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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潭寺坐北朝南，现存佛殿
一座，清代碑刻三通。该寺历经
清顺治、乾隆、抗战、直到文革时
期，曾多次经人修葺的庙宇损毁
殆尽。

据《说嵩》记载：“清顺治年
间，僧洞然传戒于此，修殿宇，辟
土田，嵩山诸寺唯此见兴复。”下
寺原有山门，中佛殿、大雄殿和厢
房配殿，是一座雄伟壮丽的深山
古刹。因年久失修，山门、大雄殿
早已倒塌无存，仅留下柱础，础石

雕造精致。寺内现存的中佛殿，
是一座间阔、近深各三间的硬石
黄琉璃瓦顶大殿，房檐多处塌
损。寺后原有 40 余座古塔，现如
今已自然塌毁。

据传说原大雄宝殿内有经柜，
经书满柜（经系宣纸工笔抄录）。
今山门大殿早已倒塌无存。也早
已扒毁。1965 年，郑州市政府公
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适应和
发展旅游事业，龙潭寺的古建筑将
逐日以其原貌进行修复重建。

7月8日，做建材生意的高某
因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被登封市
人民法院裁定司法拘留 15 日。
高某被送入拘留所后，情绪非常
不稳定，并试图自残，值班所长殷
董红对高某进行谈话教育。在谈
话中，高某表示对法院的处理情
况不满，殷董红就让其写个反映

材料送到法院。怎料，高某写了
一份遗书，殷董红发现后，立刻联
系所长对其进行心理疏导。

原来，高某与登封市一家铝
业公司签订了供货合同，货物收
到后因高某判断失误定制的货
物型材规格不符销不出去，货款
也没能及时付给对方，对方遂向

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裁
定高某要支付货款，但高某拒不
支付，法院就对高某的账户和货
物封存，高某认为此举对他的信
誉造成了损害，经销链也就此中
断，因此思想压力很大，并产生
了“非死在拘留所里”的想法。
了解情况后，陈所长因势利导，

对高某进行了思想劝导，并给其
出谋划策，帮助解决问题。同
时，拘留所又将情况通报给法
院，和法院办案人员一起对双方
进行协调，最终达成了还款协
议，高某也提前解除了拘留。
登封播报 付晓文
通讯员 杨红晓 耿芳菲

千年佛寺古刹龙潭寺
曾为武则天行宫

“香火鼎盛时期，庙宇前人声鼎沸，人潮不息。时至今日，往昔繁荣
如同烟花一去不返，再也回不到年少时的光景，甚是遗憾……”7月
15日，记者跟随登封市东张庄村村长韩书枝，迎着烈日，探访上世
纪40年代红极一时的庙宇——龙潭寺。曾隐匿山林间千年的佛
寺古刹，历经了岁月洗礼，那些被人遗忘的场景，随着庙宇内外仅
存的痕迹，在当地村民的指引和描述下，仿佛被瞬间点醒，一扇扇
大门徐徐开启…… 登封播报 付晓文 文/图

秦福杰：大禹文化的传播者
“你为大禹文化付出太多，我向你致敬。”近日，中央文史馆馆员赵德润和登封市原市长傅文灿，
在登封大冶五里庙大禹文化传承基地，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禹王祭典传承人秦福杰深深鞠躬的一
幕，感动了在场所有人。当这里的古庙拆毁、古树惨遭破坏，大禹文化日渐式微，人们为之扼腕叹
息时，秦福杰和同道者给了人们一个惊喜。 登封播报 孙淑霞 文/图

现年 63 岁的秦福杰出生于
登封市大冶北五里庙村，听着大
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一言九鼎”
和景日昣故事长大的他视大禹
为精神图腾。

秦家历代都酷爱传统文化，
并以实际行为垂范。1957 年在
原庙无存的情况下，秦家在原址
建小庙。期间，几度重建庙宇；
遵父训立志弘扬大禹文化的秦

福杰历尽艰辛，带领理事会全体
成员，在 2007 年筹资建现在的
天成殿（大禹庙），并为村里人建
戏剧舞台，丰富了乡亲们的精神
文化生活。

历代酷爱传统文化

“大禹文化的精髓是不畏
艰险、负重致远，是公而忘私，
造福百姓。”秦福杰认为，“大禹
精神是中国之魂，大禹文化是
城市之魂。”

为此，多年来他无私奉献
和同道常松木等自费奔走全
国各地，多方考查调研整理大
禹资料，并给登封时任市委书

记写信，呼吁把北环山路定名
为大禹路，将峰乐园更名为大
禹园，助推申报“大禹文化之
乡”进程，为登封成功命名为

“中国大禹文化之乡”作出卓
越贡献。

近年来，秦福杰连续承办五
届大禹文化艺术节，得到了各级
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他特别

