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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河款款流经的河东，17 个距母
亲河最近的国保单位如日月星辰，在大
拐弯处散发点点光辉，它们穿越岁月的
风尘，记录着光阴的流转，复写着历史
的脉络。

盛夏，广阔的河面在日光的照耀下
闪闪发光，将这一方热土点缀得熠熠生
辉……从河津开始，一路沿着黄河，伴
着滚滚波涛，南下，再往东去，用脚步
声唤醒沉睡千年的历史。这历史里，有
读不完的故事。

俯瞰黄河臂弯里，绿树掩映之中，粗
犷古拙的古垛后土庙，历经 700 余年风雨
沧桑，向我们走来。元代建筑风格的古垛
后土庙坐落于河津市樊村镇古垛村南，镌
刻着昔日历史的风貌。该庙坐北朝南，南
北长 66 米，东西宽 20 米，占地面积 1320 平
方米，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现存残碑记载，该庙创建于元元贞二年

（1296 年），延祐五年（1318 年）增建，现仅
存戏台与正殿。每年农历三月十八和九
月十八，这里会举办庙会。

从古垛后土庙往南约 6 公里，到达樊
村镇樊村东北角，有一明清古建筑玄帝
庙。第一眼看上去，可能并不怎么豪华。
玄帝庙中轴线上从南向北依次排列有山
门、香亭、中殿、正殿，两旁不设廊房。庙
内现存古建筑均使用精美的琉璃屋脊。
三进院落，南北长 87 米，东西宽 24.5 米，
占地面积 2131.5 平方米。据碑文记载，它
创建于明隆庆三年（1569 年），明万历三十
二年（1604 年）竣工。玄帝庙整体布局保
存完整，庙内建筑保留有明代纪年题记，
具有较重要的历史价值，为第七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走在宽阔平整的西梁大道，有一历经
百年风雨洗礼依然挺立的双碑楼，是山西
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碑楼之一，很有晋
南地区的地域特色。虽然当地的单体碑
楼还存有不少，但双座的很是少见。

河津市小梁乡西梁村人骨子里有着
晋南人固有的淳朴善良。西梁村村委会
始终将“传承优良文化、建设美好乡村”放
在年度规划中，开展对阮氏双碑楼的修缮
工作，让阮氏双碑楼承载的淳厚更长久地
扎根于这片土地。

阮氏双碑楼结构严谨，装饰华丽，是
清光绪例赠武德佐骑尉阮廷实与其子阮
凌云德行牌楼，建于清光绪年间，坐西北
朝东南，东西长 8.29 米，南北宽 3.51 米，占
地面积 29.1 平方米，是第八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双碑楼形制相同，相距 1.27
米，砖雕仿木结构，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四面均有匾额、石刻楹联。

来到万荣，河岸向东，有塔身造型别
致的北辛舍利塔，是元代以来流行的喇嘛
塔的典型范例。古朴的五层塔身位于万
荣县荣河镇北辛村良田之侧，是第八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悉，北辛舍利塔
建于明洪武十六年（1383 年），基座呈方
形，边长 5.8 米，占地面积 31 平方米，通高
约 15 米，塔基埋于地下。原为崇圣禅院
建筑，现寺毁塔存。

凭河而立的万荣后土庙，崇峻壮丽，
古称汾阴后土祠，又称万荣后土祠，位于
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北 200 米，西、北两
面紧邻黄河、汾河，依山傍水，地势开阔，
占地面积 25335.62 平方米，是中国现存最
古老的祭祀女娲的神庙。现存建筑以晚清
所建居多，其中山门为元代建筑，秋风楼
为明代遗构。作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其琉璃饰件光彩夺目，木雕、砖雕
结构的秋风楼平和而立、崇峻壮观，造型
和刀工都流露出清代时期的精细和繁琐。

在万荣县荣河镇中里庄村，有一方形
七层实心楼阁式砖塔，造型挺拔秀丽，是
为中里庄八龙寺塔。该塔是宋代古建筑，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约 23.9
米，坐北朝南，基座高 0.62 米，底层每边边
长 3.65 米，塔身向上逐层收分，每层均叠
涩出檐，塔身用砖雕仿木构斗栱，形式多
样，第六层、第七层和宝顶均为明清时期
重修。中里庄八龙寺塔建造年代可考，对
研究本地区北宋时期砖塔发展与演变等
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北倚峨嵋台垣、南望中条群峰、东连
碧野莽莽、西望黄水滔滔，抵达临晋镇，相
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临晋县衙。临晋县衙
位于唐柏街（又称政府路）北侧，坐北朝
南，占地面积 16000 平方米，是第五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创建于元代的大
堂建筑本体、原生地再现了封建社会后期
县级行政机构的理政场所，是我国现存最
早的三座衙署大堂之一，为研究元代衙署
建筑的珍贵标本。

