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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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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家中心城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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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龙山：青山古刹结“释源”“西游”神话开此篇
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的一天，一支跨越万里的旅队风尘仆仆直奔洛阳而来，队伍里两名深目高鼻的

西域僧人和马背上层层包裹的经卷格外引人瞩目——这看似普通的一天，却是历史上第一次记载的“佛学东
渐”。两位僧人正是享誉天竺的高僧摄摩腾、竺法兰，马背上驮载的就是那犹如钥匙般即将开启中国佛教历
史的梵文经卷。

西域高僧为何跋山涉水来到中原，他们与巩义青龙山，与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与身处现代社会的我
们又有何关系？走进青龙山，一场跨越近2000年历史、影响深远的“穿越”就此开启。

佛教传入中国，是历史上一
个重要的文化交流事件。发源于
古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说
法不一，但大众比较认同的是东
汉明帝时期。《后汉书》记载：明帝
刘庄夜梦金人“项佩日光殿庭飞
行，甚惑”。第二天朝会问询，得
知是西方出了位圣人“教人向善，
法力无边，人尊为佛”。明帝向
往，派遣使团出使西域求取佛
法。随后便有了天竺高僧摄摩
腾、竺法兰用白马驮载佛像图卷
和梵文经卷等来到洛阳的故事。

明帝亲自接见两位高僧，把
他们安置在鸿胪寺住下。摄摩腾
和竺法兰在此翻译了著名的《四
十二章经》，之后便云游四方。途
经巩义青龙山时，见此处“尘嚣迥
隔，山水灵秀”，遂在此创立慈云
寺。4年后，他们曾经“工作”过
的鸿胪寺，也因“白马驮经”而创
建为“白马寺”。

依照慈云、白马、法王三座寺
院遗留碑刻自报建寺时间排序，
慈云寺建于东汉永平七年（公元
64年)，白马寺建于东汉永平十ー

年(公元 68年)，法王寺建于东汉
永平十四年(公元 71年)。寺中现

存明代《重修慈云寺碑记》明确记
载：“慈云禅寺距县治东南青龙山
中……自汉明帝永平七年有摄摩
腾、竺法兰自天竺嘉兹胜概，始创
为寺。”《重修青龙山慈云禅寺记》
碑文中记载“慈云寺，肇自汉明永
平七年，僧摄摩腾、竺法兰云游此
山，睹其胜慨，发心创建，躬荷畚
锸，亲执斧斤，诛茅斩茨，辟云构
烟而成寺。”这些篆刻于石碑上的
文字，如同一把钥匙，解开了中国
佛教起源的迷雾：慈云寺作为中
国早期的佛教寺院，不仅标志着
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也开启了中
外文明交流的文化史诗。

几经兴废，历经汉、唐、宋、
元、明、清多次重修，今天的慈云
寺更像金庸先生笔下的“扫地
僧”，它虽不如少林寺、白马寺出
名，却暗藏绝学，是公认的“少林
共祖、白马同乡”。

巩义市文物局工作人员介
绍，慈云寺现存 52块石刻中有 7
块是“国保”。最著名的当属明天
顺四年（1460年）的《释迦牟尼双
迹灵相碑》和《青龙山慈云禅寺五
十三峰圣境之图》碑，堪称全国罕
见的艺术珍品。其中《释迦如来

双迹灵相图》由玄奘法师从古印
度带回到中国，先后在西安、山西
等地名寺进行镌刻，但因种种原
因，只有巩义慈云寺这件《释迦如
来双迹灵相图》保存完整，具有十
分珍贵的史学和考古研究价值。

《青龙山慈云禅寺五十三峰圣境
之图》碑更是绝世珍品，画面中慈
云寺端居中央，周围环列 53座山
峰，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圆地方”
的理念赫然显现。碑的阳刻是慈
云寺立体示意图，青龙山五十三
峰山势、寺观、禅房凝聚于一块石
碑，山间的小径、溪流都清晰可
见，二老谈经峰、祖林、大天门除
妖蛛、黑龙池等地名更让人浮想
联翩。

