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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是生命的起源，人类文明发祥于河流两岸，河流哺育了人类古老的文明。
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为例，古埃及被历史学家称为“尼罗河的赠礼”；巴比伦文明产生于幼发拉底河
、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印度文明又称为印度河文明、恒河文明；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被人们亲
切地称为母亲河。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历程中，黄河孕育了华夏文明，哺育了中华民族的成长，塑造了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民族品格。
黄河承载着无与伦比的文化价值，黄河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与象征。
黄河在山东流经9个市25个县（市、区），全长628公里。
有800多公里黄河堤防，保护着沿岸城乡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有63座引黄涵闸，年均引黄
河水近70亿立方米，保障着11个市68个县（市、区）的生产、生活及生态用水。
实践告诉我们，不仅黄河水已经成为山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与山东经济社会的发展
关系密切，而且，以黄河水为载体的黄河文化也已经成为重要的资源，与山东的生态文明建设、旅游
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等关系密切。
可以说，黄河水流到哪里，哪里就富裕繁荣，哪里的文明程度就得到提升。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黄河山东段的文化资源同样是分布广泛、内涵丰富，具有厚重的底蕴和牢固的根基。
以1855年铜瓦厢改道所形成的现行河道而言，就有着厚重的传统历史文化积淀。
特别是1946年人民治理黄河以来，黄河两岸又积累了丰厚的革命历史文化，取得了黄河伏秋大汛60余
年岁岁安澜的辉煌业绩。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首次出京，就来到山东黄河视察，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亲临山
东黄河。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都曾先后到山东黄河视察。
现在，黄河山东段已经立起了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纪念碑、高村黄河抢险纪念碑、刘邓大军
强渡黄河纪念碑，修复了黄花寺合龙碑，建成了东明黄河历史文化苑、培修金堤纪念亭、泺口百里黄
河风景区、艾山卡口大禹神像、马扎子险工决口“警示钟”、黄河口湿地公园等一批展示和传播黄河
文化的景观；建设了集“防洪保障线、抢险交通线、生态景观线”于一体的黄河标准化堤防。
形成了“团结、务实、开拓、拼搏、奉献”的黄河精神，培养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
忍耐、特别能奉献”的铁军作风。
在黄河下游的主要支流大汶河流域，有闻名中外的大汶口文化，有被誉为“南有都江堰，北有戴村坝
”的戴村坝古水利工程。
这些都是宝贵的黄河文化资源。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的
发展与繁荣。
党的十七大报告系统阐述了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作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部署。
山东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黄河文化建设，提出了建立形成黄河、运河、滨海三大文化产业带的意见
。
《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规划》明确提出：  “建设黄河文化产业带，就是要以境内黄河为轴线，
以两翼广大地区为腹地，与京津及黄河流域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接，整合开发黄河沿线文化资源和民俗
资源，用现代理念进行策划包装，加强沿黄文化产业区域协作，推动文化经济规模的快速发展，成为
文化生产力高度聚集的带状经济区。
”丰富的黄河文化资源，激发了沿黄各级政府弘扬黄河文化、发展黄河文化的热情。
据初步调查了解，菏泽市将黄河风情游列为重点发展的文化旅游项目；聊城市重点发展以黄河水为可
持续水源的“江北水城”生态文化游；德州市将黄河景区列入重点旅游景区，进行规划和开发建设；