黄河中段的水，水面宽阔，永济市西
约 13 公里处黄河之滨，蒲津渡与蒲州故
城遗址的历史，堪称古老。第五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蒲津渡遗址位于蒲州镇
西厢村西 2000 米，东西长 60 米，南北宽 63
米，分布面积 3780 平方米，为唐至明时期
蒲州故城西门外的黄河渡口遗存。蒲州
渡自古为关中与河东间重要通道。蒲州
故城遗址位于蒲州镇西厢村西 1000 米，
为北朝至明时期城址。据悉，蒲州城外的

蒲津渡一直是古代黄河上最繁忙的渡口
之一，各代沿用。山西解县盐池生产的潞
盐曾在这里集结外销，铜铁、煤炭、粮草等
物资也都通过这条水道运往河西，转入渭
河逆流而上运到长安、咸阳集散，或顺流
运往豫西、洛阳等地销卖。

夏天的风轻轻吹过，“莺莺塔”的名字
远播在外。“莺莺塔”也就是普救寺塔，位
于普救寺内，因为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

《西厢记》描述了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
事而闻名天下。普救寺位于永济市蒲州
古城东 3 公里的峨嵋塬头上。寺院坐北
朝南，居高临下，依塬而建。普救寺塔，是
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古
代著名的四大回音建筑之一。该塔寺创
建年代不详，北朝晚期已有，据《蒲州府
志》及寺内碑刻记载：隋唐时期曾予扩建、
修 葺 ，唐 名“ 西 永 清 院 ”，宋 至 清 历 代 维
修。民国九年（1920 年）寺毁于火灾，仅存
砖塔及菩萨洞 3 眼。另存唐代瓦棱小道
遗址 1 处，清石牌楼 1 座；北朝晚期石佛像
3 尊；宋元时期观音菩萨、侍童彩塑 3 尊；
唐代铁人 1 对；明代石狮 2 对，石虎 1 尊及
宋、金、明、清碑刻、塔碣 19通（方）。

伴着奔流不息的汤汤黄河，来到了黄
河拐弯处，位于芮城县风陵渡镇西侯度村
东 约 1 千 米 的 西 侯 度 遗 址 也 值 得 一 观 。
这里属于中条山向黄河倾斜的丘陵地带，
1959 年发现，1961 年、1962 年、2005 年共
进行了三次发掘，出土了大批古脊椎动物
化石和石制品。石器有三棱大尖状器、石
片、刮削器、石核和小型砍斫器等，其原料
为脉石英和石英岩等。动物化石有平额
象、野猪、披毛犀、野牛、丽牛、三门马等；
还出土有烧骨及有人工切痕的鹿角。西
侯度遗址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其地质年代为早更新世初期，根据古
地磁测定距今约 243 万年，是全国目前发
现时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芮城县风陵渡镇匼河村周围，旧石器
时代的古遗址匼河遗址彰显着匼河文化，
遗址南北长 13500 米，东西宽 7500 米，分
布面积约 101.25 平方千米，为第七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所在为河湖相

沉积，地处黄河东岸台地，东北高，西南
低。以匼河村为中心，北至永济市独头村
北沟，南至涧口南沟，东至华望村，西至黄
河岸边。匼河文化是从西侯度文化和蓝田
文化发展而来的，其地质时代为距今 60
万年的中更新世早期，文化时代属旧石器
时代早期，同时又是丁村文化的祖先，它
上与西侯度文化、下与丁村文化有一定的
渊源关系。匼河遗址为研究我国旧石器时
代考古发展序列增加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再往南是新石器时代的古遗址——
西王村遗址，位于芮城县风陵渡镇西王村
西南侧的黄河北岸一级台地，是第七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东北紧接西王
村，西北约 5 千米即中条山南麓，南临黄
河，西与潼关隔河相望，1960 年发现，同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发掘。遗
址东西长约 350 米，南北约 300 米，总面积
约 10.5 万平方米，发掘面积 385 平方米，
分为南北两区。遗迹现象包括仰韶早期灰
坑和瓮棺葬以及仰韶晚期、龙山时期的灰
坑等。西王村遗址属新石器时代庙底沟文
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代表性遗存，丰富了
对晋西南的汾水和涑水流域仰韶晚期遗
存的认识，考古界将此处的仰韶晚期文化
命名为“西王村类型”，视之为代表中原地
区仰韶文化晚期发展阶段的标志性遗存。

