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冲出龙门咆哮向前的气势，成就了千
古流传的“鲤鱼跳龙门”的神话传说，并使这个
故事充满了拼搏的勇气和神奇的仙气。

相传每年三月，黄河鲤鱼都要成群结
队拼命地从下游逆流而上到上游产卵，目
的就是让鱼卵布满整个黄河，确保其后代
繁衍不绝。当鲤鱼从下游逆流而上，进入
龙门峡谷后，水流湍急，可谓“无风三尺浪，
平地一声雷”。鱼群为了抵消水流的冲击，
只得拼力蹦出水面，跳跃前进。由于黄河
鲤鱼特有的红首、赤尾、金鳞颜色，远远望
去，红光一片，犹如祥云，蔚为壮观。

这个神话传说，实际上是一种“物竞天
择”的自然现象。但是，人们把美好祈愿寄
寓其中：认为鲤鱼只要跳过龙门，并经禹王

在额头点红之后，即可幻化为龙，一步登
天。后来，人们把莘莘学子金榜题名称为

“鱼跃龙门”，而金榜上的名字“点红”，也由
此而来。据传，大禹不光给跳到第一的鲤
鱼“点红”化龙，还会用他那只开凿龙门的
巨手，在没跳过龙门的鲤鱼头上轻轻抚摸，
鼓励它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

另 一 个 古 老 神 话 故 事 就 是 龙 门 版 的
“禹王锁蛟”。据说，当年大禹凿龙门时，龙
门山其实就是一条阻碍黄河水进入大海的
紫龙，它有个最小的女儿叫“蛟”。大禹凿
开龙门，将紫龙拦腰斩断，紫龙临死时化为
紫气，唤来女儿蛟龙，让她阻止大禹治水。
于是到了 6 月，蛟龙兴风作浪，淹没了万顷
良田，人畜死伤一片。大禹站在黄河岸边，

看着眼前的灾民无家可归，连连叹息，不知
所措。这时，旁边有一老石匠向大禹献计：

“锁蛟急如火，我愿献石锁。”于是大禹将蛟
龙用大石锁锁在龙门出口的河心巨石上，
从此黄河岸边一片安宁。

大禹一边治水，一边帮助沿岸人民发
展生产。有一天，有只大雕来到大禹身边，
对他说：“栽桑树，养金蚕，能致富。”大禹听
后即刻动员先民们在错开河两岸山上栽植
桑树，以这样的方式弥补父亲当年治水的
失误。3 年之后，错开河两岸绿意盎然，人
人采桑，家家养蚕，两岸人民生活渐渐富裕
起来。为了纪念鲧和禹，人们将此地取名
为“桑树坪”，并称这一美丽故事为“禹王植
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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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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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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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献有不少夏代战
争的记载。《墨子》中记载，“禹征三
苗”，最终将“三苗”驱赶到丹江与
汉水流域。《竹书纪年》 明确记
载：“益干启位，启杀之。”《史
记·夏本纪》还说：“有扈氏不服。
启 伐 之 ，大 战 于 甘 。 将 战 ，作 甘
誓。”另据史书记载，孔甲继位后，

“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史称“孔
甲乱夏，四世而陨”。《左传·昭公四
年》载 ：“ 夏 桀 为 仍 之 会 ，有 緍 叛
之。”……

有战争就会有军队。中国古
典文献中记载夏王朝已经有了军
队。夏启在发动与有扈氏的战争
前，就对军队的将士们发表演说，
足以证明夏朝拥一支能征善战的
军队。有学者估算夏代的军队规
模不会太大，敌我双方参战人数不
会超过 1万人。夏朝规模最大的战
争应该是商汤灭夏的鸣条之战，这
是一场商兴夏亡的生死大战。此
战商汤共投入战车 70辆、军队 6000
人，最终打败了夏桀的军队。

虽然我们文献上关于夏代军
队的资料不多，但是与夏代战争
有关的箭镞、石矛、石戈、石刀
等可能为战争用的武器却不乏考
古 发 现 。 从 这 些 遗 物 上 不 难 看
出，夏代军队的武器装备以远射
程的弓矢和戈、矛等兵器为主。
已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的武器以
石质的镞类最为常见。在登封王
城岗龙山文化遗存出土的石镞造
型有三菱形，当属当时的远程武
器，用于攻击外敌。

新砦二期遗存出土的有石镞、
骨镞、石矛等武器，说明新砦二期
时，不乏战争的发生。在远射武器
当中，个别大型的石矛，体形硕大，
超出了正常使用的范围，有可能是
仅作为仪仗用的礼器。二里头文
化的兵器有镞、戈、矛等，除石质外
也有骨质的。二里头文化还出土
有铜制的铜镞，说明夏代晚期制作
武器的材料更加广泛了。

