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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会宁人。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高级工程师、

高级职业指导师、副研究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

肃日报》特约撰稿人，兰州财经大学书画协会主席。作

品有诗集《乡关》、专著《商论》、散文集《灵魂的花朵》等。

迄今为止，距大禹治水已有4000多年历史。从先

秦时起，华夏民族就把大禹治水视作历史上曾经发生

过的真实重大事件。到了现代，学者们则大多视其为

神话传说。

无论是神话还是历史，大禹治水无疑是我国古代

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演化进程中发生的一场规模宏

大、地域广阔、成效显著、影响深远的大事。他的丰功

伟绩，数千年来被后世所传颂，其事迹在《尚书》《山海

经》《论语》《淮南子》《墨子》《史记》等文献中均有记

载。大禹治水呈现的不仅是一种与其个体相关的历史

功绩，而且给后世华夏子孙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大禹治水的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和象征，也

已然内化为中华民族魂。大禹治水精神直到今天仍然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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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时代，洪水一度给华夏居民生存造成巨大威

胁。据《尚书·尧典》记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

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当时，尧舜部族联合体被围

困在山陵之上，农田被淹，遍地饥荒，万民一片哀叹。

在大禹之前，台骀、后土、鲧等前辈就已尝试过治

水，特别是禹父鲧的治水经历为禹之后的治水提供了

极为宝贵的经验。《尚书·尧典》记载，为战胜其时前所

未有的大洪灾，在尧舜部族联合体议事会上，尧询问谁

能领导万民治理洪水，“四岳”（部落首长）均推荐了

鲧。尧担心鲧不能担当此等重任，四岳则规劝尧不妨

一试。于是，尧即任命鲧领导万民治水。从此，鲧历经

九年治水，并盗取天帝的息壤阻拦洪水，未能成功，却

激怒了天帝。天帝令火神祝融处死了鲧。鲧被杀后，

尸体一直未腐烂。天帝害怕鲧复活，就派人用刀划开

鲧的肚子。传说从鲧的肚子里飞出了一条龙，直上云

霄。这条龙就是鲧的儿子禹。

鲧死后，洪水继续泛滥，一直持续到舜帝时期。

禹，亦称大禹、夏禹、戎禹，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尧死

后，舜继任为部族联合体首长。四岳建议舜“举鲧子

禹，而使续鲧之业”。舜帝遂委派禹继续治理洪水。天

帝也把息壤送给禹，帮助他治水。

《庄子·秋水篇》中有如是说法：“禹之时，十年九

潦。”大禹治水的起因有二：一是传说中的“水害”共

工。《淮南子·本经训》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

空桑。”《尧典》中也提到了反叛者共工。据说，共工撞

折了连接天地的支柱不周山，从此天倾西北，水流东

南，洪水到处涌流。二是这次空前的洪水灾害，范围

广，持续时间长，灾情相当严重。现代天文学资料也佐

证，距今4000年前的确因九星地心会聚引发了各种自

然灾害。在这些灾变中，尤以洪水为大。若以现在的

地质图作对照，正好与全新世黄河在下游泛滥形成的

冲积扇大致相合。

古雍州、梁州（今陕、川两省和甘、青的东部）是大

禹的出生地和老家，也是大禹治水追根溯源之所在。

《史记·六国年表序》曰：“禹兴于西羌。”《集解》中也说：

“孟子称禹生于石纽，西夷人也。”《吴越春秋》进一步指

出：“鲧娶有莘氏之女……产高密（即禹），家于西羌，地

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

大禹“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入于沧海……”“导河

积石”之地，即今天的甘肃临夏县北，至今在临夏境内

有大禹支锅石、背篼石等传说。黄河流经此地，又名

“积石峡”。《水经注》记载，“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

“导渭水东北至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泾水现称

泾河，渭水最大的支流。泾河发源于宁夏回族自治区

泾源县西南六盘山下老龙潭，由西北流向东南，经过宁

夏、甘肃、陕西，至高陵县泾渭堡东北入渭河。《诗·小

雅·信南山》云：“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大雅·文王有

声》又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此处，所谓的南山即指

终南山，丰水即指沣水，都在今陕西西安市南。由上述

说法可见，禹治水的足迹遍布于陕甘大地。在西倾、朱

圉、鸟鼠、岷山、弱水、合黎、流沙、黑水等甘肃境内20多

处地方都留有大禹治水的传说和足迹，彰显了他的治水

功绩及对后世秦陇之地产生的巨大影响。禹因治水有

功，人民都感念他的功德，舜把帝王的位置禅让给他。

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以疏为要 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江河畅通

