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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一中 杨子桢

生于泰山脚下，长于泰安城
中，我自小便对“泰山”耳濡目
染 。“ 岱 宗 夫 如 何 ？ 齐 鲁 青 未
了 ”“ 或 重 于 泰 山 ， 或 轻 于 鸿
毛”，是书中邂逅的泰山；“五岳
独尊”“首例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
产”，是耳中邂逅的泰山。然而真
正与泰山相遇后，那浩浩7000多
级石阶和醍醐灌顶般的“岱顶宝
光”，才让泰山的印象永久地烙刻
到我记忆深处。

初 中 毕 业 暑 假 的 一 个 夜
晚，我与好友结伴而行，打算用
双脚征服这座有着28亿年地质年
龄、几千年文化底蕴、1545米海
拔的圣山。我们从红门一路拾级
而上至中天门只用了不到两小
时，走过了孔子曾经登临的“一
天门”、寓意“风月无边”的“虫
二”石刻、千年古柏遮天蔽日搭
成通道的“柏洞”、唐僧师徒晾晒
过经书的“经石峪”、唐玄宗因体
力 不 支 而 中 途 返 回 的 “ 回 马
岭”……一路上峰峦叠嶂、松柏
青翠，我们边走边聊，好不惬意
愉悦，便以为这就是登泰山的全
部挑战了。

直至到了泰山最险峻的“十
八盘”，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太“自
大”了，望着那仿佛直插入天的
陡峭云梯、仅容下半个脚掌的层
层石阶，我和同伴不禁颤栗。放
弃 吗 ？ 岂 可 半 途 而 废 ？ 继 续
吗？前路如此嵬峨漫长！这让我
们想起了备战中考的那些日日夜
夜，如同面对眼前漫无终点的石
阶，有些人放弃了，但更多的人
怀揣着梦想勇毅前行——因为我
们坚信，高处一定有更美的风
光！于是，为了登顶亲感“一览
众山小”的豪迈，我们相互鼓
劲，在手电筒的光影中，迈着颤

抖的双脚一步一个脚印继续前进。
经过几个小时的攀爬，我们

终于登上了泰山之巅。日观峰
上，远处云海茫茫太阳尚未升
起，近处人海茫茫皆在翘首以
待。左顾右盼中，我忽然被一条
雾蒙蒙的小道吸引，情不自禁地
走了进去。云雾缭绕、山峦叠
翠、岩石林立、绿树掩映，我在
这宛如梦幻般的仙境里渐行渐
远，忘记了时间，直到被一阵手
机铃声震醒，话筒里传出同伴激
动的声音：“你在哪？快回来，我
看到日出了！”

我抬头茫然四顾，太阳光正
透过浓雾在我身后穿过。刹那
间，只见远处山脊之上，缥缈的
雾幕中出现了一个内蓝外红的七
彩光环，正中仿佛立着一尊佛
像 ， 那 熠 熠 的 光 芒 正 从 “ 佛
头”的上方散射出来——这便是
著名的泰山奇观之一“岱顶宝
光”了。当阳光、地形和云雾等
众多自然因素汇聚，阳光将人影
投射到云彩上，便形成了“佛
像”，七彩宝光则是云中细小冰晶
与水滴的折射造就的。曾经仅在
书中见过的神奇景象，竟真实地
呈现在了我面前。我久久地沉浸
在这令人惊叹的奇景之中，攀登
十八盘的辛苦顿时烟消云散。错
过 了 日 出 ， 却 邂 逅 了 宝
光，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
榆”。

一山一水一幅画，一步一景
一重天。人生是一场邂逅，不同
的道路邂逅不同的风景。趁青春
作伴，以梦为马，去高山之巅邂
逅 日 出 ， 去 春 江 之 畔 邂 逅 明
月，去极地之上邂逅星辰，去大
漠之间邂逅云霞，不负青春的无
限光彩。

泰山之巅的邂逅

朱翊钧是明朝万历皇帝，即
明神宗，在改革派张居正丞相的
辅佐下，开创了“万历新政”。

他 母 亲 眼 睛 患 上 了 怪 病
后，便向泰山碧霞元君求助，病
愈后御制铜殿安置在碧霞祠，以
示谢意。

话说有一天，万历皇帝的母
亲慈圣皇太后患上了眼疾，这可
把朱翊钧急坏了，他赶忙宣太医
来医治，可是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还是治不好。万历皇帝急得大骂
太医是一群饭桶。太医们被骂得
无地自容，像热锅上的蚂蚁，坐
立不安，一个个六神无主、面面
相 觑 。 有 一 个 老 太 医 斗 胆 进
言，说不妨去泰山看看。万历皇
帝早就听说泰山奶奶有求必应、有
难必帮，就同意了这个办法。事如
人意，求了泰山奶奶以后，慈圣皇
太后的眼疾逐渐好起来了。

为了感谢泰山奶奶给慈圣皇
太后治好了病，万历皇帝御制泰
山铜殿，外面镀上金，将其安置
在碧霞祠。铜殿内原供奉碧霞元
君铜质坐像，下设铜座椅，有双
凤镀金背靠。泰山铜殿造型优
美，铸工精致，是明代铸造艺术

之 精 品 。 后 来 ， 这 个 铜 殿 被
拆，演变成了铜亭，叫泰山铜
亭。它与北京颐和园铜亭、昆明
鸣凤山铜亭并称“中国三大铜
亭”。

当时的铜殿红铜做胎，表面
鎏金，金光闪闪，是一座名副其
实的“金殿”。那么它是如何从碧
霞祠下山的呢？说起这御制铜
殿，还真是历经波折。据说，明
代李自成的起义军攻下泰安，随
后上泰山，见铜殿熠熠生辉，误
以为纯金所铸，如获至宝，于是
命将士搬运下山，结果发现为铜
铸，遂弃之遥参亭内。金殿内供
奉的碧霞元君神像，后移至元君
下庙之灵应宫。清道光年间，官
府 因 铜 荒 ， 拟 将 铜 殿 熔 化 铸
钱，先毁门窗，发现其铜质难以
利用，遂罢。

日军侵略泰安时将铜殿的所
有 门 窗 、 隔 扇 等 附 件 拆 去 掠
走，“金殿”也由此变为了现在的
铜亭。

1972 年，鉴于灵应宫的实际
情况，为保护铜亭，当时的泰山
管理处依据铜亭仿木结构的特
点，将铜亭拆卸，编号运至岱
庙 （现在铜亭上还有当时的编号
痕迹）；1973 年，在东寝宫后建
台，将铜亭安装其上，现游人有
幸一瞻铜亭风采。

朱翊钧御制铜殿
本报记者 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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