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知侏罗纪”，让学生们探索、发现大

自然的奇妙魅力；研学博物馆，6个文化组
团、54个研究课题，让学生们在每种动植物
都从科学属性和文化属性方面设定研究目

标、研究对象、材料和方法、关联学科等探

索内容……走进汝州市九峰山研学基地，

游览各种具有历史印记的历史自然学科，

感受华夏自然文明进程与当代科学的真实

碰撞。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寓教于游，知行合

一。研学作为学生们的实践课堂，让学生们

能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脚踏土地，亲近自

然。近年来，我市九峰山景区利用自身优势，

积极整合资源，吸引多场研学活动，仅今年

1—8月份，就接待学生32779人次。

研学基地好风光

3月14日，九峰山迎来了汝州市一中毕
业班400多名学生，这也是基地本年度迎来
的首批研学团，标志着2023年度研学旅行接
待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这是中考倒计时100天的日子，在这个
特殊的日子里，汝州市一中学子在九峰山研

学基地度过了难忘的一天。学子们在研学基

地导师及学校老师的带领下，战胜了心里的

恐惧，冲破了体能的极限，走过1700多个台
阶，历时2个小时成功登顶。在途中，他们爬
过大小天梯，感受到了李白诗中的“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他们行走在高空玻璃桥上，战

胜了心里的恐惧；他们漫步在天书小道，感

受到了古文字的魅力；他们登顶后，站在擂

鼓台上，了解到了杜甫诗中的“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想当年，春秋霸主楚庄王就是

在这里出发，去洛阳城问周天子“九鼎有多

重”。400多名学子在这里，怀古思今，为百日
后的中考定下目标。

九峰山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位于国家
AAAA级景区———河南九峰山风景区，是中

国儿童中心研学基地、河南省科普教育基

地、河南省中小学社会实际教育基地、平顶

山市研学旅行基地、汝州市示范性综合实践

基地，基地内建成的研学博物馆是国内首家

研学教育主题的博物馆。

基地占地43.33平方千米，其中游客中
心及各种基础服务建设用地81600平方米。
现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智慧管理系统，动

植物资源丰富，地质地层出露显著，是开

展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教育的优良场所。基

地内配备有研学博物馆、操场、多功能会

议室、餐厅、学生宿舍等配套设施。现有职

工123人，本科学历以上35人，研学指导师
28人，服务接待能力完善。研学课程采用
互动式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

学习科普知识，在快乐的旅行中增加社会

实践能力。课程整合汝州自然和人文资

源，针对中小学生学习特点，开展传统文

化、自然科普、生命教育、劳动教育等四大

主题教育体系。

研学博物馆围绕研学展览所涉及的银

杏、松香、螽斯、鲟鱼、龟策、飞鸟等6个文化
组团，设计了6组、54个研究课题,每种动植物
都从科学属性和文化属性两个角度设定研

究目标、研究对象、材料和方法、关联学科等

探索内容。研究标本的野外采集趣味性较

强，包括星座观察、药材采集、松香割取、昆

虫采集、鸟类观察等。在研学导师和专业老

师的指导下，自由组成科研团队，自主选择

研究课题，独立完成验证实验，协作完成研

究报告或研究论文。

九峰山里研学忙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研学旅行可以突

破书本、课堂与学校的局限，将知识与实践相

结合而融入孩子们的生活中。为更好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多种形式激励广

大少先队员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4月
10日，共青团汝州市委、汝州市少工委号召汝
州市各级少工委组织开展红领巾寻访活动，

全市一万多名少先队员参与其中。

此次活动以汝州市少先队校外实践教

育基地九峰山风景区作为寻访地，少先队员

们沿途欣赏了九峰山的美景，勇敢挑战了丛

林穿越、七彩滑道等项目。在老师的鼓励下，

少先队员们不断地尝试挑战，成功穿越赛道

后，切身体会到挑战自己的重要性，明白了

只有战胜自己，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

标。挑战成功的经历不仅让少先队员们更加

成熟和坚强，也让他们更加乐观和享受快乐

的付出，不断增强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愿

意不断追求更高的挑战和更大的成就。

少先队员们在乘坐小船游览湖中美景

时，老师们结合场景生动地进行防溺水安全

教育，帮助少先队员们更好地保护自己和他

人，珍视生命安全。

迎着朝阳，少先队员们过天梯走栈道，

最终到达九峰山山顶，感受到祖国的大好河

山。在寻访过程中，少先队员们一路成长，丰

富了课余生活，积累了写作素材，激发了团

结互助精神，更感悟到只有永远不停止前进

的脚步,一步步地坚持走下去,翻越一座座巍
巍大山,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最后，少先队员们走进研学博物馆，古

