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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是国际天文年，世界上最大的科普
周刊之一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盘点并公布了
世界九大神秘古观象台，中国河南告成观星台
名列第二。

观星台位于登封市城区东南 12公里处的
告成镇周公祠院内，创建于元代初年，至今已有
700 多年历史。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为
了掌握四季时节气候变化规律，指导农业生产，
设立专门机构，改进历法，郭守敬等人被指派主
持此项工作。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世祖
忽必烈诏令郭守敬、王恂等著名天文学家，负责
在全国北纬15°～65°之间，东起朝鲜半岛，西至
河西走廊，北到西伯利亚，南达南中国海范围
内，设立 27个天文台和观测站，观星台为观测
中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郭守敬等人
来到阳城（今登封市告成镇）。经过考察，郭守
敬在周公测景台旁，亲自设计，率众建造了一座
中心观测台——观星台。如今，其他26处观测
站已无迹可寻，只有告成观星台基本完好地保
存至今。

观星台是一座砖石结构的城楼式建筑，由
台身和石圭两个部分组成。台身平面近正方
形，下大上小，形似覆斗，台基边长 16余米，向
上逐渐收分，至台顶平台边长8米余，其收分比
例表现出中国早期建筑的特征。

观星台为郭守敬等科学家观测天象、编定
新历法提供了大量数据。经过数年的辛勤观测

与推算，根据“四海测验”的结果，并参考了
1000多年的天文资料，70多种历法，相互印证
对比，排除了子午线日月五星和人间吉凶相连
的迷信色彩，按照日月五星在太空运行的自然
规律，在至元十七年（公元 1280年），郭守敬终
于主持制订成了新历法——《授时历》，并于至
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由元世祖忽必烈颁布
实行。《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郭
守敬通过测量，推算出一个回归年周期为
365.2425日，即一年为365日5时49分20秒，与
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行使用的《格里高利历》（即
公历、阳历）分秒不差，但《格里高利历》是公元
1582 年（明万历十年）由罗马教皇开始改革使
用的历法，却比《授时历》晚了 300多年。与现
代天文学家用精密仪器测出地球绕太阳一周的
实际时间（365 日 5 时 49 分 46 秒）相比，《授时
历》仅差26秒，体现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科学
研究的较高水平，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观星台的主要作用在于测量太阳的影长，以掌
握与农业有关的四时节气变化。明嘉靖七年
（公元 1528年），陈宣所撰《周公祠堂记》有“观
星台，甚高且宽，旧有挈壶漏刻以符日景，而求
中之法尽矣。”又据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
孙承基撰《重修元圣周公祠记》碑载：“砖崇台以
观星。台上故有滴漏壶，滴下注水，流以尺天。”
《考古记》亦载：“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
以正朝夕。”由此可知，在古代，观星和测景常常

是相互配合的，观星台当是一座具有测景、观星
和记时等多种功能的天文台。

古老的观星台，历经沧桑，几经修葺。明代
初期，在观星台前建立周公祠。嘉靖年间对台
体及石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修，县令侯泰仿
照旧制整修了坍塌的台体，同时又在台顶建造
了北侧小室。清代又对周公祠等建筑进行了修
葺。1944年中原沦陷，观星台惨遭侵华日军炮
击，致使台顶东室倒塌，台体多处严重崩裂，东
壁布满弹洞枪痕，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
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观星台
进行了保护和整修，1975年拨专款修复加固了
被日军炮击的台体和顶部小室，并找到了早已
失散的量天尺圭石一方，恢复了量天尺原有三
十六方圭石的原貌，还加固整修了周公测景台、
照壁、山门和围墙，恢复了原有的周公祠大部分
院落。