东庄遗址，同样是新石器时代的古遗
址，在芮城县永乐镇岳村南 300 米处，遗
址地处黄河北岸一级台地，南临黄河，分
布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1958 年发现，1959
年黄河水库考古队发掘。遗址东西长约
1000 米，南北宽约 200 米，中部有一条南
北向的路沟将遗址分割为东西两部分，文
化层厚 0.4 米至 1 米。遗迹有房址、窖穴、
墓葬等，遗址内仰韶时代遗存发现的房基
平面呈圆形，居住面为白灰地面，另有椭
圆形居住面，径 3.8 米至 4.8 米。东庄遗址
的发掘，丰富了对仰韶时代的认识。仰韶
时代早期的东庄类型分布于山西晋南各
地。东庄村遗址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平陆县张村镇太阳渡村南 300 米位
置处，有一处周代古遗址，名为下阳城遗
址，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
遗址俗称“金鸡堡”，发现于 20 世纪 50 年
代，1982 年进行全面调查。遗址平面南北
长约 3500 米，东西宽 2000 米，面积 700 万
平方米，地表残存墙垣数段，其中最长一
段长约 200 米，宽 3 米至 5 米，残高 4 米至 6
米，墙体为夯筑。城内发现西周至春秋时
期墓葬，出土铜编钟、鼎、簋、豆、壶、车马
器以及玉器等随葬品。下阳城遗址面积
大、建造时代早、文化遗存丰富，对研究两
周时期的古代城址的建造、形制，贵族墓
的埋葬习俗、规制以及虢国历史等提供了
珍贵的资料。

沿着黄河流向，往东寻觅，在沿黄河
的悬崖峭壁之上，有罕见的古栈道——黄
河栈道。位于平陆县三门镇至曹川镇老鸦
石沿河北岸的黄河栈道遗址是汉至清古
遗址，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栈道地处三门砥柱以东的深山峡
谷之中，依山傍河，由西向东，时断时续，
发现古栈道遗迹 20 余处，累计长 3000 余
米 。 栈 道 大 多 数 先 依 山 腰 向 内 开 凿 成

“凹”型通道，然后在通道岩石上开壁孔，
再 插 以 木 梁 ，梁 上 铺 板 ，形 成 完 整 的 栈
道。在山崖凸出的栈道拐弯处、内侧岩壁
上均发现纤夫挽船时纤绳磨下的深深槽
痕，在绳槽最多的位置还发现一种立式转
筒状机械装置痕迹。

再往东行，跳入眼眸的都是垣曲葱葱
郁郁的绿。金、清古建筑宋村永兴寺，位
于垣曲县华峰乡宋村东部，是第七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院坐北面南，一进
院落，南北长 121 米，东西宽 40 米，占地面
积为 4840 平方米，现存有正殿、东耳房、
砖塔。该庙始建年代不详，明、清、民国时
期曾多次修葺。现存正殿为金代建筑，东
耳房、永兴砖塔为清代建筑。

垣曲县蒲掌乡北阳村东侧，造型朴拙
的二郎庙北殿，木构建筑特色明显，是现
存的具有较高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元代
建筑之一。该建筑 2006 年被国务院批准
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坐北朝南，东西长 9 米，南北宽 6.2 米，建
筑面积 55.8 平方米。北殿面阔三间、进深
四椽、单檐悬山顶。梁架结构为四椽袱通
檐用二柱，柱头有覆盆式卷刹、阑额与普
柏枋相交出头，柱头斗拱为四铺作单昂，
补间斗拱四铺作单抄，每间一朵，当心补
间拱出 45°斜拱，前檐当心间碎板门，两
次间为棂条窗，均为现代改造。里面的木
质结构历史文化气息特别厚重，颇具古典
韵味，非常值得一观。

