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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河报》的文化大餐    孙荪    我无法掩饰看到这一部文稿时的惊喜。
    去年11月底由大河报总编辑马国强召集的关于《厚重河南》的专题栏目策划座谈会，在记忆中仍如
昨日；仅仅半年，已经有50余篇系列“厚重”文章和大批图片“连篇累牍”鱼贯而出，读者在应接不
暇中感受到它像异峰突起的群山出现在《大河报》上；现在这些文章又被辑成两卷大书，一道道文化
大菜组成丰富的文化盛宴，送给读者。
    以这样的速度，规模，效果，来做这样一件有重大意义和特殊价值却有十分难度的事情，不能不令
人击赏。
这的确是做了一件大事。
无论对一张报纸来说，还是对文化事业来说，乃至对精神文明建设来说。
    大河报人看出了这块资源所具有的超常的含金量。
不可否认，存在着有两个有些矛盾的方面。
一方面，河南历史悠久，向称中国之缩影，文化积累深厚，为华夏文明之根源，识者有知中原者知“
天下”，不到中原不算到中国的说法；这几乎是一个不争的共识。
因此，尽可正面做许许多多大文章。
    同时也有另一不争的事实：历史的辉煌并没有为我们留下一部完整无损的大书。
今人面对的，大多是经历长期风雨剥蚀的名胜古迹和深埋于地下的文化遗存。
    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有诗句说：“欲知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其实何止是洛阳，完全可以说是整个河南；司马光说的是11世纪以前的历史，其实，司马光以后至
今的八九个世纪，更其如此。
    河南作为华夏文明发生发展成熟的中心区域，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因而，累遭战火焚毁，又加洪水
无数次淹没，建了毁，毁了建，屡兴屡废，不仅有兴盛的辉煌，也有衰败的惨相。
繁华的安阳早成殷墟，巍峨的洛阳只留下若干象征，开封的辉煌只能在《东京梦华录》里寻找；无数
发生在这里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文化现象，往往没有可供观瞻的景观，只留下一些蛛丝
马迹的遗迹或者改建重修的仿古建筑。
今人只能在仅存的文字材料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和无穷想像，才能在心灵上或者文字上恢复和重现
。
对于非专业的人士来说，这几乎是很难做到的了。
    《厚重河南》做的既有好做的文章，更有难做的文章。
把历史留给我们的这笔无比丰富的财富，不论在地上或地下沉睡或深藏的文化资源，由难以为人所知
，转化为引入入胜的文化产品以广为人知，让它们释放出自身的巨大能量。
先是需要选材上的慧眼慧心。
这是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和发现。
首先是读。
对长期在眼皮底下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甚至不起眼，不经意，看似平常的东西，换一副陌生的文化
的历史的眼光重新去看，去读，去发现。
在社会人文和自然的时空交会、交错、交叉的地方，选取最能为历史代言的“点”，最富文化含量的
点睛之笔，对一个民族的生活和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事件，寻找贯通古今的线索，呈现历史当时的
场景，展示这些载体身上所负载的历史文化内涵，闪现当代人的眼光和理念。
    从解读郑州开始。
对郑州这个有3500多年城市史，堪称中国城市鼻祖的古代商城，找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业城市的“
轮回”，从各方面多角度展现数千年主要是近百年郑州的商业发展历程，揭示其所体现的文化性格。
进而，把视界放到全省。
    在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的轩辕故里，沿着有无边无际沧桑感的商城古城墙、郑韩古城墙、楚汉争夺焦
点古城古荥、因张骞封侯诸葛亮纵火而声名远播的博望古城、全国屈指可数却并不广为人知的水城八
卦城古城归德；从中国佛教的发祥地洛阳白马寺，到今天的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从造酒的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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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名厨到名相的伊尹、老子、庄子、墨子、许慎的故里与精神，到对近代历史有重要影响的袁世凯的