生物化石呈现在他们的眼前，上亿年前一

个个鲜活的生命，因火山爆发，地壳变迁，

变成了一块块没有生命的石头，被长久地

埋在了大地之下。走进这里，少先队员们仿

佛走进了一亿多年前的远古时代，置身于

这里，就仿佛置身于世界的宝库，化石的王

国，不经意间一个转身，似乎听到恐龙的鸣

叫，轻轻俯视中，就开启了和远古生命的对

话模式，脚步起落间，就走在了古生物探秘

的旅途中。

最好的教育在路上，这不是简单的旅

游，而是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

外“课堂”，是学校教育的延伸。5月18日，汝
州市二中初一年级1000余名师生走进九峰
山研学基地。

在研学博物馆，学生们通过视觉、听觉、

触觉感知了侏罗纪时期的奥秘。在丛林穿

越，学生们用勇气和耐力战胜了内心的恐

惧，每个人都能顺利通过一道道关卡，圆满

完成任务。在情侣谷自然科普长廊，学生们

不仅欣赏到了秀美的自然风光，通过研学导

师的讲解还看到了很多从未听说过的植物，

了解了数亿年前的地质变迁，沧海桑田。

在情侣湖畔，导师们耐心向学生们讲解

心肺复苏急救方法。在亲子乐园体验七彩滑

道、在许愿树下许愿、在磨针石上合力磨着

铁杵……欢歌笑语响彻整个山谷。在会议

室，学生们在舞台上或放声高歌、或跳起舞

蹈、又或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大声喊出来，

精彩的表演让现场的喝彩声此起彼伏……

一位学生家长坦言，平时孩子们在家都

是从手机或书本上获取知识，疏于实践和体

验，这样出来与大自然零距离接触，挺好的，

既长见识又长知识。截至2023年6月底，累计
接待86000多人次到基地开展教育实践活
动。

从前，山里住着弟兄俩。老大娶了媳妇儿成了家，就

和老二分开过了。老大要了房子和好地，只分给老二山脊

上一块儿赖地。

老二在山上搭了一个草棚，种了一片儿瓜。那瓜长得

又大又甜，山上的老猴天天来偷瓜，老二气得没法儿。眼

看地里只剩下一个大瓜了，老二想：“老猴天天来偷，把瓜

都弄哪儿去了？我得想办法瞅瞅！”他把瓜瓤掏空，自己钻

进去，等老猴来偷。

这天，老猴又来到瓜地，把大瓜一摘，滚着就走。老二

也不吭声儿，任它滚去。也不知滚了多远，老猴停下来喊

叫：“娃儿，快过来。我今儿弄了个大瓜，都来开开眼界！”老

猴一喊，“呼隆”围过来一群小猴，争着看那稀奇的大瓜。看

了一会儿，老猴说：“好了，甭看了，咱先吃饭，吃罢饭再吃

瓜！”说着，从腰里掏出个小镗锣儿，“瞠瞠瞠”敲了三下儿，

说：“敲敲咱的小镗锣儿，四盘两碗儿一火锅儿，热腾腾的

小蒸馍儿！”老二忍不住，扒开瓜皮拱出来。老猴儿和小猴

见瓜里钻出个人来，吓了一跳，丢下镗锣儿就跑。

老二得了镗锣儿，不用干活，不用做饭，天天都吃白

馍肉菜。

老大好些时间不见老二，就叫媳妇儿上山找找，看老

二是不是给饿死了。老大媳妇儿到了山上，见门关着没动

静，推开门一瞅，老二在床上躺着养神哩。老二见嫂子来

了，赶紧起来让座儿，说：“嫂子，今儿咋想起我了？”老大

媳妇儿说：“这段时间不见你干活，也不见你灶火冒烟儿，

你可吃啥哩？”老二笑笑说：“嫂子，晌午你也甭走了，我管

你吃顿好饭咋样儿？”嫂子看看屋里，米面不见，想着老二

是耍笑她，也半真半假顺水推舟，说：“中啊，不走就不走，

就吃你一顿好饭！”