尘封的故事，却有着文明的璀璨，
这就是河东的独特神韵。有黄河水的地
方，就有万种柔情与豪迈；有黄河水的
地方，就有历史与文化的行囊。清幽山
水风光里的历史遗迹，亦是值得人人知
悉的。就让盛大的绿与浑厚的黄河水，
盛满你的双眸，住进你的心里，单单是
走 在 古 老 的 黄 河 岸 边 ， 触 摸 历 史 的 痕
迹，便是极美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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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说 黄 河 是 运 城 市 的 根 脉 源 流 ，
那么民俗风情就是黄河流经运城赋予的
文化标识。千百年来，浩荡黄河水，奔
流不息，滋养着黄河沿岸的儿女，也孕
育出了运城这座城市的文化。

走过岁月长河的运城，自是有着传
统的一面：为祈求五福临门、四季平安
而演变出多种形式丰富、饱满人情的社
火民俗，承载着悠悠乡愁、美好期盼的
艺术表达。运城人民蕴含着对家乡和自
身身份的认同，以民俗方式讲述着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动情故事。

每年元宵节夜晚，一踏进河津李家
堡 村 ， 无 数 花 灯 飞 旋 ， 似 繁 星 明 灭 闪
烁，灯阵游弋，别有一番韵味。几十甚
至 上 百 名 马 童 装 束 的 跑 灯 者 ， 手 举 灯
架，身戴各种音色的马铃，碎步跑动，
时吹口哨，穿插掏花，蜿蜒行进。加之
锣鼓遥相伴奏，整个表演，浑然一体，
有声有色，令人叹为观止。据传三百余
年前，当地民间艺人根据风车的原理创
制 ， 每 盏 花 灯 架 用 葵 杆 或 竹 杆 扎 结 而
成 ， 白 麻 纸 裱 糊 ， 灯 面 还 会 贴 以 花 、
鸟、虫、鱼、人物等剪纸。整个转灯工
艺，熔剪纸、裱糊为一炉，集几何、力
学诸原理，匠心独运，精巧非常。

万荣软槌锣鼓，是一项在万荣才能
听到的绝活。表演者身穿古代军服式样

的演出服装，看起来英姿飒爽、威武雄
壮，表演时要上下挥动手中软槌，挥动
时软槌要在脖颈和腋下来回翻飞环绕、
辗转腾挪、变化多端，动作粗犷豪放、
雄浑奔放。与其他锣鼓相比，万荣软槌
不是木制的，而是用粗麻绳编织而成。
鼓、锣、钹都比其他锣鼓相对较大，大
的鼓面自然带来了更大的振幅，声音自
然十分雄厚有力。每每软槌落下时，万
荣人穿越历史沧桑的呐喊，在天地宽广
的田野地间，在黄河岸畔都能为人听到。

黄 河 不 仅 孕 育 了 秀 美 的 自 然 风 光 ，
更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民俗文化，这些民
间习俗还没有退到城市的角落。400 多年
前，万荣出现了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民
间艺术形式——万荣抬阁。

抬阁时，数名儿童扮作古装戏曲人
物，根据剧情装扮成相应的造型，再固
定在四方形阁子的铁柱和支架上，由人
抬着行走。万荣抬阁融当地民间传说、
戏剧、杂技等多种艺术于一体，构思新
颖，内容丰富，以奇制胜，以险动人，
一出折子戏、一个故事、一段传说就是
一架抬阁，以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可达
到出神入化的程度。

泥土与人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为保
护农业根基，黄河岸畔民众演变出祈求
风调雨顺的社火仪式。每年正月，临猗

县一带举办一种社火“扎马角”活动。“扎
马角”是用一头为锋利铁尖制成的钢钎穿
透嘴角的表演，表演者需要用近乎筷子粗
的金属制成的钢钎从嘴中向嘴角刺出。
一通惊心动魄的锣鼓声之后，“马角”们还
要完成“上马”“逗马”“下马”仪式。在永
济和芮城，每年农历二月初的庙会，街坊
们光着膀子，腰系兽皮，身着短裤，穿着拖
鞋，背着厚重的冰块，嘴里含着冰棍，一路
上敲锣打鼓，游街串巷。通过这原生态的
民间舞蹈表演艺术，以祈求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家人平安，表现出世世代代人民
的朴素愿望。

与田野相伴，与生活共鸣，艺术成
为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色。黄河水流经运
城，带来随处可听、可见、可感知的律
动，自然成为这座城市的独特“声音”。
芮城位于山西南端，南望黄河，北依中
条山。芮城线腔是当地特色地方剧种，
线腔传统的表演方式主要是通过提线控
制木偶而展开的表演，演出以打板师傅
一人说唱为主，搭戏的提线演员为辅。
20 世纪 60 年代后，芮城线腔从过去的一
人说戏、线偶配合的形式，转变为角色
扮演。激越奔放、慷慨悲歌代表了线腔
的音乐特色，长期的发展演变中，线腔
受到当地蒲剧、眉户等剧种影响，博采
众长，形成了高亢清新、婉转缠绵的唱

