，面目肃然。整个峰顶草长树高，蓊蓊薮
薮，寂静极了，好像有小虫子的唧唧声在我耳边回响。

我站在五乳峰上，望着面相和善、目光炯炯、凝视
远方的达摩像，游想联翩，陷入沉思。一个印度人，不
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了中国的佛教事业，背井离乡，
一苇渡江，九年面壁，整日双目紧闭，苦思冥想，面朝
阴冷的石壁，在“禅定”上狠下工夫，排除了一切恶念、
邪念、杂念。“禅定”久了，达摩就踢踢腿、弯弯腰、伸伸
拳、锻炼锻炼，天长日久，竟自创一套功夫——“罗汉
十八手（少林拳）”。那时达摩的生活规律是“上班坐
禅，下班打拳”。从公元527年到536年，达摩在洞中
面壁苦修九年，精影入石，终于破壁而出。他不仅奠
定了中国汉传佛教禅宗初祖的地位，而且也荣膺少林
武术开山祖师的称号（亦有少林功夫国人自创一
说）。少林寺大雄宝殿内有一副楹联对此解得妙：“达
摩碰壁而面壁，问壁敲壁破壁，壁立千尺大世界；佛法
成空却住空，行空悟空化空，空观万劫恒河沙。”是啊，
达摩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终于得到了名，千古流芳；
虽失去了利，吃尽了苦，却也乐得无怨无悔，无烦无
恼。刹那间，我想起了我们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恩
来总理。他少年时代“为中华崛起而读书”，1917
年 9 月，年仅 19 岁的他东渡日本求学，中流击楫
写下一首明志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
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在诗
中，周恩来不仅对达摩面壁九年弘扬佛法矢志不
移的精神充满赞许，而且为了救国救民，他还要
再加上一年面壁。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志者事
竟成。周恩来不仅面壁十年破壁而出，29岁的他南
昌起义一鸣惊天下；而且辅佐一代伟人毛泽东创立和
建设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了他“鞠躬尽瘁忘我奋，
红心掏尽为人民”的夙愿。

1977年初，根据工作需要，我参加了安
金槐先生领导的王城岗遗址发掘工作，我们
这次发掘的任务就是探索夏文化，而且最好
能找到文献所记“禹居阳城”的遗迹。

大约在 6 月底的一天，我们在 T16、T17
两个探沟中，发现有一边是熟土、另一边是
生土形成南北走向的遗迹，大家被这条遗迹
深深吸引，但是弄不清楚它是一种什么现
象。这时忽然接到上级通知，指示我们停止
现场发掘，回去参加运动。当时正值盛夏雨
季，遇上大雨冲刷，整个遗迹就会面貌全
非，毁坏殆尽了。为尽量避免这个损失，
我向领导要求晚回去几天，继续发掘，以
期搞清这条遗迹的性质。安金槐先生当
场同意了这个要求，经请示上级领导批准
之后，就立即留下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
（现称国家博物馆）董琦先生一起，继续发
掘工作。记得那是 7 月上旬，虽然赤日炎
炎，但确是大地充满生机的时节。我们在
T16、T17 以南，分别开了 T22、T23 两个新
的探沟，事属偶然，或又联系着必然，经过
一个礼拜的努力，我们果然发现了一段呈
南北走向的基槽，原来那条直线遗迹，正
是这条基槽的西部边缘。以我所发掘的
T23为例，这段基槽大致呈倒梯形，口宽 4.4
米，底宽 2.54米，深约 2.3米，槽内填以红褐
色黏土，层层夯打而成，为防止粘连，每层之
间铺有细沙。夯层厚薄不一，夯窝大小不
等，显示着一定程度的原始性。

安金槐先生闻此大为振奋，立即带领全
体发掘人员回到工地，通过大规模的钻探和
试掘，得知这些基槽连成一座大致呈方形的
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城圈，时代属河南龙山
文化时期，T22、T23 探沟内所揭露的基槽，
乃是属于这座城墙西墙基槽的一段。虽然
由于年深日久，城墙已经毁坏殆尽，但是从
其规模和现象表明，毫无疑问它应是一座河
南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墙基槽。