济南市重视黄河百里风景区建设，要求“建设沿黄大跨度、大纵深、高水平的生态公园”；淄博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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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南山北水”总体开发战略，正在积极建设国家级黄河水利风景区；滨州市提出了“弘扬黄河文
化，发展黄河产业，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大力拓展黄河文化传播工程；东营市提出建设“黄河水
城”，积极发展黄河口生态旅游。
这一系列设想和正在规划、建设中的项目，必将进一步推进山东黄河文化建设。
 作为山东黄河的主管部门，山东黄河河务局在搞好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的同时，非常重视黄河文化建
设，在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同时，研究、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努力让自然的黄河与文化的黄河生生
不息、日益繁荣。
进行黄河文化建设；'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统一思想、凝聚人
心、集中智慧、鼓舞斗志；有利于不断满足广大职工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职工的精神生活，提升职
工的思想境界和综合素质；有利于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促进黄河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
具体说来，黄河文化建设与黄河工程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黄河经济发展等各项基本工作也是密不可
分、相互促进的。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我们在2008年山东黄河工作会
议上，正式提出了“重视黄河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围绕黄河文化建设进行了广泛调研，制定印发
了《关于大力推进黄河文化建设的意见》，并正式启动了山东黄河文化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首次编辑出版的山东黄河文化丛书，分为《千秋伟业》、《河之思》、《东平湖与黄河文化》、《与
黄河一起走过》、《沧海桑田黄河口》5册，200余万字。
 《千秋伟业》向读者展现的是山东黄河标准化堤防工程建设文化。
这部书收集了散见于报刊、网络中的珍贵资料，图文并茂地记录了黄河职工和沿黄干部群众建设山东
黄河一期标准化堤防的难忘岁月，展示了黄河一期标准化堤防建设的精神，传承了一笔不可多得的文
化财富。
面对突出的迁占矛盾，面对紧张的建设工期，面对艰巨的施工任务，广大建设者负重奋进，“愚公移
沙”，历尽艰辛。
他们敢啃“硬骨头”，敢打“拦路虎”，敢当“排头兵”，甘为“孺子牛”。
他们以自己的事为小，以公家的事为大，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大写人生。
已见雏形的黄河标准化堤防，是一座矗立在社会心目中的丰碑。
它凝聚着黄河精神，展示着黄河儿女“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奋斗
精神和一贯品格。
 《河之思》向读者展示的是维持黄河健康生命和人与河流和谐相处的文化。
这部书是作者张光义近年来从人文科学的角度，对黄河一些现象的思考，对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保护
的思考，对维持河流健康生命、河流的镜鉴作用、人与河流和谐相处以及黄河文化、创新与发展等问
题的思考。
张光义同志喜欢理论探索，常常结合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的实际，从文化的视角去观察和分析黄河，
在天文与人文，自然与社会，具象与抽象，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结合部位提出自己的认识，观点新颖
、辩证，常能给人以启迪。
 《东平湖与黄河文化》向读者展现了东平湖水脉交织纵横的区域特性以及厚重的文化积淀。
这部书以水文化的视角，叙述了黄河、东平湖的历史和现状、治理运用历程、决策思想，展示了黄河
工作者、人民群众治水过程中凝聚的智慧之花和水文化结晶，描绘了区域内丰厚的文物胜迹、绮丽的
自然风光、黄河遗留的文化痕迹，讲述了区域风土人情、与河湖有关的民间故事传说等。
全书以黄河文化为主线，重点介绍了东平湖作为蓄滞洪工程治理运用的文化内涵和特点，具有重要的
文史价值。
 《与黄河一起走过》向读者展现的是山东黄河宣传文化。
这部书是作者张春利30年来在治黄宣传战线辛勤耕耘的硕果。
对于治黄宣传工作，他执著热爱，辛勤采写，笔耕不辍，只身钻进8米深的洞中探摸堤身隐患，乘船
抵近“阎王鼻子”拍摄黄河人海照片，昼夜兼程三千里到四川抗震前线采访，除夕夜奔波在标准化堤