这里特别要说一说戈。戈是
横装在一侧的单尖双刃利器，夏代
主要是步兵作战，用戈啄击，能够
收到最大的杀伤效果。除了石戈
之外，夏代开始出现铜戈，夏代青
铜戈的形态与石戈近似，表明它们
功用相同，只是青铜戈更具杀伤
力。此外，在夏文化遗址中，多见
骨矛、石矛，形制多样，多磨制得光
滑锋利，是典型的夏代武器。

在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禹
县瓦店等遗址，均见有“乱葬坑”，
即把死者投入灰坑当中，死者无一
件随葬品，且身体常常做扭曲状，
可以想象当时惨遭杀害并被随便
丢弃在灰坑中的场景。这些“乱葬
坑”内的死者，除同族成员外，不排
除有一部分是外来敌人。

位于陕西省韩城市市郊的周原村，是
一座中国传统古村落，相传有几千年的历
史，是中国最早种植小麦的地方。

周 原 大 禹 庙 ，是 该 村 最 为 著 名 的 遗
存。它是全国年代最久、保存最完整的一
处禹王庙，1996 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 这 座 大 禹 庙 始 建 于 元 大 德 五 年（公
元 1301 年），距今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在
明 清 时 期 ，此 庙 多 次 重 修 、扩 建 和 增 建 。
现存主要建筑为中轴线上的山门、献殿和
正殿，还有西厢房和后偏殿。”周原大禹庙
管理处工作人员高兴向记者介绍。

走入大禹庙正殿，寂静的环境和幽暗
的光线使得整个大殿神秘而肃穆。正殿

面阔 3 间，皆有在砖基上建造的 3 组装饰
华丽的木神龛。这些神龛制作得非常精
致，每个神龛有二龙戏珠的透雕或浮雕。
龛顶作藻井，出檐为一排，龛内 5 排，每排
28 格，一共有 168 幅图画。藻井全部都是
彩色绘画，内容为花鸟人物，绘画技法为
工 笔 粉 彩 ，色 彩 绚 丽 ，线 条 细 腻 ，生 动 形
象，栩栩如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神龛内有 3 组彩塑神像，高达 2.5 米的
禹王坐像居神龛中央。只见他头戴垂帘
皇冠，手执笏板，面容端庄而威严。禹王
坐像完全保持了元代初建的形态，色彩饱
满、亮丽，经过了 700 多个春秋，依然明艳
如初。大禹坐像左右两旁各有一尊侍者
塑像，每尊高均为 1.67 米。

在大殿东侧是黑虎灵官（民间称为三
头六臂巨灵神，传说当年大禹治水时，它
曾 辅 佐 过 大 禹）塑 像 。 黑 虎 灵 官 高 2.45
米，面目狰狞，怒目圆睁，手持各种法器，
脚踏恶蛟，降妖除魔，护佑黎民。黑虎灵
官两旁的侍从头戴花冠，眉清目秀，表情
祥和。

正殿内东西两面山墙上的巨幅彩绘壁
画“郭子仪单骑见回纥图”和《西游记》“孙
悟空收降红孩儿”，是大禹庙中最出彩的
亮点。“据考证，这两幅巨型壁画为明代所
绘，距今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其颜料、技
艺堪称一绝。据介绍，即使使用现代的颜
料作画，也保存不了这么长时间。”高兴对
记者介绍说。

大禹庙大禹庙

在大禹治水的伟
大历程中，开凿龙门无
疑是最富激情、情节最
复杂、令后人最为关注
的片段。

龙门（又称禹门）
是黄河的咽喉，位于陕
西省韩城市与山西省
河津市交界的黄河峡
谷出口处。此处两面
大山，黄河夹其中，河
宽不足 40 米，河水奔
腾破“门”而出，波涛滚
滚，一泻千里。

开凿龙门，自古以
来就是治理黄河的枢
纽工程。在这里，神话
与现实互相交织，大禹
治水的精神在人们的
祭祀和怀念中得到发
扬和传承。

8 月 13 日，寻禹·
探源全媒体报道组来
到龙门，探寻当年大禹
开凿龙门的踪迹和大
禹治水精神带给人们
的影响。

鱼跃龙门

开凿龙门

禹庙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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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经龙门，河道渐狭，河水千回百
转，奔腾澎湃，激山为浪，人称“禹门三汲
浪”。禹门出口处，宽百余步，水流湍急，波
涛汹涌，称为“平地一声雷”。