这个发现立即轰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同
年 11 月，国家文物局在发掘现场召开了我
国第一个研讨夏文化的盛会，到会学者百家
争鸣，畅所欲言，充分地阐述了自己对这处
遗址的看法。会议最后由夏鼐所长作了总
结。夏先生指出：这座“基槽是城墙的基
槽”，“基槽也即城墙的年代，可以定为河南
龙山文化晚期。”夏先生的总结代表了到会
学者的一致看法，这是在我国发现的第一座
众所公认的龙山文化城址，为学术界探索夏
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此发掘期间，我还陪同贾峨先生和安
金槐先生调查了阳城遗址。阳城一地，最早
见于战国文献记载，古本《竹书纪年》云：

“禹居阳城”。《世本》云：“夏禹都阳城。”《孟
子·万章上》：“禹避舜之子于阳城。”赵岐注：
阳城在“嵩山下”，《史记·夏本纪》又云：“阳
城县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我们调查所见城
址尚存，规模宏伟，从春秋，经战国，到汉代，
城墙层层夯土，清晰可见。城址位于告成镇

东北隅嵩山南麓，与文献所记古代阳城的位
置恰相符合。特别是当时在这里实习的辽
宁大学的同学们，还在阳城旧址以内发现不
少战国和汉代印有“阳城仓器”和“阳城”的
陶器文字，进一步确凿地证明这里就是战国
和汉代的阳城，也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唯一
一座战国和汉代的阳城城址。新发现的王
城岗龙山文化城堡基址正位于古代阳城的
西南隅，其相对年代与文献记载的夏禹时代
也相符合，而“禹居阳城”的记载也最早见于
战国文献，就是说不论夏人认为禹所都居的
地方是否就在阳城，但是战国时期的人们已
经明确认为禹所都居的地方就在战国时期
的阳城，考古工作者既在这里发现了全国唯
一的一座明确无误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阳城，
且在其近郊发现了一座与禹所处时代略同
的龙山文化城堡基址，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
又在原小城基址之上，发现了一座面积 30
余万平方米的大型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
足以证明古代文献记载是正确的，这里正是
以禹为首的夏部族活动的中心地区。根据
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可知夏部族兴起
于嵩山地区，建都于嵩山地区，从这个意义
上说，嵩山地区是中原古代文明的摇篮，夏
部族就是创建中原古代文明的主体。正是
以夏部族为主的各部族，在这里团结合作，
艰苦创业，与时俱进，推动着中原地区在广
阔的华夏大地上，率先进入古代文明历史的
新时期。

在郑州市的西南方向，东西横卧着雄
伟险峻气势磅礴古称中岳的嵩山。这里，
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名胜古迹居五岳之
冠，故有“文物之乡”的美称。历代帝王常
到这里巡游、封禅，文人墨客的足迹也遍及
此地，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一大渊薮。而在
自然地质上，连续完整地裸露着太古代、远
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的岩浆石、变
质岩和沉积岩的地质序列，形成地质界的

“五世同堂”，全球绝无仅有的“世界地质公
园”……而更为引人注目、览胜的是嵩山少
林寺。

少林寺建成于公元 495 年，在北魏孝
文帝的主持下建成。由于该寺地处嵩山腹
地少室山下幽谷密林中而得名。公元 527
年，印度僧人达摩在此首创禅宗，它是少林
拳法的创始地，是中原武术的发源地之
一。后来几经沉浮，几次被毁，几次重建。
唐朝时最负盛名。以武术和禅宗著称于
世，少林武功是汉族武术体系最庞大的门
派，武功套数高达700种以上，又因武中有
禅，被称为武术禅。因少林功夫武艺高强，
少林寺享誉世界。改革开放以来，历经磨
难、饱经沧桑的少林寺迎来了一个文明盛
世。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少林寺重整旗
鼓，大放异彩，以它崭新威武的姿态，一步
步走到了世人的面前……

我第一次去少林寺是在 1980 年前
后。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现在想起
来恍若隔世，只记得道路崎岖坑坑洼洼特
别遥远，一路辘土飞扬颠簸了好久弄得灰
头土脸。好在那时年轻，大家簇拥着嬉闹
着，看那周围的嶙峋峰岭，看那轩昂的庙
宇，看那慈眉善目、龇牙咧嘴、怒目圆睁的
各路神仙，又蜂拥而至一处处各异的建筑
与寺塔。觉得很新奇很热闹，但只知是古
物，并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我还记得，由于
条件太差，一天下来，除了喝水，就是吃煮
鸡蛋。