洪水是产生治水之神的基础。大禹治水的传说处

于我国历史与文化的起源时期。“大禹治水”虽为传说，

但其中包含着重要的“史实素地”。记载大禹治水的典

籍有《尚书》《诗经》《左传》《国语》《论语》《庄子》《孟子》

《吕氏春秋》等，内容记载较为完备的是《史记》。

禹受命治水后，为了彻底战胜水神共工，杜绝水

患，他在茅山召集众神，商讨计策。在皋陶、弃、契、伯

益等人的配合与协助下，在治水方法上吸取了鲧治水

的“壅防百川，堕高堙卑”的失败教训，反其道而行之。

他把“堕高堙卑”的方法改为“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即

疏通河道，开导川流阻滞，并利用泽、薮、洼地来蓄积洪

水，既可防洪，又可为干旱季节提供水源，以供农耕和

饮用。《诗经·商颂·长发》记载：“洪水芒芒，禹敷下土

方。”传说大禹把息壤撒到洪水中，水中迅速出现陆地，

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高山。还有个说法是，大禹治水

时，让神龙走在前面，拿它的尾巴画地，尾巴划过的地

方就形成了河床。他还让一只黑色的大乌龟背着青泥

走在后面，将太过深邃的沟壑填平。即使这样，大地之

上的河道依然不很畅通，大禹便开挖河道以疏通流水。

禹治水有其整体规划。他摒弃了以往那种修堤筑

坝、“以邻国为壑”的治水方法。对于不能配合治水的

三苗，禹为“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进行了征伐并

取得了胜利，此举不仅有利于治水规划的推进，对于促

进民族融合也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他在江汉、江

淮地区“通三江五湖”，使治水的整体规划得以全面付

诸实施。

大禹首先治理的是黄河。在神话传说中，黄河发

源于昆仑山东北角，流出昆仑山之后，受今甘肃境内的

积石山阻挡无法前进。大禹在山脚下凿出一个大洞，

使黄河水顺利穿过了积石山。这个洞后来被称为“石

门”。河水从此涌出，经过一片原野，来到龙门山。在

古代，龙门山和吕梁山连通，位于今陕西省和山西省交

界地，完全挡住了黄河水流，在此地形成一片汪洋。大

禹使出神力，凿断龙门山，为河水开出一条通道。因被

凿断的龙门山如同两扇大门，故禹将其命名为龙门

山。传说每年江河湖海里的鲤鱼都要沿黄河逆流而

上，来到龙门山前。能够穿过这段河道的就成为龙，失

败者还是鲤鱼。我国民间“鲤鱼跃龙门”的吉祥语起因

于此。至今，在民俗剪纸、绘画中，“鱼跃龙门”也成为

常见图案，寓意学子高中、事业飞黄腾达。

黄河水冲出龙门山进入河南后，又遭到砥柱山阻

挡。禹在此山上一口气凿出三个缺口，形成神门、鬼

门和人门，合称三门，这就是现在的三门峡。从此，黄

河一路顺畅，穿越华北大平原，浩浩荡荡，奔向东海。

治理完黄河，大禹又奔走在中国各地，着手治理其他

河流。

大禹当时治水的地域几乎遍及九州。自大禹治

水，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遂生高台。古荆

州、扬州、徐州，今湖北省及以东的长江流域和淮河流

域，也是当年大禹治水经常巡视和进行重点工程的地

区。《孟子·滕文公上》称禹曾“决汝、汉，排淮、泗，而注

之江”。《淮南子·精神训》记：“禹南省，方济于江，黄龙

负舟。”《水经注》述：“龙巢，地名也。昔禹南济江，黄龙

夹舟……故水地取名矣。”龙巢在今湖南华容县和湖北

监利县间，可见大禹又在长江中游一带巡省。《吕氏春

秋·音初》：“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

土。”涂山，在今安徽省蚌埠市西的淮河南岸。禹“巡省

南土”，更到达长江下游一带。故墨子总结说：“古者禹

治天下……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以利冀州之

民……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庄子·天下》也引

墨子说：“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

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贡》叙述大禹治理洪

水后，“九川攸同，四奥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

既陂，四海会同”。

禹治水吸取了前辈台骀、后土，特别是鲧治水的经

验，他“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

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因而，禹之治水，集合了前世

的智慧，顺应百姓之心愿，救民于水火，足迹遍布华夏

九州广阔地域，获得了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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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为民、公而忘私的“劳动英雄”大禹劳而忘身，

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为民兴利除害，历尽艰辛，功勋卓

著，受到后世广泛而热烈的称颂。《史记·夏本纪》载：

“（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他始终

奋战在治水第一线。《庄子·天下》载：“禹亲自操橐耜”

