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禽山文化专辑

古代文化资源的

现代化效应

— 高山文化的跨世纪随想

乌丙安

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有两句名言
,

说
“

五岳归来不看山
,

黄山归来不看岳
” 。

这一褒一贬
,

确实对五岳文化的发扬起了一

些消极作用
。

时至今日
,

黄山导游的所有宣

传资料中都在引用这位古人 的话
,

推崇黄

山
,

贬低五岳
,

产生了某些近乎不正当竞争

的负效应
。

其实
,

从文化视角看五岳与黄山
,

显然

黄山的自然景观虽好也很难与五岳的人文景

观及古文化含量相媲美
。

黄山著名胜景有二

湖
、

三瀑
、

四绝
、

二十四溪
、

七十二峰
,

从

游山玩景的角度可称
“

登黄山天下无山
”

叹

为观止 ; 但是登五岳就会感受到
,

伴随着山

之雄伟峻峭
,

水之飞瀑和石之奇巧
,

还有深

厚的古文化积层
。

正是这些古文化资源使五

岳更加生辉
,

所以应该说
“

黄山归来必 看

岳
,

五岳归来不思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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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

旅游作为一种文化产业
,

已经从

开发走向繁荣
,

全国红红火火
,

几乎成了许

多地区的支柱产业
。

但是
,

从整体上看
,

旅

游业的文化含量偏低
,

大量高水平的
、

高质

量的古代文化资源还没有得到开发和应用
,

常常把那些宝贵的稀有文化财富仅仅摆放到

名胜景观中
,

任人观赏
,

让人们依然像徐霞

客那样看山
、

游山和玩山
,

而没有让人们在

玩山之中极取其中文化的精粹作为营养
,

在

当今社会产生积极的现代化效应
。

现代化效应的突出特点表现在文化建设

领域中是
“

文化参与
” 。

当代人总是要利用

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参与到不同地区
、

不同

民族
、

不同国家的文化圈层中来
,

以满足分

享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财富的愿望
。

当代一

些发达国家很善于开发本国各地方的古代文

化资源
,

供现代人参与其中
,

发挥这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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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潜在的现代化效应
,

使传统文化的合理 之成为迈向新世纪的中华名山文化
,

不再停

内核得到有效的发扬
,

使古代文化不 再是 留在对好山好水的 自然物和深山老林的古文
“

遗留物
” ,

不再是
“

古化石
” ,

而是一种从 物的观赏水平上
,

而是把古老的名 山文化全

过去引向未来的文化延续
,

是一种现代化必 面提供给现代人
,

使之融人现代化文化生活

不可少的文化传统需要
。

因此
,

可以认为五 之中
。

建议以中岳文化的优势带头发起
“

天

岳文化从远古走来
,

现代人需要它
,

它也将 下名山文化
”

(或
“

中华名山文化 ,)t 的系列

从现代化再走向未来
。

中岳篙山文化自然也 文化建设活动
,

组织多角度
、

多学科
、

多行

不例外地既有光辉灿烂的过去
,

也理应有现 业的大型主题文化活动
,

以篙山文化基地为

在和未来的辉煌
。

天下名山文化活动中心
,

使这项文化活动形

一 中岳名山文化效应的再认识 成持久的文化战略
,

产生不可估量的现代化

中岳篙山的山高为 1440 米
,

屈居华山
、

文化效应
。

恒山
、

泰山之后
,

略高于衡山 150 米而位列 二 篙山佛学 (包括少林拳术
、

禅宗 )

第四
。

然而
,

山不在高
,

也不在险
,

却在乎 文化效应的再认识

它的文化根基的深厚
。

泰山 比篙山略高 105 篙山佛学的文化效应在近 20 年中较为

米仅位列第三
,

只因为古代帝王登基之初歌 显著
。

少林拳术已经成为全世界瞩 目的
“

中

颂太平盛世
,

多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

祭告 国功夫
”

的代表
,

带动了全国性或国际性的

刀也
,

《史记》 大书特书志其事
,

奠定了泰 武术竞技与武术键身活动 ; 全国性的跨国性

山名山文化的基础
,

于是才创造了
“

五岳之 的禅宗学习研讨活动也形成了不小的热潮
。

长
”

和
“

五岳独尊
”

的文化效应
,

直至今 但是
,

由于上述两个篙山佛学文化领域的专

日
,

经久不衰
。

篙山其实并不逊色
,

黄盖峰 业性较强
,

佛门宗派的遗规较严
,

所以还没

下的太室祠
,

始建于公元前 22 1年至前 207 有全面向现代化生活开放
,

还没有推动这两

年间
,

是五岳中最古的祭山神庙
。

太室网
、

大文化门类从佛门走向更多的俗家
,

形成文

少室网
、

启母阀是著名的
“

汉三阀
” ,

建于 化普及的势头
。

众所周知
,

少林拳术的习练

公元 n s 年至 123 年间的东汉
,

是五岳现存 和禅宗的修养
,

是篙山佛学提供给世人保障

仅有的最古的山门三宝
。

篙山被古人赞为 身心健康的宝贵文化财富
,

对全民健身运动
“

峻极于天
” ,

如果东岳泰山被誉为
“

一览众 和提高国民素质有很大积极意义
。

同时
,

对

山小
” ,

那么登高山峻极峰顶北望
,

远眺伟 世界上信奉佛教的国家或社会群体
,

对崇拜

大的母亲河— 黄河
,

看明灭一丝金线的壮
“

中国功夫
”

少林拳术的国际朋友也有很大

丽景色
,

也只有中岳了
。

如果说
“

登泰山而 的文化交流意义
。

作为少林拳术和禅宗的古

小天下
”

