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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地处中州，境内有著名的中岳嵩山。嵩山峰峦叠翠，风光秀丽，寺庙林立，古迹

繁多。属中央和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十八处之多，所以登封被称为名胜之地．文物

之乡而驰誉中外。历代封建帝王、贵胄宰臣、文人学士、迁客骚人来此游历祭祀的络绎不．

绝，著书立说者亦不乏其人。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为革命根据地，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

卓绝的斗争，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留下了大量的革命文物。解放后，党和政府非

常重视嵩山名胜文物的整修和道路的开通。最近又被辟为全国四十四个风景名胜区之一，

将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人。
；

。

登封县地方志总编室在编写新县志的过程中，应各界人士要求，将名胜文物志尽先编

写，单行印书，以供游人及文物爱好者参考阅读。为此，经与县文化局研究协商，由总编

室具体负责，组成编写班子开展工作。从去年二月以来，阅读抄录了大量的文物资料，同

时，又对全县重点名胜和古今文物进行了全面考察，行程两千多里，考察名胜文物一百多

处，广搜博采，以实物和旧志记载相对照，校勘厘正，经历六个月而拟就初稿，内容分嵩

山名胜，古代文物，革命文物和馆藏文物几部分。据旧志记载。登封有八景之说，‘明代付梅，

《嵩书》中，又增八景，但未流传后世。我们在实地考察中，又发现了不少好景，现参穗

过去十六景，写成二十景，配以诗文，以飨读者一 _、
，．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承蒙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安金槐同志热情指导，县文化局王正

科，冯子斌同志为本书提供了大量资料，宫熙、王雪宝、郭万卿，吴广德、陆克家等同志

也为本书提供了部分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

本书编写主要由县地方志哥4总编耿直同志负责，同时参加编写校勘的，还有县地方志

编委会主任李德扬同志、办公室主任吕江水同志、副主任毕光三同志，总编辑郭明智同志

和副总编辑崔延寿同志。

．过去本书曾以油印本发至各单位及有关同志审阅，现在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

行修改铅印。因编者阅历不深，水平不高，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予以指正。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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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

中岳嵩山所在地登封县，最近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名胜古迹保护区之一。嵩山

’巍峨，’景色秀丽，环绕中岳，古刹林立，地下文物，蕴藏丰厚，革命遗迹，星罗棋布，这

为中岳大地的壮丽河山与悠久历史增添了光辉。
‘

’

县境内历代遗留下来的寺、观，塔，庙，宫，阙等古代建筑群，就有六、七十处之

多。其中闻名中外的东汉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北魏嵩岳寺塔，元代观星台等国家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少林寺，中岳庙，会善寺、法王寺、嵩阳书院等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至今还保存完好，并经过多次修葺。 。、
’‘

“1在地下调查和发掘出来的古代村落和城址也有二十余处之多。其中除有七八千年前的

裴李岗文化和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村落遗址外，在告成镇附近的“王城岗∥上，又发掘

出来了两座距今已有四千多年历史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由于东周阳城遗址已在这里

发现，根据文献记载，i“禹居阳城’’或矗禹都阳城黟的地望也可能在这里，所以王城岗城

址的发现，曾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认为这一发现对于探索夏文化是一个重大

突破。
、

登封县是党领导下的革命老根据地乏一。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遗迹与革命文

．物，保存得尤为丰富。
’

，’‘

这些具有重要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的历史文物古迹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革命遗

迹，又是向全县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珍贵教材。在当前党提

出的“团结战斗，振兴中华乃的大好形势鼓舞下，在中共登封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

导与重视下，集中力量在对全县历史文物古迹和革命遗址深入细致的调查、搜集和整理的

基础上，编纂成《登封名胜文物志》作为《登封县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为全县人民

办了一件特大的好事。无疑《登封名胜文物志》的编辑成书，对于中外游客的游览，对于

文物工作者的工作，对于向人民群众进行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教育，将会起到很大的作

用。 ”·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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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i⋯⋯⋯⋯⋯⋯⋯⋯⋯⋯⋯⋯⋯⋯⋯⋯⋯⋯⋯⋯⋯⋯“⋯⋯⋯⋯⋯⋯⋯⋯⋯⋯(1)

厅⋯⋯’j⋯“⋯⋯⋯⋯⋯⋯⋯⋯⋯⋯⋯⋯⋯⋯⋯⋯⋯⋯⋯⋯⋯·⋯⋯⋯⋯⋯⋯⋯⋯⋯·(2)
} 第一章 中岳嵩山⋯⋯⋯⋯⋯⋯⋯⋯⋯··：⋯⋯⋯⋯⋯⋯⋯⋯⋯⋯⋯⋯⋯⋯⋯⋯⋯⋯(1)．

～ 第一节太室山⋯⋯⋯⋯⋯⋯⋯⋯⋯⋯⋯⋯⋯⋯⋯⋯⋯⋯⋯⋯⋯⋯⋯⋯⋯⋯⋯(1)
’“

L_一 一，峻极峰东十二峰⋯⋯⋯⋯⋯⋯⋯⋯⋯⋯⋯⋯⋯⋯⋯⋯⋯⋯⋯⋯⋯(1)一

： 二，峻极峰西十二峰⋯⋯⋯⋯⋯⋯⋯一⋯⋯⋯⋯⋯⋯⋯⋯⋯⋯⋯⋯⋯(2)、。
甩

三、外补十二峰⋯⋯⋯⋯⋯⋯⋯⋯⋯⋯⋯⋯⋯⋯⋯·：⋯⋯·六⋯⋯⋯⋯·(2)

第二节少室山⋯⋯⋯⋯⋯⋯⋯⋯⋯⋯⋯⋯⋯⋯⋯⋯⋯⋯⋯⋯⋯“：⋯⋯⋯⋯⋯(2)

。．．． 一，少室顶东十三峰⋯⋯⋯⋯⋯⋯⋯⋯⋯⋯⋯⋯⋯⋯⋯⋯⋯⋯⋯⋯⋯(2)
⋯

、：、 二，少室顶南十一峰⋯⋯⋯⋯⋯⋯⋯⋯⋯⋯⋯⋯⋯⋯⋯⋯⋯⋯⋯⋯⋯(2)

： 三、少室顶西十二峰⋯⋯⋯⋯⋯⋯⋯⋯⋯⋯⋯⋯⋯⋯⋯⋯⋯⋯⋯⋯⋯(2)

