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
下”，孔子阐明了山川与社稷的
关系。

春秋初年，随着郑国东迁
战略的实施，具茨山开始以社
稷之山的身份载入史册。

新生的郑国前靠嵩山、后
依黄河，右临洛水、左界济水，
以芣山和騩山为神主之山，以
溱水和洧水为生息之河。芣山
与騩山就是今天的具茨山一
带，溱水与洧水就是《诗经·郑
风》里“溱与洧，方涣涣兮”的那
两条河。

郑国在具茨山的护佑和溱
洧水的滋养下历时近 400年，
以经济发达、法治健全、民主政
治和诗乐文化闻名于世。

由于时光邈远、史料阙
如，具茨山上举行过多少次
郑 国 社 稷 祭 典 我 们 不 得 而
知。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有

“春秋第一人”之誉的郑国名
相子产葬于具茨山一脉的陉
山之巅。

清乾隆四十一年《新郑县
志》之《疆域志》所载的新郑县

域图中，风后顶之东南依次为
官山、陉山。

今天的老山坪即史书中的
官山，明代称为明山，亦称老官
山、太白山。沿着曲折陡峭的
山路登至山顶，地势陡然变得
平缓，老山坪古寨堡遗址就隐
现于一片长满茂密野草的开阔
之地。

山上有很多枝干高壮的桑
树，缀满或青绿或橙黄的桑葚；
两人环抱的国槐，小小的米黄
花苞从浓密绿荫中探出头来；
漫山遍野的洋槐，串串白色花
朵洋溢着香甜的味道。最多的
还是从陡坡石缝中顽强生长的
侧柏。山半腰的青岗庙水库，
水平如镜，碧绿如玉，西坡的黑
龙潭、玉女池，溪水潺潺，波光
潋影，形成山、水、泉、林融为一
体的秀丽景色。

山的南坡和东坡为数百米
高的悬崖峭壁，奇峰怪石林立，
构成高峻雄伟的山岳风景。然
而，就在人迹罕至的陡峭之处，
一些裸露的沙岩上刻画着凹
穴、沟槽、字符等抽象而神秘的

图案。《水经注》等文献虽然有
类似于中原岩画的记载，但直
到本世纪初，这些充满神秘色
彩的岩刻类古文化遗存才进入
考古学界视野。据不完全统
计，仅新郑市在 12 平方公里
的范围内，就发现 10个地点、
2000 多处岩画。这些岩画的
发现，不仅填补了中原地区
岩画考古发现的空白，丰富
了中原地区古文化的内涵，
也为研究包括黄帝文化在内
的中原上古文化提供了一类
新的实物资料。除了岩画，
还有石棚、独石、叠摞石等巨
石。眼下，考古工作还在进
行，人们带着对未知的好奇，
继续探索着文明的奥秘。

沿着山脊再往东走，便是
陉山。

“陉”，山之绝坎，即山脉中
断的地方。从高处俯瞰，自陉
山以东，是一马平川、广袤无垠
的黄淮平原。古老而巍峨的山
脉，仿佛一道天然的屏障，守护
着辽阔的平原大地，见证着岁
月的沧桑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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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市融入大
自然，让居民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城市建
设的重要论述，为
城市高质量发展指
明了方向。

河南省委书记
刘宁寄语郑州，要融
合好悠久历史和现
代文明，展现新担
当、创造新辉煌，为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
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大山大河大
平原”为风貌特征的
郑州，拥有“文武双
全”“文韬武略”的特
质。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安伟指出，郑州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和主根主脉所
在地，是我国八大古
都和九大中心城市之
一，必须担负起传承
好、发展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大责任
和历史使命，传承创
新优秀传统文化、创
新创造现代文化，立
足“文武双全”城市特
征，擦亮“天地之中、
黄帝故里、功夫郑州”
的城市品牌。

本报联合郑州
市委党史和地方史
志研究室策划推出
的【风物郑州】——
“见山见水见城郭”
系列报道，将陪伴读
者，持续全方位、多
角度探寻郑州的独
特自然与人文之美。

■核心提示

具茨山：文明曙光自此升腾

具茨山，位于黄
帝故里新郑西南，属
于中岳嵩山东南余
脉，东西延绵约40公
里，山峦起伏，东望
平原，更有潩水河、
孙家河、白龙湫、黑
龙潭等星布其间。

登 上 黄 帝 迎 日
推策峰远眺，晨雾如
薄纱一般，缥缈而轻
盈，随风变幻在山间
曼舞。

这 座 在 中 国 历
史上声名显赫的山
脉，是每一位中华儿
女 心 向 往 之 的 地
方 。 来 到 这 里 ，追
寻 黄 帝 留 下 的 足
迹 ，聆 听 历 史 深 处
的 回 响 ，叩 问 中 华
文 明 的 源 头 ，不 禁
为身上流淌着中华
民族的血脉而心生
豪气、充满力量。