有体味古代王者气派的话
,

为什么 文化发祥地的篙山地区
,

理应发起并推动更

不
“

登篙山而饱览黄河
”

去充满激情做文化 广泛的上述两大文化领域的活动
,

将篙山文

寻根之旅呢? 篙山文化有自身独具的优势
,

化在这方面的独一无二的能量推向全国和世

有其他众名山或缺的宝贵文化财富
,

理应走 界
。

尽可能组织主办国家级或国际级中华武

向全国
,

走向世界
。

篙山 的中岳之
“

中
” ,

术群英大会
,

组织中华武术文化讲谈研讨活

占据了五行方位中央的最佳位置
,

理应在发 动
,

团结各流派武林人才
,

宏扬少大武术精

扬和开拓中华名山文化的跨世纪文化建设中 神
。

甚至以
“

少林金拳奖
”

的名义主办最佳

发挥领头羊的导引作用
。

在积极倡导中华名 武术功夫影视大片的国际大赛评奖活动
,

推

山文化的大潮 中
,

建设并发展中岳文化
,

使 进少林拳术影视片的跨世纪发展
,

有条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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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

少林功夫影视城
” ,

形成现代少林影

视中心
。

主办高层次的禅宗文化论坛
,

恭请

国内外禅学名士大师来篙山祖庭
、

初祖庵
、

二祖庵
、

面壁洞论禅讲学
,

推动篙山文化的

现代高品位发展
,

逐步形成国际禅学中心
。

三 篙山天文观测文化效应的再认识

篙山文化的另一支精英文化是 自东周时

代创立的天文观测科技文化
。

这项古文化在

7 世纪唐代高僧一行 (俗名张遂 ) 及 13 世

纪王询
、

郭守敬主持下
,

曾经为我国古代天

文学发展创造了辉煌业绩
。

登封东南告成镇

附近曾经是古代的天文观测中心
,

至今保留

有 1 2 00 多年以来的观星建筑和遗址
。

这些

人文景观 (或曰古代科学文化景观 ) 证明
,

篙山文化中以天文学为龙头的自然科学文化

传统的根基十分坚实
,

篙山人理应使这一优

秀传统在现代科技文明时代发扬光大
。

观星

台可以作为古文物供今人鉴赏
,

但是作为古

代科学文化的精神
,

应当毫无保留地继承和

发扬
。

应当在跨人新世纪大门的时候
,

迅速

举起天文科学普及和提高的大旗
,

倡导并开

展天文科普活动
。

以古代天文观测中心的文

化号召力广泛宣传天体天象科学知识
,

组织

全国性的
、

国际性的天文学研讨会
,

天文

爱好者天文科普交流会
,

举办全国少年儿童
“

小天文学家
”

夏令营观星活动
,

修建古天

文观象博物馆
,

现代科普天文馆
,

吸引国内

外游客来中国古天文城做
“

与宇宙对话
,

与

星月交友
”

的联谊活动
,

怀古论今
,

让篙山

古观星活动成为现代人崇尚科学的饶有兴趣

的热点活动
。

必要时
,

举办
“

篙山天文节
” 。

宣传篙山古代科学文化精神
,

破除封建迷

信
,

为建设现代精神文明作出篙山文化独特

的贡献
。

四 篙山尊师重教文化效应的再认识

篙山文化在五岳文化中另一项独有的文

化遗产
,

便是以篙阳书院为代表的古代教育

文化
。

我国古代四大书院标志了中国古代经

曰民间文化 19 99 年第 4期

学
、

儒学教育的高文化发展水平
。

五代时的

太乙 书院
,

宋初改为太室书院
,

即后改为篙

阳之名的书院
,

是古代尊师重教的高等学府

和人文科学的研究讲习所
。

这所书院遗迹的

存在
,

对于现代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有着不

容忽视的意义和文化价值
。

篙山文化的现代

化发展
,

理应重视这宗重大古文化资源的有

效利用
,

将篙阳书院的古代辉煌转化为现代

教育改革大潮的文化动力
。

建议举办跨省区

性的或全国性的
“

尊师重教
”

活动
。

如主办

全国性
“

教学论坛
” ,

优秀教师联谊会
” ,

“

著名教授学术专题讲坛
”

系列讲座等活动
。

举办大
、

中学生科学文化知识竞赛
、

辩论

赛
、

演讲赛等活动
。

举办高层次的读书
、

评
“

书
”

交流活动等等
。

以弘扬篙阳书院古文

化教育传统的名义为科教兴国作出跨世纪发

展的独具特色的贡献
。

总之
,

篙山文化有深厚的根基
,

其富有

生命力的所有文化元素的精华
,

都可以作为

最有用的资源注人到现代文化生活中来
。

文

化人有必要也有能力慧眼识珠
,

把这些文化

瑰宝转化运用到现代化的建设中来
。

21 世纪将是从经济高温 的时代转向文

化高热的时代
。

中国应当尽快把握时机
,

关

注文化传统中值得弘扬的精华
,

并将其有效

地融人现代化两个文明的建设中
。

任何轻视

文化传统
、

忽视文化传统
、

漠视古代文化的

现代化效应
,

最终必将遭到文化法则的惩

罚 ; 所有尊重文化传统
,

并十分重视古代文

化的现代文化效应的努力
,

在新世纪必将获

得文化建设上 的成功
。

公元前约 500 年左

右
,

在古希腊盛行的祭祀雷电大神宙斯的节

日举行体育竞技的
“

奥林匹亚竞技大会
”

这

一古代文化
,

经过 2 500 年的发展
,

已经成

为全球性的现代化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

成为

全世界各族人民现代文明的瑰宝
,

这正是此

文化法则取得胜利的典型证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