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流砥柱是一座小石岛，在三门峡下
游河心矗立，黄河上的艄公又叫它“朝我
来”。冬天水浅的时候，它露出水面两丈多
高；夏天汛期到了，它只露出一个尖顶。千
百年来，无论风浪再高，它总是挺立在急流
当中，毫不动摇。

三门峡有句谚语，“古无门匠墓”。意
思 是 说 自 古 以 来 ，门 匠 死 后 没 有 葬 身 之
地。门匠就是艄公，艄公非常熟悉当地的
水情地势，过往船只行经这里，就要请他们
掌舵领航，撑过急流险滩。干这行当的人
往往会葬身水底，连尸骨也捞不到，当然也
就不需要坟墓了。

三门峡北岸山上有座禹王庙，庙院里
安放了一对铁鹅，庙里的和尚说这对铁鹅

能预测行船的吉凶。如何预测呢？原来铁
鹅背上有个小圆洞，船工们问行船吉凶，就
把钱投在小洞里。钱落进铁鹅肚里，如果
它不叫唤，这天船过三门就平安无事；如果
它“呱呱”地叫几声，这天就不能行船，硬要
行船，必遇凶险。

其实，这是和尚们设的一个局：铁鹅肚
里有机关，他们每天只需察看天色风向，如
果天气不好，就让铁鹅叫唤几声；如果风和
日丽，就不让它叫唤，这种办法大多时候都
很灵验。

有一天，几条装满货物的船行至三门
峡。一位老艄公带着船工们到禹王庙进香
许愿，祈求禹王保佑平安过三门。船工们
叩头以后，把钱丢进铁鹅肚里。和尚看当

时天气很好，就没让铁鹅叫唤。但天有不
测风云，这批船刚驶向下游，突然狂风大
作，紧接着下起瓢泼大雨，河谷里白浪翻
卷，看不清水势，辨不明方向。

正在危急时刻，只听老艄公大喝一声：
“掌稳舵，朝我来。”说完他就跳进惊涛骇浪
之中。船工们在老艄公声音的指引下，把
船行到安全地带，但返回上游寻找老艄公
的时候，发现他已变成了一座石岛，昂头挺
立在急流当中，他所在的地方恰巧是没有
暗礁的河道。

老艄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永远屹立
在河道里，为过往船只指引航向。从此，人
们 把 这 座 具 有 航 标 性 质 的 石 岛 叫“ 中 流
砥柱”，也叫“朝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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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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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的音乐和舞蹈

三
门
峡
篇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
中 记 载 ： 禹 立 ， 于 是 命 皋 陶 作

《夏龠》 九成，以昭其功。在 《竹
书纪年》 中记载了夏启十年巡狩
时曾舞 《九韶》 于天穆之野的场
景，命令乐工演奏 《九歌》，现场
有“万舞翼翼，章闻于天”。《楚
辞·离骚》 说：“启九辨与九歌
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 也
说 ：“ 启 棘 宾 商 （帝）， 九 辨 九
歌。”……

从上述古籍文献可以看到，夏
代一直都有音乐与舞蹈的记载，考
古学发现也基本上与古籍记载相
符。从陶寺、王城岗、瓦店、新砦文
化直到二里头文化的整个考古学
文化遗存中，已出土不少夏代的音
乐遗物，以质料划分，有骨器、陶
器、石器和漆器等；音乐器类有磬、
铃、口簧等。

陶寺遗址曾出土一套音乐器
具，有陶寺晚期的骨质口簧（原报告
称为“发卡”），又有与之相配套的铜
铃。在新砦遗址出土有石磬残块和
保存完整的陶铃等乐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晚期
乐器最为丰富。其中，重要的有
陶鼓、陶埙、铜铃等。下面分别
介绍之。

石磐，虽然经过磨制，但是所
打制的凹面并未磨平，鼓与股分
明，股部短阔，而鼓部狭长，悬起时
鼓部下垂，底边略有弧曲。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漆鼓，束腰
长筒状，通长 54 厘米，朱红漆；陶
埙，橄榄形，中空，一端和一侧有
孔，吹之有声。

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编号为
81YLVM4:8 的铜铃，素面，通高
8.5 厘米，周壁厚 0.5 厘米，顶部
中间有两个方穿孔，夹一窄梁，
一侧出扉，出土时已破碎，上面
附 着 麻 布 ， 放 置 墓 主 人 胸 腰 之
间，与兽面铜牌距离很近；编号
为 M57:3 的 铜 铃 ， 正 视 呈 梯 形 ，
顶与口部呈椭圆形，两侧面有梯
形，凸棱为边框，单扉，顶之中
央有一长方形镂孔，桥形小纽，
横跨其上，通体绿锈。

