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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俗话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我不知道2250多年前，李冰在牛马
慢的时代，是如何从河东解县一步
步跋山涉水，穿越战国的烽火狼烟，
经过千难万阻到达古蜀的？但我知
道，为了给秦统一六国做最坚强的
后勤供养保障，公元前251年，受秦
昭王的委托，他肩负使命而来。

他来了，是秦之幸也，蜀之幸
也，中华民族之幸也！也是2250 年
后，我们吹过李冰吹过的风，走过李
冰走过的路，站在李冰修建的都江
堰上，俯视那朵朵跳跃的浪花，感受
那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饿，
则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之大幸
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
舍昼夜。”

2000多年以来，岷江之水浩浩
而来，又荡荡而去，冲刷了多少人类
记忆，又诉说着多少人定胜天、战胜
水患的故事。浪花翻卷间，我仿佛看
到了当时的岷江两岸，山高谷深，汹
涌澎湃的江水犹如一头噬人野兽，
咆哮着从岷山一泻千里，急流滚滚，
浊浪滔天，浇灌县，淹平川，冲堤决
岸，毁坏家园，泥沙淤积，堵塞航运，
经常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奇怪
景象，灌县以西经常遭受洪水肆虐，
人民陷于水深之中；灌县以东却旱
灾严重，百姓困于火热之下。西边水
涝时，岷江沿岸汪洋恣肆，蜀州成了
一片泽国；东边干旱时，大地龟裂，
颗粒无收，百姓们苦苦挣扎。

面对蜀川百姓“一半是江水，一
半是火焰”水深火热的无边苦难，这
个刚刚上任蜀地郡守的河东男人李
冰，一肩挑起秦国一统天下战略部
署的重托，一肩担起老百姓的生活
希冀，脱下官服，挽起裤脚，身背斗
笠，手握长锸，从高深的郡府走出，
如大禹一样的姿态站在水祸袭来的
江边，双眉紧锁，额头布川，这一站，
就是30年……

李冰在任蜀郡太守40年，就有
30 年在治水，为秦国治水，为蜀民
治水，也在为中华民族治水。

而在这 30 年与汹涌江水艰苦

卓绝的斗争中，开凿宝瓶口不仅是
他建设都江堰的开山之笔，更是他
在成都，在中国，甚至世界水利史上
谱写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

不信，你看！岷江岸边，人潮涌
动，李冰父子组织万千蜀民在玉垒
山下，虎头岩之上，堆起巨木，燃起
大火，烈焰冲天，点亮苍穹，火烧山
石，声如爆竹，震得岷江水中的鱼
儿们不时跳出水面，惊得玉垒山林
的鸟儿飞向远方。烈焰旁，一个个
裸着上半身的石匠，接受着熊熊烈
火的炙烤，在光焰的照射下，脸膛
赤红、腱子肉闪闪发光，高举铁锤、
铁钎，等待着他们李总指挥的一声
令下……就在最后一丝火苗将要
熄灭之际，从山顶到岸边，勇士们排
成一字“长蛇阵”，站在“蛇尾”岸边
的人，用水桶从江里灌满冷水，然后
依次传递，直至传递到站在“蛇首”
最上面的人，就是烈焰燃烧岩顶的
人，接过水桶，迎头浇在刚才还烈焰
熊熊的山石之上。“嘶啦”一声，被大
火烤得炽热的岩石，迅速腾起巨大
的白色水雾。“啪啪啪”，炽热而坚硬
的岩石表面，在冷水的刺激下，开始
爆裂。得到命令后的石匠们铁锤、铁
钎雨点般落下，历时八年，通过“火
烤水激”热胀冷缩法，虎头岩被一锤
一钎凿开了一道宽约二十米的楔形
口子。这道口子，因为极像瓶口，后
人就称它为“宝瓶口”，它就像咽喉
一样严格控制着进入成都平原的水
量，起到水流调节的作用，故又称

“金灌口”。
欲控江水，必靠修堰，这是李冰

治水的“指导思想”，宝瓶口的成功，
极大地振奋鼓舞着蜀州官民治水到
底、修筑堤堰的决心，于是分水鱼
嘴、飞沙堰等工程相继开工。

李冰亲临一线，带领蜀民们在
江心实施“移山填海”之策，让大小
石块如雨点般地投入江心，但由于
江流过急，所有石块均被冲得无影
无踪，一次次投掷，一次次失败。在
无数次的失败中，李冰开始总结经
验，向民间征集建议，经过反复论证
后，决定改用特大竹笼装满大块卵