．‘， 第三节中岳双十景⋯⋯⋯⋯⋯⋯⋯⋯⋯⋯⋯⋯⋯⋯⋯⋯⋯⋯⋯o⋯⋯⋯⋯⋯(3)1

．。，
一，嵩门待月⋯⋯⋯⋯⋯⋯⋯⋯⋯⋯⋯⋯⋯⋯⋯⋯⋯⋯⋯⋯⋯⋯⋯⋯(3)

二，辍辕早行⋯⋯⋯⋯⋯⋯⋯⋯⋯⋯⋯⋯⋯⋯⋯⋯⋯⋯⋯⋯i⋯⋯⋯”(4)

，．， 三、颍水春耕⋯⋯··?⋯⋯⋯⋯⋯⋯⋯⋯⋯⋯⋯⋯⋯⋯⋯⋯⋯⋯⋯⋯⋯(4)
’

。。 ．，四，箕阴避暑⋯⋯．．．⋯⋯⋯⋯⋯⋯⋯⋯⋯⋯⋯⋯⋯⋯⋯⋯”：⋯⋯⋯⋯(5)。

，，、 ．五，石淙会饮⋯⋯⋯⋯⋯⋯⋯⋯⋯⋯⋯⋯⋯⋯⋯⋯⋯⋯⋯⋯⋯⋯⋯⋯(5)

，。． 六，玉溪垂钓⋯⋯⋯⋯⋯⋯⋯⋯⋯⋯⋯⋯⋯⋯⋯⋯⋯⋯⋯⋯·⋯⋯⋯-·(6)

‘七，少室晴雪⋯⋯⋯⋯⋯⋯⋯⋯⋯⋯⋯⋯⋯⋯⋯⋯⋯⋯⋯⋯⋯⋯⋯⋯(6)

。、． 八、卢崖瀑布⋯⋯⋯⋯⋯⋯⋯⋯⋯⋯⋯⋯⋯⋯⋯⋯⋯⋯⋯⋯⋯⋯⋯⋯(6)

， 九，龙潭贯珠⋯⋯⋯-：⋯⋯⋯⋯⋯⋯⋯⋯⋯⋯⋯⋯⋯⋯⋯⋯⋯⋯⋯⋯·(7)

十，嵩阳洞天⋯⋯⋯⋯⋯⋯⋯⋯⋯⋯⋯⋯⋯⋯⋯⋯⋯⋯⋯⋯⋯⋯⋯⋯(7，)

， 十一、少室夕照⋯⋯⋯⋯·“⋯⋯⋯⋯⋯⋯⋯⋯⋯⋯⋯⋯⋯⋯⋯⋯⋯⋯(8)

啪 { 。 十二、御寨落日⋯⋯。■。j’‘：。：⋯⋯’：⋯⋯⋯⋯⋯⋯!⋯‘．．、．‘。：⋯⋯⋯⋯⋯(8)
十三，石池耸崖⋯⋯⋯⋯⋯⋯．．．⋯n．．⋯⋯⋯⋯⋯⋯⋯⋯⋯⋯⋯⋯⋯⋯·(8)

：． 十四、石僧思凡⋯⋯⋯⋯⋯⋯⋯⋯⋯⋯⋯⋯⋯⋯⋯⋯⋯⋯⋯⋯⋯⋯⋯(9)

，、～
t

．．一7

十五、石笋闹林⋯⋯⋯⋯⋯⋯⋯⋯⋯⋯⋯⋯⋯⋯⋯⋯⋯⋯⋯⋯⋯⋯⋯(9)

十六、珠帘飞瀑⋯⋯⋯⋯⋯⋯⋯⋯⋯⋯⋯⋯⋯⋯⋯⋯⋯⋯⋯⋯⋯⋯⋯(9)

1_4-． 十七、云峰虎啸⋯⋯⋯⋯⋯⋯⋯⋯⋯⋯⋯⋯⋯⋯⋯⋯⋯⋯⋯⋯⋯⋯⋯(9)

． 十八、猴子观天⋯⋯⋯⋯⋯⋯⋯⋯⋯⋯⋯⋯⋯⋯⋯⋯⋯⋯⋯⋯⋯⋯⋯(9)

十九、熊山积雪⋯⋯⋯⋯⋯⋯⋯⋯⋯⋯⋯⋯⋯⋯⋯⋯⋯⋯⋯⋯⋯⋯⋯(10)
1

， 二十、峻极远眺⋯⋯⋯⋯⋯⋯⋯⋯⋯⋯⋯⋯⋯⋯O b O e B B g O D O O e D·B⋯⋯⋯⋯(10)

1， 第二章古建文物⋯⋯。，■⋯⋯⋯⋯⋯⋯⋯⋯⋯⋯．．．⋯⋯⋯⋯⋯⋯⋯⋯⋯⋯⋯⋯⋯·(11)

， 第一节寺⋯⋯⋯⋯⋯⋯⋯⋯⋯⋯⋯⋯⋯⋯⋯⋯⋯⋯⋯⋯⋯⋯⋯⋯⋯⋯一⋯⋯(11)
一

’” 一、法王寺⋯⋯：⋯⋯⋯⋯⋯⋯⋯⋯⋯⋯⋯⋯⋯⋯⋯⋯⋯⋯⋯⋯⋯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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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5)

⋯⋯⋯⋯⋯⋯·⋯⋯⋯⋯⋯⋯⋯⋯⋯⋯⋯⋯⋯⋯”(27)

⋯⋯⋯⋯⋯⋯⋯⋯⋯⋯⋯⋯⋯⋯⋯·⋯⋯⋯”⋯⋯(30)

⋯⋯⋯”⋯⋯⋯⋯⋯⋯⋯⋯⋯⋯⋯··”⋯⋯⋯”⋯·(30)

．．．．．．．．．···············．．．··．····⋯··························(31)

⋯⋯⋯⋯⋯⋯·：⋯⋯⋯⋯⋯⋯⋯⋯⋯⋯⋯⋯⋯⋯·(32)

······························································-(32)

⋯⋯⋯⋯⋯⋯⋯⋯⋯⋯⋯⋯⋯⋯⋯⋯⋯⋯⋯⋯⋯(32)

⋯⋯⋯⋯⋯⋯⋯⋯⋯·：⋯⋯⋯⋯一⋯⋯⋯⋯⋯⋯··(33)

