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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南方向走，到了登封
就来到了著名的少林寺。除
了少林寺是必看的风景之外，
登封的寺院和古迹还有很多，
周边的嵩阳书院、大法王寺、
永泰寺以及古观星台和各种
武术学校，都是难得的风景。

永泰寺，是中国现存始建年
代最早的尼僧寺院，也是嵩山现
存寺院中唯一的尼僧寺院。依
山就势建在太室山西麓子晋峰
下，南望千崖万壑的少室山，整

个寺区依山傍水，环境古幽。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

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在中国古
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嵩阳书院，可以说就是当年的
清华北大，具有举足轻重的影
响。嵩阳书院是中国古代四
大书院之一，是书院中的佼佼
者，对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和培养造就人才发挥了重要
的教育作用。位于登封城北
的峻极峰下。

嵩山少林寺 探寻河南少林文化

位于郑州东南的新郑市，
在上古时期，曾是中华文明始
祖黄帝建都立业的地方。每
年一度的拜祖大典，早已响赫
国内外。

作为战国时期韩国的都
城，同样历史厚重。俗称车马
坑的“郑王陵博物馆”，是春秋
时期郑国王公、贵族的王陵和
墓地，里边全是郑国时期的车
马遗迹，很是壮观。身处成片
的车马遗迹当中，足以令你领

略当年郑公的威风。从观赏
性来看，这些车马坑看起来或
许并不能吸引你，但对于喜欢
历史和书法绘画的朋友来说，
还是值得一看的。

新郑市区西南的始祖山，
原名具茨山，是中岳嵩山的余
脉，山清水秀，风景如画，黄帝
文化遗迹遍布山野。始祖山
主峰风后岭海拔793米，相对
高度540米，远远望去，好似
一尊轩辕黄帝像，伟岸挺拔。

轩辕黄帝故里 中华文明摇篮

离郑州最近的看黄河
处，一个是邙山的黄河风景
名胜区，一个是花园口黄河
游览区。在邙山黄河风景
名胜区，独特的地理特征把
黄河形成了地上“悬河”，壮
丽、优美。这里处于中华民
族发源地的核心部位，景区
历史古迹丰富，文化遗产深
厚，目前已形成了融观光旅
游、休闲度假、寻根祭祖于
一体的旅游胜地。

花园口景区位于将军

坝附近，古时曾为黄河南岸
一个渡口。花园口之所以
出名，是因为1938年抗战
期间中国政府为挡住日军，
不得已炸开花园口黄河大
堤。当年民国政府为铭记
这一历史事件树立了石碑，
至今被完好保存，依然屹立
在一座纪念亭中。来到这
里的人，回望那个年代这段
历史，无不显得有些无奈和
沧桑。

黄河风景名胜区、花园口黄河游览区
感受黄河壮美

郑州作为中原地区的中心城市，周边汇集了各种自然、历史、
文化好去处。建议想要深入了解中原文化和美景的同学们
先到郑州周边看看。周边有名扬中外的嵩山少林寺、中岳
庙；还有轩辕黄帝故里和战国车马坑；郑州北临黄河，可以看
到刘邦项羽对垒两年的汉霸二王城旧址和黄河中下游分界
点桃花峪。 郑州晚报记者 慎重

郑州北临黄河，从市内出
发不足30公里即可到达三面
环山一面向水的古渡口，登上
汉霸二王城，感思古今，这里
的风光会让初次见到黄河的
人无比感慨。

霸王城附近的桃花峪，是
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点。沟壑纵
横，峪顶相间，地形地貌独特，
现存有郑武公陵、唐昭成寺、僧
朗谷果园庄、仿卷长城等遗址
和景点。这个季节登上桃花峪
的山顶，望着滔滔黄河，会让你
有种凌云之威。向西望去，黄
河被山势峡谷所禁锢，水流湍
急、奔流不息，向东望去，黄河
水摆脱了山岭束缚，在一望无
际的大平原上宽阔平缓流过，
让你充分理解什么是黄河中下
游的分界点。

汉霸二王城
登高远眺感思古今

雁鸣湖位于中牟县城
北，目前是一块集森林、湖
面、湿地于一体的自然生态
风景区，这里水阔、林深、草
密、鱼类繁多。郑州人知道

这里，大都是因为这里的大
闸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开始，每到秋季，郑州的各
路吃货都会慕名来到这里，
为的就是大闸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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