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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谈起登封历史
源起，与会的领导、专家、学
者，无不提起“天地之中”，因
为，地处“天地之中”的登封，
就是中国历史的源头，华夏
文明的发轫地。

在对话环节回答主持人
关于“天地之中”内涵和特色
时，登封市委书记王福松说：

“天地之中”概念在文化上起
源于中华人文始祖黄帝时期，
形成于公元前 21 世纪的夏
朝（其都城在现今登封告成
王城岗一带），确立于公元前
11 世纪周公测影阳城定地
中。登封之所以被誉为“天
地之中”，正是源于嵩山地区
在华夏文明中的独特地位。
其特色和内涵突出表现在：
初创性、唯一性、持续性。具
体表现在：一是文化之源；二
是民族之源；三是神话之源；
四是观念之源；五是政治之
源；六是国家之源。

提到登封历史，不能不提
到中国历史上的三位皇帝：大
禹、汉武帝、女皇武则天。

在与登封有着不解之缘
的三位皇帝中，武则天因公元
696年登临嵩山封中岳昭告天
下、大功告成，改嵩阳县为登
封县，改阳城县为告成县，登
封因此而得名，因此，武则天
之于登封，其历史价值和影响
更为重大而深远。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
五上百家讲坛的最年轻的主
讲人蒙曼博士是国内知名的
隋唐史研究专家。为了参加
此次座谈会，蒙曼推掉了央
视百家讲坛的录制时间，用
她的话说，这既是对登封这
片厚土的眷恋，也是一次心
灵回归之旅。毕竟，在当年
武则天封禅的嵩山脚下，穿
越时空的隧道，拂去历史的
尘埃，回望当年武则天封禅
的盛况，比之在讲坛上开讲，
自然有着别样的纪念意义。

蒙曼博士在题为“封嵩岳
而得天下”的主题演讲中，为
我们重温并阐释了武则天封
禅嵩山的起因、过程和对嵩
山所作出的贡献，并现场开

讲了鲜为人知而饶有情趣的
历史故事，让人在开颜一笑
中收获颇丰。

说起武则天封禅嵩山的
原委，蒙曼博士的观点是：嵩
山位于天下之中，这是周公观
测日影实测得来的，周公在历
史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连
孔子都以梦见周公为喜事，曹
操在诗篇中也有“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周公之言，自然是
圣人之言，无可置疑，天下信
服。且“中”的内涵博大精深，
河南古称中州、中原，河南人
都说“中”，得中原者得天下。
中庸之道、中正之气、中和之
美，既是中国人追求的传统人
格，也是国学精粹。

嵩山居天地之中，“嵩高
为岳，峻极于天”，像通天柱矗
立天地之中，自然为武则天封
禅首选；

二则，嵩山是周王朝的
“圣山”，武姓源于周，故武皇
将朝代定为“大周”，原因正在
于此，武则天封禅周王朝的圣
山，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全国，河南不仅最古
老，而且“最文化”；在河南，若
论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文化
旅游资源之丰富、之丰盛、之
丰盈，当推登封。

提到登封的文化资源和
文化积淀，省社科院副院长刘
道兴说，可谓琳琅满目，熠熠
生辉，灿如繁星，浩如烟海：少
林寺名扬天下，嵩山、中岳庙、
嵩阳书院蜚声中外，“天地之
中”建筑群落跻身世界文化遗
产，“朝阳沟”名闻遐迩，李洼
村一曲成名，加上散布在登封
山川、大地上的不胜枚举、数
不胜数的文化古迹，还有传诵

古今、播之于众的民间传说，
登封之文化，如同一座座富
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据介绍，登封境内现存文
物古迹1127余处，其中国家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6 处 18
项，省级 22 处，县（市）级 172
处，位居全国县（市）之首，拥
有“少林功夫”、“登封‘天地之
中’历史建筑群”、“嵩山世界
地质公园”等三项世界级品牌
资源。