⋯⋯⋯⋯⋯⋯⋯⋯⋯⋯⋯”·⋯⋯·i⋯⋯⋯⋯⋯⋯·(33)

⋯⋯⋯⋯⋯⋯⋯⋯⋯⋯⋯⋯⋯⋯⋯⋯⋯⋯⋯⋯⋯(34)

⋯⋯⋯⋯⋯⋯⋯⋯⋯⋯⋯⋯⋯⋯⋯⋯⋯⋯⋯⋯⋯(35)

⋯⋯．．．⋯⋯⋯⋯⋯⋯⋯⋯⋯⋯⋯⋯⋯⋯⋯⋯⋯⋯(35)

⋯⋯⋯⋯⋯⋯⋯·⋯⋯⋯⋯⋯⋯⋯⋯⋯⋯⋯⋯⋯··(36)

⋯⋯⋯⋯⋯⋯⋯⋯⋯·．．⋯⋯⋯⋯⋯⋯⋯⋯⋯⋯”·(36)

⋯⋯⋯⋯⋯⋯⋯⋯⋯⋯⋯⋯⋯⋯⋯⋯⋯⋯⋯⋯⋯(36)

⋯⋯⋯”⋯⋯⋯⋯⋯⋯⋯⋯⋯⋯⋯⋯⋯⋯⋯””⋯(37)

····························-·········-········一···············(37)

⋯⋯⋯⋯⋯⋯⋯⋯⋯⋯⋯⋯”⋯⋯⋯⋯⋯⋯⋯⋯(37)
⋯⋯⋯⋯⋯⋯⋯⋯⋯⋯⋯⋯⋯⋯⋯⋯⋯⋯⋯⋯⋯(37)

．．．．．．．．．．·．·．．·······························-············-···’(38)

．．．．．．．．．．．．．．．·．．··．·················i························(38)

············-··········-································r······(38)

⋯⋯⋯⋯⋯⋯⋯⋯⋯⋯⋯⋯⋯⋯⋯⋯⋯⋯⋯⋯⋯(38)

··································-··········-·················(38)

J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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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水峪寺⋯⋯⋯⋯⋯⋯⋯⋯”⋯⋯⋯⋯⋯⋯⋯⋯⋯⋯⋯⋯⋯⋯·(38)

第二节庙⋯⋯⋯⋯⋯⋯⋯⋯⋯⋯⋯⋯⋯⋯⋯⋯⋯⋯⋯⋯⋯⋯⋯⋯⋯⋯⋯⋯⋯(40)

一，中岳庙⋯⋯⋯⋯⋯⋯⋯k．．．⋯⋯⋯⋯⋯⋯⋯⋯⋯⋯⋯⋯⋯⋯⋯”(40) 一

二、许由庙⋯⋯⋯⋯⋯⋯⋯⋯⋯⋯·a-I⋯⋯⋯⋯⋯⋯⋯⋯⋯⋯⋯⋯⋯⋯(．59)

三、颍考叔庙⋯⋯⋯⋯⋯⋯⋯⋯⋯⋯⋯⋯⋯⋯⋯⋯⋯⋯⋯⋯⋯⋯⋯⋯(60) ，。

四、八腊庙⋯⋯⋯⋯⋯⋯⋯⋯⋯⋯⋯⋯⋯⋯⋯⋯⋯⋯⋯o⋯⋯⋯⋯··(60)
五，太后庙⋯⋯⋯⋯⋯⋯⋯⋯⋯⋯⋯⋯⋯⋯⋯⋯⋯⋯⋯⋯⋯⋯⋯⋯⋯(60)

六、文庙⋯⋯⋯⋯⋯⋯⋯⋯⋯⋯⋯⋯⋯⋯⋯⋯⋯⋯⋯⋯⋯⋯o⋯⋯⋯(60)，‘

七、关岳庙⋯⋯⋯⋯⋯⋯⋯⋯⋯⋯⋯⋯⋯⋯⋯⋯⋯⋯⋯⋯⋯⋯⋯⋯⋯(61)

八，城隍庙⋯⋯⋯⋯⋯⋯⋯⋯⋯⋯⋯⋯⋯⋯⋯⋯⋯⋯⋯⋯⋯⋯⋯⋯⋯(61)

九、南岳庙⋯⋯⋯⋯⋯⋯⋯⋯⋯⋯⋯⋯⋯⋯⋯⋯⋯．'．．?⋯⋯⋯⋯⋯⋯”(61)

十，卢医庙⋯⋯⋯⋯⋯⋯⋯⋯⋯⋯⋯⋯⋯⋯⋯⋯⋯⋯⋯⋯⋯⋯⋯⋯⋯(61)
。

．。十一、香山庙⋯⋯⋯⋯⋯⋯⋯⋯⋯⋯⋯⋯⋯·?⋯⋯⋯⋯⋯⋯⋯⋯⋯··(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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厶

第三节宫，观，洞⋯⋯⋯

一，崇福宫⋯⋯⋯

． 二，北魏孝文帝离

．，三，北魏宣武帝离

四，唐三阳宫⋯⋯

五，唐奉天官⋯⋯

六，安阳宫⋯⋯⋯
， 七，峻极宫⋯⋯⋯

j ． 八，清微宫⋯⋯⋯

． ，九，无极洞⋯⋯岬

．十，嵩阳洞⋯⋯⋯

十一，白鹤观⋯⋯

第四节坛⋯⋯⋯⋯⋯⋯⋯
． 一，．登封坛⋯⋯⋯

．二，封祀坛⋯⋯⋯

： 三，朝觐坛⋯⋯⋯

四，社稷坛⋯⋯⋯

j五，风云雷雨山川

一 六，先农坛⋯⋯⋯

，， 七，灵星坛、邑历

第五节阙⋯⋯⋯⋯⋯⋯⋯

： ·．一，太室阙⋯⋯⋯

二，启母阙⋯⋯⋯一’，口’Ⅲ
‘ 三，少室阙⋯⋯⋯

第六节台⋯⋯⋯⋯⋯⋯⋯⋯⋯⋯⋯⋯⋯⋯⋯⋯⋯⋯⋯⋯⋯⋯-．．⋯⋯⋯⋯⋯⋯(70)
。· 一、测景台⋯⋯⋯⋯⋯⋯⋯⋯⋯⋯⋯一⋯⋯⋯⋯⋯⋯⋯⋯⋯⋯⋯⋯⋯(70) ‘-

·‘ 。二、‘观星台⋯⋯⋯⋯⋯⋯⋯⋯⋯⋯⋯．-．．⋯⋯⋯⋯⋯⋯⋯⋯⋯⋯⋯⋯⋯(71)