观星台不仅保存了我国古代圭表测影的实
物，也是自周公土圭测影以来测影技术发展的
高峰。它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台，也是世
界上现存最早的天文科学建筑之一。其主体建
筑观星台，为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进行全国
范围内天文观测所建，反映了我国古代科学家
在天文学上的卓越成就，以及十三世纪中国科
技建筑的建造水平，也是世界建筑史和科技史
上的重要先驱作品，在世界天文史和建筑史上
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嵩山居天下之中，被美名为“万山之宗
歟”，称中岳。人们把黄河美誉为“中华民
族的母亲河”，把嵩山美名为“峻极于天”的
父亲山。它巍然耸立在辽阔中原，山峰雄
伟壮观，气势磅礴宏大；地理形胜，有着博
大精深的文化积淀；在中国历史建筑群之
中独领风骚，是保存种类最多，修建时间跨
度最长，历史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建筑
群。

嵩山现存历史文化建筑367座。以建
筑结构分，有砖石建筑254座，木结构建筑
113座；从建筑功用看，有礼制建筑 41座，
宗教建筑291座，教育建筑26座，科技建筑
9 座。其中最为珍贵的古代建筑是太室
阙、少室阙、启母阙、嵩岳寺塔、净藏禅师
塔、观星台、初组庵、少林寺塔林、会善寺、
嵩阳书院、中岳庙、少林寺等 12 处历史文
化古建筑。这些古建筑均表现了嵩山的建
筑文化之美。

嵩山中岳庙位于太室山南麓，其前身
是太室祠，它依山势而建，自南向北，渐次
升高，前后落差达37米。中岳庙的神道阙
是太室阙，通过它的空间前导，便到达庙内
的中岳大殿，建筑沿着纵轴均衡布局、左右
对称，院落的空间变化丰富，其后边远处黄
盖峰上的黄盖亭被建筑学者誉为是该“建
筑空间交响乐的尾声”。中岳庙整体的建
筑布局，使其建筑群成为一座主次分明、层
次分明、错落有致、布局紧凑、色调和谐的
庞大建筑群。使建筑具有独特的完整性，
空间格局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其规格之
高、规模之大可与历代的宫殿建筑相媲美；
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无与伦比。

嵩岳寺塔位于登封的嵩岳寺内，为纪
念佛祖释迦牟尼而建，是一座十二边形密
檐式筒体结构、体量高大的砖塔；是佛教文
化传播与演变在建筑上的重要体现，从整
体造型到细部雕饰具有鲜明的宗教文化含
义，也是中国建筑艺术与西域、印度文化交
融的建筑。塔的整个形象刚劲挺秀、质朴
精致，建造技艺是高层筒体建筑结构的创
新，也是世界现存最早的筒体结构建筑。
该塔在佛塔王国里独领风骚，历时1400余
年，依然巍峨挺立，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匠
师建塔的高超技艺；其设计与自然生态环
境相结合，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是建筑
艺术和景观艺术的代表，在世界建筑史上
具有典范的价值。

建于盛唐时期的净藏禅师塔，是一座
高僧亭阁式砖塔，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八
角形砖塔，该塔的各式仿木构件与五台山
南禅寺大殿基本相同，是了解、认知唐代木
结构建筑工艺水平的一个典范式建筑。

建筑文化如同音乐艺术一样，富于抽
象的寓意性，属于一种象征性的艺术，正如
爱因斯坦所言：“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
历是对神秘的感悟。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
和真正科学发源地的基本感情。”嵩山建筑
文化体现了我国建筑理论的“统一、均衡、
比例、尺度、韵律和秩序”六大原则的整体
美和综合美；同时承载着我们民族哲学的
宇宙观思想和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给人
以厚重、和谐、隽永、深邃、宏阔、崇高的审
美享受；它庄严肃穆，精神恢弘，意境幽远；
既体现了物质功能、实用功能，也体现了精
神功能和审美功能；是天下独步的古代建
筑精品，是我国难能可贵的文化遗产。