眼看太阳都正午了，也不见老二生火，嫂子就催他。

老二说：“甭急！”不慌不忙掏出个小镗锣儿，“瞠瞠瞠”敲

了三下，嘴里咕咕哝哝，说：“敲敲咱的小镗锣儿，四盘儿

两碗儿一火锅儿，热腾腾的小蒸馍儿！”话音刚落，一桌酒

菜就摆了出来，看着好看，吃着可口。嫂子问老二从哪儿

得的宝贝，老二就老老实实说了。

老大听说老二得了宝贝，眼红了，就和媳妇儿商量要

和老二换地，也去得到小镗锣儿。老二好说话，老大叫换

就换。换罢房子，换罢地，老大就搬到了山上，也种了瓜。

老大种的瓜也是又大又甜，老猴还是天天来偷。老大

也不理它，到最后剩下一个大瓜，老大把它掏空，藏在瓜

里等老猴来偷。老猴真的来了，摘下瓜滚着就走了。

不知滚了多远，老猴停下来，喊小猴们：“快过来看

吧，我今个儿又弄个大瓜！”小猴们围上来，老猴就把大瓜

打开了，说：“原先吃了亏，这回可该招呼着点儿。”瓜烂

了，老大从地上爬起来，吓得浑身筛糠。小猴都说：“上回

偷跑了咱的小镗锣儿，这次又来了！打死他！”老猴拦住

了，说：“打死太便宜了，叫他受活罪吧！来，挨个儿照着他

鼻子上拽一下！”小猴们你拽一下，他拽一下，一会儿把老

大的鼻子拽了两丈长。

老大拖着鼻子，一步一挪摸着回家了。媳妇儿看他慢

慢腾腾，一把把他拽进屋里，“咣当”关上了屋门。她问老

大要宝贝，老大“唉哟唉哟”直喊叫。一瞅，鼻子挤到门缝

儿里了。媳妇儿问是咋回事儿，老大哼哼唧唧说不清，媳

妇儿说：“叫老二上来，使他那宝贝也许能治好。”

老二一来，拿出小镗锣儿，说：“敲下我这小镗锣儿，

哥哩鼻子搐四指儿！”“当”一下，老大的鼻子搐下去四指。

老大媳妇儿只嫌慢，夺过老二手里的小镗锣儿，“当当当”

连住敲了起来。谁知，老大媳妇儿镗锣儿敲得太快了，一

下子把老大的鼻子给敲搐到肚子里去了。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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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汝州市庙下镇境内，有一座不太高