．第七节书院⋯⋯⋯⋯⋯⋯⋯⋯⋯⋯⋯⋯⋯．．．⋯⋯⋯⋯⋯⋯⋯⋯⋯⋯⋯⋯⋯⋯(74)

一、嵩阳书院⋯⋯⋯⋯⋯⋯⋯⋯⋯⋯⋯⋯⋯⋯⋯⋯⋯⋯⋯⋯⋯⋯⋯．．，(74) ，

一一 二、颍谷书院⋯⋯⋯⋯⋯⋯m⋯⋯⋯⋯⋯⋯m ol oo o⋯“⋯⋯⋯⋯⋯⋯⋯·(76)

’{三，少室书院⋯⋯⋯⋯⋯⋯⋯⋯⋯⋯⋯⋯⋯⋯⋯⋯．；．⋯⋯⋯⋯⋯⋯⋯(76)

‘：一’’四，南城书院．．．⋯⋯⋯⋯⋯⋯⋯．．，⋯⋯⋯⋯⋯⋯⋯⋯⋯⋯⋯⋯⋯⋯⋯(76)
c- 五、存古书院⋯⋯⋯·⋯⋯⋯⋯⋯⋯⋯⋯⋯：⋯⋯⋯⋯⋯⋯⋯⋯⋯·■一(77)

?第八节宅⋯⋯⋯⋯⋯⋯⋯⋯⋯⋯⋯⋯⋯⋯⋯⋯⋯⋯⋯⋯⋯⋯⋯⋯⋯⋯⋯⋯⋯(77)

一，鬼谷宅⋯⋯⋯⋯⋯⋯⋯⋯⋯⋯⋯⋯⋯⋯⋯⋯⋯”⋯⋯⋯⋯⋯⋯⋯·(77)

!二，田游岩宅⋯⋯⋯⋯⋯⋯⋯⋯⋯⋯⋯⋯⋯⋯⋯⋯⋯⋯⋯⋯⋯⋯⋯⋯(77)

三，司马光别墅⋯⋯⋯⋯⋯⋯⋯⋯⋯⋯⋯⋯⋯⋯⋯⋯⋯⋯⋯⋯⋯⋯⋯(77)

第九节石、碑⋯⋯⋯⋯⋯⋯⋯⋯⋯⋯⋯⋯⋯⋯⋯⋯⋯⋯⋯⋯⋯⋯⋯⋯⋯⋯⋯(78)

一，启母石⋯⋯⋯⋯⋯⋯⋯⋯⋯w⋯⋯⋯⋯⋯⋯⋯⋯⋯⋯⋯⋯⋯．．．⋯(78)

： 一；一

“，，



石⋯⋯⋯⋯．．．．．．．．．．．．⋯⋯⋯⋯⋯⋯⋯m讲Ⅲm⋯“··i⋯m⋯(78)

河摩崖碑⋯⋯⋯⋯⋯⋯⋯⋯⋯⋯⋯⋯⋯⋯⋯⋯⋯⋯⋯⋯⋯⋯(78) ．

造像碑⋯⋯⋯．．．⋯⋯⋯“⋯⋯⋯⋯⋯⋯⋯⋯⋯⋯⋯⋯⋯⋯⋯(81)

⋯⋯⋯⋯⋯⋯⋯⋯⋯⋯⋯⋯⋯⋯⋯··⋯⋯⋯⋯⋯⋯⋯⋯⋯⋯·(82)

址⋯⋯⋯⋯⋯⋯⋯⋯⋯⋯⋯⋯⋯⋯⋯⋯⋯⋯⋯⋯⋯·‘⋯⋯⋯··(82)

新石器遗址⋯⋯⋯⋯⋯⋯⋯⋯⋯⋯⋯⋯⋯吖⋯⋯⋯⋯⋯⋯⋯(82)

两岸遗址⋯⋯⋯⋯⋯√⋯⋯⋯⋯⋯⋯⋯⋯⋯⋯⋯⋯⋯⋯⋯⋯·(82)

新石器遗址⋯⋯⋯⋯·：⋯⋯·“⋯⋯⋯⋯⋯⋯⋯⋯⋯⋯⋯⋯⋯‘(82)

康村遗址⋯⋯⋯⋯⋯⋯·w．r．．⋯⋯⋯⋯⋯⋯⋯⋯⋯⋯⋯⋯⋯⋯(82) ，．，

坟原始坑穴居遗址⋯⋯⋯⋯⋯⋯⋯⋯⋯．．．．．．⋯⋯bli p0B⋯⋯⋯(82) 。．

⋯⋯⋯⋯⋯⋯⋯⋯⋯⋯’⋯⋯⋯⋯DrD o J⋯⋯⋯⋯⋯⋯⋯⋯⋯⋯⋯(82) 。

战国冶铁遗址⋯⋯⋯”⋯⋯⋯⋯·⋯⋯⋯⋯⋯刑⋯一⋯⋯⋯⋯(83)

沙沟冶铁遗址⋯⋯⋯⋯⋯⋯⋯⋯⋯．．⋯⋯⋯⋯⋯⋯⋯⋯⋯⋯-(83)

村冶铁遗址⋯⋯⋯⋯⋯⋯⋯⋯．-．．⋯⋯⋯⋯⋯⋯⋯⋯⋯⋯⋯⋯(83)

遗址⋯⋯⋯⋯⋯⋯⋯⋯⋯⋯⋯m⋯．．．⋯⋯⋯．．．⋯⋯⋯⋯⋯⋯(83)’

宋瓷窑遗址⋯⋯·⋯⋯⋯⋯·⋯⋯⋯⋯⋯⋯⋯⋯⋯⋯⋯⋯⋯⋯·(83)

⋯⋯⋯⋯⋯⋯⋯⋯⋯⋯⋯⋯⋯⋯-一⋯⋯·，一·⋯·⋯⋯⋯⋯⋯⋯··(84)

战国一一汉古阳城遗址⋯⋯⋯⋯⋯⋯⋯⋯⋯⋯⋯⋯⋯⋯⋯⋯(85) ．

岗遗址⋯⋯⋯⋯⋯⋯⋯⋯⋯⋯⋯⋯⋯⋯⋯⋯⋯⋯⋯⋯⋯⋯⋯(85)

