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345*+678*9:;**<=>?*@AB+CDEFGH?IJKLM

NO2PQR"JSTU2VW*X YZ[\]+^_`abcde"f?ghiÛ _jX kUlmFXnopqr?stuvU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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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景区工作人员在整修五

岩山药王洞时
#

意外在洞内淤泥中发

现了大量古生物化石
#

其中有数量众

多的兽骨
$

人骨
$

石器
$

火灰遗迹等
#

初步判断可能属于数十万年前或旧

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址
%

!""#

年
$

月
#

在五岩山北段张陆沟偶然发现的

一个天然溶洞中
#

也发现了一些明显

有加工痕迹的锥形石器和骨器
%

由此

判断
#

这里很可能是原始部落由山区

向平原过渡时期的一个生活区
%

联系

到距离五岩山不足
!"

公里的安阳县

善应镇
&

南海猿人
'

遗址
#

五岩山发现

的史前人类活动遗迹极有可能是
&

南

海猿人
'

的一支
%

五岩山地处洹河
$

淇河流域交汇

处
#

又是
!

$

汤两河的发源地
%

从古人

类由山地向平原
$

河流迁徙的规律来

看
#

这里可能是古人类曾经的
&

山顶

家园
'#

并极有可能被以后的考古发

掘所印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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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

个奴隶制国家政权
%

公元前
%&""

年
#

商王盘庚迁都殷邑
'

今安阳市小屯

村
(

#

五岩山距离殷都
&"

公里
#

是殷人

祭祀
$

游览的胜地
%

此外
#

纣王最早囚

禁周文王姬昌的地方也可能就在五

岩山一带
#

至今五岩山下还有一个名

叫姬家山的村庄
#

可能与周文王姬昌

有关
%

西周成王初年
#

管叔
$

蔡叔及纣

子武庚叛乱
#

周公旦奉命讨伐武庚
#

杀管叔
#

放蔡叔
#

封武王弟卫康叔为

卫国君
#

都城设在朝歌
'

今淇县
)

%

卫懿

公荒于朝政
#

好鹤成癖
#

封鹤为
&

大

夫
'#

在五岩山一带大规模养鹤
#

五岩

山及鹤山一带因此成为卫国的
&

皇家

鹤苑
'#

直至公元前
**"

年卫国灭亡
%

春秋时期
#

五岩山一带隶属晋

国
#

为晋国重要的城邑
(((

中牟
+

因建

于中山
$

牟山之间而得名
#

中山
$

牟山

至今犹存
)

%

公元前
$!,

年
#

赵献侯即

位
#

开始在五岩山一带大规模建设新

都城中牟
%

公元前
$"-

年
#

献侯死
#

赵

烈侯继位
#

正式把都城由山西晋阳
'

今

太原西南
)

迁至中牟
#

直至公元前
&.*

年赵敬侯迁都邯郸
#

其间经历三朝共

&-

年
%

当时
#

五岩山作为崛起的战国

&

七雄
'

之一赵国的都城
#

一度成为进

可攻
$

退可守的战略要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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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
#

五岩山文人荟萃
#

名

士孙登曾在此隐居
#

阮籍
$

嵇康等人

也曾游历于此
%

东魏时
#

五岩寺落成

并开凿石窟
#

以此为标志
#

五岩山成

为集宗教与文化之大成的文化名山
%

西晋泰始年间
+

公元
!**

年
/!#$

年
)

#

音乐家
$

名士孙登避世隐修于五

岩山
#

研习
)

易经
*#

弹琴吹箫
%

晋文帝

闻之
#

遣
&

竹林七贤
'

之一阮籍前去拜

访
%

阮籍少时曾到过五岩山
#

遇见孙

登
#

与之谈太古无为之道
#

论五帝三

王之义
#

皆无所动
#

阮籍对之长啸
#

孙

登也只是莞尔一笑
%

待阮籍下山后
#

&

隐者亦啸
#

若鸾凤之音
'#

阮籍归来

遂著
)

大人先生传
*#

成为中国文学史

上的名篇
%

相传
#

魏晋名士嵇康也曾在五岩

山从游孙登三年
#

并写下了著名的

)

养生论
*%

而同为
&

竹林七贤
'

之一的

向秀
#

据此创作了
)

难嵇叔夜养生

论
*#

后嵇康又作
)

答向秀难养生论
*#

文中
&

我命在我不在天
'

的思想
#

后来

被药王孙思邈接受并成为
)

千金要

方
+

养性论
*

的主旨
%

如今
#

五岩山仍

有
&

孙登洞
'$&

炼丹石
'

等遗址
#

千百

年来香火不断
%

东汉末年
#

佛教传入中国后
#

五

岩山很快成为佛教的一方净土
%

三

国
$

魏晋时期建成五岩寺并开凿石

窟
#

至东魏孝静帝时
#

已成为当地一

座有较大影响的佛教寺院
%

五岩寺的建寺时间和规模如今

已无从考证
#

仅知五岩寺石窟开凿于

东魏永和四年
+

公元
,$!