感谢蓓蕾幼儿园、三嵖红酒业、
好莱坞婚纱摄影、千俪传媒和夜
来明广告，三人行微电影等公司
的大力支持。

“大禹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文
化内涵，但很多登封人都不知
道。”秦福杰说，他愿意一生致力
于大禹文化的传播，并希望更多
人参与，把其发扬光大。

“感谢好心人的帮助，我不
知道说什么好了……”65 岁的
李敬国从少林寺延芷法师手里
接过 1000 元现金，再也掩饰不
住内心的激动，痛哭起来。8
月 3 日，少林寺联合嵩山网举
办慈善行帮扶贫苦家庭活动，
对四户特困家庭进行走访慰
问，共送去5000元救助金。

据了解，此次慈善行是继
偃师市慈善行后的又一次爱心
救助活动。据韩跃文介绍，此
次慈善行救助对象均为登封市
60 岁以上，家庭极为贫困者。

“下一步，我们将于8月底组织
社会爱心人士，走进乡镇为当
地贫苦家庭尽绵薄之力。”
登封播报 付晓文

登封慈善行
帮扶贫困户再行动

顺着蜿蜒曲折的小道，驱
车至登封市东张庄村，步入村
口，迎面便看到一座古庙，当地
人称龙潭寺。由于年久失修，
寺庙早已面目全非。漏洞的房
顶内，斑驳的墙壁裂痕不断。
在庙宇左右两侧，记者在中佛
殿前墙上东西侧的石碣两方，
依稀看到“清乾隆四十八年重
修龙潭寺中佛殿以及水陆六佛
圣母山门碑记”等字样。

据韩书枝讲，最初的龙潭
寺，仅是作为皇家休憩之地的
行宫。据史料记载，唐朝年间，
武则天游嵩山时，经常携太平
公主到此游览。周而复始，每
次一番游山玩水后，因地处山
域，舟车劳顿后无休憩之地，武

则天便命人为其修建行宫。
直到唐开元年间，由于行

宫位于嵩山东麓九龙潭瀑布
（今称八龙潭）下，武则天见
山岭环绕，河水曲流西北峰
峦之间，俊峰壁立，瀑布从上
泻下，水穿石洞，聚水成潭，
便以此将行宫改名龙潭寺。
又在东侧山涧平地建下龙潭
寺，自此，龙潭寺分为上龙潭
寺和下龙潭寺。

据明代《付梅嵩书》记载，武
则天同太平公主游龙潭寺时，如
画美景，常有感而发，吟诗作
词。故：“山窗游玉女，涧户对琼
峰。岩顶翔双凤，潭心倒九龙。
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欲骄
山家尝，唯有风如松。”

据该村村民郑战文讲，他家
祖孙三代，都居住在此庙宇附
近。回忆起儿时对寺庙的印象，
已年逾七旬的郑战文告诉记者，
1955 年前后，龙潭寺香客旺盛。

“当时有很多陕北、珙县等地的人
趁着赶中岳庙会的空隙，晚上都
会在此落脚休息。渐渐地，龙潭

寺就被更多的人熟知。很多外地
香客慕名而来磕头烧香。”

后来，随着日寇侵袭，龙潭寺
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只保留了
山门，大殿以及中殿，其余都逐渐
损毁坍塌。”如今，仅存中殿前后
早已杂草丛生，原寺庙地址也已
住上了村民。

初建为行宫，曾是皇家休憩之地

村长韩书枝正在叙述碑帖内容

历经千百载，寺院兴废不一

法理交融 化解债务纠纷

捐款1000元
八旬老人帮助地震灾区

8 月 3 日 16 时 30 分，云南
昭通鲁甸发生 6.5 级地震。8
月 6 日上午，登封市区 80 岁的
刘殿倾老人，匆匆赶到市红十
字会办公室，为云南鲁甸地震
灾区捐款1000元。

登封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孔爱琴告诉记者，刘殿倾先是
找民政局没有找到地址，然后
问民警到登封卫生局，卫生局
工作人员告知他登封红十字会
地址后，他又走路来到登封市
红十字会，登封市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感动地说：“您这么大岁
数了，不用跑这么远，打个电
话，我们上门去取。”

刘殿倾说：“灾区人太不幸
了，咱能尽快帮忙就尽快帮忙。”

“刘殿倾老人的捐款是登
封市红十字会收到的第一笔给
云南鲁甸灾区的捐款。”登封市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都熟悉这位

“爱心老人”，另一名工作人员
艳艳说：“他是粮食局退休干
部。去年雅安地震，我们在广
场做募捐活动，老人捐出了
1000 元善款。今年又是捐出
1000元。”
登封播报 孙淑霞

近日，登封市少室路公园
内，三个孩子在一棵小树上打
打闹闹，整棵树晃得来回摆动，
几片青翠的叶子在强力的摆动
下随风而飞。正在公园休息的
张先生说：“孩子们动作很危
险，小树也很受伤。”
登封播报 刘俊苗 文/图

孩子，请轻一点儿

黑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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