黍城遗址⋯⋯⋯⋯⋯⋯⋯⋯．．；⋯⋯⋯⋯⋯⋯⋯⋯⋯⋯⋯⋯⋯(85)

城遗址⋯⋯⋯⋯⋯⋯⋯⋯⋯⋯⋯⋯⋯⋯⋯⋯⋯⋯⋯⋯⋯⋯．．．(86)

城和后魏颍阳城遗址⋯⋯⋯⋯⋯⋯⋯⋯⋯⋯-n⋯⋯⋯⋯⋯⋯(86)

高城和唐嵩阳城遗址⋯⋯⋯⋯⋯⋯⋯⋯⋯⋯⋯⋯⋯i：⋯⋯⋯·(86)

源县城遗址⋯⋯⋯⋯⋯⋯⋯⋯⋯⋯⋯⋯⋯⋯⋯．．⋯?⋯⋯⋯⋯(87)

⋯⋯⋯⋯⋯⋯⋯⋯⋯⋯⋯⋯⋯⋯⋯⋯···⋯⋯⋯⋯⋯⋯⋯⋯⋯(87)

第四章馆藏文物⋯⋯⋯⋯⋯⋯⋯⋯⋯⋯⋯⋯⋯⋯⋯⋯⋯⋯⋯·⋯⋯⋯⋯⋯⋯⋯⋯··(88)

，s第一节古生物化石⋯⋯⋯⋯⋯⋯⋯⋯⋯⋯⋯⋯⋯⋯⋯⋯⋯⋯”⋯⋯⋯⋯⋯⋯·(88)
’’

。第二节新石器时代石器⋯⋯⋯⋯⋯⋯⋯⋯⋯⋯⋯⋯⋯⋯⋯．．．⋯⋯⋯⋯⋯⋯?”(88)

第三节骨器和玉器⋯⋯⋯⋯⋯⋯⋯⋯⋯⋯⋯⋯一一⋯．．．⋯⋯⋯⋯⋯⋯⋯⋯⋯(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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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岳嵩山

．中岳嵩山，横卧中原，群峰耸立，层峦迭嶂，山势雄伟，风光秀丽，

’繁多，是我国著名的五岳之一。为古今名人，中外游客游览的胜地。

嵩山古称“外方"，夏商时称“崇高黟“崇山黟j西周时称为“岳山

阳以后，称为“中岳嵩山黟，至今未变。它横跨密县、巩县、登封，偃师

体部分在登封。山分东西两支，东为太室山，西为少室山，长达百余里，宽约二十余里。

、太室山主峰睃极峰，海拔一千四百八十四米。少室山最高峰，海拔一千五百一十二米。两

山各有三十六峰，峰峰有名，峰峰有典，峰峰峻拔，峰峰诱人。 ’，

J．欲登太室山，道路有四：(一)自逍遥谷上野猪坡，唐，宋名人多走此道。(二)自

万岁峰东侧迂远而上，为汉武帝登嵩故道。(三)自黄盖峰经青岗坪，度大小铁梁峡，’为

清乾隆帝登嵩之御道。(四)自逍遥谷，经无极洞．十八偎攀上，为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登

嵩之险路，今已铺就登山石阶。
。

4

欲登少室山，道路也有四条：(一)由少袜寺前瘦驴岭，直上大小寨。(二)由少林

寺西南钵孟峰，攀上二祖庵。(三)由西十里铺西北瓦旋坡，抵吸风口，下天门if．--j，上入

东天门。(四)自清凉寺攀登三皇寨。

元郑裴(<嵩山》诗日： ．
．

一重山隔一重云，一涧花藏一涧春。

泉石任渠轻俗客，烟霞元自重高人。
j

指开松影杖头湿，踏破苔根屐幽亲。
7

笑我青山未归老，萧萧鞭马软红尘。

‘第一节太 室’山

峻极峰为太室最高峰，上有玉井、玉女窗，封禅坛j石室(韩退之偕芦仝，李渤曾宿

其中)，有中顶寺，栖禅寺、升道寺(日嵩顶三寺)，下有双林寺，中天池，高登崖、乳

泉、丹皂盆、松树洼。
9

‘

一，峻极峰东十二峰：《拾遗记》：峻极峰左南为金壶峰，谓浮提国人用肘后金壶墨，

佐老子写道德经，余墨淋漓泼石上成篆隶蝌蚪文。次南起云峰。每出云，民占雨。峰西为

野猪坡，粼泉。凤凰峰，传为高宗游嵩时有凤凰集其上。玉镜峰，《嵩山志》：峰下曾见

～镜浮空，光色如玉。又南为虎头峰，峰上有虎121崖，乃唐李筌得黄帝阴符本经处。在逍

遥谷东，又有万岁峰，汉武帝登嵩时闻三呼万岁声，得名·上有万岁亭，下有崇福宫。稍东

为狮子峰，峰形似狮子。峰北为遇圣峰，((神仙传》：武帝遇九嶷仙人，采石上菖蒲～寸

九节，食可长生。东为三鹤峰，道士李八百炼丹于此，三鹤翔其上，有白鹤观遗址。又东

为浮邱峰，为仙者浮摩公所居，下拖望朝岭。又东在中岳庙上，为黄盖峰，武帝登嵩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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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黄云盖其上。峰东为青童峰，汉武帝登嵩时，见有二青衣童子，捧书来迎，欲问忽而不