腔风格和独具一格的表演程式。
平 陆 高 调 ， 原 名 “ 丝 弦 戏 ”， 俗 称

“山窝子戏”，形成于清同治年间，演奏
时所用主奏乐器是四胡 （四弦），故又称

“四弦书”。平陆高调集民间说唱与口头
叙事作品为一体，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反
映了人间的真善美，突出当地民风特色
及传统美德的风貌，具有很高的社会价
值和研究意义。

西石霸王鞭是流传于垣曲县古城镇
西石村一带的民间舞蹈形式。西石霸王
鞭又名“打花棍”，是一种列队的舞蹈形
式，舞者手持单鞭或双鞭，表演动作主要
有摇鞭、跌脚等十多种。在表演中，随着
鼓点的节奏，男女舞鞭者手持花鞭，时左
时右地挥动，敲击自己的手、臂、肩、脚等
不同身体部位，鞭杆绕身，彩穗飞舞，让观
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不论采取哪种艺术形式，这些民俗
无不以其独特的理解和手法生动地表现
出生活百态，反映了民众思维与物质观
念。黄河沿岸的人家依旧踏着朝阳朝向
新时代的幸福生活出发，老朋友们聚在
一起表演，有时在文化广场，有时在学
校校园里……黄河岸畔的人们，老人们
口述过去，带着新一代的青年人传承，
共同编撰书写着厚厚一册有关民俗的故
事。

黄河滋养下的乡风民俗黄河滋养下的乡风民俗
本报记者 游映霞

远处，是风的呼啸，河的奔腾。
身边，是触手可及的文脉，生机勃勃的

城市。
风自远古来，将传说散落到每一个角

落 ；河为华夏涌，将文明播种到古老的土
地。

于是我们看到向西而来的黄河在“几”
字大拐弯的最后一笔，一路南下，咆哮着撞
开晋陕大峡谷的险峻，温柔地将河东大地
拥入怀中，让文明流淌在生生不息的血脉
中。

大约是 4500 万年前，黄河岸边传出“世
纪曙猿”的啼叫；大概是 243 万年前，黄河岸
边点燃了人类文明的火光。

打 开 中 国 的 版 图 ，这 片 厚 土 ，叫 作 河
东。

在过去的时间里，河东先民在黄河边
留下了诸多故事。禹在河津凿了龙门，女
娲在万荣造了人，舜在垣曲耕了历山。临
猗的古渡，永济的古城，平陆的古道还有芮
城的古遗址。后来有一天黄昏，残阳拍打
着中条山与黄河，连候鸟也在低回，从此鹳
雀楼成为千古名楼，又是一晚的月光，让佛
寺一梦西厢，瑶台夜月的美也留在人们的
心中。

在今天，这些故事依然鲜活，那些美景
仍旧动人。所以运城建了一条路，沿着母
亲河流淌的轨迹，将河津、万荣、临猗、永
济、芮城、平陆、夏县、垣曲串联起来。这条
路，跨越古今，连接着今天的人们，陪伴着
古老的黄河；这条路，期冀幸福，通向了城
市的烟火与乡村的风光；这条路，人们称之

“彩虹路”，又叫黄河一号旅游公路。
从河津出发，循着阵阵涛声，这千里画

廊，你会在哪里接过先贤手中文明的火炬？
龙门记载着黄河的励志史诗。
汽车行驶在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河津段