蒙曼博士在主题演讲中，
谈及登封文化，她首推儒、释、
道三教合一、三教合流在登封
历史文化长廊中的特有价值

和意义。她说，登封在文化方
面最有底气，不敢与登封比

“文”，登封之文在于“修身”、
“明礼”、“养性”，这种类似于
古人孜孜以求的“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人格理想，都
能在登封的三教中找到精神
家园。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周昆叔在
座谈会上阐述了嵩山文化的
特征，他在发言中表明：嵩山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嵩
山因其天地之中、万山之宗、
山水之源之“因”而结出五岳
之宗之“果”。

“加快登封发展，固然需要推进工
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需要充分
挖掘利用矿产资源，需要经济社会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但是在整个登封发展
的大思路中，最有特色、最有个性、最有
竞争优势、最有广阔前景的无疑是旅游
业发展。”有着“政府智囊”之称的刘道兴
言辞恳切。

座谈会上，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
城”屡被提及。王福松这样描述了登
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紧
紧围绕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目
标，坚持以优势资源禀赋为基础，以一
流文化园区为载体，以重大产业项目
为带动，以骨干文化企业为支撑，以产
城（乡）融合发展为途径，努力将文化

旅游产业打造成登封市未来的一个战
略性支撑产业，实现世界级的文化旅
游资源向世界级文化旅游产品转变，
实现文化旅游景区向文化产业聚集区
转变，力争到‘十二五’末将登封打造
成中部地区最具影响和最具示范的文
化产业发展高地。”

蒙曼表示，登封不仅居“天地之中、
心灵之中”，而且拥有“文化之基、交通之
纽”，历史上登封具有“居天地之中，洛阳
之侧”的地理优势，今天这一优势更加
明显，以历史文化为灵魂的登封旅游可
将众多优势资源整合成文化带，并做
足、做细，把登封建设成真正体现“中庸
之道、中正之气、中和之美”的国际文化
旅游名城。

“ 问 渠 哪
得清如许，为
有 源 头 活 水
来。”如果说中
国历史是一部
浩繁的大书，
封 面 便 是 河
南，扉页就是
登封。追根溯
源，华夏文明
的根在河南，
源在嵩洛，其
中的核心便是

“天地之中”。

历史篇：天地之中 万象同宗

“河洛奔流五
千年，文化璀璨满
登封。”登封历史
悠久，文化灿烂，
文化积淀深厚，文
物古迹众多，文化
旅游资源丰富，是
名副其实的“文物
之乡”、“武术之
乡”、“曲剧之乡”，
抬头碰着秦时瓦，
触手摸到汉时砖，
便是最形象的写
照。

文化篇：三教合一 文武兼备

旅游篇：城市名片 重中之重

“天衣云锦全
在我，裁减妙处非
刀尺。”以“一城三
区”为核心区，以

“四组团”为主体
区，是以文化圣山
嵩山为依托，以

“天地之中”文化
为灵魂，以产城互
动为发展路径，以
文化旅游为主体
功能的现代化新
城，成为郑州都市
区以文化旅游为
主导产业、与传统
产业双轮驱动的
区域增长极。

“力争通过5~10年的努力，将
登封新城建设成为中原经济区和
郑州都市区的‘经济新板块、文化
会客厅、生态后花园’。”9月18日，
登封少林国际大酒店，登封发展
座谈会上，谈起登封市的发展目
标和城市定位，登封市委书记王
福松的发言掷地有声。

这场以“建设一城三区四组
团 打造登封国际文化旅游名城”
为主题的座谈会现场，观点碰撞，
思想激荡，智慧飞扬。与会的领
导、专家、学者、企业界的代表，共
话登封的历史文化，纵论登封的
未来蓝图。

“万仞高崖藏
日色，千寻幽涧浴
云衣。”每个城市
都有自己的核心
竞争力，都有自己
的主导、核心产
业。在登封的整
体发展思路中，最
有特色、最有个
性、最有竞争力、
最有广阔前景的
当属旅游，因此，
登封应高举文化
旅游大旗，旅游兴
市、旅游立市、旅
游强市。

近日，登封新城作为郑州都市区
六个功能组团之一，其未来图景也浮
出水面。按照规划，登封新城由中心
城区、新城区和天中旅游新城三部分
组成，总面积 60.3 平方公里。登封新
区着力发展产业集聚区、登封新区商
住区、中岳文化苑三大板块。天中旅
游新城则全力打造禅武医国际教育交
流、功夫动漫、影视拍摄、休闲养生等
产业集群。到2020年，登封新城建成
区面积达到56平方公里，人口达到40
万人，生产总值达到1300亿元。

