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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封龙山文化的形成与内涵

李小俊，　杨敬辉，　吴　然

（石家庄铁道大学 四方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２２８）

　　摘　要：封龙山作为“燕赵文化名山”，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封龙山文

化的形成首先与毗邻曾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其次是它对周边地区的

广泛影响而形成了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局面。封龙山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

一，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在以后封龙山文化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大

的包融性，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于三个方面：科学与信仰相容、佛教与道教双修、修德与崇

礼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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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龙山作为“燕赵文化名山”，有着悠久的历

史传承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地处元氏县境内的封

龙山东南角可谓得天独厚，此处是封龙山历史文

化的精 华 之 所 在，诸 如：封 龙 书 院、卧 佛 寺、修 真

观、龙 王 庙、皇 姑 院、禅 房 院、双 龙 寺 以 及 东 西 石

窟、老龙潭的雕塑与摩崖石刻、汉碑堂等大多集中

于此地。蕴含在封龙山书院与宗教中的学术思想

之丰富，摩崖石刻承载的书法与雕刻艺术之精湛，
以及体现于古建筑中的技艺之美巧，都彰显出中

华民族祖先对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本文试图通

过对封龙山文化形成历史脉络的梳理将封龙山文

化的内涵作一初步阐释。

一、封龙山文化形成的历史渊源

（一）毗邻曾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

特殊地理位置

封龙山地处北太行山的中东部，原本 南 北 走

向的太行山在这里向东凸起一座高山，雄峙于广

袤的华北平 原 上。刻 于 东 汉 延 熹 七 年（公 元１４６

年）的封龙山碑上的封龙山颂赞曰：“天作高山，实
惟封龙。平地特起，灵亮上通。嵯峨竦峻，高丽无

双……”不光盛赞其雄伟高大，挺拔峻秀、巍峨壮

丽，声名远播，而且与神灵相通，护佑着四方的百

姓。［１］战国时代，中山国在封龙山南麓建立了飞龙

邑，封龙山成了此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了

官府朝山求雨、祈福纳祥的祭神之处。赵惠文王

四年（公元前２９６年），赵王把原属于中山国的一

块土地封给了公子元，母子俩来到这块西倚封龙

山风水宝地的城廓生活了下来，这也是元氏的来

历。［２］汉高祖时，先在这里设置了 元 氏 县，又 在 这

里设置了恒山郡。（县治和郡治所在地，都在故城

村。２００６年，常山 郡 故 城 遗 址 被 公 布 为“全 国 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元前１７９年，刘恒即位，史

称汉文帝，为避“恒”字之讳，改恒山郡为常山郡，

领１８县和４个侯国。［３］古常山郡在古代一度曾是

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汉时 期，常 山

郡的政治地位显得非常重要，文化成果灿烂辉煌，

达到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２］这与东汉王朝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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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刘秀曾在

