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人文文化遗产



泰山



泰山

• 古时始称火山、太山，“大”在甲骨文与
金文中均见其形，读音为“太”。

• 且“太山‘意为“大山”,先秦古文中，”大“、”太“通用。《骈
雅训篆.释名称》：“古人太字多不加 点，如大极、大庙、大学之类，
后人加点以别大小之大，遂分为二矣。”

• 按古文字的传统读法，“大”亦有“大”、“太”、“代”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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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山地区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成为东方文化的重
要发祥地，5万年前的新泰人化石遗存和40万年
前的沂源人化石遗存显示出这一带早期的人类活
动。

• 战国时期，齐国沿泰山山脉直达黄海边修筑了长
约500千米的长城，今遗址犹存。

• 进入秦汉之后，泰山逐渐成为政权的象征。自古
以来，中国人就崇拜泰山，有“泰山安，四海皆
安”的说法。古代历朝历代不断在泰山封禅和祭
祀，并在泰山上下建庙塑神，刻石题字。古代的
文人雅士对泰山仰慕备至。泰山宏大的山体上留
下了20余处古建筑群，2200余处碑碣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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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山神，又叫“东岳大帝”，山神原来并
无封号，以山为名。

• 至唐玄宗东封泰山时，始封泰山为“天齐
王”后加封至“天齐大生仁圣帝”。

• 于是泰山由山变神，由神变王，由王再升
为与天相齐的帝君。

• 泰山神被历代帝王吹捧到无可复加的地步
。 



   明代后，泰山渐渐走向了世俗，走向了人

间。及至发展到清代，皇帝眼中的泰山，
更成了诗赋的题材，绘画的摹本。

哪位皇帝去掉了泰山神的封号？ 



明太祖：朱元璋，（１３２８～１３９８）

    安徽风阳东人。出身贫寒，少
年时在皇觉寺为僧。元末，参
加红巾军郭子兴部下反元，历
１５年而成帝业。年号洪武。
朱元璋创建明朝后勤奋治国三
十一年,整肃吏治,严惩贪官,

创立卫所,巩固边防,重视农业
,对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统一和
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朱元
璋共在位三十一年，死于
1398年，时年71岁,葬南京钟
山明孝陵。明孝陵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立庙号太祖.



• 明太祖登基后，改革
封禅制，把泰山神的
一切封号都去掉。

• 朱元璋虽去掉了泰山
神的封号，不再来泰
山封禅祭天，但仍不
断派人来泰山祭泰山
神，《洪武祭祀碑
》，说的是朱元璋立
国十年后，派遣他的
外甥曹国公和两个道
士来祭祀泰山神。 



   明国家典制规定国家的大典礼、大政务，
如新皇即位、皇帝大婚，及征伐奏凯、河
渠祈祷之事，或巡狩经过，皇子得病等军
国大事皆命重臣或内侍致祭岱岳。

  据记载，明太祖委派大臣或道士五次到泰山
致祭。后来，自成祖朱棣到神宗朱翊钧200

余年间驱使臣、道士祭岱45次之多。 

   这是因为，泰山无论是神是帝或是被撤掉
神的封号，“泰山安则天下安”早已是根
深蒂固的民族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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