防施工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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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一个见证人的视角，围绕断流话题、汛期内外、治河轶事、为水而呼、黄河流人市场、黄河人的
风采等选题，采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记录了黄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变型的历史，展示了一
幅幅可歌可泣的治河画卷。
 《沧海桑田黄河口》以朴实、厚重的文风，向人们展示了大气磅礴的黄河口文化。
其中包括波澜壮阔的河口治理文化、乡情浓郁的移民文化、壮观神奇的湿地文化，以及河口地区灿若
繁星的民间传说、民俗风情、人文景观、历史掌故、名人轶事等。
尤其黄河口人为确保一方平安，肩负起历史的使命，致力稳定黄河人海流路，服务河口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拼搏精神；黄河三角洲这片共和国最年轻土地的历史沧桑、百年巨变等，厚重多彩，颇具特色
。
 这套丛书是山东黄河干部职工在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过程中理念、实践、探索、奋进的写真与再现，
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向社会公众和黄河职工献上了一份丰盛的精神大餐。
这是黄河人的一种进步，一种人文价值的升华。
山东黄河文化丛书的编辑出版，对于宣传黄河的治理开发与管理，对于宣传山东黄河的发展与业绩，
对于弘扬黄河精神，促进黄河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在此，我希望广大热爱黄河的有识之士，积极研究黄河，积极研究黄河文化，投身到支持黄河治理开
发与管理保护的伟大事业之中，投身到发掘、研究、传播、弘扬黄河文化的伟大事业之中。
当好龙的传人，努力让自然的黄河与文化的黄河生生不息、日益繁荣，让黄河更好地为中华民族造福
。
也希望山东黄河文化丛书不断有新的作品出现，不断丰富发展，更好地记录黄河历史，研究黄河精神
，传承黄河文化，展示黄河文化的博大精深，促进黄河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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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朴实、厚重的文风，向人们展示了大气磅礴的黄河口文化。
其中包括波澜壮阔的河口治理文化、乡情浓郁的移民文化、壮观神奇的湿地文化，以及河口地区灿若
繁星的民间传说、民俗风情、人文景观、历史掌故、名人轶事等。
尤其黄河口人为确保一方平安，肩负起历史的使命，致力稳定黄河人海流路，服务河口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拼搏精神；黄河三角洲这片共和国最年轻土地的历史沧桑、百年巨变等，厚重多彩，颇具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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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黄龙化河的传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和黄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炎黄子孙世世代代在这条大河的怀抱中繁衍生息，以河为利，与水搏斗，与大河一同创造了辉煌灿烂
的华夏文明。
人们把黄河称做母亲河，比喻为黄龙，把中华民族叫做龙的传人。
关于黄河的起源，有许多的神话传说，都和黄龙有关，和大禹治水有关。
中华民族的历史，与黄河已经密不可分，融为一体。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天下一片浑浊，地上雾气蒙蒙，到处野草丛生，那时还没有黄河。
后来人们懂得了钻木取火，学会了种植五谷杂粮，大地上才有了生气。
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东海龙王听说人们日子过得很舒服，心中嫉妒，就施展淫威，一连三年不行云播雨，使大地大旱，五
谷颗粒不收，许多人被旱魔夺去生命。
这时天上有条黄龙，千年修炼成正果，身躯可长可短，长达万里，短若毛虫；既柔且刚，柔时弯曲绵
软，刚时挺如铁棒。
它黄角、黄鳞、黄爪、黄尾，或在天空飞行，或在地上跑动，闪出一道黄色光芒。
黄龙禀性侠义，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这天，黄龙在九霄之上，腾云驾雾，一览地上胜景。
他见中原大地赤地千里，人们怨声载道，恨骂苍天不降甘霖，残害百姓，气愤不过，径直到东海龙宫
责问龙王。
东海龙王不但不理会，还嘲弄黄龙：“有本事自己去降雨，让老百姓给你烧香磕头。
