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大禹导河积石，存在诸多神话传
说，将大禹幻化成了神仙。从典籍记载来
看，这一重大事件在很多著作中均有表述，
不能否认其历史真实性。

《山海经·海内西经》载：“海内昆仑之
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河水出东北
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
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尚书·禹贡》载：“导河积石，至于龙
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
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
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汉书·沟洫志》载：“禹堙洪水十三年，

过家门不入……唯是为务，故导河自积石，
历龙门。……至于大伾。”

综合分析古籍记载，意思是大禹疏导
黄河，从积石山开始，直到龙门山；再向
南到达华山之北；再向东到达厎柱山；又
向东到达孟津，继续向东经过洛水弯曲
处，就到了大伾山；然后折而北流，经过
降水，再向前流入大陆泽；继续向北，分
布为九条河道，这九个支流汇合后，注入
大海。

这 些 记 载 虽 然 是 后 人 追 述 大 禹 的 功
德，但有极高的可信度，即大禹治理黄
河，先从黄河上游的积石山开始，逐步完

成了治水大业。
从考古学角度来说，积石山周围区域

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多处遗址
遗存，年代大体与夏相当。特别是与其相
邻的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的喇家遗
址，是一处著名的齐家文化中晚期遗存，总
面积约 40 万平方米。据专家研究分析，这
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巨大聚落，抑或是一
个遥远的城邦古国，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
我国唯一一处大型灾难遗址，被誉为“东方
的庞贝”。喇家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无疑为
4000 多年前尧舜时代的大洪水和大禹治水
的英雄壮举提供了有力佐证。

在积石山县，大禹治水的遗存痕迹随
处可见，大禹的神话与传说比比皆是。

在董克义的推荐和讲述下，寻禹·探源
全媒体报道组实地探访了当地比较有名的
禹迹遗存。

其一是积石峡。它位于积石山北端，
是一条长约 25 公里的峡谷，传说是大禹治
水时凿开积石山而形成的峡谷，因此有许
多大禹导河传说的遗迹。进入积石峡，黄
河两岸山势峭拔，绝壁千仞，如刀削斧
劈；危石险峰，横出天际，大有将崩欲倾
之势。峡中黄河急流奔湍，洪涛巨浪，生
云吞雾，滔滔东去，一泻千里。晋成公绥
在 《大河赋》 中赞美道：“览百川之洪壮
兮，莫尚美于黄河；潜昆仑之峻极兮，出

积石之嵯峨。”
其二是禹王峡。它位于青海省民和县

中川乡峡口村和甘肃省积石山县的石塬乡
三二家村、柳沟乡上坪村、关家川乡白家湾
村之间。这里有禹王宝座、禹王脚印、禹王
膝印、禹王石臼、擂鼓台、禹王岭、洗脚池、
洗脸池、禹王仓廪、禹王洞、禹王祭祀台和
岩画等关于大禹的遗迹及传说。

其三是禹王石。从积石山县大河家镇
走出积石关，翻过索屯坡，在黄河南岸有一
尊磐石，高约 3 米，周围直径 10 多米，石上
有人休息时的坐痕，形象逼真，同侧上部有
耒耜之柄靠放压出的痕迹，也很形象，这块
石头叫“禹王石”。诗人张建《禹王石歌》
写 道 ：“ 积 石 关 外 索 屯 村 ，河 边 奇 石 劚 云

根。高约八尺宽七尺，黛色经雨留青痕。
凸凹不平形奇诡，相传神禹昔坐此……”

其四是大禹斩蛟崖。距禹王石不远处
黄 河 北 岸 ， 有 石 壁 峭 拔 高 耸 ， 森 然 巍
峨 ， 其 色 赤 红 。 相 传 ， 黄 河 泛 滥 成 灾 ，
乃 恶 龙 起 蛟 发 洪 所 致 。 大 禹 治 水 到 此 ，
首 先 擒 斩 恶 龙 ， 鲜 血 直 喷 射 到 对 岸 石
崖 ， 因 此 石 崖 呈 赤 红 色 ， 人 们 称 之 为

“大禹斩蛟崖”。
其五是“天下第一石崖”。出积石山

县大河家镇关门村西北望，黄河北岸有石
崖凌空，相传大禹从这里劈石崖，开通了
积石峡，疏浚了黄河，故史称“天下第一
石崖”。相传，石崖上的层层纹路，就是
当年大禹斧凿之痕。

