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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孟华

华夏是一本书，是从远古开始、在东
北亚地区发行、大开大合持续影响全世
界的皇皇巨著。

华夏是一本由炎黄两帝饱蘸黄河之
汁、吸足长江之水，泼墨挥毫共同命名为

“华夏民族”熠熠生辉的一本历史传奇……
华夏是一本由三皇五帝作序，以历

史发展走向为主线，各个朝代起承转合
为目录，以长城、泰山、东方龙等中国印
为插图，56个民族集体创作的一本上下
五千年、纵横千万里，气象恢宏、阅之不
尽的一本沧桑大书……

这本书，从人猿揖别，西侯度人类第
一把圣火烧起，那文明的曙光就照亮了
书的扉页，从结绳记事到仓颉造字，我们
民族的文明就开始在甲骨文上篆刻诉
说，在青铜器上熔铸刻画，在竹简木牍上
以刀为笔留下痕迹，在帛书纸张上书写
印刷……而我们每个炎黄子孙，都是那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最早中国古
书发黄扉页里的一排排汉字小楷。

在中华民族的轴心时代，在“战国七

雄”燃起熊熊战火、“春秋五霸”频频发动
战乱、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楚汉争雄兵戎
相见的特殊时期，历史为中华民族精神
的延续，缔造了一个波澜壮阔的转型契
机，诸子百家应运而生，百家争鸣的先声
回响中华大地，于是便有了西伯拘而演

《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
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
脚修列《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
非囚秦始有《说难》和《孤愤》，司马迁宫
刑愤而作《史记》……

一本本大书，一组组传奇，一章章绝
唱，一声声呐喊，在金戈铁马中素描，在
苦难辉煌中写就，既是横亘在中国文化
史上的一座座巨著高峰，也是流淌在华
夏大地上的一条条文明河流。每一本书，
都是峰回路转的中条、华山，或壁立千
仞、危岩高耸，或云蒸霞蔚、幽深奇险，等
着我们去攀越，去探索。每一本书，又都
是奔流的黄河、长江，或波平水阔、千帆
竞远，或水急流湍、鱼跃鸢飞，经天纬地，
通古接今，等着我们苦作舟、去遨游……

在这样的皇皇巨著面前，宋真宗赵
恒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
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的读书
观；苏轼曾立志“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
读尽人间书”；杜甫坚定地认为“富贵必
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为了窥书
山之巅的民族风光，为了探学海深处的
历史容颜，为了知识改变命运，为了齐家
治国平天下，我们中华儿女的阅读之风
从未中断，我们华夏先贤的阅读精神一
直绵延，书香门第遍九州，耕读传家并肩
行。有条件的汗牛充栋，秉烛达旦，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没条件的到屋顶借月赏
读，在雪地里以雪映读，向隔壁凿光偷
读，还有韦编三绝而读，圆木警枕而读，
牛角挂书而读，高风流麦而读……

华夏这本书，值得含英咀华，你会蓦
然发现，书之大美，非读无以窥其貌。掩卷
沉思，伏案细品，孔子之著如春风和煦温
暖，孟子之说如夏雨热烈强劲，庄子之言
如秋叶淡泊悠远，老子之教如冬雪晶莹博
大……阅《诗经》，古雅简洁，以少胜多，情
貌无遗，读之可明道；品《楚辞》，想象独特，
文字沉郁，感情激奋，读之可养志；诵汉赋，
文字汪洋，感情恣肆，气势恢宏，读之可盛

神；背唐诗，大气瑰丽，意境高远，气象万
千，读之可立魂；吟宋词，清婉精雕，文字清
丽，大美天成，读之可洗心；唱元曲，荡气回
肠，文字激越，摇曳多姿，读之可通灵……
还有明清小说，四大名著，深读热血奔涌，
细品如饮陈年佳酿，如沐三月柔阳，如赏
春日百花，如观中秋满月……

