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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万象 大禹文化
D05

中国嵩山大禹文化概览
登封位于嵩山南麓，东邻

省会郑州，西接九朝古都洛阳，
面积 1120 平方公里，人口 63
万。近年来，登封先后被评定
为国家卫生城市、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全国综合治理工作先
进城市、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先
进县、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
先进城市、中国特色魅力城市、
河南省人居环境奖等殊荣。登
封素有“禹都”、“天中”、“武术
圣地”、“文物之乡”之称。登封
境内有嵩山地质公园、嵩山国
家风景名胜区、嵩山国家森林
公园、白沙湖国家重点水利风
景名胜区等风景名胜。中岳嵩
山雄踞市区北部，历来都是帝
王将相封禅祭祀的重要场所。
登封人杰地灵，历史名人众多，
文化底蕴丰厚，有 1000 年文明
看北京，3000 年文明看西安、
5000 年文明看河南，8000 年文
明看嵩山的说法。
一、历史渊源和史迹记载

登封是河南省人民政府命
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登封古称阳城，4000 年前
大禹建都阳城，因是中国第一
个奴隶制王朝——夏朝最早的
都城，所以阳城堪称真正意义
上的中国第一都城。公元前
110 年，汉武帝刘彻划嵩山脚下
三百户为崇高县，东汉初年又
并入阳城县。隋朝时又设嵩阳
县，与阳城县并属河南郡。公
元 696 年，女皇武则天封禅嵩
山，登嵩山封中岳大功告成，故
改嵩阳县为登封县，改阳城县
为告成县。五代时告成县并入
登封县，遂相沿至今。登封从
帝尧拜访上古高士许由到大禹
建都阳城，从汉武帝问礼嵩山

到武则天封禅嵩山，中华民族
发展史在登封留下了许多闪光
的足迹：大禹治水、周公测景、
陈胜起义、寇谦之清整道教、十
三棍僧救唐王、二程讲学嵩阳
书院等。

另外，登封还是禹姓、夏
姓、方姓、许姓、千姓等姓氏寻
根问祖的地方。近年来，大禹
与许由、颍考叔、陈胜、祭遵、杜
密、李颀、刘景曜、耿介、景东扬
等被评为登封市十大历史名
人。大禹治水的故事分别被评
为郑州市十大历史故事和登封
市十大历史故事，与大禹治水
有关的启母石、五指岭、石门
沟、挪宫、照爷石、火烧焦河等
被评为登封市十大神话故事。
大禹文化在登封源远流长，史
籍记载很多：

《史记·夏本纪》载：帝舜荐禹
于天，为嗣。十七年而舜崩。三
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
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
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
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国语·周语上》载：“有夏
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国语·
周语下》称鲧为“崇伯”。

《竹书纪年》载：“禹都阳
城。”

《汉书·武帝纪》中载：元封
元年登礼中岳，见夏后启母石。

《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
引《淮南子》：“禹治鸿水，通轩
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

‘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
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
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
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
石破北方而启生。”

（又见《绎见》十二引《随巢
子》） 未完待续

嵩山，雄踞中原，为中国
五岳之中岳。嵩山东西绵延
数百公里，远远望去，犹如横
卧于中原的巨龙，享有“众山
之祖”“文化圣山”等美誉。

在以嵩山为核心的文化
圈内，分布着诸多文化，其博
大精深、内涵丰富、经典多
元、厚重深邃、包容开放，以
及 36 亿年的地质地貌和 8000
年来持续不衰的文化现象，
已成为研究华夏民族文化的

重要课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无论是

各级领导，还是热心嵩山文化
宣传和研究的有识之士，都感
到嵩山文化的研究力度和组
织程度以及对外界的影响，与
嵩山文化圈在华夏文明中所
处的位置不相适应。登封这
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丰富文化
资源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
利用，在当前文化产业已经成
为地区发展魅力竞争核心的

时代，文化的作用已经超出精
神领域，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着这个地区在区域竞争中的
位次。大力加强嵩山文化研
究，对于推进登封实现经济社
会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