年
)

#

是魏晋

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地区最早开凿

的民间石窟群
%

这一时期的五岩山已

经走向民间并逐渐世俗化
#

几经文人

雅士
$

世俗民众鼎力建设
#

为以后奠

定
&

文化神山
'

的地位打下了坚实基

础
#

特别是佛
$

道
$

儒三教并存的格

局
#

对日后中国北方
&

三教合一
'

的宗

教文化影响深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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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初期是确定五岩山在中国

医学史
$

宗教史上特殊地位的时期
%

唐贞观年间
+

约公元
*!#

年
/*$"

年
)

#

药王孙思邈东游太行
#

并开始长

期隐居五岩山
#

在此采药行医
#

研习

中华医学典籍
#

并写出了医学巨著

)

千金要方
*%

如今的五岩山药王洞
#

传说就是当年孙思邈的起居之地
%

随着孙思邈的医术日益精湛
#

影

响也逐渐扩大
#

直至受到唐王室的尊

崇
%

公元
*&*

年
#

隐修于五岩山的孙

思邈得知唐太宗患了眼疾
#

于是托相

州安阳县尉崔科为太宗上了一道
)

进

眼药表
*

+

为我国历史记载最早的中成

药方
)

#

唐太宗服用后病愈
#

此后与孙

思邈结下了很深的个人友谊
%

史载
#

唐太宗曾召见孙思邈
#

赐谏议大夫官

职
#

但孙思邈为研习医学不为所动
#

给唐太宗留下了深刻印象
#

亲书
)

题

真人孙思邈颂
*

予以褒奖
%

直到唐高

宗时
#

受朝廷召见孙思邈回到长安
%

孙思邈在五岩山韬晦十余载
#

在

此写成了中国医药学史的巅峰之作

)

千金要方
*%

全书总结了古代医学的

研究成果
#

收集了许多医论
$

医方
$

养

生方法等
#

还记载了他的一些临床经

验和采集的民间药方
#

对中国医药学

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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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

五岩山进入一个崭新的发

展时期
#

主要有
&

个标志
,

历史文化

名人由人向神发展
-

五岩山由太行名

山向
&

五岩神山
'

发展
-

其建筑由山上

向山下发展
#

并逐步成为公众朝拜的

胜地
%

宋崇宁元年
+

公元
%%"!

年
)

九月

五日
#

相州人赵永昌游历五岩山朝拜

药王洞时留下的摩崖题铭
#

首次将药

王孙思邈由人变成了神
%

此后
#

五岩

山由孙思邈的隐修地逐渐转变为公

众朝拜的圣地
#

以此为主线的纪念建

筑体系也拉开了建设的序幕
%

元朝崇信道教
#

五岩山作为道教

名山进一步得到发展
%

全真教
&

全真

七子
'

之一丘处机的弟子李志方
#

遵

从
&

以立观度人
#

将迎往来道众为务
'

的教旨
#

在五岩山栖霞谷创建了栖霞

观
#

在山下的崔村创建葆光观
#

五岩

山由此成为道教名山
%

传说
#

元宪宗

年间
#

李志方设醮祈福于葆光观
#

出

现万鹤翔集
$

鹤鸣九皋的奇观
#

传为

佳话
#

并留下了鹤壁文化地标之一的

&

万鹤台
'%

自宋
$

金
$

元代以来
#

五岩山的知

名度逐渐提高
#

信徒众多
#

在医学
$

宗

教界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

五岩神山
'

的文化定位初具雏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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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
#

五岩山掀起了宫观扩

建的首次高潮
%

从现存遗迹看
#

五岩

山的宫观建筑发轫于明
#

鼎盛于清
#

&

一山
+

五岩山
)

一洞
+

药王洞
)

$

两寺
+

五

岩寺
$

寒岩寺
)

两观
+

栖霞观
$

葆光观
)

'

的建筑格局基本定型
%

明弘治元年
+

公元
%$..

年
)

五

月
#

依靠民众的力量
#

五岩山及药

王洞得到大规模修缮
%

明隆庆六年

+

公元
%,*#

年
)

元月
#

禅僧明旭游五

岩山
#

对孙登洞进行了修缮
#

五岩

山主体庙宇建筑初步完成
#

逐渐成

为地方名胜
%

其间
#

户部主事李筵

及
$

大同府同知魏大本等人相继前

来拜谒并留下赞咏诗篇
%

明万历三

十年
+

公元
%*"!