在文化学者阎铁成看来，慈云
寺碑刻不仅廓清了汉传佛教的肇
始历程，复原出慈云寺释源祖庭的
地位，更展示出中原文化的博大胸
怀，演绎了中原文明与西域文明融
汇涅槃的恢宏史诗。前中国佛教
协会会长一诚长老亲自为慈云寺
题写“释源祖庭”的匾额，继任中国
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也为慈云
寺写下“华夏作寺之始”，彰显了慈
云寺的重要地位。

得名“青龙山”，源自北宋开
国皇帝赵匡胤的一声赞叹。

查阅《巩县志》可知，青龙山
古称霍山，亦称天陵山，民间另有
桃花山、万佛山等俗称。取名天
陵，主要在彰显其高峻、难于攀
越；桃花山，则是这里春季满山遍
沟盛开山桃花，给人印象格外深
刻。又因山内山外有慈云寺、铁
佛寺等佛寺禅院，故称其万佛山。

而北宋定都开封后，司天监于
方圆数百里内仔细勘察选择修建皇
陵的最佳处，后选择巩地修建北宋
皇陵，按“五行”的说法，赵匡胤将宋
陵东面的天陵山赐名为青龙山，钦

封其为“天下第一风水宝地”。
在青龙山所在的巩义大峪沟

镇民权村，还有另一种民间传说：
三国时期青龙山北麓的南山口曾
落过一条青龙，后得救升天，当地
官员奏报朝廷，魏明帝曹叡认为
是祥瑞之兆，赐名青龙山，并改元
为青龙元年，即公元233年。

1998年，青龙山被河南省林
业厅批准为“青龙山森林公园”；
2009年被批准为国家AAA 级旅
游景区，2013年慈云石刻被批准
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24年
被批准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
区；2000 年，慈云寺内石刻被列

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国务院将其升格为全国
重点文保单位……

寺中修复的祖林、华严阁、白
衣阁等建筑，既延续着“修旧如旧”
的传统，也承载着文旅融合的新使
命——“青龙山生态文化旅游区”
历经升级改造，作为巩义周边少有
的“水韵秘境”，以崭新面貌焕新登
场。景区精心打造了环湖步道、绿
荫长廊、探险登山等健康体验项
目。青龙潭、黑龙潭、捧月湖形成
了一个自然水系，环湖步行，既可
以游玩在青山绿水之中，又可以呼
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气。

“玄奘西行”起源“西游神话”

2024 年 8 月，国产游戏《黑神
话：悟空》横空出世、风靡世界，“吴
承恩在慈云寺创作《西游记》”的说
法引发广泛关注，也再次吸引人们
把目光投向青龙山。

《西游记》与青龙山究竟是何
关系？这就需要说到一位传奇人
物——唐代高僧玄奘。据寺内《重
修青龙山慈云寺碑铭》记载：“三藏
法师于此开演大法，广渡群迷。”玄
奘幼年出家于距离青龙山不远的净
土寺。少年玄奘常往来于两寺之
间，对青龙山的奇峰幽谷、佛寺传说
耳濡目染。后来他西去天竺求法，
17年后携佛经回到中原，终成一代
佛学泰斗。随后玄奘奉旨来到慈云
寺重修寺庙。刻于明天顺四年(公
元1460年)的《重修青龙山慈云禅寺
碑铭》记载：“至于唐三藏禅师，奉敕
重修庄严宝地。”

不难想象，玄奘登坛讲经之余，
将西行见闻娓娓道来，这些见闻又
由众僧代代传扬。在时光的酝酿发
酵下，这些故事与慈云寺周边的山
妖水怪神话渐渐融合，形成了脍炙
人口的“唐僧取经传奇”。几百年
后，这些传奇故事，又吸引明代吴承
恩追寻玄奘足迹来到慈云寺，遍览
青龙山水，聆听取经故事，写就不朽
名著《西游记》。2003年10月，中国
社科院与河南大学召开《西游记》国
际学术研讨会，根据慈云寺的碑刻
与传说，专程把会议由开封移到巩
义召开，与会专家通过实地调查与
研究达成共识：“青龙山是《西游记》
的载体，慈云寺是《西游记》的灵
魂。”这一论断，将文学虚构与历史
真实紧密勾连。