此用兵，期间汉明帝刘庄出生于此地，以及他的启

蒙老师李躬在这里讲学有关。虽然，后来作为这

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步北移至正定，
但仍与封龙山密切相关。

（二）与周边地区相互影响形成人才辈

出群星璀璨的传统文化圈

地域文化是 一 定 地 域 内 历 史 形 成 并 被 人 们

所感知、认同、传承 下 来 的 各 种 文 化 现 象 和 思 维

方式。因 此，以 封 龙 山 文 化 为 代 表 的 地 域 文 化

就不 能 仅 仅 限 于 封 龙 山，还 应 当 包 括 元 氏、赞

皇、栾 城、鹿 泉、正 定 等 周 边 地 区。封 龙 山 文 化

实乃与周边地区 相 互 影 响 而 形 成 的 且 一 脉 相 承

的一个 传 统 文 化 圈。例 如，离 此 山 很 近 的 元 氏

县万年村，因 为 东 汉 皇 帝 汉 明 帝 刘 庄 在 这 里 诞

生而被 载 入 史 册。［４］这 里 曾 有 当 年 刘 秀 在 此 的

行 宫“梳 妆 楼”；这 里 曾 有 东 汉 皇 家 宗 庙“始 生

堂”；这里曾有与 洛 阳 白 马 寺 齐 名 的 灵 岩 寺……
这是个承 载 着 厚 重 历 史 的 村 庄，与 东 汉 皇 室 有

着难 解 的 渊 源，留 下 了 许 多 流 传 千 百 年 的 故

事。［４］还有附近的栾 城（今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栾 城

区）历史上曾经 人 才 辈 出，这 里 曾 是“三 苏 发 祥”
之地唐代 政 治 家、文 学 家 曾 任 宰 相 的 苏 味 道 的

故里，其中 一 代 文 豪 苏 东 坡 还 在 定 州 任 过 知 州

并颇有 建 树，留 下 了《登 常 山 绝 顶 广 丽 亭》记 游

长诗一首。还有 汉 唐 时 期，李 躬、郭 震、李 昉、张

著等知 名 学 者 在 封 龙 山 的 游 学 或 讲 学 立 说 活

动。尤其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古 代 著 名 数 学 家 李 冶，
他是栾 城 人，曾 在 元 氏 县（今 河 北 省 元 氏 县）求