“这是登封市在中原经济区上升
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对未
来发展方向做出的符合登封资源禀赋、
发展基础和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战略选
择”，省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郑泰森
如是评价登封新城规划，“登封新城是
最具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一个新城”。

王福松坦言：在未来的发展规划
中，经过征求多方意见，从登封组团的
发展目标、发展路径等方面进行不断
探讨，我们认为登封组团的发展模式，
应当包含“三统筹一融合”。一是统筹
城乡；二是统筹城景；三是统筹产业。

与会专家对登封新城的规划交口
称赞。永威置业副总马水旺直言他是
为“需求”而来，他表示，自己从登封新
城规划和产业发展方面“看到了城市

发展的快节奏”，正在力求“在登封找
到一个项目”。郑泰森评价，登封新城
以“一城三区”为核心区，以“四组团”
为主体区，是以文化圣山嵩山为依托，
以“天地之中”文化为灵魂，以产城互
动为发展路径，以文化旅游为主体功
能的现代化新城，是郑州都市区以文
化旅游为主导产业，与传统产业双轮
驱动的区域增长极。同时，登封要成
为“现代田园新城”，就一定要实现产
业的生态化、人文化、国际化，特别要
实现信息与国际对接，找到适合自己
的结合点、兴奋点、激活点。

蒙曼则建议，要围绕儒、释、道文
化多做文章，比如围绕儒家核心理念

“明礼”，建设礼仪基地；围绕道家“修
身”理念，建设修身基地；围绕禅宗文
化，建设心灵基地等等。

嵩山位于天下之中，这是周公观测日
影实测得来的，周公在历史上享有至高无
上的地位，曹操在诗篇中也有“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周公之言，天下信服。且“中”
的内涵博大精深，河南古称中州、中原，河
南人都说“中”，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庸之
道、中正之气、中和之美，既是中国人追求
的传统人格，也是国学精粹。嵩山居天地
之中，“嵩高为岳，峻极于天”，像通天柱矗
立天地之中，自然为武则天封禅首选；二
则，嵩山是周王朝的“圣山”武姓源于周，故
武皇将朝代定为“大周”，武则天封禅周王
朝的圣山。

在此之前，历朝历代皇帝都是封禅泰
山，唯独武则天封禅嵩山，并将山神封为

“天中皇帝”，大大地提升了嵩山在五岳中
的地位，嵩山因之成为华夏文化的圣山，成
为五岳之宗，封嵩山而得天下由此实至名
归。

登封要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要将
文化旅游培育成朝阳产业、光明产业，要进
行文化立市、文化兴市，需对现有的文化资
源和文化积淀进行发掘、完善、修复和提
升。海内外的游客慕名游览登封，多是直
奔少林寺而来，少林寺当之无愧地是登封
文化的一张名片，是登封的一大王牌，但是
相对于登封如此丰富而博大的文化资源和
文化积淀，仅仅靠少林寺一张名片是远远
不够的，这里少了国学基石，少了武皇圣
山，嵩阳书院作为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不

仅探讨人伦，还探讨生死，探讨宇宙观、
生命观，这种理学思想影响了宋代以后
1000 多年，作为一代国学的讲学之所，应
该在今天的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中具
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另外，一些遭到破坏
的文化、文物景观亟待修缮，避免因人为
因素导致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的破坏和
损毁。

历史上登封具有“居天地之中，洛
阳之侧”的地理优势，今天这一优势更
加明显，以历史文化为灵魂的登封旅游
可将众多优势资源整合成文化带，并做
足、做细，把登封建设成真正体现“中庸
之道、中正之气、中和之美”的国际文化
旅游名城。

[ 中庸之道 中正之气 中和之美 ]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 蒙曼

坚持旅游兴市，是登封特有的历史文
化、自然地质和生态环境资源优势的内在
要求，是登封在国内外巨大影响和独享地
位的必然选择；坚持旅游兴市，是我国经济
发展新阶段对登封新城建设的迫切要求，
也是登封市加快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坚
持旅游兴市，是登封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集中体现。

