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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乡的命名标志着一个文化
品牌的确立，登封利用这一文化品牌推
动经济社会和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把有
形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2008年 1月，登封市被命名为“大
禹文化之乡”，并设立中国大禹文化研
究中心。2014年 4月 30日，郑州市制
订《登封世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概念规
划》，将登封市定位为“世界历史文化旅
游名城”，5月8日，河南省政府出台《关
于支持登封市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
创新示范工程的指导意见》，支持项目
发展。

登封市专注历史机遇，在被命名为
中国大禹文化之乡之后，登封市委、市
政府着力加强文化原产地保护、基础
设施建设、组织机构建立和队伍建设，

登封市各界人士齐心协力打造登封大
禹文化地域文化品牌，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

河南大禹文化产业集团已连续举
办了三届高规格的大禹文化研讨会，为
登封市大禹文化产业开发发展奠定了
扎实的理论基础。

“我们抢抓历史机遇，适时建设中国
大禹故里文化产业园区 ，通过打造禹功
园、禹德园、禹风园、禹裔园等来展示大
禹治水的功绩，诠释大禹精神，突出大禹
治水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河南大禹文化
产业集团董事长王青山这样说。

为创成“华夏文明看登封、心灵家
园在嵩山”的文化品牌，使命使然，该集
团公司于2015年成功获批上海证券市
场挂牌上市，为项目批准前股权融资搭

好桥、修好路，并一直致力于做文化精
品。

王青山表示，大禹文化为登封最为
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他将在各级领导
的关心支持下，联合社会各界人士，将大
禹文化打造成为登封最亮丽的文化名
片和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工程
中最响亮的品牌，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文化产业园区，把大禹文化做成产业，
把产业做成生态旅游，从生态保护和合
理开发利用的角度出发，以湿地资源为
依托，结合祖家庄的自然原生态，投资
61亿元，打造嵩山湿地生态旅游典范、
打造“大禹文化祖庭、做中国大禹文化产
业园唯一的标杆”。使之成为全省文化
产业园区中的亮点，成为登封文化产业
再上新台阶的重要支撑。

登封入选“省最具魅力中国民间文化之乡”

近年来，登封开展了大禹文
化产业开发全方位的工作，发起
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声势，本报积
极应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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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对此进行了系
统阐述和报道，在广大读者中产
生了积极反响。为此，应广大读
者要求，本报继续推出嵩山文化
专家常松木先生所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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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
山文化发展。

登封现有人口63万，有上百
个姓氏，其中曾姓、弋姓、夏姓、禹
姓、鲍姓、卜姓、韩姓、娄姓、杞姓、
崇姓、欧阳姓、计姓等都是大禹的
后裔，弋姓的家谱上还载明弋姓
是因大禹的后代被封于弋地而得
姓，明确写道弋姓是大禹的后
裔。曾氏、欧阳氏等家族的家谱
上也都有相似的记载。

嵩山地区有认干亲的习俗，
除了认给亲朋好友外，为了让儿
女健康结实、长命百岁，也有认给
柏树和石头的，还有到启母石烧
香祈子的，而启母石就是登封因
认干亲而当干娘最多的石头，据
说蒋介石游中岳时就认在了启母
石上。

登封人热爱大禹，在命名
商店和产品时都用“大禹”作品
牌 ，如“ 禹 启 源 ”“ 大 禹 防 水 ”
等。原登封特种陶瓷厂转产时
生产了一种新型产品阿尔法氧
化铝，也称之为“禹都珍宝”，登
封著名木雕艺术家王振北把其
工作室称为“大禹嵩山木雕工
作室”。登封是少林武术的故
乡 ，武 术 动 作 中 也 有“ 大 禹 定
海”的名称。

登封自古就有祭祀大禹、夏
启的母亲涂山娇和姨妈涂山姚的
传统，汉代时就建有启母庙和少
姨庙。另外，据传大禹的生日是
农历六月六，每逢六月六，很多供
奉有大禹的庙宇都举办庙会，老
百姓也都从四面八方云集庙里共
同庆祝大禹的生日。端午节时，
人们都给小孩戴五色线，到了六
月六时，人们就会解下五色线丢
在水沟里，期望流水把它冲走，以
给小孩带来好运。据说这个习俗
也与大禹治水有关。

11 月 18 日下午，
河南省第四次中国民
间文化之乡建设经验
交流会、“河南省最具
魅力中国民间文化之
乡”颁牌活动在平顶山
市举行。登封市因为
大禹文化而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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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各文（艺）化之乡所在地党
委、政府着力加强文艺（化）之乡建设文
化原产地保护，推进地域政治经济和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
成绩。

据中国民协副主席、河南省文联副
主席、河南省民协主席程健君介绍，截
至目前，河南省先后有 48个单位被命
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化）之乡，其数量位
居全国首位。

中国民间文艺（化）之乡在基础设
施建设、组织机构建立和队伍建设上，
进一步加强中国民间文化之乡建设、不
断扩大文化之乡的影响力，提升文化之
乡品牌的文化魅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绩。

在过去的几年里，经河南省民间
文艺家协会“中国民间文化之乡建设
工作委员会”专家组评审，登封市大禹
文化、平顶山市观音文化、睢阳区火文

化、西平县嫘祖文化等 15个文艺（化）
之乡被评为河南省最具魅力中国民间
文化之乡。

目前，各地普遍落实了申报规划的
承诺项目，文化遗存遗迹也得到了有效
保护，基础建设得以加强，工作机构基
本健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举办
了一系列大型活动，扩大了宣传影响，
文化之乡建设呈现出健康发展的良好
势头。

本次会议，登封市委宣传部有关领
导、登封市民协主席常松木、王巧红等应
邀出席。

嵩山文化是中原文化、中国文化的
根源。嵩山文化彰显中原文化包容
和自信的特质，在登封市委、市政府
领导下，构筑了登封市民协主席常松
木的幸福纬度——传承、发扬光大嵩山
文化成为他的内在追求和幸福源泉。
他心有责任、勇于担当，用渊博的常识
和人格魅力传播嵩山文化、大禹文化。

特别是登封市被命名为中国大禹

文化之乡，常松木立下汗马功劳。
中国民间文艺（化）之乡是中宣部

立项，中国文联、中国民协实施的中国
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重点项目。自
2002年启动以来，登封市各级党委、政
府高度重视，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组
织领导机构及文联、民协和相关部门密
切合作，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积极
开展申报工作。

为了申报成功，为了弘扬大禹文
化，常松木不辞劳苦，走遍全国，按照一
书（“中国民间文化之乡丛书”单卷本）、

一馆（博物馆或展览馆）、一机构（研究
中心、基地、专业委员会）基本要求，和
很多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着力打造登封

“大禹故里”文化品牌，最终使大禹文化
之乡花落登封。

常松木相继主编了《天地之中嵩山文
化丛书》《天地之中登封文史丛书》，并先后
出版了20多本嵩山文化研究专著，对宣传
登封、推介嵩山文化、大禹文化起到了积
极作用。

如今，大禹故里河南登封说在学术
界已成定论。

■中国嵩山大禹文化概览（七）

守望大禹

河南省有48个民间文艺（化）之乡数量居全国首位

传承、弘扬大禹文化 他们在努力

做中国大禹文化产业园唯一的标杆 登封在发力

河南最具魅力中国民间文化之乡登封大禹文化之乡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