学。晚年 他 结 束 了 在 山 西 的 避 难 生 活，回 元 氏

县封龙山定居，并 收 徒 讲 学。在 此 期 间，他 与 元

好问、张德辉一 起，被 尊 为“龙 山 三 老”。龙 山 三

老中，元好问主要 是 文 学 家 和 史 学 家，张 德 辉 则

主要以治才闻 名。李 冶 虽 然“经 为 通 儒，文 为 名

家”，他的主 要 兴 趣 却 在 数 学。然 而，不 论 是 元

好问的学问，还是 张 德 辉 的 治 绩 和 李 冶 的 教 学，
个个都标榜史册名扬千 秋。东 石 堂 左 侧 洞 壁 上

雕 刻 着 的“海 天 东 曙”四 个 如 斗 大 字，上 款 题

“辛 丑 秋 赞 皇”，下 款 为“胡 来 朝 书”。资 料 介 绍

说，胡 来 朝 赞 皇 人，明 万 历 年 进 士，曾 为 督 察 御

史，明 代 四 大 名 宦 之 一。总 之，这 些 与 封 龙 山

相 关 的 历 史 名 人 的 著 述 与 政 绩 都 应 该 作 为 封

龙 山 文 化 研 究 的 重 要 资 源 来 加 以 发 掘 与 整 理。

二、封 龙 山 作 为 中 国 古 代 传 统 文 化 重

要发祥地之一的独特贡献

尽管封龙山文化是与于周边地区相互影响且

一脉相承的一个传统文化圈，但封龙山文化自然

还是要以封龙山为主，其拥有的丰富历史文化内

涵，其书院、寺庙、宫观以及石窟雕塑与摩崖石刻、
碑刻皆是其享誉海内外的资本。因此，狭义的封

龙山文化应是特指发祥于封龙山上的各种文化现

象和精神文明成果。历经千年，封龙山作为中国

古代传统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做出了自己独特

的贡献。

（一）封龙书院是河北最早的书院，且

是研究数学有重大成果的唯一书院

唐、五代以后，书院这种传授知识的形式兴盛

起来，封龙山就有了我国最早的书院。封龙书院

最早的记载是在东汉时期公元４１年，著名学者伏

恭迁常山太守，修建学校。到北宋时，河北见诸记

载的书院仅有三处，全在封龙山中，在河北名震一

时，这里遂成为文化教育发达之区。主持封龙书

院的元代学者李冶，在中国古代数学研究领域取

得了辉煌成果。他的主要成就是总结并完善了我

国古代的天元术，使之成为中国独特的半符号代

数。他的数学成就，代表着十三世纪世界数学研

究的水平，比欧洲代数的产生早３００年 左 右。李

冶在封龙书院不仅讲数学，也讲文学和其他知识，
他呕心沥血，培养出大批人才。［５］

（二）汉 代 碑 刻 为 石 刻 宝 库 中 的 精 品，
是汉字演变进化的活化石

全国有三十通汉碑，见诸史籍的汉碑 有 六 通

遗存在 封 龙 山，即《封 龙 山 之 颂 碑》、《祀 三 公 山

碑》、《三公神碑》、《三公山神碑》、《无极山神碑》和
《白石神 君 碑》，这 是 河 北 境 内 仅 存 的 汉 代 碑 刻。
大宗的石刻书法名迹，主要存在于东汉，以河北元

氏县《封龙山碑》为代表的汉碑群，正是石刻宝库

中的精品。几通汉碑上的文字，不仅在于其“布局

浑朴茂密而错落有致，宛如繁星缀空，一片天机，
其笔意忽敛忽纵，变化莫测。”也不仅在于其“书法

雄浑劲健，古趣盎然。”［６］它还反映 了 汉 字 从 篆 到

隶的演变过程，是汉字演变进化的活化石。可见，
封龙山的摩崖石刻，尤其是汉代碑刻，“着实是个

值得研究的富矿”，“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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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吴秀华教授所言，这些汉碑，具有文字学、历

史学、艺术学的多重价值。［７－８］

（三）其石窟雕像，石碑记事、摩崖题刻

以及游记题情之作，均具有较高的艺术、文

学和历史价值

封龙山南麓西石窟的大卧佛，为涅槃窟，是华

北地区最大的石卧佛。窟内释迦牟尼涅槃像，据

专家从雕刻手法分析，应是在北宋年间所刻。佛

体长４．１５米，头西足东，佛身舒展，头枕右手，侧

体向前而卧。佛面部平静而安祥，妙相端庄，已入

涅磐境界。目前石卧佛已为省保护文物，虽有所

损坏，也仍不失其古文化色彩。另外，《禁凿封龙

山石碑记》、《清．严禁开凿名山石记》和西山森林

公园内鹿泉洞沟村及附近山上的大小两块石碑，
石碑上镌刻 的 是 清 朝 光 绪 年 间“禁 伐 山 林”的 规

定。古人的这些护山护林的举动都彰显了朴素的

生态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这在大力倡导生态文

明，保护环境的今天，对于教育世人向我们的先辈

学习，为保护我们的家园做出贡献都将产生积极

的作用。封龙山景色秀丽，为历代文人骚客、达官

贵人所向往，在前来游览之余纷纷作词题字，以抒

发胸臆与情怀，因此留下了大量题刻。即使是那

些远离故乡的游子，把对封龙山的思念之情还嵌

进诗歌里。［９］这些题刻或游记题 景，或 诗 词 歌 赋，
读之朗朗上口，品之回味无穷。不仅有着较高的

书法艺术，还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封龙山宗教及

书院流派的演变和沿革的人文活动的历史脉络。

三、封龙山文化的内涵

封龙山作为耸立于华北大地上的一座历史文

化名山，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以其独

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该地区重要的文化教育和宗教

信仰圣地，不仅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还有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总的来看，封龙山文化在不断