旅游产业是无烟工业，是朝阳产业，是
永恒产业，是无限的充满光明前景的产
业。是真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越用
影响越大、越用名气越大、越用效益越好的
是旅游资源。

无论是在郑州市还是河南省，登封是最
有条件实行旅游兴市的县级市。登封应当在
旅游方面为全省开路、为全省示范。

借这个机会，给登封旅游兴市提几条
建议。

第一，让登封旅游热点项目更丰富。
登封的优质旅游资源众多，有许多在全国
都是稀缺的。但由于少林寺名气太大，影
响太大，把其他许多优质资源的光辉和吸
引力给罩住了，要注意挖掘，比如：观星台，
要尽快建成中国天文博物馆，使之成为天
文科普基地。

第二，让登封旅游更好玩。过去人们

都讲“人之初，性本善”，或“人之初，性本
恶”，我要讲“人之初，性本玩”，好玩才是人
的天性，好玩是人的内在需求。哪里的旅游
好玩，哪里的旅游就有吸引力、就有生命力。

第三，让登封旅游推介更有故事性。
这方面我们要下真功夫，登封可讲的故事
很多很多，要通过导游的巧嘴讲出来。

第四，让登封旅游组织更精致。要加强
对旅游全过程的监管，防止发生一切让游客
不愉快的现象和行为，让登封旅游成为河
南一张王牌，一个品牌，一张名片，让登封
大地成为郑州和河南的会客厅，让登封成
为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国际旅游名城。

登封新城以“一城三区”为核心区，以
“四组团”为主体区。是以文化圣山嵩山
为依托，以“天地之中”文化为灵魂，以产
城互动为发展路径，以文化旅游为主体功

能的现代化新城。这是登封市在
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区域

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对
未来发展方向做出的

符 合 登 封 资 源 禀
赋、发展基础和可
持续发展需要的战
略选择。登封选择
以文化旅游为主体
功能，建设国际文

化旅游名城，带动和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和
经济转型，培育新的区域增长极，将在郑
州都市区建设中独树一帜。

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依托独特资源形成
的良好产业基础，使登封市成为河南省首
批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和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都昭示，登封市
承担华夏历史文明重要传承区之核心载体
功能当之无愧。

近中期登封要把文化旅游产业作为接
续产业重点培育。依托丰富的文化旅游资
源和良好的产业基础，按照国际化、市场化
和品牌化发展要求，以打造国际旅游名城
为目标，以观光产品为基础，以休闲、体验

和度假产品为主导，以具有紧密的地缘、文
脉关系的区域板块为依托，产品功能复合
化，把服务环节作为主要收入领域，推动

“观光旅游”向“观光、体验、休闲度假并举”
转型，逐步实现文化旅游产业和传统优势
产业并举，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与传
统优势产业双轮平衡驱动。

远期要把文化旅游产业培育为登封的
支柱产业。以大文化为依托，各行各业都
要围绕文化旅游主体功能做适应性调整，
强化文化旅游产业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渗
透融合，发展大文化旅游，形成多要素叠加
渗透的“泛文化旅游”产业，引领和支撑登
封新城未来经济发展。

[ 把文化旅游培育成支柱产业 ] 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 省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 郑泰森

登封拥有矿产资源和文化旅游资源两
大优势。改革开放 30年，登封依托丰富的
矿产资源打造了煤、电、铝等传统优势产
业，实现了登封经济的第一次腾飞。站在
新的发展起点上，登封要实现新的跨越，就
必须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
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我们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总体思路
是：紧紧围绕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
目标，坚持以优势资源禀赋为基础，以一流
文化园区为载体，以重大产业项目为带动，
以骨干文化企业为支撑，以产城（乡）融合
发展为途径，努力将文化旅游产业打造成
我市未来的一个战略性支撑产业，实现世
界级的文化旅游资源向世界级文化旅游产
品转变，实现文化旅游景区向文化产业聚
集区转变，力争到“十二五”末将登封打造
成中部地区最具影响和最具示范的文化产
业发展高地。