关于大禹导河积石，当地流传着一个
美丽的传说。

古 尧 帝 时 期 ，洪 水 滔 天 ，神 州 汪 洋 一
片，庄稼被淹，百姓无家可归，尧帝派鲧带
领百姓去治理水患。鲧采用筑堤堵水的办
法治理，但这儿堵住了、那儿又被冲毁了，
最后劳民伤财，以失败告终。

尧帝以治水失败为由把鲧处死，同时
接受舜的建议，命鲧的儿子禹任治水首领，
继续带领百姓去治理洪水。父亲被诛，给
大禹带来极大的心灵震撼，他感到了肩上
担子之重和治理洪水任务之艰巨。

通过分析父亲治水失败的原因，大禹
总结教训，决定进行实地考察后，再确定治
理洪水的办法。他先从洪灾最烈的黄河开

始，循河逆流而上，来到积石山，看到黄河
被巍峨高耸、绵延百余里的积石山所堵，洪
水壅聚，一片泽国，若逢雨季或暴雨时漫溢
出 来 ，咆 哮 而 下 ，四 处 横 流 ，造 成 严 重 洪
灾。大禹分析，如果凿开一个口子，把黄河
水泻出去，引入河道，疏通壅塞，归向大海，
就能治住洪水的泛滥，消除水患。

于是，大禹决定先凿开积石山，这样
便开始了他功盖千秋的治水大业。他带领
万名百姓，用石斧、石刀、石铲、骨铲、
耒耜等简陋工具，顶酷暑、冒严寒，披荆
斩棘战洪魔。

大 禹 作 为 治 水 首 领 ，身 先 士 卒 ，不 怕
苦、不怕累，顽强地开凿，积石山终于被凿
开，黄河水从凿开的缺口飞泻而出，顺着开

出的河道向东流去。大禹凿开的缺口就是
今天的积石峡。

从凿开积石山、疏导黄河的实践中，大
禹总结出了治理洪水的成功经验——疏导
法。治理完黄河后，他又带领百姓用此法
治理了江、淮、汉、济等江河的水患，完成了
惊天动地的治水伟业，赢得了九州百姓的
拥戴和舜帝的赏识，被舜选为继承人。舜
死后，大禹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成为上古
时代“五帝”之一。

“这虽然是一段传说，但一些情节和
说法，与现实场景均相吻合，真实反映了
世代人民群众对大禹治水伟业的敬仰之
情。”甘肃省民俗学会理事、知名文化学
者董克义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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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

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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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鼎

夏文化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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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的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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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有没有铜器呢？中国古
史传说中不乏“禹铸九鼎”的记载：

《山海经》曾说到“蚩尤作兵伐黄
帝”；《管子》载“蚩尤受庐山之金而
作五兵”。此外，《尚书》《帝王世
纪》《史记》《汉书》等典籍均记载黄
帝、尧舜禹时期已有铜器。

考古学研究表明，我国考古发
现的史前时期的铜器，大致分布在
新疆地区、甘青地区、中原地区和
长江中游地区等。截至目前，已经
出土铜器遗存的考古学文化有仰
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
红山文化、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
四坝文化等。

现在我们重点谈一谈夏文化的
铜器制造。这里的夏文化是指公元
前 2000 年～公元前 1600 年之间的
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文化和二里头
文化。龙山文化晚期的铜制品遗存
目前在登封王城岗、襄汾陶寺、临汝
煤山、杞县鹿台岗、淮阳平粮台等遗
址均有所发现。这些铜制品绝大部
分都是红铜，从器型观察，大多是铜
刀等小件，却没有一件完整的工具
和装饰品。新砦遗址已发现了 20
多件红铜制品，成为夏代早期出土
铜制品最多的遗址。除红铜外，还
有含砷的红铜和低砷的铜砷合金，
含有较多杂质的特点，铸造是主要
的成形工艺，这些都显示出冶炼技
术的原始性。

二里头文化的铜制品，大致可
分为四类：一是刀、锥、凿、锛、锯、
鱼钩、纺轮等工具类；二是铃、兽面
牌饰等礼乐仪仗器类；三是镞、戈、
钺等兵器类；四是爵、鼎、斝等容器
类。二里头文化的铜器有一个明
显的变化过程：一期仅有铜刀和铜
块等，尚未发现相关的冶炼遗迹；
二期的铜制品有铜刀、铜块、铜锥、
铜铃、铜牌饰等，冶炼遗物则有铜
渣、坩埚碎片、陶范等，主要见于宫
殿区和铸铜作坊；三期的铜制品种
类和数量大为丰富，铜器种类包括
工具、武器、容器等，有铜刀、铜锛、
铜凿、铜锯、铜纺轮、铜鱼钩、铜戈、
铜镞、铜爵、铜铃、圆形器等，冶炼
遗物还有铜渣、坩埚碎片、陶范等，
主要分布在铸铜作坊内；四期铜制
品的种类和数量较三期更为丰富，
新 出 现 了 铜 鼎 、铜 斝 、铜 盉 等 器
类。此期的冶炼遗物集中分布于
两个区域，一为宫殿区的东北部，
另一处为铸铜作坊内。