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包融性，体现在三

个方面：科学与信仰相容、佛教与道教双修、修德

与崇礼共存。

（一）科学与信仰相容

科学与信仰属于两种不同的意识形 态，科 学

是改 造 世 界 的 物 质 基 础，信 仰 是 人 的 精 神 支 柱。
科学与信仰往往有着很深的矛盾，并不断地发生

激烈的冲突。然而，对于封龙山来说，科学与信仰

都是其文化基因中的因子，因互相依存、互相联系

而具有统一性。
封龙书院是我国古代北方重要的教 育 基 地，

它是唯一 一 所 我 国 古 代 集 教 学 与 科 研 一 体 的 书

院，科学精神是书院的灵魂之一。李冶一生著作

甚丰，在词赋、天文、数学、音律、教育、医学、史学

都有很高的造诣，尤其是在数学方面的成就，堪称

世界数学科学研究的泰斗。他的数学研究成果集

中反映在《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两本书中。［１０］

《测圆海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系统阐述天元

术的著作。《益古演段》是对《测圆海镜》的系统介

绍和普及，为了教学方便，便于学生接受和理解，
用通俗朴实的语言著成并讲授不辍。总之，李冶

创立的天元术代数，方程到六次，不仅是对中国古

代独创的半符号代数的重大发展，而且比欧洲代

数的产生至少早３００年左右，在当时世界数学史

上具有尖端地位。可以说，李冶在封龙书院所作

的数学研 究 代 表 着 十 三 世 纪 世 界 数 学 研 究 的 水

平，因而封龙书院也是我国古代屈指可数的自然

科学圣地之一。
封龙山上既有人们对自然科学的思 考，更 有

对自己及命运的深刻关注。中国历来把儒释道作

为人生智慧与人格理想，在实践上把文化传统承

载于一定的客体，所以出现了或儒或佛或道的名

山文化景观，一座山便是一种文化。虽然在历史

上也曾发生过短期的灭佛运动，但大多数的时光

与岁月中儒释道还是相容的。而且，封龙山文化

与诸多名山文化不同在于，它更多地贴近人们的

日常需求，把人们心理的一切所需，包括儒释道，
统统集中于一山，应有尽有。在其发展的漫长历

史岁月中，集中于此山之中的众多书院与寺庙宫

观不仅各司其职，并屡有鸿儒高僧大德主持。今

天封龙山上的那些热心于寺庙宫观恢复修建工作

的主持者们已无某一宗教文化的背景，往往只是

为了满足老百姓求神拜佛的心理需求而建。在他

们的眼里，这些都是传统文化，至于是儒是佛还是

道以及属于哪个教这些并不重要，没必要分得那

么清 楚。与 此 同 时，李 冶 曾 在 此 潜 心 于 天 元

术———中国古代高等数学的研究 与 教 学，没 听 说

他们的科学探索与人们的精神追求和宗教信仰有

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说明在中国的传统文

化中它们是可以相容的。
以封龙书院为代表的江北书院，为中 国 传 统

文化的保留与传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现在那些为弘扬中国儒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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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理学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白鹿洞书院、茅山书院、
石鼓书院、东林书院等古代书院均为中华文化圣

地，而在中国科学史上有着显赫位置的封龙书院，
却仍然鲜为人知。这也与封龙山的学者们虽具有

传统儒学的底色，但成就却主要不在儒学上有关。
在重视科学技术教育的今天，理应还封龙书院一

个公道。这不仅仅只是明确其历史地位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它关系到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取向与

走向。如果到今天我们还忽视中国古代科学家潜

心科学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之所，这显然是与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潮流不相符合的。现

