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站探秘观星台

首先由少林寺僧众在大雄宝殿前举行了祈福法会
活动。

活动内容包括弘扬佛法、课诵、闻法、讲经、布施、
持戒、修定等，意指通过系列祈福，保佑国泰民安，和

谐共存。
据温玉成先生介绍，禅起源于古代印度，指调整

呼吸用于修身的方法，叫做“禅那”。佛教吸收了“禅
那”法，借以达到静虑、思维佛法真谛的目的。佛教传
入中国后，中国僧人们创立了印度没有的“禅宗”，到
了唐代，在湖北黄梅产生了禅宗。追溯传承是:菩提达
摩——慧可——僧灿——道信——弘忍。

少林寺的历史源远流长，已有 1500 多年历史，素
有“禅宗祖庭，天下第一名刹”之誉，是中国佛教禅宗
祖庭。

近年来，少林寺积极参加国内外各类文化交流活
动，搭建“少林问禅”等文化交流平台，把少林禅、武、医
文化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近些天，嵩山迎来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客
人，他们是探秘者，带着对文化遗产的热爱和执迷，挖
掘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文化内涵，感受嵩山古文明
的独特魅力。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 2012年中国文化遗产日主
场城市活动今日在我市隆重举行。由国家文物局、河
南省政府主办，河南省文化厅、河南省文物局、郑州市
政府承办的这一活动将围绕“天地之中”和“华夏历史
文明传承创新区”两大主轴开展。

昨日在登封进行的活动有登封观星台古代天文
学展演、中岳庙中岳神祭祀仪式、嵩阳书院诵读儒家
经典活动、少林寺佛事活动及武术表演。第四届全国
青少年文化遗产知识决赛则在郑州市举行。

昨日，在观星台天文科技演示现场，几位带着研究
心理来访的美国朋友告诉记者，他们得知中国文化遗
产日活动围绕嵩山开展，特意选择这几天过来，现在看
来他们收获了更多平时很难看到的文化内涵。贝儿莎
衣女士指着测日影的展示兴奋地说：“这种展示让人一
看就明白了，让我们更加崇拜中华文明！”

看着中岳庙道家祈福法会，一位年轻的记者感
叹，道家之礼，影响中华几千年，可谓礼遇天下。

嵩阳书院的读书郎更是引起了众人的兴趣，人们
纷纷与读书郎合影攀谈。

登封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余宏洲告诉记者，近
几日，嵩山的游客明显增多，特别是新闻媒体的朋友，
估计来了200多家。

据悉，2012中国文化遗产日主题是“文化遗产与文
化繁荣”，2012年文化遗产日的口号是：“保护城市根
脉 留住历史记忆”、“用真心保护 用行动传承”、“相约

‘天地之中’传承华夏文明”、“今天多一点责任 明天少
一点遗憾”、“文化遗产人人爱 有你参与更精彩”。

遗产日当天的活动，上午在郑州市区举行，下午
在登封市举行。

在郑州市区的活动主要有开幕式、遗产展演等 4
项，下午在登封市的活动主要有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
心揭牌仪式、会旗交接仪式等3项。

除郑州主场城市外，其他17个省辖市也将同时组
织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宣传活动。

记者 尚新娇 袁建龙 王菁

2012年中国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
今日在郑州隆重举行。昨日上午，省辖市市
长级干部丁世显先后前往CBD艺术中心广
场，商城博物院建设工程奠基仪式现场，视
察、督导筹备情况。

“一定要注意细节，一定要精细……”
丁世显从大到开幕式等场地布局，小到铺

设的地毯、舞台架上的一颗螺丝钉是否牢
固都亲手检验，他要求工作人员务必要做
到精益求精，打造精彩纷呈的“2012年中国
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激发公众对文
化遗产的关注和参与热情，大力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记者 张玉东

丁世显督导主场城市活动筹备

祈福法会在舒缓悠扬的道教音乐中进行，写着“风调雨顺”
“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字样的彩色道教旗幡立于拜台两侧。
祭台上，香雾缭绕，供奉着鲜花水果，道士们身着法服、手持笏
板，颜态庄重地吟诵经文，祈福人间。

陈彦堂对中岳庙祈福法会作了解读。他说，祭祀是精神
层面的东西，是形而上的活动，“以我最虔诚的心灵，最可口
的食品”来供奉神灵，以物化的形式展现出来。中岳庙的祭
祀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山水崇拜，体现了“万物有灵”观念的诞
生与多神论崇拜。