国际旅游名城包含“旅游”、“国际”和
“名城”三大属性。“国际”体现了空间的开
放性，“旅游”体现了产业的特色性，“名城”
体现了品牌的吸引力。名城是基础，旅游
是特性，国际化是目标境界。登封将依托

成为河南省级登封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
河南省级嵩山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河南省
级特色服务业集聚区等 3家省级文化园区
的优势，全力实施“大企业进驻、大资金投
入、大项目落地”战略。

结合登封新城“现代宜居城”的功能定
位，登封将加快构建“一城三区、四个组团、
七个特色镇”的城乡发展格局。“一城三区”
即：中心城区、登封新区、旅游新城，登封新
区和旅游新城共同构成“登封新城”。“中心
城区”着力实施老城区历史风貌保护与修
复工程，逐步恢复嵩山文化圣山与登封文
化圣城。“登封新区”是在30平方公里的范
围内，加快推进中岳文化苑、产业集聚区与
登封新区的融合式发展。“旅游新城”重点
推进总投资 360亿元的“天地之中”旅游新
城项目，在 18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规划建
设文化产业和旅游服务集聚区，使其成为

“中原经济区的休闲度假中心”和“全省文
化旅游核心区集散中心”。“四个组团”，一
是依托登封市产业集聚区，将卢店镇和唐
庄乡建设成为物流和商贸型组团；二是依
托大冶工业园，将其打造成登封市的工业
重镇；三是依托阳城工业区和阳城古文明

文化产业园，将告成镇和阳城工业区打造
成为“天中名镇”；四是依托登封市循环经
济工业园、三里庄高新技术产业园和文化
产业加工园区，将大金店镇和东华镇打
造 成 民 俗 文 化 休 闲 和 循 环 经 济 示 范
镇。“七个特色镇”围绕发展文化旅游
产业，各乡镇做出适应性调整，打造特
色城镇。一是宣化镇和徐庄镇，打造成
以白沙湖—大熊山生态旅游区为核心
的山水休闲型旅游风情小镇；二是颍阳
镇，打造成以钟灵山历史文化区为核心
的文化体验型特色旅游小镇；三是君召
乡，打造成服务生态农业和农产品加工
的特色中心镇；四是石道乡，打造成以农
产品生产为主导、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生
态宜居小镇；五是白坪乡，打造成移民搬迁
和矿区生态修复的示范性自然生态休闲小
镇；六是送表矿区，打造成登封西部重要的
工业卫星镇。

按照“整体规划布局、组团式发展、凸
显功能分工”的战略，力争通过 5~10 年的
努力，将登封新城建设成为中原经济区和
郑州都市区的“经济新板块、文化会客厅、
生态后花园”。

文化是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
的总和。

没有文化的历史是苍白的。悠久而丰
富的文化积淀是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重要原因，中国文化是多元一体或

“多元一统”的，而中原文化是其核心部分。
中原文化有一个发动机、孵化器，那就

是嵩山。
中原文化的形成，缘于六大因素：山、

水、土、生物、气候、位置。嵩山海拔 1500

多米，虽不算高，但其形成于35亿年以前，
可称为“万山之祖”，从地形上看五岳之中
唯有嵩山是两山夹一平川，非常适合古代
人类生存；由于历史悠久，这里的生物种群
也丰富多样；我国古代四大水系中的河水、
济水、淮水共同孕育出了嵩山文化圈，是世
界独一无二的“三河文化”；土质决定农作
物，古代嵩山一带土壤肥沃，很适合当时人
的耕种技术水平；古代的嵩山气候相当于
现在淮河以南的亚热带气候，对作物的生

长和人类生存非常有利；最后，嵩山位于古
代中国发达地区的最中部，拥有最佳的区
位优势。这六大因素最终孕育、产生了博
大精深的中原文化，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
上是独有的，它最终对中国文化发展起到
了核心的作用。

嵩山是古天文之中、生态之中、人文之
中、政治之中，是天地之中、万山之宗、山水
之源，也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可谓大道为
中。

[ 中原文化的发动机是嵩山 ]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周昆叔

[ 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 ] 登封市委书记 王福松

与会领导、专家、企业界代表纵论登封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