二里头文化不仅在各期都发
现了铜器，而且就目前的发现来
看，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大体上与
新砦文化出现十分接近的制铜现
象。到了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
逐渐发展成以青铜为主，而且出现
了青铜礼器如青铜鼎、盉、斝等较
复杂的青铜工艺，标志着中国自此
进入青铜时代。

大禹治水的成功，是华夏历史上第一
次真正意义上征服自然的壮举，也奠定了
大禹神人一样的至高地位，人们对他的敬
仰和崇拜是必然的。

大禹逝世后，为了纪念、缅怀这位伟大
的治水英雄，各地修建了许多庙宇，这些庙
宇皆称禹庙或禹王庙。在大禹治理黄河的
积石峡，同样修建有禹王庙。

积石山的禹王庙原址在积石关外，据
明嘉靖《河州志》中吴祯撰写的《禹王庙记》
记载，明弘治庚申（1500 年），侍御李玑游历
至此，赞誉曰：“美哉！山河之固，金城形
胜，莫有过此者，皆大禹圣人之功也。惟功
在天下万世，神亦在天下万世。神既无往
而不在，祀亦无往而不举。”于是安排当时
的河州守备蒋昂建立禹王庙。

明嘉靖三年(1524 年)，御史卢向之奉命
巡按陕西，路过禹王庙，看到庙宇残败不堪，
便“爰移檄分守参政宜宾王公教，边备副使
骊城翟公鹏督属重建。移至关内，东向”。
于是，第二年禹王庙被移到关内，增展基地，
扩建庙宇。禹王庙重修完毕后，尚书彭泽和
总制唐龙分别撰写了《重修禹王庙记》。清
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河州知州王全臣又
在旧地重修禹王庙，“面河北向，为大殿，左
右廓，庙门，周以土垣，足给祭祀而已”。

禹王庙建成后，朝廷还派遣官员专程
致祭，地方政府每年也派员春秋祭祀。明
嘉靖本《河州志》载：嘉靖丙午，嘉靖皇帝差
遣山东道监察史胡彦到禹王庙祭祀，并撰
写了《禹王庙祭文》。明嘉靖本《河州志》还
记载:“嘉靖乙酉，巡按御史卢问之增展基

址，开阔庙宇，奏准命州春秋祭祀。”到了清
代，皇帝也差遣官员前来祭祀，有时皇帝还
御撰祭文、设醴祭奠。

全国禹王庙很多，但由尚书等这样高
级别的官员写庙记的不多，皇帝派遣官员
祭祀甚至还御撰祭文祭奠的禹王庙更少，
足见当时积石山禹王庙的地位和朝廷对禹
王庙祭祀的重视。后禹王庙几遭兵燹，遗
址逐渐鲜为人知。

“在积石山县，人们对大禹的颂扬和
祭祀一直没有中断过。虽然禹王庙已经不
复存在，但是大禹治水的传说仍在流传，
大禹治水的精神仍在激励着人们。举办首
届积石山大禹文化节，目的也是为了传承
大禹精神，弘扬民族文化。”董克义对记
者说。

积石大峡谷积石大峡谷

巍巍积石山，盘
桓在甘肃省临夏回族
自治州西界，成为青
海、甘肃两省的天然
分界线，也是青藏高
原过渡到黄土高原的
标志性山脉。

滔滔黄河水，从青
海省东绕过积石山北
端，进入甘肃境内，一路
奔涌东去。大禹导河积
石这一彪炳千秋的大事
件，便发生在此。

“导河积石，至于
龙门。”积石山以大禹导
河的源头而名扬天下，
大禹导河的遗迹和传
说，赋予这片土地厚重
的文化底蕴。

盛夏时节，寻禹·
探源全媒体报道组受
邀赶赴积石山保安族
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简称积石山县），参加
“2023甘肃积石山首届
大禹文化研讨会”，并对
积石山大禹导河遗迹
进行探访。

导河积石之古籍佐证

导河积石之美丽传说

导河积石之遗迹遗存

导河积石之祭祀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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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斩蛟崖禹王石积石山出土的陶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