“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蜀万国。禹大圣也，

而形劳天下也如此”。《李斯列传》描写他“手足脐抵，面

目黧黑”。《越王无余外传》记载：“禹劳身苦思……闻乐

不听、过门不入、冠挂不顾、履遗不蹑。”《吕氏春秋·爱

类》称：“勤劳为民，无苦于禹者矣。”正是由于他不辞辛

劳，足迹遍布全国，才得以获治水奇功。《吕氏春秋》曾

历陈禹之辛劳，“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说明在

战国时代，已有记载禹治水功绩的金石文字。由于大

禹治水符合当时各部族民众的愿望，响应广泛，得到四

面八方部族首领、职官、贤人的支持。《战囯策·齐四》

谓：“禹有五丞。”《吕氏春秋·求人》记载：“得陶、化益、

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国语·周语下》也有记

载，禹治水时共工之从孙四岳佐之，意即炎帝部族共工

的后代前来帮助黄帝部族的大禹治水，体现出人心所

向。大禹治水充满着“战天斗地”的昂扬精神，他被后

世塑造成大智大勇、公而忘私、高度理想化的神。也唯

独大禹，不仅被夏、商、周三代所缅怀赞颂，而且也得到

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的一致肯定，同时被后世传颂不

息。大禹的丰功伟绩，折射出大禹近乎完美的人格和

高尚的品德，并因之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楷模。

科学治水、遵循规律的杰出典范。在治水过程中，

大禹因势利导，导源开流，探索科学治水方法。他从调

查研究入手，在弄清高山大河的地势和走向的基础上

全面规划，从整体上制定了治水方案和具体措施，创造

性地提出了“疏川导滞”的疏浚、排洪、治水的总体策

略，带领民众“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打破了条条块

块的分割，从源到流，全面治理。大禹治水包含着丰富

的因势利导的科学精神。禹治水所取得的功绩，首要

在于规划并疏通了黄河的走向和河道，凿龙门，决伊

阙，使之注入大海。同时，又“决汝、汉，排淮、泗”，使之

注入长江，然后入海。中原地区的江河湖泊，经过禹的

治理后，消除了“水逆行，泛滥于中国”的严重威胁，人

民得以“平土而居”，从事农业生产，即所谓“民乃粒，万

邦作”。《孟子·滕文公上》称禹治洪水，“然后可得而食

也”。春秋时期，有刘定公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

微禹，吾其鱼乎！”。在刘定公看来，若无大禹治水，那

将会是“人或为鱼鳖”了。《庄子·天下》也称赞道：“禹，

大圣也。”《史记·河渠书》评价道：“九川既疏，九泽既

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所谓“功施于三代”即是说

大禹治水的成功，为夏、商、周三朝代的物质文明奠定

了基础。

大禹治水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和象征。禹

在治水过程中，走遍东西南北各地，遂依据地形特点，

把当时的天下划为九州。《左传·襄公四年》记周太史辛

甲之言：“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墨子·尚贤上》述：“禹

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自此始，人们无不

对禹治水的功绩交口称赞，称他为“大禹”，意即“伟大

的禹”。禹治水所取得的成功，安定了人民生活，促进

了民族融合，标志着华夏民众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有

了飞跃性进步。中国大禹治水不仅彰显了个体的历史

功绩、展示了一种历史现象，而且它还留给后人宝贵的

精神财富。由此形成的以人为本、公而忘私、吃苦耐

劳、民为邦本等为内涵的大禹治水精神，成为中华民族

精神的象征，如今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

部分。大禹治水的成功，为古代国家的产生与华夏民

族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地域、较好的环境条