生前身后；从春秋时代晋国大音乐家师旷在此抚琴并创作古曲《阳春》《白雪》，历代文人大师会聚
的禹王台，2200年前的楚河汉界鸿沟，1800年前完成汉魏两个王朝和平更迭开始三足鼎立旷世奇局的
受禅台，历史经常在这里拐弯的三处函谷关，终结唐末以来200年动荡历史新局面开始的地方陈桥驿；
一出影响千年的忠义大戏发生处灞陵桥，长期作为中国理学中心的百泉湖畔，黄河流域最大的龙王庙
嘉应观，鸡鸣三省的交界地荆紫关，繁华极度与繁华难再的名镇朱仙镇；作为中国之代称的瓷，“国
之瑰宝”钧瓷神奇在何处？
“青瓷之首”的汝瓷湮灭在哪里？
“官瓷”窑址有还是无？
一场浩劫让一个曾经的小渡口和寻常村落一夜成名，黄河的伤口、中华民族的伤口花园口；等等，等
等。
这是我从自己的阅读印象中信手拈来的例子。
可以说，以纷至沓来的历史画面，虽然只是部分地展现河南历史_文化，但其丰富感和沧桑感，已经
使人具体感受到河南的厚重，厚重的河南，不仅是报纸，包括其他文化形式，像这样广度和深度的表
达似还未曾见过。
    《厚重河南》在文体上所做的创造性努力，不可轻看。
    这些文章是为报纸的读者做的，当然，它不拒绝专家学者的阅读，但主要是为大众读者做的。
首先必须让大众读者喜欢读，好读，越读越有兴趣；进而达到老百姓和专家学者等不同层次读者都能
在精神上产生认同感。
有同志说得好，历史文化厚重，写作上不能厚重。
写得机智轻松，引人入胜，既让内行看出门道，又让外行看到热闹，乃文章的生命所系。
    实际上，这是一种“起死回生”的工作。
把物态化的历史遗迹，抽象化的文字资料，民俗化的文化现象，和精神化的人的心灵有机地结合起来
，也就是死的历史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气吹拂和灌注下重新获得生命的过程。
    我很欣赏出没在这些文章中的两种生机勃勃的精灵。
一个是细节。
做大文章而从小处入手，善于选择历史细节，进行放大，展开，直至成为飞龙之晴，以小见大。
另一个是个性化。
不是炒作历史教科书和文化讲义，也不只是用现代的观念把历史文化客观解读出来，而是把历史变迁
与个人心灵感应相结合，把个人化的感觉和思考融入历史，给历史注入灵气，从悠久的历史中感受到
甚至提升出现代的东西。
    这样做，囿于作者的条件，随机抽调的记者不大可能是各方面的专家，文覃中可能会出现学术上的
硬伤或者看法上的失当，但这类有个性的解读式文章，因为有个人视角下如画如图的“读”，能见人
所能见，更能见人所未见，又时有出入意料之“解”甚或让人拍案惊奇之“论”，往往特具生命活力
。
    由《厚重河南》这件事使我想到，一个地区获得发展的原因很多，决定性的因素是人，特别是需要
做大事的人，把事情做得精细的人。
这样，有好的资源才能得到很好利用；资源匮乏也能想出办法。
在经济上是如此，在文化上是如此，在各种事业上都是如此。
    《大河报》决定做这样的专题，不是随机性的小打小闹，而是当做大事来做的。
事情开始的时候，人们会问：这样的文章是报纸要做的吗？
《大河报》有这样的学者型记者吗？
有这样的大手笔吗？
回答是做。
不仅去做，还要做大、做新、做深、做细。
事情做了，做成了，各种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天下的报纸多如牛毛，难道都要一个模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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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创办伊始，原名《大河文化报》，后来改了名字，去掉了文化二字，但仍处处透着文化气
息，只是总有一种未能尽兴的感觉。
这可能就是少了一点自觉的创造性的文化气象。
这个专题的成功举办是提升《大河报》文化品位的一个创造性尝试。
读者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报纸应当成为先进文化的载体。
对河南深入解读了，在树立河南厚重的文化形象的同时，《大河报》提高了自己的眼界，拓宽了自己
的思路，培养了可以做大文章的记者，报纸也获得了更鲜明的个性特色，当然也获得了更广泛的读者
。
    我相信，品尝《大河报》送给的文化大餐，各式各样的读者能够更深地走进为创造华夏文明做出卓
越贡献的河南历史，更能够感受到当代以创新为追求的中原气象，《大河报》在这方面乃至所有方面
