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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我们的文化旅游宣传推
广营销、乡村旅游及民宿、‘舞台艺术进
乡村进社区’、文明旅游和‘绿城春雨’
文化旅游志愿服务等工作均获得了先
进荣誉。”在日前召开的郑州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工作会议上，登封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工作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
和赞扬。

2020年以来，登封市按照河南省建
设“郑汴洛”黄河文化国际旅游目的地
的要求、郑州市委关于建设“两带一心”
和西部“美”起来的工作部署，大力实施
“文旅强市”战略，积极推进文旅融合发
展，加快将“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
济”，先后荣获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单
位、河南省旅游扶贫示范县，连续三年

被评为全国县域旅游竞争力百强县。
按照郑州市“两带一心”文化功能

布局，登封积极谋划环嵩山文化带建
设，编制《嵩山文化生态区“天地之中”
历史建筑群世界文化遗产地高品质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规划“一核、两带、四
大文旅片区”的文旅融合发展格局，实
施建设项目 41个、160.48亿元。同时，
邀请专家团队分别编制《登封市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登封文化旅游
发展突破战略》。

按照扩大、封闭、提升、开放的总体
思路，登封投资4.5亿元，深入开展核心
景区综合整治，实现了核心景区封闭管
理；完善城市文化服务功能，投资5.5亿
元的市民文化中心将于 2021年“五一”

前对市民开放；实施路线总长 33.14km
的环嵩山旅游公路改建工程，与巩义市
内巩登旅游公路、Y026线连通，形成环
嵩山文化旅游大通道。

引进实施绿地嵩山特色小镇、建业
中岳文化园等超10亿元文化旅游项目，
规划建设 18平方公里的天地之中文化
旅游专业园区；大力培育文化创意、低
空旅游、体育赛事等新兴业态，成功举
办第九届嵩山论坛、嵩山少林国际马拉
松赛、第二届动作影视发展与创新高峰
论坛等重大活动；实施“文化+”战略，
《少林十三棍僧》《再现朝阳沟》室内演
艺项目顺利开演；积极探索“互联网+文
旅纪念品”模式，8家企业被评为全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星级企业；强化文旅

品牌打造及保护传承，观星台、仙人谷
创成4A级景区，范家门、摘星楼创成3A
级景区，知白民宿、福润雅居、永泰净舍
被评为河南省首批精品民宿，少林办入
选河南省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二十四
节气、嵩山内养功法入选国家级非遗名
录，“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保护管理获
得5星级荣誉。

据悉，下一步，登封市将围绕建设
天地之中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少
林功夫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目标，统
筹推进环嵩山文化带和全域旅游建设，
为郑州市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贡
献登封力量。
登封融媒记者 高鹏敏
通讯员 蔡宏炬 文/图

中国古人讲求诗礼传家，无论哪朝哪
代都把读书看作一等一的大事，于是在千
百年的历史流转中承载着文明和思想火
花的书院教育也应运而生。嵩阳书院作
为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坐落于登封市
境内，背依嵩山主峰峻极峰，面对流水潺
潺的双溪河，两侧峰峦环拱，院内古柏参
天，环境古幽，清雅静谧，嵩阳书院以其优
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和理学发源地
而闻名于世，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场
所，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圣
地。嵩阳书院始建于北魏太和八年（484
年），起初叫嵩阳寺，是佛教寺院。隋炀帝
大业年间（605-616年）改名为嵩阳观，成为
道教活动场所。唐高宗两次访问当时的著
名道士潘师正，都以嵩阳观为行宫。

五代后唐清泰年间，进士庞式及舒元
等曾在嵩阳观聚众讲学，后周时改为太乙
书院，成为儒学活动中心。

宋初更名为太室书院，宋仁宗景祐二
年（1035年）重修太室书院时赐名嵩阳书
院，并设院长掌理院务。北宋鼎盛时期，儒
学洛派理学大师程颢、程颐曾在此聚众讲
学，使书院名声大振，成为北宋四大书院