只有阅读，我们才能重新审视华夏
民族的年轻模样；只有阅读，我们才能重
新领略我们民族母亲的沧海桑田；只有
阅读，我们才能不断感知自己无法拥有
的厚度、不断追求自己难以企及的高度、
不断触摸遥远历史的温度、不断汲取民
族灵魂的素养、不断培育自己的民族气
质、不断塑造自己的民族性格、不断树立
自己的民族信仰……五千年灿烂文明，
离不开浩如烟海的史册文献的承载；华
夏文化的灵魂“密码”，离不开汗牛充栋
的古籍典本的破译。正是因为我们拥有
薪火相传的阅读基因和孜孜不倦的阅读
精神，我们的民族才一路伴着书香走向
成熟、走向文明、走向富强。

华夏是一本书，值得我们每个人终
身阅读，值得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每
个城市，乃至整个民族，进一步夯实高贵
的阅读信仰，以梦想不打烊、阅读不停止
的精神，共建“书香社会”，让氤氲书香遍
布华夏，让琅琅书声萦绕神州。

华夏是一本书

□吴晓征

龙泽寺位于河津九龙公园北端紫金
山麓，三面临空，形势险要，北望吕梁，西
眺黄河，东瞰城辅，南接公园。环周草木
苍翠，林幽寺静，红墙黛瓦，古朴典雅。晨
钟暮鼓，晓风残月，烟雾缭绕，气象万千。

（一）

从九龙公园入口上行50米，土崖尽
处是朝殿坡，直通顶端的龙泽寺。朝殿坡
有199级台阶，由缓及陡，仰如天路，林木
掩映，高邈深远。

进入山门，殿内供奉弥勒尊佛，左为
东方和南方天王，右为西方和北方天王。
这些塑像或威严警觉，或悠闲隐逸，或通
察天下，或深思熟虑，显现出匠人高超的
雕塑技艺。出山门殿，迎面是一尊露天观
音佛像，体型丰腴，头束高发髻，袈裟自
头顶披下，双足立于莲花盘上，神态安
详。

龙泽寺最威严的当属大雄宝殿，高
10米，长26米，进深14米，里面供奉的是
三如来，正中为释迦牟尼佛，右边是消灾
延寿药师佛，左边是阿弥陀佛，两边分别
为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大殿的空间环
境与殿中陈设浑然一体，气势恢宏。庙内
另有观音菩萨宝殿、地藏菩萨宝殿、祖师
殿、财神殿等。整个空间规划严整，序列
清晰，殿宇楼台高低错落有致，朝暾夕曛
之中恍若玉楼琼阁。

龙泽寺创建于何时，现已无从考证。
前些年，庙内曾出土小半块残碑，字迹清
晰，笔力遒劲。碑文内容为：“余社旧有□
□，自创建以迄……矣，从此路过者悉莫
不触目……神若如响之应，油然作云，沛
然……云行，何若革故鼎新以妥……亦
莫不涣然复新，于是特求……□其不朽
云尔。”根据碑文推断，此为重修龙王庙
碑记，时间约为清代。碑后是布施人名
单，有30多人，可见当时庙宇香火之旺。

（二）

龙王庙是供奉龙王的场所，多建在
水边。古人认为，龙王不仅是水族的最高

神灵，更是掌管旱涝、行云布雨的重要存
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龙王赐予的恩
泽，旱涝灾害则是龙王对人间不敬的惩
罚。因此，每当遇到风雨失调、久旱不雨
或久雨不止的情况时，人们总会想到龙
王，希望通过虔诚的祈愿，得到龙王的护
佑。而龙泽寺所在的紫金山，地处高岭，
崖势突出，与水并不沾边，在此修建龙王
庙，有悖常理。笔者对此疑惑不解，但经
查阅《河津老城志》，心中释然。