的山脉，叫长寿山，是庇山（牛脾山）的余脉。它就

像一条长龙，盘旋在庙下镇境内，呈东北西南走

向，逶迤绵延30余里。庇山是龙头，高高昂起，卧龙
岗是龙身中部的隆肌，其尾部缓缓延伸至庙下湾

子街和吕庄南的北汝河之中。

长寿山西部，在庙下村和湾子村的接合部，隆

起一道丘陵，叫“迎凤岭”。岭下有一个坟冢，高高

大大，像座山包，据说是一座“皇冢”，里面埋葬着

一位未能横空出世的“帝王”，百姓称其为“密封骨

堆”。

小时候去地里割草，只有跟着胆大的哥哥们

才敢去东北洼。“密封骨堆”就坐落在庙下村的东

北洼里，那地方阴森可怖，令人直出鸡皮疙瘩。“密

封骨堆”究竟长什么样，童年的记忆里已经荡然无

存，模糊不清。然而“假帝王”胎死腹中，终究未能

化龙登基的民间故事，却在故里广为流传，说得有

鼻子有眼。

“淡庄出个淡阴阳，胡庄有个胡大祥，张寨有

个赵邦诏，黄庄出个假帝王。”这个故事起源于清

朝年间。

庙下镇黄庄有个阴阳先生，为人家看了一辈

子茔地，足迹踏遍汝州的山山水水。在他临老病重

时，儿子要他为自己选一处风水宝地，以备善后安

葬。先生似乎胸有成竹，要儿子附耳上来，如此这

般交代一番，说如若按我说的办理，日后家中必出

帝王。先生安排完毕，不久便咽了气。儿子果然言

听计从，按照父亲的吩咐，找来八名壮劳力，抬着

父亲的棺椁来到“迎凤岭”下，在一块耕地上狂跑

起来。八名劳力累得气喘吁吁，跑出数圈，忽见狂

风大作，电闪雷鸣，惊恐之中只见绳断棺坠。于是

慌忙就地掘坑，安葬了阴阳先生。

这时，恰逢皇上染病在床，恍惚间见有一白龙

盘卧龙墩，口衔黄绫，上书“汝州真龙伏位”几个大

字，吓得皇帝出了一身冷汗。急诏告河南府及汝州

知州“若有白衣嫌疑者，擒杀勿误。”汝州知州接旨

后惊恐万状，已闻民间有“假帝王出世”的传言，自

己也做了一个“白龙进西门”奇怪的梦。看着皇上

的圣旨，心想这白龙恐怕是真的要现身了，于是派

出重兵严密把守西城门。刚巧黄庄的孝子们进城

向舅家报丧，全是清一色白孝服。行至西城门,便
被官兵擒住审问，对“假帝王”的事情说得头头是

道，供认不讳。汝州知州遂以“颠覆大清江山”罪，

将众报丧人斩首示众，然后葬于“迎凤骨堆”阴阳

先生的新墓地。被斩众人下葬后，又是地动山摇，

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待风过树静后，但见墓地竟

成丘陵。后来这里的人们把“假帝王”墓叫成了“密

封骨堆”，至今尚存。

为“假帝王”出世安排的军师叫淡阴阳，住在

汝河边上。但终因“汝州真龙天子”不得现身，屈居

乡里，一生未得到重用。

不过淡阴阳先生足智多谋，聪慧过人。对于每

年什么庄稼丰收心中自有定数，因此，他种的庄稼

年年丰产。况且，他还会变魔术，有常人羡慕不已

的特异功能。有一次，他从淡庄到庙下街赶集，路

过一块田地时看到干活的人们在路边吃饭，没有

给他让路，他就掏出手巾变出一只兔子，满地乱

跑。吃饭的人见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跑过来，急忙

慌着逮兔，把饭罐菜盆都给踢翻了。一干人撵了好

一阵子，也没抓住兔子。最后见兔子跑到淡阴阳跟

前，卧下不动了，他掂起兔子一抖，仍然是一条手

巾，揣进腰里走了。撵兔子的人饭也没吃成，一个

个把眼睛瞪得牛蛋子儿一般。

一天夜里，淡阴阳正在睡觉，突然大声喊叫：

“有人偷割咱家谷子，已经捆成一大捆了。”老婆以

为他说梦话，也没搭理。接着他又说：“把谷捆扛到

肩上了。”老婆催他起床去逮贼，他说：“不用慌，叫

他站着等我吧！”直到天明，淡阴阳起床洗漱完毕，

才慢吞吞走到地里。只见偷谷子的人浑身是汗，满

脸通红，肩头扛着一大捆湿谷子，放又放不下，走

又走不了，如木鸡一样立着，两腿都瑟瑟打颤。那

人见淡阴阳走来，哀求道：“早知是您家谷地，我可

不敢来偷，请先生饶我这一次吧！”淡阴阳说：“知

道错了，以后改过就行，给我送回家吧！”那人只好

扛着谷捆，乖乖地送到淡阴阳的家里。自此之后，

有淡阴阳在时，淡庄附近再无人敢偷庄稼了。

每年播种前，淡阴阳的外甥总是问他种啥好，

他以实相告，每每言中。他经常告诉外甥：“事关天

机，不可泄露。”外甥口诺而心非，总是把得来的消

息暗中传播给乡邻，以致普遍获得丰收。又播种时，

外甥又来问种啥行，淡阴阳怒斥外甥“嘴松”，你想

着种吧，我不再告诉你了。外甥怏怏而归，仔细揣摩

“嘴松”的含意，惟芝麻丰收可以“嘴松”见果，就决

定多耩几亩芝麻，这一年果然获得了大丰收。

淡庄南面的汝河岸边有一个大水潭，水深数

丈，里面住着一只大水兽。有人见过说是比牛还

大，四蹄独角，满身鳞甲，常在岸边伤害人畜，成为

当地的一大祸害。淡阴阳多次对乡亲们说，要为民

除害，准备活捉上来当马骑。于是他砍来荆条木，

编成一个大笼头，择定五月端午正当午时，和老婆

一同去下潭捉拿水兽。事先他对老婆说：“捉拿水

兽这事非同小可。我先下水和他争斗，你站在岸边

不要离开，待我骑到它身上，伸出手来，你把笼头

撂到我手里。只要把笼头给它戴上，我牵着它就出

潭了。”