见，命名。

二，峻极峰西十二峰：峻极峰之右南矗立者，为玉柱峰，遥望色自如削玉。旁为老翁

峰，有石如老翁。稍西北为玉人峰，《嵩高记》：峻极峰南下二百步，有岳祠，祠主玉人

高五寸，武帝得之。与峰相次为玉女峰，峰北有石似女，太白诗云： “我有万古宅，嵩阳

玉女峰黟，相传峰上有大篆七字，人莫能识。迤西为独秀峰，石色金紫，林木独茂。形似

匮，亦曰金匮峰。又南为积翠峰，多碧石，丝萝堆翠，在会善寺北。最西为太白峰，上多

白玉石得名。近永泰寺者为子晋峰，下有太子沟，池，太子庙。近峻极峰者为会仙峰，汉武 ．

帝登嵩时见八仙人围棋于此，峰上有八仙坛，坛上有三醉石(石形如三醉人欹偃状)。

西北为卧龙峰，峰状似卧龙，上有京兆王墓，亦名墓坡。近北为华盖峰，取象天官华盖星

名。峻极峰北倚者为元龟峰，取北方玄武之义。 。 _，

，三、外补十二峰(明付梅补，并赋)：黄盖峰后，御路为周到峰(周到万乘行也)。峰右。

为鸡鸣峰，卢鸿草堂在其下(鸡鸣朝气昂也)。卢崖瀑布处为悬练峰(悬练瀑布光也)。

太室之东为春震峰(春震龙乘阳也)，近野猪坡为石幔峰。近万岁峰为胜观峰：近白鹤观

为松涛峰(松涛乔木良也)。嵩门也称天门，嵩门月出处为桂轮峰．西有蝌蚪崖，为汉张

、芝获蝌蚪古书处(梓轮秋辉扬也)。独秀峰西为立隼峰(立隼远有方也)。在永泰寺上，

为观香峰，以子晋妹王观香命名(观香纪非常也)。在太室西北可望东都洛阳者，为望都 ·

峰(望都鉴兴亡也)。在峻极峰上北望黄河如带者，为河带峰(河带美封疆也)。
7

．‘ j
。

}

第二节少 室 山

一，少室顶(御皇寨)东十三峰： 一

最东先得朝霞者为迎霞峰。东拱岳庙者为朝岳峰。两峰相次，大的为太阳峰，小的为

少阳峰。近太阳峰西边的为明月峰。稍南最高的为连天峰。次高的为紫霄峰。有石天然成

“帝黟字的为天德峰。产檀香的为檀香峰，产丹砂的为丹砂峰。再南产玉膏的为玉华峰。

丰产药草的为药堂峰，峰上有白道人洞的为白道峰。 ”

二，少室顶(御皇寨)南十一峰：

最东南形如卧牛的为金牛峰。直南高高矗立如柱的为宝柱峰。卓立如剑的为卓剑峰。

在清凉寺上为清凉峰。在宝胜寺上的为宝胜峰。多紫薇花的为紫薇峰。云烟中象仪士挺立

’者为紫盖峰，翠华峰。颜色如玉的为琼壁峰。颜色碧绿的为凝碧峰。曾见有神人在上者为

瑞应峰。 ．

，三、少室顶(御皇寨)西十二峰； ．

’

、 逶迤在西高可望到洛阳的为望洛峰。石方如城的，为石城峰。石立如笋的．为石笋

峰。形状象香炉的，为香炉峰。炉耳象栓马桩的，为系马峰。西北小园峰上有二祖庵，形

如钵盂的，为钵盂峰。近钵盂峰形如七佛者为七佛峰。形如罗汉者为罗汉峰。近香炉峰多

仙灵者为灵隐峰，来仙峰。曾猎获白鹿于峰上者，为白鹿峰。时而出现白云，与其它峰不

同者为白云峰。

在少室山阴，少林寺后，有五个峰头突起，东西排列的为五乳峰口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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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J

艾

称

巾岳

‘

月满嵩门正仲秋，辍辕旱行雾中游。

颗水春耕田歌起，夏避箕阴溽暑收。

石淙河边堪会饮，玉溪台上垂钓钩。

余雨少室观晴雪，瀑布崖前墨浪赢。

这是唐代光启年问进士郏谷游中岳时，为中岳八大景所题。中岳八犬景即嵩门待月、

蛏辕早行、颍水春耕、箕阴避暑、石淙会饮、玉溪垂钓、少室晴雪、卢崖瀑布。然而嵩山

之高大，风景之秀美，远不至此。近查登封名胜文物，步历山水，现更多￡}色，风物各不

相同，有则雄壮魁伟，有则秀逸诱人，有则飞瀑腾空，有则屡烟叠翠，其正是昂霄逼汉，

松石崔嵬，岩崖峥昧，其惊险处让你魂飞魄散，迷人处使际留连忘返，奇景命你盘桓，佳

致令你逗留。因而后来者又题十二景于后。即：

龙潭贯珠琼浆泷，嵩阳洞天景色出。

少室夕照垂金线，御寨日落苍谷口。

石池高耸云崖畔，石僧恩凡站山头。

石笋闹林柏涛滚，珠帘飞瀑震山吼。

高峰虎踞云天啸，猴子观天盼解咒。

熊山积香称奇观，峻极远眺天地悠。

简言之，即龙潭贯珠、嵩阳洞天、少室夕照、御寨落日、石池耸崖、石僧恩凡、石笋

闹林、珠帘飞瀑、云峰虎啸、猴子观天、熊山积雪，峻极远眺。

一、嵩门待月

嵩山南麓有个“法王寺”，寺东边玉柱峰西壁下，有两座山峦相峙，嶙峋崛突，其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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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门，称为“嵩门”。每值仲秋节夜，又恰是“秋分”，一轮银盘似的皎月，从这半圆形