文明初曙 霞光绚丽

相传 5000 多年前的具茨
山一带，黄帝一统华夏之前，曾
在这里推策拜将、屯兵驯兽、修
德振兵，其事见于《山海经》《竹
书纪年》等典籍。

考具茨之名，最早见于先
秦时期。“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
之山，方明为御……”《庄子·徐
无鬼》记载有黄帝见大隗于具
茨山的故事。

具茨山主峰“风后顶”之
巅，有始建于汉代的轩辕庙，两
侧楹联曰：“功大乾坤小，德高
日月低”。

往西走，有嫘祖宫。黄帝
与元妃嫘祖共同革新纺织技
术，创制衣物，引领人们摆脱衣
不蔽体的原始状态，迈入文明
社会。

三月三，拜轩辕；六月六，
拜嫘祖。千百年来，黄帝故里
新 郑 一 直 保 持 着 这 样 的 风
俗。如今，一年一度的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既是中华儿女凝
心聚力的精神纽带，也是增强
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重要
载体。

“效法先祖，聚光引火”，取
自新郑最高点——具茨山巅的
火种传递到故里现场，点燃轩
辕殿前的圣火台。在“天地人
和”环节，各界代表借由圣火台
点燃手中的火炬，生动诠释
了从钻木取火到礼乐教化，黄
帝点亮的文明火种，历经 5000
多年风雨依然长燃。

《史记·五帝本记》说：“黄
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

治民。”这几位功勋卓著的肱股
之臣，在历史长河中把令名留
在了具茨山上，化身为风后
岭、力牧台、常先口、大鸿寨等
地名，与轩辕庙、嫘祖洞、屯兵
洞、迎日峰、自然山、潩水河、
南崖宫、避暑宫等53处胜迹一
起，构成了具茨山的黄帝文化
基因库。

“从历史学角度看，黄帝
是中国文明史的开端；从考古
学角度看，一系列考古发现
实证黄帝时代是一个文明起
源到初步形成的时代。”正如
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河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所
说，黄帝不仅是文化记忆的符
号，更是中华儿女叩问文明源
头的时空坐标。

具茨巍巍，文脉延延。与诸
多名山大川一道，具茨山进入古
人的视野与生活，被描绘成了一
幅幅有声有色的画卷。

“ 不 必 陪 玄 圃 ，超 然 待 具
茨。”中唐后期，在《夔府书怀四
十韵》这首排律中，诗圣杜甫以
周穆王及黄帝事为典故，言说当
此风云际会之时，我岂必陪车驾
于玄圃乎？但望圣明天子如黄
帝访贤具茨一样求贤问道，以拯
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

“ 具 茨 云 木 老 ，大 块 烟 霞
委。”“何事不隐德，降灵生轩
辕。微臣与轩辕，亦是万世孙。”
晚唐时期，具茨山再度现身于陆
龟蒙与皮日休两位诗人笔下。

“ 我 家 溱 洧 间 ，春 水 色 如
酒。嵩少在吾旁，日夕意亦厚。
田园虽不广，幽兴随事有。药畦
灌陈根，芋区采骈首。春郊饷耕
徒，秋社接酒友。饱诵传家书，
促酿供客酬。”在北宋文人晁冲
之笔下，具茨山居的生活简易而
朴实。

明代著名思想家薛瑄曾夜
宿新郑学宫，于《新郑怀古》中感
慨：“经行郑国旧山川，禾黍秋风
驻马看。烟树几湾流水在，荒城
千载暮云閒。时门雨歇无龙斗，
大隗山高只鸟还。借问当时贤
相国，几多遗爱在人间？”

数千年时光流淌，人与事借
地而传，诗与情凭史而记，山水
精神蕴于境界之中。

黄 帝 故 里 ，草 木 静 静 生
长。每年三月三，海内外中华
儿女共赴“心灵之约”，用一场
跨越千年的对话，追思先祖的
丰功伟业，感悟中华民族血脉
传承。

具茨山上，风声雄浑浩荡。
每逢周末、节假日，越来越多的
人慢下脚步，于山顶看日出破
晓，进农家小院品乡野时鲜，感
受古人笔下返璞归真的“具茨山
居生活”。
本报记者 赵文静 张立/文
周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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