在元氏县政府于旧址恢复重建了封龙书院，并将

李冶作为重点加以宣传以及加紧加强了对李冶创

新精神的研究。我们还要下功夫努力克服史料奇

缺的困难，将对李冶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我国古

建筑与重大工程等应用领域，本着“大胆假设，小

心求证”的科学精神争取有所突破。

（二）佛教与道教双修

中国的文化历来与山有着不解之缘。我们熟

悉的四大佛教名山、四大道教名山都是名山与宗

教相融的典型。但一般来说，佛是佛，道是道。并

非佛道不分。但封龙山上的寺庙道观却往往是佛

道不分的。例如，地处封龙山心脏区域的双龙寺

和皇姑院，原为古禅房寺，为弥勒尊佛道场，高僧

释道安和僧 光 曾 在 此 弘 扬 佛 法。１９９６年 春 县 旅

游协会首倡，十方善信协力，近二十年陆续修建了

“三佛殿”、“三清殿”、“大成殿”、“慈恩阁”、“包公

殿”等１５座庙宇。皇姑院在双龙寺下方，院内有

皇姑殿、老母殿、玉皇殿、药王殿、财神殿与站立在

山头之上的巨型观音塑像。这两处寺院可以说是

封龙山文化的缩影，可谓集天地之大成，融佛道儒

于一体，体现了万道归宗，万法归心之理，成了封

龙山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发

展过程中，封龙山文化不论是对佛教还是对道教

都曾有过自己的突出贡献。
佛即觉者，佛教的目的在于按照佛祖 所 悟 到

的修行方法，发扬佛祖极终善性的慈悲和智慧，发
现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最终超越生死和苦厄、解脱