一
像这样的大雪，在嵩山每年都有。
这本只是一场普通的雪。
可这雪却落在了不寻常的几个人身上，于

是，这雪就有了不同凡响的意义。
从此，嵩山的任何一场雪也没有超越它。
我想，将来也一定不会有的。

二
说是一场雪，其实是两场。一场落在了南

北朝时的达摩洞前，一场落在了北宋时嵩山脚
下的程门。

可我又总觉得它根本就是一场雪。
大概后一场雪只是前一场雪的延续而已，

由于从文化意义上讲，这场雪从落在少林僧人
神光的身上那一刻起，就一直在下，再没有停
过。别说它后来又落在了儒家书生杨时、游酢
的身上，感受到它漫天飞舞的还有太多太多的
后人，包括今天的我。

三
这是怎样的一场雪啊！
嵩山的冬天极冷，更有着凛冽的风。
大雪纷飞，转眼间山野俱白，转眼间雪厚过

膝。
这膝不是达摩的，他老人家还在洞中如如

不动。
这膝是一位中国僧人的，他叫神光，已经为

求得真佛法，在达摩的洞外站立多日了。

又转眼间，神光不见了，只有一个人形的雪
雕还僵僵地矗立在达摩洞前！

达摩依然面壁，显然，他老人家对弟子入门
还有着更高的考验。

大概是雪盖万物，转眼间四大皆空，神光从
中悟得了什么。

于是，神光用戒刀断了左臂。
于是，天地间红雪漫舞。
好大的一场红雪啊！后人称其为“断臂求

法”，这四个字在我看来，太不达其义了，求法如
是，断臂如是，那雪呢？那血染的雪呢？

乾隆一生游走天下，题得匾额无数，我只觉

得少林寺达摩亭中所题最为了得。他题写曰：

雪印心珠。

是啊，那雪上印着一个中国僧人舍身求法

的血，更印着他那颗深得佛法三昧的心。

许多后人都称神光为“立雪人”，其实彼时

的神光哪还是人啊，这段公案若让我来给一个

恰当题目，我会题曰：

立雪成佛。

四
在北宋时的嵩山脚下，又下着一场怎样的

雪呢？

《宋史·杨时传》中如是记述：

“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

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

一尺矣。”看来，比之达摩洞前那场雪的酷悲壮

烈，这场雪正如儒家的风格，有点儿温柔敦厚。
这样的雪在嵩山也常有，没有朔风，只有漫

天大雪如鹅毛一般徐徐落下，密而不急，铺天盖
地，有点儿潇洒，更有点儿悠闲。

如此雪映门庭，炉火温热，又不知有客人将
至，闲适中的程老先生难免渐渐见了周公。作
史者的“瞑坐”二字，可谓出神入化。

可这雪对杨时、游酢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
考验呢？

雪深过尺，侍立不动，二位儒生虽没有神光
的断臂之举，可其求学尊师之心，天地可鉴！

再说，儒家所倡导的，“盖此身发，四大五

常。恭惟鞠养，岂敢毁伤？”立雪可以，断臂是万

万要不得的。

同是立雪，皆为求学，至敬至诚。正如同一

个底版印洗出的两张照片，只不过是一个在佛

洞，一个在儒门。

如此，这时隔约半个世纪的两场雪，又何尝

不是一场雪呢?
五

如今全球气候变暖，在嵩山，这样的雪是越

下越少了。

如今现代文明诡异多变，立雪者更难得其闻。

可每当散走于嵩山，总会感到，雪还一直在

下，二祖神光还在那里站着，杨时、游酢也还在

那里站着。

而我们呢？

嵩山历史建筑文化的
审美守望

登封观星台探秘
□王蔚波

□张国昌

春风
嵩山春早看柳尖 鹅黄几时拂绿烟
春风料峭伸懒腰 误把细柳作舞伴

春意
半坡菜花半坡金 春意嵩山着黄裙
崖上桃花羞来迟 扯起红霞当纱巾

春灌
冬暖唤来倒春寒 麦苗疯长似枯蔫
水泵抽来颍河水 浇灌百亩碧玉簪

春雨
一夜春风雨濛濛 菜农梦里叫卖声
拂晓大棚甜椒看 绿枝挂满红灯笼

□阎锦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