在二里头遗址出土时至少包
裹有两种纺织品。在出土的绿松
石龙形器上，其腰部置有铜铃一
件，铃内有玉质铃舌，铜铃表面黏
附一层红漆皮和纺织品印痕。

此外，在驻马店杨庄遗址曾出
土一件陶鼓形扁壶，圆口细颈，扁
腹，圈足，腹面周围饰三周联珠纹，
象征鼓钉，中央饰斜方格纹，象征
蒙鼓的皮革（鳄鱼皮），陶壶通高约
19.3厘米。

夏代声乐振振，余音绕梁，使
人们似乎听到了夏代迷人的音乐，
看到了如梦如幻的夏代舞蹈。

禹开三门的故事虽然浩气凛然，但毕
竟是一个传说，反映了人们勇于与大自然
抗争的不屈精神。

治理黄河的真正壮举，是新中国成立
后“万里黄河第一坝”的横空出世。

三 门 峡 水 利 枢 纽 工 程 于 1957 年 4 月
13 日，举行开工典礼；1958 年 12 月，提
前 17 天截流成功；1960 年 9 月，实现下
闸蓄水；1961 年 4 月，比原定工期提前 1
年 10 个月，主体工程宣告竣工。3 年多秣
马厉兵，1000 余个夜以继日，这座肩负
光荣与梦想的“万里黄河第一坝”，以主
坝 长 713 米 、坝 顶 高 程 353 米 、最 大 坝 高
106 米的大型混凝土重力坝的身姿，在滚

滚洪流中巍然崛起。
三门峡水利枢纽建成投运后，先后进

行了两次大的改建和 3 次调整水库运用方
式，成功研制了多种新材料、新工艺，建设
者提出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 7200 多项，
被誉为“新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摇篮”。

建 成 至 今 ，三 门 峡 水 利 枢 纽 在 防 洪 、
防凌、灌溉、供水、发电、调水调沙等方面
持续发挥巨大作用，抵御了 6 次洪峰流量
大 于 1 万 立 方 米 每 秒 的 大 洪 水 ，战 胜 了 6
次影响黄河下游防洪安全的凌汛。水库
运用方式经过“蓄水拦沙”“滞洪排沙”“蓄
清排浑”三个阶段，特别是“蓄清排浑”运
用方式的成功探索，使库区泥沙达到年内

进出库平衡，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为
世界河流泥沙治理和水利科技研发提供
了“试验场”，在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中贡献
了“三门峡力量”。

在三门峡水利枢纽博物馆，记者通过
观看当年施工文献资料、听取讲解，禁不
住 感 慨 这 项 工 程 施 工 之 艰 、投 入 人 力 之
多，中华儿女与大自然抗争的智慧、力量
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讲解员所说，这项
治黄壮举将永垂史册，“三门峡水利枢纽
工程是一部人民群众不断探索、认识、掌
握治黄规律的实践史，也是一部传承大禹
治水精神、与洪水泥沙顽强斗争并不断取
得胜利的奋斗史”。

三门峡远眺三门峡远眺

滔滔黄河从青藏
高原奔腾而下，蜿蜒
于中国北方，百折千
回写下一个巨大的

“几”字。
在“几”字弯最后

一个峡谷中，被誉为
“万里黄河第一坝”的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
耸立于大河之上，见
证了中国人民治黄的
峥嵘岁月，镌刻着黄
河安澜、国泰民安的
丰功伟绩。

在与黄河数千年
抗争的历史中，禹开
三门的传说在中原大
地家喻户晓，勇于抗
争、敢于改造自然的
大禹治水精神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人。

8月中旬，寻禹·
探源全媒体报道组来
到三门峡，探寻大禹
历史传说的点点遗
迹，感受人类治理黄
河的伟大壮举。

中流砥柱

禹开三门

治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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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门 峡 不 仅 拥 有 庞 大 的 水 利 枢 纽 工
程、丰富的大禹治水文化，更拥有辉煌
灿烂的仰韶文化。8 月 15 日，记者来到三
门峡庙底沟博物馆，近距离感受仰韶文
化最辉煌的时期——庙底沟时代。