在“西游”文化爱好者看来，慈
云寺与《西游记》的关系，不仅是地
理与文本的映射，更是精神内核的
共鸣：《五十三峰圣境之图碑》描绘
的“天圆地方”格局，五百僧众散居
峰顶、闻钟云集的场景，更是“天宫
瑶池”“灵山法会”的投影；后寺河

“四十五里倒流河”恰似通天河的倒
影；天然弥勒大佛高坐山巅，仿佛在
俯瞰取经路上的劫难与顿悟。

或许，至今仍没有确切的考古
材料证实吴承恩就是在慈云寺写下

《西游记》，但“青龙山是《西游记》的
载体，慈云寺是《西游记》的灵魂”这
一论断，将这山、这人、这书、这传
奇，凝为一体。青龙山、慈云寺的存
在也告诉世人，伟大的文学作品，从
来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扎根于历史
的土壤、生长于文化的交融。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文/图

“明帝一梦”始创“释源祖庭”

“太祖一赞”天陵化“青龙”

箕山：栖居千年山水间 甘守清寂留风骨
颍水向东蜿蜒，北岸揽尽游人如织，南岸绵延稼穑葱茏。箕山如屏，以分水岭之姿切割出迥异的水土与文明——

汝河，这条流淌着女娲补天遗韵与大禹治水史诗的河流，悄然将山脉南坡的涓涓细流纳入怀抱，却让山北的颍水独揽
了隐士风骨。这里曾是许由掬水洗耳之地——他抛下尧帝的江山，转身走入山间，用一瓢清泉，浇熄了华夏文明对权力的第
一声喧哗。箕山，自此成为隐士的图腾。

嵩箕山系在亿万年地质运动中
构造，36亿年的时空里，藏着比“禅
让”更远古的记忆。

寒武纪灰岩裸露的断崖如刀劈
斧削，将山体雕刻成嶙峋的“地质年
表”。颍水切割出贯穿大地的裂痕，
宣告原本相连的山体早已奔赴不同
的命运——

嵩山带着“五世同堂”的岩层向
云端生长，箕山守着初心，在时光长
河里站成不屈不挠的志。

箕山扬名，缘于许由。许由何
许人也？《庄子·逍遥游》中说，尧帝
欲让天下于他，他却以“鹪鹩巢于深
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
作答，避至箕山。

司马迁登箕山寻许由冢，最终
在《史记》中写下“余登箕山，其上盖
有许由冢云”——一个“盖”字，道尽
传说与史实的微妙分野，却也足见

其信而有征方肯跋涉之诚。东汉蔡
邕在《琴操》中描述许由的极简生活
方式：夏居树巢、冬宿洞穴，以山间
野生食物果腹，手捧河水解渴——
有人赠其水瓢，他用后挂于树上，风
吹瓢动有声响，遂弃瓢。晋代皇甫
谧《高士传》以寥寥数笔定调：“许由
生于箕山，卒后又葬于箕山。”箕山
就这样与许由互为注脚，成为中华
文化中隐逸精神的图腾。

从空中俯瞰，箕山如青龙横卧，
东高西低绵延40余公里，与嵩山群峰
遥相呼应。形似簸箕，地势平坦，西南
端为王莽楼山，东北端为主峰青龙峰，
海拔 723 米，四周古石墙围拱的遗
迹。考古学者推测，这些石墙或为古
代军事要塞，或为先民躲避战乱之所。