现实的痛苦和永恒的痛苦。史书载，永平七年（公
元６４年），汉明帝梦见一个通身光芒四射的金人

西飞金殿，醒了之后问大臣得知，他所梦乃是佛。
于是，明帝派人到西域请来高僧和四十二章经，并
在洛阳修建了白马寺。因此一般说来佛教在中国

的传播是从汉明帝开始的。汉明帝引进佛教，使

中华儒道释三教文化初融。两晋时期，佛教传播

到中山、常山一带，南北朝时期，后赵的都城在河

北邢台，后迁邺（今河北临漳县西），所以在河北一

带纷纷建寺，封龙山成为最早的佛教名山。东晋

高僧释道安为封龙山上影响最大的佛教领袖，在

这里，释道安与师弟法汰，在封龙山长期主持佛经

的翻译，开创了译经之路，编写了中国第一部佛经

目录，标明传经人的情况，排列年代时序，结集为

《经录》一书，使众经有据。道安大师之前，中土沙

门皆依师为姓。由于僧尼姓氏不同，而往往也出

现了一些不必要的混乱。道安大师提出，“大师之

本，莫遵释迦，乃以释命氏”。于是，“释”姓由此兴

起，便成定式，千百年来始终为汉地佛教所遵行，
至今不变，这对于巩固基于共同信仰的僧团组织

发挥了纽带作用。道安不仅个人品德操行是人们

的宗范，而且制定了《僧尼轨范》、《僧法宪章》等条

例。道安大师所制定的《僧尼规范》，开中国僧制

之始，为 佛 教 僧 团 健 康 发 展 打 开 了 一 个 新 局 面。
自道安大师制定这些戒规后，天下寺院都奉行不

悖，对后世规范影响深远。
与佛教同样 受 到 重 视 的 还 有 封 龙 山 的 道 教

文化。道 教 是 中 国 汉 民 族 中 的 土 生 教，它 是 一

个十分庞杂的文 化 综 合 体，鲁 迅 说“中 国 根 柢 全

在道教”。英国汉 学 家 李 约 瑟 也 说 过“中 国 文 化

就像一 棵 参 天 大 树，而 这 棵 大 树 的 根 在 道 家”。
道教认为 人 可 以 修 炼 得 道，可 以 长 生 不 死 而 成

仙，要长生不死，必 须 要 内 修 外 养。一 是 精 神 上

要超 脱。二 是 增 强 身 体 素 质。克 服 一 切 私 欲，
不能被欢乐忧伤 和 得 失 荣 辱 缠 绕。道 教 不 仅 信

仰长生不死的神 仙，还 认 为 神 仙 拥 有 各 种 法 术。
比如预知 祸 福 吉 凶、役 使 鬼 神、祈 晴 祷 雨、穿 山

破石、祛 病 疗 疾、走 火 行 风、收 瘟 摄 毒 等。晋 代

著名炼丹家葛洪 在《抱 朴 子·内 篇》中 就 介 绍 了

一些神仙法术，如 隐 形 法、咒 语、分 身 法、奇 门 遁

甲、祈 禳 法、腾 空 飞 行 术、行 水 潜 水 法 等。这 些

法术在神 魔 小 说 里 有 着 无 比 的 威 力，也 是 中 国

古代先民借助想 象 力 以 征 服 自 然、支 配 自 然，把

自然 力 加 以 形 象 化 的 原 始 神 话 斗 法 武 器。所

以，道教对 中 国 的 文 化、历 史、医 学 的 发 展 有 过

重大的影响。在封 龙 山 上，道 教 遗 迹 很 多，最 有

名的就是坐落在 封 龙 山 正 面 熊 耳 峰 下 面 的 龙 山

观了，传说 宋 代 元 氏 人 徐 元 英 在 封 龙 山 修 道 成

仙，化为童子乘风 而 去，后 来 他 修 行 的 道 观 就 改

为徐童 观。直 到 宋 代 宋 徽 宗 信 奉 道 教，赐 名 修

真观，成为河北一带较为古老的道教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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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德与崇礼共存

中国文化印记最深的可以说是儒家 文 化，儒

家的智慧是德性的智慧，德通过礼使社会秩序化，
社会和 谐 化。礼 是 儒 家 经 典 予 以 阐 发 的 重 要 内

容，统治者多以儒家经典为知识来源且受到礼仪

的约束。东汉时期，汉明帝首举大射礼，开了帝王

尊师重道的先河，在封龙山传道授业的名流李躬

被汉明帝尊为三老，即宗族领袖中的长老。这一

仪式成为两千多年来“尊儒”的典范一直被称道，
使天下儒者扬眉吐气，深羡不已。东汉鸿儒王充

见证了“拜儒”典礼仪式，并做《大儒论》，完整记载

了这一盛大典礼仪式。李躬至此可谓风光之至。
“齿之尊者，则排难解纷，募资集事，其力略同于有

爵。”《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记载，冬十月壬子，
幸辟雍，初行养老礼……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

车软轮，供绥执绶……三老李躬，年耆学明。五更

桓荣，授朕尚书……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养终

厥身。其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 斤。辟 雍

是汉廷用以宣示教化的中心场所，因此养老礼在

此处举行的事实显然表明，皇帝试图通过尊崇作

为大儒的三老及五更来强调对儒学之教化功能的

高度重视。于是“德孝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成为

全社会的道德规范。传统中国社会教化的理论与

实践以一种十分具体的目标、观念、规范、准则或

行为 方 式，以 儒 家 教 化 思 想 为 主 导，吸 纳 和 交 融

法、道等诸家思想和外来学说，且互相取长补短；
把家国、社会、伦理等诸多关系与个人的人生实践

和发展方向紧密地联系起来，构建出植根于具体

人生的、以群体价值为取向的社会化模式。民间

代代相传的这种社会教化活动成为传承文明的一

种重要形式流传至今。

　　四、结语

封龙山作为“燕赵文化名山”，有着悠久的历

史传承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封龙山文化的形成首

先与毗邻曾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特殊地理位

置有关，其次是它对周边地区的广泛影响而形成

了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局面。封龙山作为中国古

代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为中华文明做出

了卓越的贡献。它涵盖了该区域文化的方方面面

可谓包罗万象，既包括封龙山上的书院、寺庙、宫

观以及东汉以来历代的石窟雕塑与摩崖石刻、碑

刻；又包括与封龙山相关的历史名人的著述与政

绩；还包括与其有着密切联系的民间信仰和周边

民众的乡土、庙会文化及其种种美丽与神奇的传

说等。封龙山文化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

了极大的包融性，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于三个

方面：科学与信仰相容、佛教与道教双修、修德与

崇礼共存。
总之，封龙山文化是燕赵传统文化独 具 特 色

的一支，是河北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以

封龙山文化为代表的地域文化的提出、发掘与整

理以及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将极大地丰富燕赵

文化的内涵，这不仅有利于传统历史文化的保护

与传承，有利于对封龙山文化的弘扬与传播，有利

于促进河北现代文化建设的发展与繁荣，而且对

提高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无疑也具有

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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