石沉入江底，也就是后人总结的“竹笼
填石法”，以此筑堰，大功告成。

无法想象，当时的李冰站在鱼嘴处
登高远望，玉垒山巍峨峭拔，岷江之水
奔突而来，滔滔巨浪被鱼嘴一分为二，
是怎样的喜极而泣，老百姓是怎样的欢
呼雀跃？

同样无法想象，我们后人拜水于
此，目睹着这一幕“水旱从人”延续了两
千多年的历史景象时，内心又该是多么
震撼？

环走高阁之上，俯瞰都江堰，在分
水鱼嘴的神奇作用下，浩浩江水听从人
的召唤，该分则分，宜流则流，水位高者
转一弧形的大弯后浩浩荡荡西流外江，
仅占干流的四成，大大降低了洪水季节
泛滥成灾的概率；同时，水位低者翻卷着
大大小小的浪花顺势而下，向东流入内
江，根据人民的心愿，拿出干流的六成，
确保灌县田地的灌溉，彻底根除了灌县
以东旱灾的发生，水中的泥沙则在离心
力的作用下被甩到外江。水被四六、沙被
二八分成后，六成的江水裹挟了两成的
泥沙流经内江时，被飞沙堰再次分流和
泄沙，剩下的水则一路跌宕起伏着通过
宝瓶口，再一次地被分流分沙，通过密如
蛛网的灌溉渠，不舍昼夜地浇灌着成都
平原的每一寸土地，使原本饱受岷江水
患的巴蜀之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业生产迅猛发展，成了战国末期最富
有的鱼米之乡，也为秦人一统天下做好
了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战略储备！

从此，古蜀富，粮仓满，秦国强，天
下定！

因为都江堰，李冰的名字镌刻在玉
垒山上、流传于岷江两岸，传唱于华夏大
地，铭记于前来拜水都江堰的河东老乡、
我们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一行人的心里。

（三）

历史无言，岁月无语，我不知道，也
无法考证，在当时度量衡尚未统一，生
产力极其落后的情况下，李冰面对浩浩
苍穹、茫茫山河、江水横流的蛮荒景象，
是怎样从焦虑中走出，拜访先贤，考察
河形，了解水情？是怎样从行动上突围，
翻山跨江，丈量勘测，解放思想，规划设
计；是怎样在如豆的灯光下，翻阅资料，
计算数据，绘制草图，制定出“鱼嘴、飞
沙堰、宝瓶口”一揽子治水宏图？又是如
何精确施工，督导组织，才能成竹在胸
地保证了这一繁杂浩大的工程得以完
工，才能科学合理地避免了含沙量极高
的岷江水不至于出现沙石淤积堵塞河
道的各种难题，最终建成被誉为“世界
水利文化鼻祖”的都江堰，从而导江入
海，利济金川，使岷江两岸成为“稻花香
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天府之国？

2000 多年来，来自全国乃至世界
各地的顶尖水利专家，凭借着现代科学
装备和先进技术经验对都江堰工程进
行了全方位地的研究与探讨，但到头来
仍是满脸困惑，百思不得其解。专家们
面对着“改造自然，遵循自然，因势利
导，道法自然”的神来之笔，纷纷扼腕叹
息，又统统颔首称道。用余秋雨的话，

“李冰绘制的水系图谱，可与今天的裁
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都江堰举世闻名，不仅成就了“天
府之国”，成就了华夏大一统的秦时代，
而且在同一时代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
等大型水利工程早已湮废时，不老的都
江堰泽被后世两千多年来，仍然按照李
冰设计的流水路径生生不息，汩汩不
止，浇灌着成都平原千里沃野，浇灌着
华夏人民的心田。

当专家无解、世界无解、时代无解
时，我忽然听到了来自2000多年前陌
生而又熟悉的晋南方言在金川山河上
空响起“深淘滩，低作堰”的六字治水真
经……

我想：“这不正是不忘初心的誓言，
牢记使命的表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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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孟华梁孟华

99月月1010日日，，我们从运城北站坐动车出发我们从运城北站坐动车出发，，前往四川都江堰前往四川都江堰，，开启了开启了
探望河东巨子李冰之旅……探望河东巨子李冰之旅……