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
我作为《大河报》的读者，不由得要向《大河报》的朋友们说一声“谢谢！
”    2003年7月于河南省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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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部涉及新闻、历史、文学的跨文体新闻之作，新闻从业者、爱好者不可不读。
　　一部用新闻的眼光打捞河南远逝的历史之作，历史研究工作者、爱好者不可不读。
　　一部从新闻文化的层面观照河南的经典之作，身居河南、热爱河南者不可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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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1 《大河报》的文化大餐序2 历史怎样成为新闻禅的少林  武的少林四千年前的两位祖先比干：亘古
第一忠臣探访文王演易处千秋一梦周公庙中国的金字塔群汉墓累累芒砀山探访刘秀墓叩访关林  拜谒
武圣追辨妖魔化司马懿五颜六色狄仁杰追寻诗圣杜甫的身影文豪归宿三苏坟凤凰山下“石头城”魂兮
归来梁祝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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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少林前传  嵩山灵气天下闻    出郑州市往南，先进入新密。
新密市的天，混沌未开似的，那是人类制造的污染。
进了登封地界，就有了白云，虽然它白得还不够彻底。
    登封城坐落平地，它的三面被太室山和少室山围拢着。
出了登封城，朝西13公里是少林寺，再西走60余公里便是“九朝古都”洛阳城。
西去的路好像被谁用气力在另一头拽高了，汽车开始往高处奔了，沿途的山势也跟着高大起来。
这便是中岳嵩山，自古，它就赫赫有名。
    嵩山西起洛阳龙门以东，东止于禹州，曲曲折折120多公里。
它属于秦岭东延的一部分，1亿年前受地质学所称的“燕山运动”的生拉硬拽，拱成了东西走向、褶
皱交错的断裂地貌。
据推测，23亿年前，嵩山地区还是汪洋大海。
我乘坐的昌河出租车行走的地方，当时正是海底，六进院落的少林寺所在地则是海底深沟。
    嵩山的岩石是深灰或者灰白色，似乎永远内藏着什么。
隔着车窗凝视，你会禁不住问：夏朝的大禹何以钟情于此，把他的都城建在这一带？
大禹的都城阳城，位于今天登封城东南的告成镇一带。
大禹再次迁都于斟鄩，即今偃师县南部，仍未走出嵩洛一带。
    嵩山一带在春秋时属郑国，战国时则归于韩国。
嵩山被古人认为是诸神出没的神圣之地。
秦灭韩国后，头等大事就是到这里的太室山上设置神祠；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三月，在中国历代
汉族皇帝中最尚武力的刘彻登上太室山，以通神仙。
    登封老城东北，万岁峰下有一东汉人设立的启母阙，它和太室阙、少室阙是中国顶级国宝。
阙原是神庙前的门观，是一种很有气派的装饰。
传说大禹的妻子涂山氏生下儿子启后化作巨石，那石被称为“启母石”，前立阙，后建庙。
还说涂山氏的妹妹——少姨亦化作少室山的山神，于是古人在这里又建了少姨庙。
嵩山产神，至少古人笃信这一点。
    古人有观云的习惯。
坐定了某处看云起云落，看山色水流，看得久了，恍惚间就似乎看到神仙一掠而过。
面对大自然无法解释的现象，古人便编造故事，一山一水都有一个典故。
东汉时创立“五斗米道”的张道陵曾入嵩山，隐居9年，然后就号日“天师”。
张道陵之后，东汉道师刘根、三国道士郗元节、西晋道士鲍靓等都得道于嵩山。
北魏时，天竺(印度)僧人跋陀、达摩恋慕嵩山的灵气，遂舍了洛阳城，跑到嵩山来打坐。
印度僧人有打坐看石头的习惯，嵩山之石，滋养出了一个中国化的禅宗法门，它把神和人拉得只有一
纸之隔：“迷则为凡，悟则成圣，圣由自悟，不从他得。
”    嵩山，在古代是产神的地方；嵩山的少林，在今天的国界之外，是大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
    少林初兴两位高僧接踵来    少林寺的立寺，和一个名叫跋陀的印度僧人的“性情”有关。
    少林寺门外，东西两端各立一座石牌坊，这是明代徽王府捐造的。