的门叶1徐徐升起，不左不右，好似玉镜嵌于架中。皎洁的月光，犹如水银泻满lj}岁：，使碧

绿的群Ib披上一甚银装．

在旧社会，每逢仲秋佳节赏月之夜，那螋

朱门豪户手提花灯彩笼，携酒带肉，邀朋会

友，登上嵩山坳，坐在法王寺的月台上高谈嘲

论，直待月出嵩门，方饮酒欢歌，观赏此景。

而今，广大工农群众也来尝月谈天。行人玩刘

时过三更，银月西斜，仍还迟迟不愿离去。故

傅树崇作诗日： “嵩门待月不忍归”。

明朝洪武年间，上党郑大原游览中岳，赏

罢此景，亦挥毫疾书赞颂：

描f1胜迹冠中州，

幸此登临值冲秋。

皓魄韧悬苍谷FI，

清光满射碧山头。

祗园哲息尘劳梦。

民社宁忘国计优。

徒倚欲归情不厌，

松涛钟韵两悠悠。

二、辍辕早行

辗辕关，亦名汗辕关，位于太室山和少窀山之间，两崖怪石嵯蛾，山势雄伟险要，石

壁嶙峋似剑，巾有道路曲折盘桓，为洛阳东南险关要道，每当烽火燃进中州，轲辕关乃是

兵家必争之地。

轩辕关因道路旋绕，早晨雾遮山腰，行人来往其上，从下边向上看，好似神仙腾空驾

云一般，故有“轩辕早行雾中游”之说。欲观此景，或从洛阳东南进，或从许昌向北八，

皆可饱赏其美。茁从共口北视关下，则雾浪翻滚，如烟如缕，从你脚下飞八太空。眨眼功

夫，又变成万凳自云，千条鳞片装饰美丽的苍穹。诗人刘生l-题《轩辕道》诗日：

陡仄轩辕道，翠屏列上巅。

高峰常碍目，密树不开天。

风急摧残叶，关峡锁云烟。

早行凭眺望，蔼蔼自云连。

三、颍水春耕

在颖术之源，周围为高高低低的山岭丘峦，其问，为四，五华里的平滩地。滩地中有

泉水数处，滚滚涌上，好象串串珍珠，叫季不涸。清澈泉水，汇成一道清清小溪，向东南

潺潺流去。每当春季，太阳川上东山，融融阳光照射，山上山下，人们便吆牛耕作了。春

耕图景倒影水中，甚是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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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调元《颖水"诗写道：

一泓清可怜，眷

鳞鳞映白云，潇

暖戏泳尝沙，轻

相传春耿汁。郑国大炙颍考叔．曾任额谷封

晚霞倾注泉水溪流J二而．他便兴致勃勃来看美景。他也曾套上耕牛，扶犁在颍溪河畔，春

耕播种，愈崭※致愈高，禁不住唱起“耕耘乐”来，旁边农夫也唱起来。一时田歃四

起，引得莺燕停止鸣啭。以后年年如此，后人为了纪念颍考叔，就把他的住宅改称颍考叔

庙。今庙巳毁。

四、箕阴避署

箕山背阴坡上，树林密茂，林荫蔽日，更有龙潭处，山涧深}，，两崖石壁如削，壁上

青梢，绿叶黄花，遮崖盖顶。壁题“潜龙潭”(王泽瀚)“箕阴避暑处”，(王泽瀚)

“幽谷”“溪溪涧冷”(同治戍程焦喜年，郭中和)等；岸下石平如砥，阶梯之下，流水

淙淙．汇积成潭．泛出层层涟漪，真是环境幽雅，嚣色秀美。相传，上古高士许由，尧让

帝位不受，隐胃于此，曾在上游泉中洗耳，好友巢父怕水污了牛嘴，牵牛到上游去移’，罔

此留下了“冼耳泉”、“饮牛坑”、“拴

牛概”的遗迹。

后来，每到暑夏，常有游人到此消夏

避暑，又被称为“箕阴避暑胜地”。

付文《链阴避暑》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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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五月秋。

五、石淙会饮

嵩山东南，1,9台下的平洛涧，两岸土蛉央峙，涧口丈余，数步豁然开朗，两崖石壁

高耸，险峻如削，怪石嶙峋，有如老翁颔首，有似童子击掌，有若苍鹰展翅，有象卧牛反

刍，高低大小有别，姿态形状各异，石上青苔满布，涧水清澈见底；淙淙水中，又有金鱼

戏游，草影跳动，故名“石凉河”。其面积约三千平方米，河两岸的巨石中间，有一形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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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的大水潭，水色墨绿，深不可测，潭中间有·大石独出水面，高约5米，宽有丈余，石

顶平整如案，可围坐十佘人。登上石顶眺望，红日映染河水。微风徐徐扑面，大有人在画

中之感(如封底图)。明初诗人郑大原《游石淙》诗道： ·

’

驱车未到已闻声，隐耳轻雷哽不惊。

石淙参差人坐立，潭开莹激鉴真平。 ．

·、

’

徐风入沼回环转，曲水浮移委宛行。 ‘，

敬借傅君舟棹用，不教河汉隔盈盈。 ，

大周久视元年五月，武则天游览中岳，曾在此平台上；笙笛歌舞，大宴群臣，即谓 一。．．

“石淙会饮"。这个石头称为“乐台’’。乐台北边临水的皇壁上，刻有武则天与群臣十七 z‘

人诗t称为“摩崖碑艿。碑高为3．6 5米．宽为2．4米，碑上沿凿眼一排，共十一个，

原为穿杆搭檐，以避风雨。碑诗分为三排，隔崖可视；南崖有张易之序，后人厌恶铲去， 0

仅存“奉宸令矽三字，诗和序均为奉宸大夫汾阴县开国男薛曜手书。除南北崖刻字之外，

石林中游人题字还很多，诸如“小桂林"“干仞壑’’i“涧唇洞黟，“水营山阵黟，“傅

梅七次到此刀等等。
1

≮
”

’- ·一

河南崖上；还有天然石洞一窟，阴润凉爽，洞内有块长声形的石板，传说武则天游石

淙时，曾在此石板上睡过，故称“娘娘洞"，亦称“娘娘坑"。‘洞北边有个井穴，，入井俯

视，可观七上八下之游鱼，日“观鱼洞刀。

河岸有武后三阳宫，楼阁亭台，周折崖畔，宫外御苑二十里，其盛可想而知。现已全

毁· 。．．．√一√， ，

。六，玉溪垂钓
。

，

·，、i、

颍河水跃出石羊关后，一头跌进玉溪潭中，这里名为“溪一，实际上是一片河溪交错

的水网地带。河道最宽处有百米以上，形成一个自然湖泊。水流这里坦荡平静，湖水请

冽，鱼群贯游。 一 、一一々 ’。。

，．紧挨着关峡有一条崎岖小道，可绕到玉溪湖畔。湖中有一巨石，约9米见方，三分之

二没于湖中，游人可登石稳坐，执杆钓鱼或观看湖景。正如一首无名氏古诗《钓鱼台》所云：
‘‘

， 台前落El寒鸿哀，台下西风颍水来。．．： ．

．， 一曲沧浪秋色景，白云红叶好

·七，。少室晴雪 ，，

；少室山阴，多有石板，其中，有一块巨大的斜石板

初晴，山水顺石而下，映着日色，变为银白。游人站在少

眺，可观白云朵朵在蔚蓝天幕下，艳阳普照的绿色山峦中

般。人称“少室晴雪黟。唐朝诗人李颀有诗赞日：
‘

少室众峰几峰别?一峰晴见一

隔城半山连青松，素色峨峨千

过景斜临不可道，自云欲尽难

行人与我玩幽境，北风切切吹

，惜别浮桥驻马时，举目试望南

八、卢崖瀑布

一在太室山东南麓的悬练峰下，有一巨大高耸的石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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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的卢鸿乙，不愿做官，来此隐居，广招天下才子，在此讲学，此崖便-H卢崖。鹚乙死