这里自古就是晋、陕交通要隘，兵家必
争之地：公元前 645 年，秦晋韩城大战，秦从
禹门东渡击晋，虏晋惠公；唐高祖李渊曾于
隋大业年间（616 年）从禹门渡黄河取关中；
宋靖康元年（1126 年），金将娄宿曾越龙门

冰桥取陕西；明末李自成亦曾由此东
渡直捣幽燕，推翻了明代王朝。

兵家要地，也是大禹治水最为出
彩 的 地 方 。 后 世 为 纪 念 大 禹 治 水 功
绩，在龙门口建大禹庙。大禹庙始建
年代暂无可考，据清光绪版 《河津县

志》 载，三国魏明帝时曾重修大禹庙并立
碑，唐至清均有重修增建。大禹庙原有
东、西禹庙之分，秦晋各一，隔河守望。
东禹庙位于河东，依山而建，错落有致，
建筑雄伟，戏台、香亭、献殿、明德殿雕
梁画栋，极为壮丽。1941 年，东、西禹庙
遭到日寇炮轰，千年胜迹毁于一旦。

1949 年后，国家在大禹庙遗址上先后
建设了铁索桥、公路桥、铁路桥和禹门口提
水工程。2012 年，为了传承大禹精神，弘扬
龙门文化，龙门村于村内重建了大禹庙。

如今禹王庙原址仅剩大禹庙遗址纪念
亭。纪念亭上有一处禹王洞，洞口一副对
联分外醒目：“凿山挥斧飞起禹门三汲浪，
化鲤成龙传来平地一声雷。”

禹王洞为上下两层，深 120 余米，面积
约 600 平方米，包括大禹文化、地宫文化、天
宫文化三大主题。其中，大禹文化主题由
崇伯治水、大禹出生、铲除水神、应龙相助、
镇压水怪等 12 组群雕组成，呈现禹凿龙门
之艰难历程，彰显鱼跃龙门的不朽精神。

这组群雕由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张淑
香历时 4 年创作完成，极具艺术观赏性。张
淑香和丈夫许锁良舍弃生意，专注传播大
禹文化，用心经营和守护禹门洞，成为一段
佳话。“我们在 30 年前，把做生意的资金全
部投入到禹王洞群雕事业上，通过雕塑的
艺术形式，把大禹治水的过程体现出来，让
人们不忘这段与大自然搏斗的历史，弘扬
大禹精神。”许锁良对记者说。

治水群雕

龙门远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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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龙门山原来是一座大山，和吕梁
山的山脉相连，挡住黄河的去路，使黄河水
到此折回，把上游的孟门山都淹没了。禹
把龙门山开辟为二，像两扇门，让河水从悬
崖峭壁间奔流而下。

“禹凿龙门”的故事在黄河中游两岸被
世世代代传颂。传说大禹带领万民挑走了
积石山的乱石，疏川浚河，历经千辛万苦，
排除千难万险，将河水引到龙门山。但眼
前高耸入云的龙门山横亘绵延，挡住了黄
河的去路。大禹登上山顶，看到了他的父
亲鲧因错开河道治水失败的遗迹，又看到
无边无际的洪水淹没了山脚下大片的农
田，便决心开凿龙门。

大禹在龙门山相公坪召集能工巧匠商
议开凿龙门之事，大家纷纷献计献策，齐心
支持大禹的设想和主张。

人心齐，泰山移。大禹一声令下，身先士
卒，带着族人挥舞石斧、骨铲、耒耜，齐心协
力，开山凿石。谁知他们辛辛苦苦挖了一天，
好不容易挖开缺口，可第二天缺口又长平
了。大家并不气馁，继续挖。但是，你向下
挖，它朝上长，一连多天都是这样。大禹只好
暂时停工，打算向附近居住的百姓了解情况。

这天，大禹在山上遇见了一位身穿黄
袍的老人，便问道：“请问老者，这龙门山怎
么挖了还能长呢？”老人神秘地向脚下一
指，说：“此山乃龙门山也！”老人把“龙”字

说得特别重。大禹听了恍然大悟，原来这
阻挡黄河入海的大山竟是一条巨龙！大禹
刚要拜谢，那老人却不见了踪影。大禹心
生一计：只有连续挖山，不给巨龙喘息的机
会，才能达到开山的目的。于是，他又召集
族人，说明实情，并发动大家不分昼夜、不
避风雨，连续不停地开凿，不让巨龙有填平
缺口的机会。就这样，巨龙终于被拦腰斩
断了，黄河之水像久困的猛兽一样，冲出龙
门，浩浩荡荡，一路向前，汇入大海。

从 此 ，黄 河 流 域 百 姓 才 得 以 安 居 乐
业。“禹凿龙门”的伟大壮举，既给韩城先民
创造了优越的生存条件，又给后世留下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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