（四大书院是指：河南睢州的应天书院、湖
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登
封的嵩阳书院）之一。北宋名儒司马光、范
仲淹、韩维、吕诲、李纲等曾在此讲学。嵩
阳书院也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金代时改名为承天宫。明朝侯泰重修
书院时复名嵩阳书院，并建二程祠，清代叶
封与耿介又重新修缮，使书院再次复兴。
耿介曾亲自执教，传经授业，成绩显著。自
清朝乾隆后期，嵩阳书院日趋衰落。

20世纪80年代以后，嵩阳书院成为中
外游客的旅游胜地。现在的嵩阳书院经
多次增建修补，基本保持了清代的建筑布
局，占地面积9984平方米。中轴建筑共分
五进院落，廊庑俱全，共有古建筑26座108
间，多为硬山滚灰筒瓦房。

书院的建筑布局，与其三项职责——
“讲学、供祀、藏书”是密切相关的。

殿内正中有孔子塑像，东西有孔子四
大弟子的画像石碑，东为颜回和曾子，西
为子思和孟子。

讲堂是书院的主要建筑，正房三间，
是理学大师程颢、程颐讲学的地方。内部
陈列的有教学用具、二程（程颢、程颐）讲
学图等。这里也是著名的“程门立雪”故
事的发生地。

泮池位于讲堂后面，池上有一青石拱
桥。因孔子故乡在山东曲阜的泮水之滨，
泮池的建筑便成了古代高等学府的象征，
儒生考中秀才后才称“入泮”，要举行绕池
一周的仪式，然后再去先圣殿拜孔子圣像。

道统是指儒家传道的地方，祠内陈列
有帝尧、大禹和周公的半身塑像，像后悬
挂“帝尧巡狩嵩山”“大禹嵩山治水”“周公
阳城测景（影）”三幅大型彩色图画。

书院的道统祠和先圣殿，都是供祭祀
用的，通过祭祀活动，表达对古代圣贤的
纪念，激发师生忠君爱国的情感。

藏书楼是嵩阳书院现存最后一进建
筑，是一座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卷棚硬山
顶阁楼式建筑，是书院珍藏书籍之所。现
楼内陈列有清代存书，共计 57册，其他文
物展品数十件。嵩阳书院在清代藏书曾
多达86万册。

嵩阳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
俗，布局严谨的建筑群，反映了“礼乐相
成”的儒家思想，从总体建筑格局到每座
单体建筑，都遵循礼教的秩序。嵩阳书院
也因其独特的儒学教育建筑性质被称为
研究中国古建筑、教育以及儒家文化的
“标本”。
登封融媒记者 高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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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岁月的长河里，嵩山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提供着丰厚滋养。2010年，
由嵩山地区8处11项历史建筑组成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被第34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收入《世界遗产名录》，正式成为

“世界文化遗产”。为更好地弘扬、传承嵩山文化，本报推出专题报道《走近
“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让我们一起来慢慢领略这些人类瑰宝的魅力吧。

嵩阳书院：
中国古建筑、教育以及儒家文化的“标本”

登封市音乐家协会
召开2021年工作会议

本报讯 3月 12日，登封市音乐
家协会召开 2021年工作会议，谋划
2021年音协工作。其中，街头音乐
成为关注的热点，据悉，登封音协将
利用街头音乐大舞台，全城总动员，
为嵩山文化注入音乐的灵魂，激活登
封街头艺术的发展，让市民游客感受
不同的音乐魅力，为登封市打造“音
乐之都”注入鲜活的元素。就街头音
乐的发展，大家纷纷畅所欲言，提出
宝贵建议，登封音协将用充满激情的
歌声，为美丽登封的建设贡献音乐人
的力量。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安歆

唐庄镇
举办文艺创作
暨迎七一征稿座谈会

本报讯 3月8日，登封市唐庄镇
籍的 20多名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
举行文艺创作暨迎七一征稿座谈
会。座谈会以“讴歌盛世中华、向党
的 100周年献礼”征文为中心议题，
要求大家拿起手中的笔，弘扬主旋
律，传播正能量，书写富有积极向
上、奋发进取的艺术作品。作品要
围绕“美丽登封”建设发展这一中心
主题，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诗、词、
文、赋、剧、书、画、印皆可。会上，大
家结合自身实际，各抒己见，纷纷表
示，要扑下身子、努力创作，拿出高
质量作品，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献礼。 登封融媒记者 胡建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