箕山之名，亦如历史长卷中一卷
未阖的竹简，隐士、文人循许由足迹
而来，在石壁上题诗，在溪涧旁结庐。

文人墨客的笔，让箕山风骨淬
火成章。曹植以《巢父赞》将“临河
洗耳”的清高定格于诗行；嵇康在

《许由赞》中勾勒出许由“宅于箕阿”
的澄澈风骨，以“德贞体全”为隐逸
者立传。王绩在《田家》中以“琴伴
前庭月，酒劝后园春”的闲适，续写

“不知有汉”的桃源之境；宋之问登
临箕山遥望白云孤冢，慨叹“高节虽
旦暮”的永恒，以“登箕挹清芬”叩问
世道人心；高适策马边塞，却于羁旅
回眸间挥毫“箕山别来久，魏阙谁不
恋”的喟叹，道尽豪士对林泉的眷恋
与庙堂的踟蹰。至欧阳修暮年回
望，一句“漱流羡颍水，振衣嗟落
尘”，终将出世入世的徘徊凝为千古
长叹——从魏晋风骨到唐宋余韵，
历代文人以诗为镜，映照出箕山“不
争”的魂魄，让隐逸文化的清泉，始
终在中华文明的血脉中潺潺流淌。

人为镜：
从岩层到信仰的嬗变

许由寨山门向西不远处就
是许由庙。农历六月初九是许
由忌辰，每年这一天箕山香客如
潮。许由庙前香火缭绕，青烟扶
摇处尽是祈愿还愿之声。对面
徴君大戏台笙箫彻云锣鼓喧天，
忠孝剧目次第开演。山门前庙
会市集绵延，商贩云集，货摊林
立，糖画面塑映日生辉，杂耍幻
术各逞奇技。这场糅合了千年
信仰、民俗欢腾与人间烟火的祭
典，裹着盛夏炽烈山风，既反衬
林壑苍翠之幽，亦增添登山览胜
之趣、走亲访友之暖，恰似一卷
从《清明上河图》里裁下的鲜活
断章。

就此读懂，箕山的隐逸并非
消极避世。许由之隐，非弃天
下，乃守天下——是以清洁的精
神对抗时代的浮躁，以孤独的坚
守守护文明的根系。

恍若千载后王道生的一腔
孤勇，让隐遁的深意再次照亮前
路——1994 年，“中国百家姓”
电视剧组到访箕山，时任登封市
东金店乡（现东华镇）党委书记
的王道生在协助取景的过程中，
深刻认识到箕山作为许姓发源
地的历史文化价值。他将个人
热情转化为系统的文化工程，20
多年深耕，让“祖乃许由，根在箕
山”的钟磬之音回荡四海。

正所谓：小隐隐于野，中隐
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今日箕
山，正以这样的姿态，为喧嚣都
市提供一剂清醒剂：在快与慢、
进与退之间，如何找到生命的
平衡？

落日西沉，36 亿年的岩层
仍在生长，以微不可察的速度。

暮色中的箕山，轮廓渐隐，
唯余颍水的波光与星月辉映。

人类总渴望趋同，但大地早
已给出答案：

真正的独立，从不需要割裂
对抗，而是在“断裂带”两侧各安
其位——

有人如箕山，甘守清寂，在
隐逸中成全“鹪鹩一枝”的生命
哲学；有人似嵩山，拥抱层叠，于
攀登中追逐“峻极于天”的壮阔
理想。

求仁得仁，各美其美。
或许世间最深刻的共鸣，恰

在于尊重差异，让灵魂以各自的
独特性进行对话。
记者 苏瑜 李晓光/文
周甬/图

2016年，一场“古法实验”在箕山
展开：全国十几省石匠高手，用箕山特
有的白砂石，复刻5公里古寨墙。

登墙而上，不仅能触摸到带着
太阳温度的砂石，还能解锁 360°全
景视角：北望太室、少室双峰如屏，
登封城区的繁华尽收眼底；西瞰东
华和大金店的田园风光；南面蜜蜡
山与大熊山的层峦叠嶂美到窒息；
向东望去，徐庄古镇与波光粼粼的
白沙水库构成绝美画卷。