河津地处吕梁山南麓，山高沟深，遮
马峪、神峪、瓜峪沿山分布。每遇暴雨，山
洪奔涌直下，波及方圆几十里。一般情况
下，这些山洪进入天涧、大涧、西长涧，或
浇灌田地，或导入河流，并不会对县城构
成威胁。河津老城地处现莲池公园一带，
北面山势高耸，沟壑纵横，若遇暴雨，沟
中雨水集中，短时间内就会形成洪水。如
果没有防洪措施，洪水流入地势低洼的
老城内，就会酿成水患。位于今莲池路南
的龙门城，旧县志上记载圮于汾水，按地
形推测，不能说和这些沟水没有关系。基
于此因，老城人民对这些沟水的防护历
来十分重视，修了很多防护工程，突出的
有三郎沟及安子岭水坝工程。

（三）

三郎沟位于龙泽寺西边，即现在的
九龙大街，是紫金山岗西边最大的一条
沟，南口渐临老城，东口一直蜿蜒到现在
的二中附近，全长逾2公里，呈弯形构布。
平素沟水不大，遇特大暴雨时，沟内之水
翻腾而下，直冲老城。河津老城建城前，
三郎沟的故渠出沟后一直向南，通过后
沙渠及沙渠折向南滩；建城后，由于城内
原来的沙渠变为巷道，城墙堵塞了水路，
洪水进不了城内，便经西门，沿着西城墙
向南流去。由于沟水多年淤积，城外地势
日趋增高，形成“悬河”，洪水一旦冲入西
门，必然危及城池。三郎沟沟水当时一直
威胁着老城，成为老城人民的心腹之患。

清乾隆年间，县令黄鹤龄动员民工，
在老城西北陲城外筑墙修坝，截三郎沟
南流之水向东，并顺北城墙修水渠，使沟
水流到城东北角再拐向南，顺着较低平
的城外东门地面而下，流向南滩。修筑这
项防护工程对老城人民来说，是件举足
轻重的大事，解除了三郎沟水给老城造
成的压力。而影响河津老城安全最大的
洪水是龙泽寺东北部的台地之水，统称

为城东沟水。龙门大道开通前，九龙岗与
城北台地紧紧相连，北到西庄、李家庄、
东庄一带，南至坡沿，流域面积约6平方
公里。在这个椅子圈范围内，共有十几条
沟，由于沟多沟大，沟水汇集起来，比三
郎沟沟水大得多。这些沟水直插老城东
侧，时刻有灌淹老城的危险。

黄鹤龄筑建三郎沟水坝的同时，在
坡下椅子圈腹地修筑安子岭挡水工程

（安子岭在今紫金街西、龙门大道南）。通
过筑堤挖渠，截各沟南下之水向东进入
大沙渠，顺觉城寺东侧向南流去。这项工
程，将大部分洪水安全引向南滩，剩余小
股水从观底村内沙渠（小沙渠）流向南
滩。黄鹤龄构筑的安子岭挡水坝长约100
米，高约2米，全部用砖石垒筑，上面筑有
闸门，可蓄水亦可放水，成为一座小型水
库。在当时生产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凿石
垒砖修筑此坝，并非易事。这些工程的建
筑的确对老城起到安全防护作用，使其
多年来一直免受城东沟水之患。

（四）

河津历史上共有4座古城池，除了耿
城和皮氏城，龙门城和河津老城均在三
郎沟洪水冲击范围之内。龙门城在史料
中虽无确切的建城时间，但根据资料研
判，北魏皮氏县改称龙门县时已初具规
模，而河津老城建于元皇庆年间，历经
元、明、清、民国，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据《河津县志》记载，龙门城与河津老城
均圮于汾水，它们的消失与三郎沟洪水
也不无关系。长期的洪水冲击，泥沙淤
积，导致城外地面高于城内，形成内涝，
应是其中原因之一。

根据民间习俗，选择临水场所，在紫
金北峰修建龙王庙，便顺理成章了。修庙
时间抑或更早。日寇侵占河津时，紫金山
上的大小庙宇均遭损毁，龙王庙也被夷
为平地。

2012 年 4 月，河津市佛教协会改龙
王庙为龙泽寺，在原址恢复重建，十多年
来，先后建成大殿、配殿、山门、僧舍等。
龙泽寺已成为九龙公园的一道亮丽风
景，吸引着八方来客。

河津龙泽寺历史文化探源

▲俯瞰龙泽寺 柴山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