也记不清第二次、第三次是什么时候

了，但我以后却与少林寺结下了缘，成了我
去得最多的景点。随着由李连杰主演的电
影《少林寺》放映，少林寺名声大振，全国都
掀起了少林热，特别是少林武功，受到全国
乃至世界的关注与青睐。一时间，电视上
演的、广播里唱的、大街小巷全都哼唱谈论
着少林寺。那时我在郑州紫荆山百货大楼
的一个商品部做业务工作，当时生意特别
红火，全国各地的厂家商户来来往往。无
论是上海北京的还是广州青岛的，他们提
出的头一个请求，就是要去少林寺。我曾
陪同他们去过好几趟。看到少林寺让人如
此着迷，我心里很受用，脸上很有光，它让
我一个河南郑州人深感骄傲，因此也就对
它格外上心，潜心研究了起来。渐渐了解
了它的历史和珍贵的价值，深深认识到，它
不仅是我们河南、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人民
宝贵的文化遗产，所以兴趣也随之愈来愈
浓。同时，我也亲身感受到，政府在保护和
开发嵩山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种种努
力，环境越来越好了，道路变成了宽敞平滑的
柏油马路，各种旅游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地发
展起来了，真正成为一个集游览、教育、娱乐、
休闲的美好场所，来少林寺，越来越成为一种
休闲一种快乐。它也更成了世界认识中国
的一大窗口。前几年，就连俄罗斯前总统
普京也来到这儿，兴致勃勃地切磋起武艺
来。

最后一次到少林寺是在一个深秋的季
节。我们姐弟陪同从外地来的堂兄们一起
去的，男女老少十几口人阵容豪迈。为让
他们玩得开心，弟弟还专门聘请了导游。
还别说，经导游一番深入浅出有声有色的
解说，真是妙趣横生。一路笑声起伏，后面
还不知不觉跟了一大群人……傍晚，我们
乘上缆车，在空中翱翔。极目远眺，云霞明
灭，烟波浩渺，崇山峻岭，万紫千红。少林
寺时隐时现，影影绰绰，更增添了无穷的魅
力。不由得使人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感叹
它过往的风风雨雨，荣辱盛衰……

最喜嵩山有少林
□侯喜梅

心仪
嵩阳书院

□汝河新区第一幼儿园 薛琳

早就约定去登嵩山，我们一家三口
去年就办了三张年卡，只要休息我们就
去。但是，今年的感觉不一样，登封“天
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成功申遗快一年
了，让我这个幼教老师倍感自豪。

这一次登嵩山，不再走马观花，而
是有重点、有选择的在历史建筑群 8处
11项中，我选择了嵩阳书院。

记得去年 8 月 1 日，报纸上公布的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入列世界
遗产名录中就有嵩阳书院。嵩山由太
室山和少室山两座巍峨连绵的山峰组
成，山势陡峭，峰峦连绵，危崖处处峭壁
千仞，景色壮美绝伦。

我是一名新时期的幼儿教师，对学
龄前儿童进行国学知识普及，是我的责
任和义务，而嵩阳书院无疑是古代国学
的最高学府之一。这次来嵩阳书院，应
该说是带着“任务”来的，也有了一种情
感，所以看得特别仔细。

书院四周山峦环拱，门前溪水长
流，其建筑落落大方，实用雅致。书院
内古迹文物繁多。文化沉积丰厚，就
那棵汉封将军，已“罔世三千岁”，举
世罕见。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是传播
儒家思想、培养英才的教育基地，宋
代巨儒程颢、程颐，在此创立“二程
理学”，司马光、范仲淹、韩维、李刚、
吕海等都在此著书、讲学，儒家思想
由此向全国播撒，我一步一步地迈入
这神圣的殿堂，在众国学大家面前伫
立，我想：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发扬光
大，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有责任，幼
教亦然，普及国学，也应从娃娃做
起。我又想，待“天地之中”历史建
筑群申遗一周年时，我一定带孩子们
来“天地之中”，这 11 项建筑要看，重
点还是嵩阳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