”黄龙气红了眼，“呼”地跃出东海，来到中原大地上空，使出浑身解数，行云降雨，暴雨倾盆而落
。
黄龙降雨，惹怒了东海龙王。
他立刻上天，奏报黄龙多管闲事，越权行雨。
玉皇大帝以黄龙违抗天命，要把黄龙贬人民间当牛做马。
幸亏太上老君出面讲情，说黄龙降雨是替天行道，一番好意，玉皇大帝才答应只收去黄龙头上的黄风
珠，使黄龙失去了腾云驾雾的本领，用铁索捆绑，押在瑶池内不准乱动。
玉皇大帝捉拿了黄龙，黄龙招来的大雨没人管理，地上洪水滔天，人民再一次遭了灾，怨声直达天庭
。
东海龙王幸灾乐祸，把罪过都推到黄龙身上。
黄龙不服，趁看守他的天兵熟睡的时候撑断了铁索，爬出瑶池，一头扑下来，落在了青藏高原巴颜喀
拉山的崇山峻岭之中。
黄龙不忿东海龙王诬告，决心奔向东海，找东海龙王报仇雪恨。
这时多次帮助过他的太上老君又来到他面前，告诉他愿意帮助他到东海找龙王，但要黄龙在到东海的
路上顺便帮助地上的人群开一条大河宣泄洪水。
在太上老君的帮助下，黄龙在山脚下休息了几天，便顽强地向东方前进。
一路上，他一边与玉皇大帝派来捉拿他的天兵天将血战，一边按照太上老君的指点，机动灵活，出其
不意，趁其不备，见山就拐，遇阵就绕，迂回前进，绕过了积石山，从岷山脚下来个大转弯，向北跑
去。
后来这里就被叫做黄河第一曲。
黄龙跑过岷山北边的大草原，又向东钻人深山中，穿过龙羊峡、公伯峡、刘家峡，被玉皇大帝派下的
天神布下皋兰山挡住。
他不敢恋战，变成一条小蛇，转身向北拱进贺兰山，沿着贺兰山匆匆而行。
为躲避天神阻拦，他拐了一个弯又一个弯，憋足了劲儿向前闯。
他忘了疲劳，忘了吃喝，日夜兼程，越跑越勇，越跑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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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向北跑了数百里，阴山挡住了去路。
他想，不能再向北了，这样会离东海愈来愈远。
再说，他虽鼓着气没日没夜地奔跑，可气力渐渐不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为了尽快赶到东海，在阴山脚下，他又转了个弯，向东奔去。
黄龙刚走不远，太上老君又降落在他的面前。
太上老君问黄龙：“你气力如何？
”“头重尾轻，筋疲力尽。
”“向东是一溜大山，即使没有天神阻挡，也叫你够呛，不如就从此拐弯向南，那里全是黄土，行走
、拱河十分省力；再者你造河时可把黄土冲卷进水里，带到东海，淤平龙宫，闷死龙王，为民除害。
”黄龙按照太上老君的指点，在阴山东头拐弯向南。
他披星戴月，餐风饮露，用尽平生力气，卷走黄土，要一举填平东海，报仇雪恨。
黄龙闯过龙门天险，到了潼关。
向南是中条山，无路可走，黄龙又调头向东。
东边是中原大地，一马平川，没有山峦峰谷。
奉命捉拿黄龙的天神暗自惊慌，黄龙一旦到了平原，临近东海，便再无拦阻捉拿的时机了。
因此，天神便布下三门大阵，请来数百名天兵天将，将黄龙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
黄龙知道，这是决定胜负的最后拼杀。
尽管一路劳累，早已气喘吁吁，但他还是振作精神，力战群敌。
怎奈寡不敌众，身上多处受伤。
众天兵天将摇旗呐喊，里外呼应，慢慢缩小包围圈，眼看就可擒住黄龙了。
黄龙在重围中岌岌可危，心中无限惆怅，无限遗恨，看来一切努力都将会前功尽弃，去东海无望。
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中原洪水不是黄龙的过错。
又听说黄龙要去东海找龙王报仇，历尽千难万险想造一条大河，为民造福，都十分同情和支持他。
大家一传十、十传百，老百姓成群结队去请求大禹设法救援黄龙。
大禹带着开山斧、避水剑，力开三门，给黄龙打开一条向东的出路。
黄龙悲喜交集，情不自禁地鼓足劲儿，不顾浑身是伤，冲过三门，跳出重围。
当黄龙历尽艰辛来到海边时，已奄奄一息。
黄龙无力再去和东海龙王拼搏斗胜，只想遵照太上老君指点，舍生取义，为民造河。
他用尽最后一点气力，施展法术，将自己的身体无限地伸长、伸长⋯⋯黄龙的头伏在东海边，身子沿
着他西来东海走过的路向后延伸，弯弯曲曲，绵绵软软，高高低低，从头看不到尾，顷刻已是近万里
。
此时，只听黄龙惊天动地一声吼，他的身躯化为大河，河水滔滔，奔腾不息，直泻东海。
人们都说这条河是黄龙变的，就把这条河叫做“黄河”。
玉皇大帝把没拦住黄龙的天神统统贬下凡，让他们长年累月住在原来布阵设防的地方。
天神们眼睁睁地看着黄河水向东流淌。
这样，就传下了“黄河九曲十八弯，弯弯有神仙”的说法。
据说，黄龙化成黄河后，并没有完全死去。
隔一段时间，他还要喘口气，想翻翻身，动弹动弹，只是身躯太长动不得，使他怒不可遏。
黄龙一发怒，黄河不是发水就是决口，给人们带来无限灾难。
尽管黄河给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中华民族仍然念念不忘黄龙的情谊，照旧称黄河为母亲，说
自己是黄河孕育的儿女。
神话是一个民族远古的历史记忆。
黄龙化河等传说虽然是神话，但却与自然发展的历史惊人地相似。
据现代地理学考证，黄河是一条非常年轻的河流，它的发育、生成时间与中华民族的孕育基本同步。
在距今115万年前的早更新世，流域内还只有一些互不连通的湖盆，各自形成独立的内陆水系。
此后，随着西部高原的抬升，河流侵蚀、夺袭，历经105万年的中更新世，各湖盆间逐渐连通，构成黄