年
)

#

因暴雨造成山

岩坍塌
#

在新洞沟发现了
&

仙人

洞
'#

洞内有石床
$

石凳及炼丹用

具
%

清代自乾隆一朝开始
#

以五岩

山药王洞为主轴和最高点的五岩山

庙宇建筑群开始大规模建设
%

乾隆

四年
+

公元
%#&-

年
)

九月
# &

修真

洞
'$ &

养性洞
'$ &

别有天地
'

一

体三洞主体建筑建成
%

清道光九年

至二十四年
#

重修药王洞
#

新建

&

大唐名医
'$ &

安乐真人
'

石门一

组
#

以及天爷殿和
&

汉精忠
'

庙
#

同时修缮了洞口拜殿
%

随着鹤壁陶瓷业的发展
#

四方客

商纷至
#

五岩山下的崔村已发展为商

贸集镇
#

葆光观的修缮
$

扩建工程因

此大规模展开
%

明嘉靖二十三年
+

公元

%,$$

年
)

#

由道士樊清朝主持修建了

宏伟壮观的大殿
#

万历年间又相继建

成天爷殿及石雕香案
$

三宫殿等
%

清

末民初时
#

葆光观扩建为上下两院
#

占地
%"

亩
#

成为豫北名观
%

明清两朝是五岩山庙宇建筑的

鼎盛期
#

其建筑规模和文化地位前所

未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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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
#

中华民族灾难深重
#

五岩山的基础建设基本停滞
#

其文化

也误入歧途
#

被严重异化
%

新中国成

立之初和
&

文革
'

十年动乱期间
#

受

&

左倾
'

思想影响
#

五岩山作为封建迷

信残余遭到严重破坏
#

大量古建筑
$

石雕碑刻等被砸毁破坏
%

改革开放以来
#

五岩山重获新

生
#

作为鹤壁历史文化名山得到前

所未有的重视
#

其管理建设也开始

由民间信众为主转向以政府为主
#

进入民间自发保护与政府重点保护

建设的
&

双轨并存
'

时期
#

使五岩

山的开发建设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
%

新中国成立后
#

五岩山的保护

与开发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

%-.$

年
/!""%

年这一阶段
#

以

民间自发管理与保护建设为主
#

政

府帮助为辅
%

%-.$

年
#

姬家山乡崔

村沟村民郭保珍
#

广泛筹集民间资

金保护五岩山名胜古迹
#

成为建国

后民间保护
$

建设五岩山的第一人
%

%-.$

年
%"

月全省文物普查时
#

五岩

山孙思邈洞及五岩寺石窟被重新发

现并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

%-.*

年
#

五岩寺石窟被河南省人民政府

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此

后
#

由市内外文物专家撰写的多篇

有关五岩山历史文化研究的论著在

国家及省级媒体刊发
#

引起社会及

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

五岩山的保护

和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
%

%-.*

年到

!""%

年
#

新建了
&

鹤壁五岩山碑

记
'#

修缮了天爷殿
$

大圣殿
$

老君

堂
$

药王洞拜殿
$

大佛堂
$

观音堂
$

孙思邈隐居山门
$

汉精忠庙等建筑
#

一度冷寂的五岩山重新开始热闹起

来
%

!""%

年至今
#

为政府主导保护

管理和建设的阶段
%

随着社会发展
#

开发文化旅游资源
$

发展文化和旅

游产业
#

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

视
#

利用政府的综合优势
#

适时接

管以民间为主进行开发
$

建设的五

岩山已迫在眉睫
%

!"""

年
-

月
!-

日
#

五岩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揭牌

暨孙思邈像奠基仪式
#

标志着五岩

山进入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大规模开

发建设的新阶段
#

拉开了五岩山产

业化转型的序幕
%

!""%

年底
#

以部圳东为区委书

记的新一届鹤山区委
$

区政府领导

班子
#

首次提出了
&

建设旅游城区
#

发展旅游文化产业
'

的战略目标
#

开始大规模建设五岩山风景区
%

自

此
#

千年名山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

为提高五岩山风景区的文化品

位和建设水平
#

鹤山区先后斥巨资

聘请省内外一流专家对景区进行总

体规划
#

规划设计方案一次通过省

级评审
%

为促进五岩山旅游景区综

合开发
#

他们还进行了适应市场经

济的体制改革
#

与此同时
#

开始利

用财政资金和民间捐款
#

大规模投

入到五岩山基础设施和主体景观建

设中
%

!""&

年
#

五岩山景区山门
$

望鹤亭
$

药王大殿
$

月台等主体工

程基本完工
#

整个新建筑群设计巧

妙
#

气势雄伟
#

成为近年来全省仿

古建筑的经典
%

!""$

年
#

连接鹤林

线的五岩山风景区旅游专线公路建

成
#

新塑了药王孙思邈雕像
#

并对

外开放了东魏五岩寺石窟
%

此外
#

五岩山还被纳入全市旅游发展规划

&

一河两城三山
'

的大格局中
#

受到

省内外旅游界的青睐和重视
%

太行山深处的这座千年文化名

山
(((

五岩山
#

尘封多年后横空出

世
#

重新成为耀眼的
&

太行明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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