在各级领导大力支持下，
在登封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
下，2008年1月，中国民协命名
登封市为“大禹文化之乡”，并
设立中国大禹文化研究中心。

“大禹先圣，禹功昭昭，名
垂青史，万代称颂。大禹后裔，
繁衍至今，一二五姓，千万子
孙。牢记先祖，发扬传承，血缘
姓氏，铭刻心中……”近来，一
首《大禹后裔姓氏歌》流传在
全国各地大禹后裔之间。

“从这首歌里，我才知道，
大禹后裔现在有 125 个姓氏，
而且也知道他们都分布在哪
里了。真是长见识了！”市民
王先生说。

据悉，这首歌是中国先秦
史协会夏禹文化研究中心副
秘书长、河南大禹文化产业开

发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李喜旺
所做。

“一个月前有个想法：创
作一首大禹后裔姓氏歌会有
利于大禹景点的导游工作，让
大禹后裔便于记忆。 再就是
有利于开展对大禹系列文化
的研究等。”李喜旺说，近日，

《大禹后裔姓氏歌》有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
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书
画交流中心一级创作员张作
龙先生书写，他说：“很高兴能
为大禹后裔做一点微不足道
的事儿。”
登封播报 孙淑霞

解码文化豫军 跑出产业“加速度”

大禹故里：登封文化强市的排头兵

十月，收获的
季节，登封文
化产业又传来
喜讯：“中国大
禹文化研究中
心”荣获“省民
间文艺集体成
就金鼎奖”。
登封播报
孙淑霞

天地之中登封历史建筑群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天地之
中文化再次吸引着全球华人以
及全世界人的目光。嵩山文化
的传承、复兴与繁荣，使登封成
为了文化产业的集聚地、文化
创新的示范区、文化强市的排
头兵和经济增长的动力谷。

2014年、2015年登封市连
续举办“2015中国登封大禹文
化研讨会”，特别是“2015中国
登封大禹文化研讨会”规格高，
影响大，周昆叔、李伯谦、张新
斌、李立新等来自中国社会科
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
南开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的学者、嘉宾100余人出席。
登封市各界弘扬大禹精

神，共同传承发展大禹文化，
挖掘大禹故里文化的潜能，把
登封大禹故里文化产业园打
造成华夏文化的一颗明珠，使
其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

几年来，中国大禹文化研
究中心联合其他机构连续举
办了六届中国大禹文化艺术
节，出版《大禹文化》杂志 20
余期，发表具有巨大影响力的
论文 300 余篇，产生了巨大的
社会效益。

10 月7日，中国大禹文化
研究中心荣获第二届河南省

民间文艺“民间文艺集体成就
金鼎奖”；中国大禹文化研究
中心秘书长、河南省登封市大
禹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登
封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常松木
先生的作品《登封大禹神话传
说》荣获“民间文学作品奖”。

登封大禹文化、民间文艺
事业不断蓬勃发展并结出丰

硕的成果，走在了全市民间文
艺事业发展的前列。

据常松木讲，登封市将不
断举行各种文艺活动以及学
术文化研讨论坛，让大禹文化
产业成为登封市强市的排头
兵和经济增长的动力谷，使其
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大禹文化：文化强市的排头兵

传承和弘扬大禹文化

《大禹后裔姓氏歌》广泛流传

近年来，登封开展了大禹文化产业开发全方位的工作，
发起了浩大的宣传声势，本报积极报道。大禹之乡在登
封的史证、遗迹，以及登封大禹文化对登封乃至郑州实
现经济文化双跨越的价值所在，本报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和报道，在郑州市的读者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为此，
应广大读者要求，从本期开始，本报将推出“中国嵩山大
禹文化概览”系列报道，以期营造舆论，助推登封大禹文
化发展。 登封播报 孙淑霞

弘扬大禹文化
传承治水精神

常松木（右五）获“民间文学作品奖”

大禹后裔姓氏歌书法作品

大禹文化之大禹故里祖家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