东牌坊内侧横额刻着“跋陀开创”四字，开创什么？
自然是少林寺啦。
    跋陀，也译音佛陀、僧伽佛陀。
他在印度时虽“学务静摄，志在观方”，相当吃苦用功，却一直没有找到感觉。
和他一起修炼的5位道友都已得道，惟他一无所获，终日闷闷。
据传，跋陀一度想寻短见，成不了佛他宁愿死去。
有朋友安慰他说：“修道要借机缘，你与震旦(中国)有特别的缘分，何不往那里去呢？
”    于是，这位印度僧人千里迢迢直奔北魏国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
跋陀抵达平城的时间，大约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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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族皇帝北魏孝文帝一生除了以“法律的名义”推行汉化政策之外，还极为崇信佛教。
他在平城造了云冈石窟，迁都洛阳之后又开凿了龙门石窟。
    跋陀在北魏受到孝文帝的特别敬重。
跋陀到来时，云冈石窟的五大洞窟已告完工。
皇家给跋陀专设了石窟(也称石室、石龛)，一切资费皇室供给。
    公兀495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跋陀随之而来。
孝文帝很够意思，在洛阳为跋陀设立了“静院”，以供其研究佛法。
或许是在一次纯粹的散心游玩中，跋陀去了一次嵩岳，之后他就不断前往嵩岳。
他曾对弟子说：“这里(嵩山)有特别的神灵护卫着，于此立寺，永不消失。
”    孝文帝或许是看出了跋陀的心思，遂于嵩山少室立少林寺。
那是北魏迁都的第二年(496年)。
少林寺在历史上只有一次短暂的易名，但很快就复位了。
北魏孝明帝时，崇佛之风极盛，一座长15公里、宽10公里的洛阳城中，寺院多达1367所。
这一数字，比西晋时的42所增加了30多倍。
当时甚至出现“寺夺民居，三分且一”的城郭格局。
也正是佛教在洛阳呈现出一派繁盛之时，北魏的国运也走到了尽头。
《魏书·释老志》中说，当时北魏有僧尼200多万人，寺院3万余座。
一个北魏哪里供养得起这么庞大的“佛国世界”？
    跋陀或许预见不到这一时代大“因果”，他可能只是想一心修炼，只是觉得洛阳城太闹腾，于是他
躲到“圣灵出没”的嵩岳之中，开创了少林寺。
一如跋陀所言，少林寺还真熬到了“永久”。
与少林寺同时代的3万余座寺院，至今能存几所？
不过，跋陀时代的少林寺，可能还相当简易。
    跋陀的聪明，在于他观出了嵩岳的“山相”，开创了今天名震世界的少林寺。
不过，他也有不聪明的地方。
他在少林寺所传的佛法，叫“三藏心禅”。
按照“三藏心禅”，修禅者既要诵读佛教的经、律、论这“三藏”，同时还得潜心坐禅。
这厚厚的、民众根本读不懂的“三藏”经典，把进入佛门的门槛抬高了。
这是印度原汁原味的修行法门，没有中国化。
    佛法的中国化，是印度另一位高僧菩提达摩的功劳。
达摩到达少林寺是在跋陀立寺30多年后。
达摩舍弃经典，一心坐禅，这样佛门的门槛就降低了。
    少林寺山门西牌坊的横额是“大乘胜地”，说的正是达摩所倡导的大乘禅法(跋陀所传的是小乘禅法
，小乘、大乘是佛学中的两个派别)的功德。
    两位印度和尚一前一后来到嵩山，他们一个播下了种子，一个浇灌了禾苗，然后就去了。
与他们同时代在少林寺的，还有两位印度高僧勒拿摩提和菩提流支。
印度人的做派和他们的历史一样奇特。
佛教兴于印度，但到了8世纪中叶，佛教在印度渐趋式微。
此时佛教在中国却很盛行，全部佛经十之八九已译成汉文。
公元12世纪，伊斯兰教武力东进，破坏了大批佛教寺院，教徒们纷纷逃往域外。
当时印度本土佛教完全绝迹，空留遗迹供人凭吊。
    18世纪以后，佛教文化又从中国等国倒流回印度本土。
印度虽然是佛教的发源地，但今天印度的佛教徒非常少。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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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厚重河南(第3辑)》由大河图书编辑室编：一部涉及新闻、历史、文学的跨文体新闻之作，新闻从业
者、爱好者不可不读。
    一部用新闻的眼光打捞河南远逝的历史之作，历史研究工作者、爱好者不可不读。
    一部从新闻文化的层面观照河南的经典之作，身居河南、热爱河南者不可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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