谈到中岳庙祭祀在五岳中的历史地位，陈彦堂说，中岳
庙祭祀可以说仅次于泰山。

古代的帝王为何都喜欢封禅？古代的山水崇拜对国家和统治者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想亲眼目
睹古代祭祀中岳神的仪式吗？

…… ……
初夏的6月，丽日晴空，位于嵩山脚下的中岳庙格外壮观，气象恢弘。
8日上午，中岳庙经师班在庙院内拜台举办了祈福道场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观看了这一法

事。省文物局外事处处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陈彦堂对中岳庙祈福法会作了历史解读。

2012年中国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今日拉开大幕

相约“天地之中”传承华夏文明
世界聚焦郑州，200家媒体嵩山探秘

提起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大多数人都不会陌生。您或许结伴同游过，您或许驻足流连过……
可是，对于它的沧桑历史，千百年来它背后的故事，您了解多少呢？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8处11项，每一处都有讲不完的故事。此次探秘活动，我们选择了其中的4

处，分别是观星台、嵩阳书院、少林寺、中岳庙，与您共同领略河南文化遗产的厚重和精髓，寻找我们共同的精
神家园。 记者 袁建龙 王菁 尚新娇/文 马健 张翼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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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星台由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创建，是
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台，也是世界上最著
名的天文科学建筑物之一。

“观星台是一座高大的青砖石结构建筑，
包括浮漏、正方案、仰仪、景符、日晷等天文仪
器。其作用是‘昼参日影，夜观极星，以正朝
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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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反映了我国天文科学发展的
卓越成就，对于研究我国天文史和建筑史都

具有极高的价值。”冯时首先对观星台的重要
意义作介绍。

历经 700 多年风霜岁月，尤其是抗日战
争时期的烟火炮灰，目前观星台建筑院内对
外开放展示的正方案、仰仪、景符、窥玑 4件
天文仪器均为后期仿制，正当大家纷纷研究
摸索不解之时，冯时教授真不愧为及时雨，对
此4大件进行现场详细演示。

冯时介绍，早在 6000 多年前，我们的先
人就会利用简单的天文仪器来测量方向方

位、掌握时间。古人认为，夏至之日用八尺之
表测影，当正午时刻的影长为一尺五寸，这个
地点就是天地之中。

传说西周初年，周公旦曾在嵩山测影，找
到了地中。这就是“中国”一词的直接来源。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对此有着明确的记载。

找到了天地的中央，便要在这里建立王
国都邑，所以西周的王都建在了洛水，历代王
朝的国都也多不出中原，这种做法都是居中
而治传统政治观的体现。

天地之中源于此

你知道6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可以通过简单的仪器准确地测定
方位和时间吗？想知道“天地之中”一词的直接来源吗？历代王朝喜欢
建都中原的原因又是什么？

…… ……
6月8日上午9时许，著名考古学家、天文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在观星台用最朴素的天文仪器现场演示，现场讲
述，为大家一一揭晓谜底。

第三站探秘嵩阳书院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嵩阳书院初名嵩阳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
年（484年）。

嵩阳书院是我国北宋时期的四大书院之一，它与
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
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宋代四大书院。

今存的嵩阳书院基本保持了清代初年的建筑
布局，坐北面南，南北长 128 米，东西宽 78 米，占地
面积 9984 平方米。中轴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

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中
轴线两侧配房相连，共有古建筑 25 座 108 间，均为
砖木结构，简单清新，内外装修简洁，不追求雕饰，
只强调实用功能。

宋初，国内太平，文风四起，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
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嵩阳书院
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大振，四方生徒
摩肩接踵，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昨日下午，走进嵩阳书院，首先听到一阵阵朗诵声。
走近一看，原来是由50余名身着宋服组成的学童正在声情并茂地开展儒家经典诵读活动，这一场

景使大家仿佛穿越回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

第四站探秘少林寺

达摩为什么会来少林？什么是禅？禅宗是怎么回事？佛教的法事活动是什么样的呢？
6月8日下午，少林寺住持释永信现场揭开佛事活动的神秘面纱。著名佛教考古学家、原龙门石窟

研究所所长温玉成先生为大家一一解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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