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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与嵩山有不解之缘，大禹精神对登封城市精神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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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散布在嵩山脚下的大禹遗
迹，自古流传的大禹故事，与大禹有关的民
风民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登封人的生活。

与大禹治水有关的地名、村名一直沿
用到现在，如阳城区，从告成镇分出时因
是阳城故地而命名；太室山和少室山之间
的“轩辕关”，相传是大禹治水时开凿的；
君召乡的“海渚”村，相传是大禹打开龙门

口撤干伊阳江后才成为陆地的；大冶镇的
“沁水”村，相传是大冶凿开秦五龙后才露
出地面的；徐庄乡的“禹洞河”，相传因大
禹治水时经常在禹洞里休息，所以禹洞附
近的小河和村庄皆被命名为禹洞河；少林
办的马庄、左庄、张庄、王庄，因相传是大
禹的父亲崇伯鲧的居住地，为纪念禹生石
纽而得名，现在仍被称作“一溜水牛（石

纽）屯儿”；中岳办的康村、宋村、任村、贾
村等，因相传是大禹治水时火烧蛟龙的地
方，所以现在仍称作“一溜儿焦（蛟）河”
等。近年来，登封市区建设时，一些道路
和公园的命名如“大禹路”“阳城路”“启母
路”“观石巷”“太室路”“少室路”“禹都
路”“大禹园”等，深深体现了大禹文化的
影响。

嵩山历史文化厚重，钟灵毓秀，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登封坐卧嵩山，素有“武术圣地”“文物之乡”“禹
都”之称。《史记》记载：“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禹是我国原始社会最后一位部落联盟首领，奴隶制社
会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开国君主。由于他治水有功，被后人尊称为“大禹”。大禹与嵩山有不解之缘，大禹精
神对登封城市精神影响深远。登封时报 孙淑霞 文/图

作为禹都阳城的登封，大禹文化历
史悠久，积淀深厚，脉络清晰，内涵深
刻，经典多元，影响深远。

嵩山在夏禹时称“崇高”“崇山”，商
汤时候称嵩高，东周时因其地处“天地
之中”而被尊为中岳，“嵩山”之名来源
于“嵩高维岳，峻极于天”（《诗经》）。其
主体由太室山和少室山组成，据登封市
民协主席常松木言：“太室山和少室山
是大禹的妻子涂山娇和涂山姚居住之
地，因而得名。”

大禹生长于嵩山，家居于登封；他
治水于嵩山，建都于登封。公元前2070
年，大禹在阳城（今登封市告成镇）建立
夏王朝。

2008年 1月 2日，中国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登封
为中国大禹文化之乡。

大禹在嵩山治水的故事流传广泛，深
入人心，尤其是启母石、匾挂石崖、挪宫、
三过家门而不入、火烧蛟河、鲧腹生禹、舜
王访贤、禹铸九鼎、禹都阳城、禹王逗景、
崇伯鲧盗土治水、下雨王（夏禹王的原身）
下凡、下雨王借尸转世、文命聆教、照爷石
和灯笼、焦山斩甥、涂山姚代姐育婴、马蹄

沟、五指岭、禹王锁蛟、白疙瘩庙、景店小
米、闹洞房、筷子的来历、迎春花、河伯授
图、打开龙门口等故事在嵩山地区脍炙人
口，广为人知，已成为登封民间文化的有
机组成部分。

每年春节正月初六至正月二十
五，登封各村庄都表演民间社火，群众

称为“闹元宵”。各乡的划旱船就是纪
念大禹治水的。而君召乡前孟村的民
间社火“独角舞”也与大禹治水有关，
据传是大禹治水后，蛟龙欲收为徒弟
的独角兽在田地里行走，群众见其模
样滑稽模仿演变而来的一种民间舞
蹈。

大禹文化在嵩山积淀深厚

嵩山大禹文化的渊源
和传承

《国语·周语》和《春秋外传》记载：
“有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大禹的父
亲鲧被封为崇伯，封地就在嵩山附近。
登封至今还广泛流传着崇伯鲧盗土治
水和崇伯点化大禹治水等故事。大禹
跟随父亲生长于嵩山，家居于登封。后
来，大禹继任崇伯，子承父业，外出治
水，13年间，三过家门而不入，最后才回
到家乡嵩山治水，留下了化熊凿轩辕、
启母化石、照爷石、火烧蛟河、五指岭等
神话传说。

大禹治水成功后，舜帝赐以玄圭，被
封为夏伯，夏地就在嵩山南麓。帝舜十
五年，“帝命禹有事于太室”，即祭祀嵩山
太室山。舜帝驾崩后，大禹避让舜之子
商均于阳城，登封告成镇曾立有“禹避阳
城处碑”。因天下百姓、诸侯皆去商均而
到阳城朝拜，大禹遂于公元前2070年，在
阳城即天子位，建立了夏王朝。大禹的
儿子夏后启也主要活动于嵩山一带。
据有关文献记载，启母墓和启圣墓都在
登封。夏启的儿子太康失国后，其孙少
康以登封的颍阳（古纶国）为根据地，恢
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史称“少康中兴”。

大禹妻子涂山娇、涂山姚在西汉时
就有人为其建启母庙和少姨庙，东汉安
帝时，颍川太守朱宠和阳城长吕常分别
建太室阙和启母阙、少室阙，启母阙铭
文明确记载了鲧禹治水和大禹三过家
门而不入的事迹。

“禹都阳城”王城岗遗址，中岳汉三
阙启母阙、少室阙、太室阙等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的实证，无论是年代还是
考古发掘及学术成果的支撑，都显得久
远、真实、完整、充分。大禹化熊、启母
化石、火烧蛟河、五指岭、照爷石、禹洞
等传说不仅流传久远而广泛，还有地域
特征和自然实物相照应。

嵩山在大禹文化的传承上具有文
化渊源的根源性、文献记载的确凿性、
文物考古的经典性、神话传说的多元
性、文化遗迹的丰富性、文化传承的连
续性、文化影响的深远性等，是其他大
禹之乡所不能比拟的。

传说、故事也成为登封人记忆中的朱砂痣

村名、路名见证大禹足迹

大禹文化在嵩山地区的传播和影
响深远而久长，大禹治水时改堵挡为疏
导的积极创新，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忘我
精神等融入登封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之中。

讲大禹故事，读有关大禹的书籍，表
演与大禹有关的民间社火，成为登封人民
司空见惯的一种生活方式。河南大禹文

化集团董事长王青山是其中一名。
自 2014年至今，河南大禹文化集团

连续承办了三届中国大禹文化研讨会，理
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并投资61亿元，重
点开发建设“大禹故里产业园”，打造“大
禹文化祖庭、做中国大禹文化产业园唯一
的标杆”。

王青山说，文化是精神的载体，精神

是民族的灵魂。弘扬大禹精神，做点实事
是他的愿望，希望通过挖掘和研究大禹文
化资源，弘扬和传承大禹治水精神，为登
封真正成为世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经济
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希望社会各界
共同传承发展大禹文化，共建美丽登封，
大禹故里文化产业园必将成为华夏历史
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工程的一颗璀璨明珠。

大禹精神传承

大禹故里祖家庄拜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