上，他们的目的地是黄河大梯子崖。
在路上，两旁的风景不停倒退，超越一

位又一位骑行爱好者，隔着路中央的绿化
带，机动车与自行车擦肩而过。绿树、青山，

一条绿色的路与过去满地沙石挥手道别，
迎接着游人登上观景台欣赏黄河廊道。

惬意戛然而止，因大梯子崖的险峻，游
人的心也怦怦直跳。此时的风，少了些绿树
带来的清凉，多了点黄河咆哮奔腾的压迫
感。

从高空俯瞰，万丈悬崖挺立，身下就是
汹涌黄河，分明是一块奇崛的大石头，偏偏
长出了向上的台阶。120 米的垂直高度，人
在这里显得如此渺小，可眼前山体上“之”
字形的古栈道，分明诉说着人的不屈与坚
毅。若世间真有能直通九霄的路，怎么都
得算上这 365 级人工开凿的台阶，是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赋予这里陡峭奇崛的高山与
万古奔流的大河，也是河东先民的毅力与
智慧，创造出北瞰石门急浪、南眺龙门飞
鲤、东仰瑰丽天庭、西扼黄河天堑的大梯子
崖。此时，那颗怦怦直跳的心脏，究竟是因
为仿佛悬在空中的石阶而害怕，还是因为
曾有人为了生存不畏艰险依势凿路的勇气
而震撼。

从大梯子崖向南，不一会儿便抵达龙
门村。“鲤鱼跃龙门”的神话、“禹凿龙门”的
传奇，都发生在这里。

如果说，大梯子崖是黄河为河津设置
的天然关隘，那这里就是黄河抵达龙门古
渡前最后的高潮。这里是黄河晋陕大峡谷
的出口，黄河流过禹门口之后，不复之前的
惊涛骇浪，湍急的河水一下子安静下来，缓
慢流淌在宽阔浩淼的水面上。传说，这是
大禹与河东先民不舍昼夜、不避风雨、导河

积石、疏浚梁山、开凿龙门的结果，所以此
段之下的黄河才能如此浩荡宽广，生活在
这里的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是百折不挠的人们，赋予黄河励志的
寓意。又是这样一群人，记下了从河南孟津
而来的鲤鱼，它们困于龙门山，终奋力一
跃，化成金龙。“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
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李白也曾为这
个传说慨叹，来到这里的你，或许也忍不住
去寻找那条额上有黑疤的黄河鲤鱼。

再往南走，便是万荣。
路边黄河欢歌南下，与汾河交汇，冲刷

出一块神奇的滩地，拥抱着河东人民对土
地的崇拜。相传，女娲便是在这块滩地上
造了人。走出传说，探寻这里挖掘出土的
考古实证，石斧、石镰、石刀等打制石器，透
过工具，看到历史中的先民——他们曾在
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逐水而居、繁衍生息，他
们应当是个母系氏族部落，播撒着农耕文
明的种子。这个部落的首领，或许就是女
娲。

高粱播孤峰，轩辕祭后土，这里，应当
有着农耕文明最初的模样。车辆拐进黄河
农耕文化雕塑博览园，在汾黄激荡的交响
乐中，人们终于看到农耕文明的肇始萌发、
蓬勃发展和远景展望。在这里，万物萌生、
万象争荣、万民欢庆、万事繁荣，透过 23 组
雕塑，人们还原大禹治水、教民稼穑、四季
轮回、节气变化等文化脉络。园中，风又
起，吹来汾黄相撞的低声絮语，催促着人们
启程，去看渡口讲述的秦晋之好。

与黄河一道告别万荣，便来到临猗，千
年吴王古渡口，屹立至今。

公元前 636 年，晋文公重耳在秦穆公
的帮助下，建起吴王古渡，这是河东之晋
与 河 西 之 秦 的 春 秋 往 事 。 后 来 有 一 位 兵
仙 ， 于 吴 王 古 渡 口 用 木 梗 架 罂 缶 浮 于 河
上，征伐魏豹，这是公元前 205 年韩信与
古渡的故事。两汉时，吴王古渡逐渐成为
晋煤、潞盐通向西北的交通要道，唐朝时
人声鼎沸，终于元明清达到鼎盛，书写了
一段漕运鼎盛、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的时
代风华。隔着数千年时光，2008 年 5 月 5
日，从山西临猗县角杯到陕西合阳县洽川
的黄河吴王浮桥正式通行，这座黄河上跨
度最长、科技含量最高的浮舟桥，让渡口
两岸的人民结束了摆渡过河的历史，见证
着新时代的秦晋之好。

这里是黄河最后一段向南的旅程，正
如忘不掉的历史一般，黄河一号公路永济
段也为人们带来蒲州古城的一梦千秋。

永济，古称蒲州，在盛唐时，堪与长
安洛阳比肩。文人墨客偏爱蒲州，留下千
古佳作供人吟诵，诗里道尽繁华，有着让
人无法忽视的宏伟。1956 年，因建三门峡
水库，这座千年古城淡去了自己的身影，
于 今 只 留 半 截 城 墙 、 残 破 鼓 楼 、 断 壁 残
垣。这里曾有大唐中都的繁华盛世，却也
只剩历史的喟叹。黄河的浪花拍打礁石，
涛声中隐约传来稚嫩的童声。