距今 6000 年左右，仰韶文化迎来庙底
沟时代。此时整个社会农业经济发轫，手
工业日渐繁荣，社会结构不断复杂，大型
中心聚落开始出现。以彩陶为标识的文
化开始向外扩张，东到海岱，西达甘青，北
至燕山广大地区，各种出土文物证明这里
正是中国历史演进的核心区，标志着华夏
文明主体族群确立，早期中国文化共同体
开始形成。

1956 年至 1957 年，在三门峡市陕州古

城南，考古工作者对庙底沟遗址进行第一
次发掘，揭开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神
秘面纱。这个时期的彩陶工艺鼎盛，以红
底黑花为主，有少量白衣彩陶。

“庙底沟类型的彩陶注重颜色和纹饰
的对比，使用了类似于毛笔的作画工具，
有一种独特的节奏感和韵律美。先在陶
坯 体 上 绘 出 图 案 ，再 放 进 窑 炉 内 进 行 烧
制，颜料要耐高温，所以选材较少，一般只
有黑、红、褐、白等几种颜料。”三门峡民协
主 席 、庙 底 沟 博 物 馆 馆 长 王 宏 民 对 记 者
说，庙底沟彩陶最常见的纹饰是花瓣纹，
影响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被称为“庙底
沟之花”。根据不同的形态，它们可分为
叶片纹和双瓣式、四瓣式、多瓣式花瓣纹。

庙 底 沟 类 型 彩 陶 的 纹 饰 以 点 、线 、面
为基本元素，通过连续、反复、对称、共用
等构图方式，组合成多种母题纹样。纹饰
内容通过彩绘之间的留白来表现，分别称
为“阳纹”和“阴纹”。其中，阳纹是用色彩
在 陶 器 上 直 接 描 绘 的 纹 饰 ；阴 纹 也 称 地
纹，是以阳纹为底衬，通过露出来的陶器
底色形成的纹饰。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庙底沟彩
陶的花卉纹以菊科和蔷薇科的花瓣为母
体，可能与“中华”“华山”和“华夏”的得名
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
曾经提出中国史前文明的“重瓣花朵”格
局，这一格局形成于庙底沟时代，豫晋陕
交界一带就是“花心”。

花开中国

大禹公园

关于禹开三门，三门峡地区流传着一
个美丽的传说。上古时候，三门峡一带是
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湖，只有入水口，没有出
水口，湖的名字叫马沟。

当时在湖上撑船的人有句口头禅：“张
店塬开船，魏德岭下船。”张店塬在山西省
平陆县，魏德岭在河南省陕县。这是黄河
两岸最高的两个塬，也是当时的两个码头，
足见当时大湖的水位之高。

传说当年马沟里藏着一条黄龙，经常
吞云吐雾，兴风作浪，搅得马沟的水越涨越
高，淹没了两岸的房屋和农田，老百姓整天
四处躲避，不得安宁。

大禹在天庭看到人间惨象，心里非常
难过，决定下凡治水。他下凡的时候玉皇

大帝送他两件宝贝：一件划水剑，一件开山
斧。划水剑划到哪里，水就流向哪里；开山
斧抡到哪里，哪里就劈出一条河道。

大禹带着两件治水“神器”来到马沟，
爬到山顶察看地势。他发现这里地形西北
高、东南低，便用剑向东南划了几下，水顺
势向东南流去。但马沟没有出水口，水都
聚在东南的一座山下。

大禹抽出开山斧，把大山劈开三个豁口，
水顺着豁口奔涌而下，大山被分成了两座半
岛和两座岛屿：和南岸相连的一座半岛，像一
只张着嘴的狮子，大家叫“狮子头”；中间的两
座岛分别叫“鬼门岛”和“神门岛”；和北岸相
连的半岛叫“人门岛”。大禹劈开了三门，又
抡起斧子，开出了一座砥柱岛，用它来定波镇

涛，从此这个地方就被人们称为“三门峡”。
水道疏通之后，马沟的水一泻而下，原

本一片汪洋的大湖变成了峡谷。这下可急
坏了水里的黄龙，它舞着尖爪，凶狠地扑向
大禹。大禹闪过身子，躲过黄龙的血盆大
口，从侧面将利剑插入黄龙的前胸，顿时鲜
血像喷泉一样从剑口涌出，把两岸的山崖
都染成了红色。

黄龙死后沉入水底，泛滥的洪水立即
消退下去。马沟变成了黄河河道，原来的
湖底露出水面，高处成了塬，低处成了地。
水灾平息了，背井离乡的乡亲们又回到了
三门峡，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乡亲们忘不
了大禹的恩情，在黄河岸边的山上建起了
大禹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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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底沟类型彩陶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璧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