老婆一一应允，淡阴阳便赤身下水。霎时间，潭

内巨浪翻滚，波涛汹涌。约经一个时辰，见水中伸出

一只大毛掌，比簸箕还大。老婆吓得魂飞胆丧，落荒

而逃。跑了一阵，老婆寻思：要没有簸箕大的手掌，

怎能把水兽捉上岸来？于是又赶紧往回跑，却看见

潭里已是一片血红，平静无声。老婆知道事情不妙，

回村叫来乡亲们，只可惜淡阴阳自此没了踪迹。后

来，人们把水潭填平，水兽也不知去向。

胡大祥是庙下镇北胡庄人，是为“假帝王”出

世设定的保朝大元帅，又有人叫他胡大墙。原因是

此人力大无穷，经常独自上玉皇山，从山上往家里

扛石头。他扛回的石头如卧牛一般，少说也有几千

斤。日积月累，他用扛回的巨石垒成了一座大山

墙。他是怎样把巨石垒上墙去的，乡亲们谁也没有

看见过，不过这道巨石山墙至今还有遗存。

有一次，胡大祥到庙下街赶集，见有一辆运

盐的大车把轱辘卡在了九龙桥的石缝里，三头骡

子都拉不出来。车把式急得满头大汗，一个劲儿

用鞭子抽打骡子，围了一圈人看热闹，也都帮不

上忙。这时，人们见胡大祥来到跟前，都知道他力

大无比，众人就撺掇他把车给拖出来。胡大祥见

大家恳求，推辞不过，就刹紧腰巾，运了运气，钻

到大车底下，“呜呀”一声，把五千斤重的盐车拱

起离桥三尺，然后慢慢放下，众人喝彩不已。车把

式拿出银子酬谢，胡大祥坚辞不受，拍拍身子上

的尘土走了。

就在胡大祥憋足气力拱车的时候，远处有人

看见车下是一头老水牛在用劲，就传说胡大祥原

来是老水牛托生的。从此以后，胡大祥便得了气喘

吐血的病症，不到两年，便离开了人世。

传说中“假帝王”的另一位武将军叫赵邦诏，

是汝河南汤王街附近人。传说赵邦诏是一只虎星

下凡，力大无穷，饭量过人。赵邦诏自幼就常常吃

不饱，一家人的饭总是不够他一个人吃。他十七岁

那年去舅舅家拜年，妗子知他饭量大，就准备下一

大篮蒸馍，又熬了一大锅菜，让他一个人在小屋里

吃。赵邦诏也不客气，关上屋门狼吞虎咽吃起来。

舅舅和妗子在窗户下面偷看，看他到底是怎样吃

法。却见小桌旁蹲着一只小老虎，大口吞食，不大

功夫就把馍菜吃得一干二净。舅舅又拿来一桶米

汤，赵邦诏当面一饮而尽。妗子问他：“饱不饱？”赵

邦诏答道：“不是太饱，但也不太饿了。”这以后，舅

舅经常给他家送些粮食蔬菜，生怕饿坏了小外甥。

赵邦诏练就了一身好武功，参加比武考试，连中三

级，最后点中武进士，官至九门提督……

除了这几位保朝大将，据说还安排有“毛寨毛

鹤剑、姚庄姚神仙、湾子街的飞毛腿、骆门外的骆大

汉、梅庄梅娘娘”一帮文武大臣。只不过“假帝王”

尚未出世，即被斩断龙脉，灭了一枕黄粱。残留的

“皇冢”，也在1969年11月修建焦枝铁路时被夷为
平地。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

物有成理而不说。”埋藏在“密封骨堆”下面有关

“假帝王”横空出世的闹剧，在历史的长河中灰飞

烟灭。但有关“假帝王”君臣列传的故事，在庙下地

区广为流传，至今延续不衰。活跃在人们心目中的

传奇人物淡阴阳、胡大祥、赵邦诏、梅娘娘等，无论

是否同一时代人，到底没有能够同朝为官，但他们

的特异功能和神秘色彩，却也丰富了当地百姓的

精神文化生活。

埋藏在“密封骨堆”下的历史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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