被 选 入 小 学 语 文 教 材 的 《登 鹳 雀
楼》，给了人们回望蒲州的契机。历史中

的鹳雀楼曾是一座军事碉楼，高台重檐，
宏伟秀丽，因唐朝诗人王之涣的诗而声名
远扬，成为无数学子的内心寄托，位列中
国四大名楼之首。只可惜，它没能挺过烽
火狼烟，在战乱中轰然倒塌。今天的鹳雀
楼，是复建后的产物，人们期冀通过它宏
伟的建筑来重温那段繁华的时光。幸好，
这是一段可以遥想的过往。楼拆又建，黄
河改道，不变的是在多年前的那个黄昏，
有一位叫王之涣的诗人登高远望，写下的

“ 白 日 依 山 尽 ， 黄 河 入 海 流 。 欲 穷 千 里
目，更上一层楼”。借助此诗，我们得以
窥见鹳雀楼千年不衰的文化基因。

落日、青山、大河、名楼，是这条路
上无法忽视的风景，在不舍中告别黄河岸
边的蒲州城，带着这份感触，向东走吧。

“ 鸡 鸣 三 省 晋 秦 豫 ， 浪 卷 沙 翻 洛 渭
黄。”在黄河最后一个大拐弯处的纯阳之
地芮城县，给今天的人们留下无尽的文化
遗产。

是“大河顾我掉头东”的气势，震醒
了在旅程中酣睡的游客；又是一见杨过误
终身的风陵渡，留下了江湖儿女的怦然心
动；千年驿道大禹渡，承载着滚滚黄河的
壮阔雄姿；永乐宫壁画色彩纷繁，描绘了
东方画廊的艺术珍宝；圣天湖黄河湿地明
珠，荷花深深不知归处……

一大早，就有骑行爱好者从芮城县城
区出发，沿着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来到大
禹渡景区体验大河滔滔。在这里，可以倾
听大禹治水的动人传说，可以目睹现代化

的扬水工程，乘坐游船尽享黄河美景，饱
览两岸古朴风貌。禹王台上太空舱度假休
闲湾，一览浩淼黄河与广阔滩涂，夜色中
飘来阵阵烧烤香，身旁好友谈天说地，黄
河也在今天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紧邻古
老的浢津渡，圣天湖成为年轻人的游玩圣
地。是夏季一望无际的荷花莲叶在水波中
摇曳荡漾；是冬日天鹅纷飞的生态美景在
芮城点亮绿色明珠；是孩子们研学的欢闹
声；是游人们放松的闲谈，与函谷关隔湖
相望的圣天湖，岸高湖阔，水天一色，是
芮城坐拥厚重黄河文明的纤巧一隅。

沿河继续向东，来到山水相依的平陆
县。

这里，留下了“假道伐虢”的故事，
留 下 了 忠 臣 百 里 奚 “ 择 良 木 而 栖 ” 的 选
择，以及“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警世
预言……或许，从远古走来的虞坂古道，
也见证了千里马奋进的蹄音；而它至今仍
见的辙印，更是当年往来不绝的运盐马队
写给未来的邮件。

今天的平陆县，还留下一处瑰宝，在
历史与现实间，了解曾经的过往，珍视历
史的遗产。东坪头村地窨院，仍保留着黄
土高坡的民居风格，至今 4000 余年。位于
黄河岸旁的村落，有民谣这般描绘：“上
山不见山，入村不见村，平地起炊烟，忽
闻鸡犬声。”从高空俯瞰，这里星罗棋布
着一个个神秘方块坑洞，民居建在正方形
或长方形的坑洞之中，坑的四壁挖上几孔
窑洞，再在院角开挖一条长长的上下斜向

门洞。炊烟升起，便是幸福生活的开始，
沿着黄河，在平陆找到别具风情的乡村院
落。

告别地窨院，在夏县瑶台山与温柔的
月色相遇，在禹王城遗址追溯华夏往事，
于杏花碑前拜温公，黄河流经此处，更显
风光无限。这里黄河北岸植被茂盛，山峰
险 峻 ， 黄 河 水 蜿 蜒 曲 折 ， 青 碧 如 蓝 ， 风
景，成为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夏县段绕不开
的话题。