从老商城的夯土到国棉厂的红
砖，从二七纪念塔的琉璃到“玉米
楼”的玻璃幕墙，裂变的骨骼始终在
拆解中重构。当我们在墙的变迁里
读懂时间的慈悲，便会明白：墙，不
是阻隔，而是令过去与未来在此握
手，让坚硬与柔软彼此成全。

箕山之巅，一座高逾三丈的许
由墓静立，像一座圆形古堡，被小寨
城墙温柔环抱。

箕山山民世代绵延守护许由墓
冢，现任守墓人古铜色面庞泛着岁
月浸润的红光。这位年近八旬的老
者，曾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春风乍
起时，率先创办砖瓦厂勇立时代潮
头，历经商海浮沉终返祖荫，青衫布
履日夜守望，至今已逾二十寒暑。

当地村民至今恪守着世代相传
的“不争”之道：秋收时节总要在田头
留足三垄稻穗，让山雀斑鸠也能饱食
越冬。这份“舍却三升粟，续得万年
香”的智慧沉淀在古碑的偈语里，更融
进了日常生活——每当村干部调解
地界纠纷或家宅矛盾时，说说上古高
士许由的故事，原本面红耳赤的乡邻

便会相视而笑，各自往后退让半步。
隐逸文化的血脉在山川灵韵中

生生不息。许由庙前，省保单位的
铭牌与“许由传说”的非遗名录，共
同守护着“洗耳泉”畔的千年清寂。
登封人深知：唯有让青山重披绿衣，方
能让隐士风骨永续流传。近年，“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的生态针线，
正将箕山的伤痕细细缝合——退耕
还林3000亩，古树名木挂牌保护，颍
水沿岸铺设生态步道。曾经因采石
而裸露的山体，如今已被刺槐、侧柏
覆盖；消失多年的猕猴、豹猫重现山
林。生态学家在此设立观测站，发
现箕山生物多样性较 10 年前提升
40%——这或许是对许由精神最现
代的诠释：人对自然的敬畏，终将换
来自然的馈赠。

箕颍高风，山幽水清。在许由
祠（庙）西1000米处，有一红石池，名
龙潭，水出箕山内，炎夏凉爽无比，
传为许由避暑处。

“箕阴避暑”是登封八景之一。
明朝登封县令傅梅诗曰：“独爱云林
境界幽，绿荫蔽日翠光浮。弃瓢崖
畔排烦热，洗耳溪边枕细流。每有
凉风来树底，更无尘事到心头。许
由巢父今何在，千古箕山五月秋。”

洗耳泉不远处，有一棵古槐，相
传为许由手植，苍劲的墨色虬枝以
奇异之姿揽月临风。当地百姓认为
是巢父所种，称其“巢槐”。抬头仰
望，正午阳光下，嶙峋枝丫有的舒展
成篆，有的皴擦成狂草，书写许由洗
耳避世、巢父牵牛远遁的哲思。乾
隆年间登封大旱，八荒龟裂如陶片，
唯此泉涌流不息。

经考证，洗耳泉并非流入箕山

北麓的颍河，而是箕山南麓的汝
河。两条河流殊途同归，汇入淮河。

春耕时节，老农扶犁而行，泥土
翻涌如浪，犁尖划开大地，写下绵延
不绝的时令年轮——北魏郦道元在

《水经注》中定格的“颍水春耕”盛
景，被列入嵩山八景，这不仅是中原
稼穑文明的活态史诗，更让千载农
耕文明的基因密码随着田歌，永远
回荡在颍水之滨。

岩为骨：时空折叠的沉默证言

水为魂：颍河畔的千年隐喻

墙为脉：古今碰撞的共生寓言

箕山山顶平坦箕山山顶平坦，，尤如簸箕尤如簸箕，，故名箕山故名箕山青龙山青龙山

青龙山美景青龙山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