一路上一路上，，动车快速前行动车快速前行，，窗外迷人的秋色不断在眼前闪过窗外迷人的秋色不断在眼前闪过，，我的心我的心
情格外激动：心心念念的老乡——李冰，我们看你来了！

□王存芳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是我国传统的中秋佳节。
如今的中秋节已经成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
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节日。

中秋节起源于上古时代，普及于汉代，定型于
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以后。

中秋节是秋季时令习俗的综合，其所包含的
节俗因素，大都有着古老的渊源。中秋节以月之圆
兆、人之团圆，为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祈
盼丰收、幸福，成为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
产。据了解，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将中秋节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2008年起，又
将中秋节列入国家法定节假日。

中秋节自古以来就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玩
花灯、赏菊花、饮桂花酒等民间习俗，代代相传，经
久不息。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进步，人们生产、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
等实际情况，中秋节习俗各不相同。笔者是盐湖区
龙居镇小张坞村人，经走访长者及其他人，结合本
人经历，在我们这个地方，现今过中秋节的民间习
俗主要体现在走亲访友送节礼、祭祀祖先缅逝亲、
拜月赏月吃月饼、外出旅游度假日等方面。

走亲访友送节礼。中秋月圆人和，阖家共享欢
乐。浓浓思乡情，走亲访友行。在我们这里，中秋节
走亲访友，是老辈人承传下来最为重要的习俗，俗
称“送节”。至今，民间还流传着一些顺口溜：“叔近
舅大姑连筋，孝敬姨们如娘亲。师傅舅舅叔，心中
看最大。知心朋友心连心，过节问候值千金。”这些
都足以说明先祖们对亲人、友人非常敬重。一般，
中秋节前一两天，出嫁的姑娘、结婚的女婿、定了
婚约的男孩、学手艺的徒弟等小辈，以及结识多年
的好友，都会来到长辈、亲戚、师傅、朋友家走动。
去时所带礼品都是有讲究的，即送双不送单。小字
辈带两件就行，而新婚的女婿去丈人家带的礼品
是六件或者八件，有“事事顺、两家发”之含义。刚
订了婚约的男孩去女方家，都是带十件，有“十全
十美”之意，其中的“全”和“美”代表着圆满和幸
福。

祭祀祖先缅逝亲。祭祖，意义是慎终追远。就
是说，祭祖是为报本反始，缅怀祖宗恩德，激发后
代孝思。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一切教育的源头，
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凝聚民族的重要因素。
古圣先贤一直教导人们要孝顺父母，尊敬祖先。祭
祖是孝道的一种体现，是教导后人如何行孝的一
种教育方式。在这方面，各地形式不同，规模差异
很大，我们这边老一辈人为我们承传下的具体做
法是：农历八月十五这天一早，家中主妇或长者，
会在自家设的供桌上摆放月饼、苹果和其他供品，
祈福寄哀思，求佑护平安。早午饭时，再献一些节
日饭菜，以表与祖先和逝亲们共度中秋佳节、共享
天伦之乐、共庆家人团圆的美好心愿！

拜月赏月食月饼。八月十五晚上，天气晴朗
时，家人们会聚在自家院庭中，面朝月亮，摆上月
饼、西瓜、圆头馍等，祈福求好运，佑人保平安，企
盼风调雨顺、庄稼获丰收。然后，一家人席地而坐，
一边赏月，一边吃月饼，叙家常，论亲情，庆团圆。

外出旅游度假日。中秋节也是国家法定的假
日，大家外出旅游，多在运城周边的景点逛一逛。
今年比较特殊，中秋节与国庆节同在农历八月，仅
隔一天，今年“双节”连放八天长假。据了解，一些
人已经计划好到较远的大城市探亲或旅游，这几
天我们小张坞村的网格群里，大家也分享了很多
有关外出旅游的信息和优惠政策等。如今，体验生
活，增长见识，也已成为人们乐于追求的一项目
标，其中旅游度假就是一个能够实现的选择。

这正是：中秋国庆两节连，相遇八月实罕见。
双节连放八天假，休息放松乐开颜。时尚潮流兴旅
游，观赏学习见识增。党和国家政策好，制度优越
民心赢！

中秋节民俗初探中秋节民俗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