件和必要的物质基础与思想基础，开启了一个新的时

代。大禹治水精神对中国古代社会与中华文明的发展

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水经注·浙江水》记载，大禹死后，相传葬于会稽

山。他的坟墓所在地，春天常有鸟来除草，秋天常有鸟

来啄秽。至今我国到处都有关于大禹的遗迹和传闻，

现在人们每年都在大禹陵等地进行祭祀活动。绍兴的

“大禹祭典”早在2006年被国务院确定进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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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中西交流大道咽喉的敦煌石窟,历时千年,拥

有的宝藏无法计算。当今世界上哪里还有更庞大、更

丰厚、更浩瀚的文化遗存?总括算来,壁画四万五千平

方米,塑像三千余身,藏经洞出土的绝无仅有的中古时

代文物五万余件,数量之巨,匪夷所思。而遗书件件都

是罕世奇珍,壁画幅幅都是绝世杰作!若把这些壁画

按照两米高连接起来,可以长长地延绵二十五公里!

而且在历代不断重修中,有的壁画下面还潜藏着一

层、两层,甚至更多,愈在里层的愈古老珍贵。将来的

科学技术肯定能叫我们看到更加绚丽多彩的奇观,

将来的敦煌学者肯定能叫我们更深广又切身地受益

于敦煌。

然而,任何一个学者都会感觉到整个敦煌文明的

浩大无边,也会感到每一个具体学科的深不见底。它

像一个世界那样,充满着未知的空白与无穷的神秘;对

于它,我们已知的永远是远远小于未知。那些在敦煌

把一头黑发熬成白发的学者们,最终会发觉自己以

毕生努力占有的无非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小岛或几

块礁石,从而深深地发出人生的浩叹,生出一种文化

的敬畏!

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和最辽阔的文化官殿之一,其

价值无可比拟,它所给予我们的启示,远远超出了艺术

和文化本身。它的创造者是千千万万中国各民族的

民间画工,给它贡献精神素材和创作激情的却是万里

丝路上所有的国家和人民。

每当我们回首人类最初相互往来的丝路历史,总

不免深切地受到感动。你站在这道路的任何一个地

方,向两端望去,都是无穷无尽。一道穿越欧亚非三洲

的无比深长的路呵!即使在今天,也很难徒步穿越那些

深山大川、茫茫大漠、万里荒原,然而,人类却是靠着这

样坚韧不拔的步履,从远古一步步走入今天的强大。

这条路是脚印压着脚印踏出来的,而每一个脚印都重

复着同样的精神。如果人类在将来陷入迷失,或对自

己有什么困惑,一定能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中找到答案,

并因此心境豁朗,昂首举步向前。

历史是未来最忠实的伴侣。这条曾经跨洲的最

古老的丝路,不会只躺在这荒漠上被人遗忘,它必定

还存在于地球上所有人对未来的祈望与信念中。它

永远是人类的骄傲之本、自信的依据与历史的光

荣。这一切又全都折射和永驻在绚烂迷人的敦煌石

窟中。

如果你静下心来,一定能从莫高窟五彩缤纷的窟

壁上听到历史留下的雄浑凝重的回响。它告诉你:人

类长存的真理,便是永远不放弃交流,并在这不中断的

交流中,相互理解,相互给予,相互美好地促动。

能够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并使我们深深感动的地

方,才能被称为人类的文化圣地。它一定是人类的敦

煌。它必定是永远的敦煌。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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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宁波。中国

当代作家、画家、社会活动家。主要作品有

《画外话丛书·冯骥才卷》《冯骥才散文自选

集》《神鞭》《雕花烟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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