瑶台夜月自成风景，泗交漂流也久负
盛名。而如今驱车再入泗交，林木环绕，
深深浅浅的绿铺在道路两旁，崎岖颠簸不
再，飞扬尘土全消，就连刻板生硬的柏油
路也被彩色装扮，车行其上，如同演奏一
首欢快的进行曲。

在路的终点，上演了一幅高峡出平湖
的景观。

垣曲县是黄河流经运城的最后一站，
也是黄河山西段的结束处。8 个县市，345
公里流程演绎的文明进程，激荡出五千年
的华夏文明史。已建成一千多公里的黄河
旅游路，描绘风景也讲述故事，是观景人
亦是画中人。在黄河奔向中州大地时，也
为垣曲留下了无数故事。

山西古城国家湿地公园有着小浪底水
库最大的蓄水区，这里曾经是重要的黄河
水陆码头，也是一座具有 1400 年吏治历史
的古老县城。如今，古城淹没在水下，留
下了百转千回小浪底风光。乘船游小浪底
景区，感受大坝耸立、高峡绝壁，观气势
磅礴的黄河小浪底调水调沙，看黄沙翻滚
腾飞掀起排排巨浪，看黄河奔涌咆哮崩摧
五岳。

黄河河道在这里被截流后，形成了一
个宽阔而壮美的水面风景，总面积达 1262
平方公里。水下埋藏着垣曲古城的宝藏遗
珠，那奔涌的黄河好似古老垣曲文明的另
一种见证。这里被高山环绕，又是高山的
一 部 分 ， 于 是 这 一 路 程 ， 美 景 与 故 事 皆
收，山水与人文共行。

邂逅邂逅，，与黄河岸边的河东风景与黄河岸边的河东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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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之畔，乡间炊烟草木深；民宿院落，
山村古树环绕中。远望山峦，近观河水，倾听
涛声，品尝肥鱼，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宛若世
外桃源……

运城市截至目前经文旅部门评定的“黄
河人家”共有 44家。

（一）盐湖区3家

1.龙居镇西张耿村向阳小院
2.东郭镇刘范村时光里民宿院
3.东郭乡下月村东月温泉庄园

（二）永济市4家

1.城西街道介峪口村介峪玫瑰山庄
2.蒲州镇西厢村觅西厢小院
3.中山西街水峪口村蒲舍南谷里民俗客

栈
4.蒲州镇西厢村西厢见民宿

（三）河津市4家

1.赵家庄街道史恩庄村润兴园农庄
2.小梁乡胡家堡村桃花源家庭农场
3.樊村镇固镇村古今天下
4.小梁乡伯王村二架架梁民宿小院

（四）临猗县1家

1.庙上乡胥村枣林人家

（五）万荣县4家

1.裴庄镇集贤村聚贤阁家庭农场
2.高村镇卓立村晋汉子农庄
3.高村镇闫景村九号院
4.荣河镇庙前村晋南韵黄河民宿

（六）稷山县3家

1.西社镇范家庄村圣王山庄
2.稷峰镇管村管村公社
3.太阳乡勋重村西崖沟生态园

（七）新绛县2家

1.泽掌镇张家村石门老村农家乐
2.阳王镇峨嵋岭清凉沟山庄

（八）绛县1家

1.古绛镇白家涧村白家大院

（九）垣曲县8家

1.历山镇文堂村舜乡农家乐
2.皋落乡西窑村九龙农庄
3.历山镇文堂村山里人家

4.历山镇文堂村帝舜庄园农家乐

5.皋落乡岭回村桃花岭窑洞人家

6.历山镇望仙村沁园春人家

7.皋落乡岭回村桃园仙庄

8.华峰乡华峰村马家园

（十）夏县5家

1.庙前镇西村朝阳沟

2.南大里小王村德兰生态农庄

3.瑶峰镇张家坪村桃源农庄

4.祁家河乡前坪村金楼人家

5.泗交镇温峪村寻溪谷青神山庄

（十一）平陆县6家

1.常乐镇张家沟村窑洞农家乐

2.张村镇三湾村名香居山庄

3.三门镇马泉沟村柿乡红山庄

4.张店镇古城村古城驿站

5.张店镇古城村沐岚小院

6.张店镇古城村陶陶居民宿

（十二）芮城县3家

1.陌南镇石沟自然村世杰康养小镇

2.阳城镇胡营村石佛寺生态养生谷

3.南磑镇大禹渡村大禹渡太空舱度假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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