后，玄宗改“草童”为“卢崖寺”。崖上平时泉水泄下，似雨如雾；夏秋季节，大雨倾

盆，山洪暴发，峡窄水急，水跌浪猛，滚滚滔滔，如虎扑羊，跌八崖下，声震山谷：浪涛

扑撞崖石，又化作粉诛，成为点点水珠。在雨霁的阳光下·变幻得五颜十色。水珠积流，

形成水潭。潭上独出一个黛色圆石，上刻明袁宏道“墨浪石”三字。人称此景“卢崖瀑

布”。州i一1j川{“卢崖瀑∞r》诗曰：

太室东来第几蜂，

为看飞瀑三千尺，

九、龙温赁珠

太室山东崖之巅，岩石嶙岣，陡立云

际。夹豁处，一条瀑流从几十米许的高崖

跌下，岩石碧绿，水珠崩洒。其下，水注

坚石，成为巨大石池，池水墨绿成潭，深

不可测。潭水沿啦下石上冲出～条弯}!II渠

道，跃下陡峭高崖．崔下又成一潭。潭东

冲出山峡，相迭灌流，成为九潭。潭深坡

陡，巨石如牛，草术青青，形势险要，环

境幽雅，传为九龙隐身之地，故名九龙

潭。唐武后携太平公主曾来此游览，建造

离宫，驻跸于此。明代诗人高出有诗赞

日：

空门漠漠白云还，

云外春潭镜里山。

独有钵龙眠不稳，

时来行雨到人间。

孤崖侧削半芙蓉．

直遥春云一万重。

+、嵩阳洞天

太室山三皇口东南深涧，三面环高崖，一面I|缶险壑，径小林豳。蜿蜒曲折：紧靠西崖

有一高大的天然石洞，穿过石洞，崖半腰有一独木小桥。桥上空岩石突出，需要手抠岩

石。吸起肚子缘木而过。因此，那突出的岩石，叫吸肚岩。过了吸肚岩，迎面耸立的高

崖，上有汝南吴同春“高登崖”的题字。崖下又有一洞，并有庙宇，金妆神像，叫做嵩阳

洞。洞殿东侧又有云崖，立陡如削，荆棘横空，常有云雾缭绕；洞殿南边，下临涧谷，茂

林修竹，山泉遍布，风过沟底，竹摇水唱，满谷作响，真是一幅秀美画卷!传说孤竹国君

的两个儿子伯夷和叔齐因互让君位，先后逃到这里，看环境静出，使在此修仙。阻后又逃

到首阳山，听说周武王伐纣，扣马进谏。不成，不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在首阳山上。

后被封为“和合”二仙。后人便在他们来此修仙之地，建洞祭祀，俗称“二“lJ洞”。清末

陈报也来此修仙，梦中飞升，次Et清晨便从洞东崖上“飞渡”跳下，一命呜，，人们便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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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跳下的高崖口q搿舍身崖一。 。。

晋代熊皎《游嵩山》诗道：
，， 独背焦桐访洞天，暂攀灵迹弃尘缘。

1。’深逢野草皆疑药，’静见樵夫恐是仙。

翠木入云空自老，古碑横水莫知年。 ’，．r’

可怜幽境堪长往，广任人间岁月迁。 ，

十一，少室夕照 {
‘

少室山群峰耸翠，如笔如林，素有“九顶莲花山万之称。特别在日将落山时，余辉从峰

头，峰腰，峰间泄下，象万条金线挂向山阴，参差错落有致，岚气瞬间明灭，置身其中，

犹在仙境，在少室山东北脚下，杨家门附近皆可看到。被称为“少室夕照黟。明代诗人王

应鹏有诗曰： 一
，、

‘，1 五岳从中起，平生此胜游。
：

紫云飞绝顶，灵气溢皇州。 ·

；let落诸天暮，风摇万树秋。 ．-

固怀封禅事，吟对独悠悠。，

，十=，御寨落日 一

’

，。‘
，

。．少室山御寨之南二峰，峰峦陡峭，巍峨高耸，直插云天。两峰之间，豁丫如门，苍茫

幽深，谓之搿灵霄峡”。立夏到夏至之间。每逢夕阳西下时，站在告成观星台门口西望，

滚滚落日不偏不倚，正落进这两峰之间的门丫之中，而正是这个时候，遍地小麦已经成

熟，人们便忙于紧张的麦收工作。当地群众把那两峰之间的门丫叫矗麦熟坷叉彦又叫擂台

沟。，这个时候的落El景色也非常好看：除了门丫两边背光处更暗外，从门丫内射出的嫣红

的亮光染遍大地，嫩绿的春苗、金黄的麦田，流银的颖河，青灰的瓦房，连那些正在麦收

． 中的农民们赤红的笑脸，古铜的肩背，雪白的布衫，闪动的扁担，也都罩上了一层嫣红的亮

光。尤其雨后晚晴，景色更是好看。总之，天地间，远远近近一切人和物都被太阳抹上了

一层佼艳、壮丽、柔和、宁静的色彩，使人沉入无限、美妙的陶醉之中，感到心情舒畅，

幸福美好。傅伦《晚霁嵩山》写道：

嵩山开晚霁，犹带雨前云。‘

。

‘

飞白悬高瀑，残红宕夕曛。
÷ 樵歌林外得，雁字岭头分。

； 一望浑如洗，峰峰秀且文。。

十三，石池耸崖

太室山子晋峰下，有风景秀丽的太子沟，从太子沟上游攀石壁而上，有高耸云际的石

崖，崖上一块巨石突兀耸峙，顶端大而弯曲，名日‘‘龙头刀。龙头下方，一巨石上，一方
长约一米，宽为半米的椭园石池，池中有水没过脚面。名日“太子池黟。相传这里是周灵

王之子王子晋(道教骨干人物之一，曾和妹王观香一起来嵩山修道)常来此读书、修道浴

·身，洗脚的地方。这池水是天上雨水，四季不涸，据说过去农民一遇天旱，便来祈雨。用

瓢刮干池水，天便下雨。雨下满了池子，天便放晴。宋代诗人楼异写诗道：

当年曾悟镜中形，道骨仙气拟紫冥。

? 二十四峰明月夜，玉笙须向揖仙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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