河水系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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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距今10万-1万年间的晚更新世，黄河才逐步演变成为从河源到人海口上下贯通的大河。
而这一段时间，也是现代人类活动在黄河流域的肇始。
据考古发现，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在黄河流域繁衍生息。
早在110万年前，蓝田人就在黄河流域生活。
还有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等也在流域内生息。
7万年前山西襄汾丁村早期智人，3万年前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晚期智人，奏响了古老黄河文明的序曲
。
距今10000-7000年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距今7000—3700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距今3700-2700年的青铜器
文化遗址和出现于公元前770年的铁器文化遗址等，几乎遍布黄河流域。
从中石器时代起，黄河流域就成了我国远古文化的发展中心。
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大量古文化遗址遍布大河上下。
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创造发明了人工取火技术、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他们拉开了黄河文明发
展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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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维持黄河健康生命”这一新的治黄理念确立后，关于黄河伦理、黄河文化的研究步人了一个新的阶
段。
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内涵和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积极推进黄河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是黄河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
山东黄河河务局正是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安排部署了编写山东黄河文化丛书的任务。
黄河河口管理局有幸参与并承担了黄河口文化部分的编写工作。
对于这项任务，管理局领导给予了高度重视，专门成立组织，设立办公室，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资料搜
集、采访编写工作。
黄河口文化是整个山东黄河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黄河口的唯一性、独特性使她的文化品位、文化内涵在黄河文化建设中举足轻重。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治黄以来，黄河人海口治理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黄河口文化的厚重与精深，对三角洲经济社会的发展、河口治理与开发以及沿黄人民、黄河职工潜移
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起到了对河口治理开发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黄河两度走千乘，塑造了黄河口古与今、河与海、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文化层面。
《沧海桑田黄河口》分别以“厚土”、“探路”、“河魂”、“炫彩”四部分进行编写，旨在通过黄
河口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稳定黄河人海流路的治理、黄河精神的传承与光大以及黄河口炫目多彩的
风土人情的有机组合，展示黄河口地区独特而又丰富多彩的黄河文化。
在《沧海桑田黄河口》的第一篇里，试图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如黄河三角洲的成因、移民
垦荒文化、盐业文化、河海商运文化等来展示黄河口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以“悬釜之虞”拉
开黄河口人民治黄的帷幕。
探路篇是全书的核心，重点突出人民治黄以来对黄河入海口的治理和开发，从不同角度体现黄河水与
河口地区发展的关系，体现黄河水的决定作用，用黄河水这一条线串起河口治理、地方经济发展、油
田开发等事件。
同时，为了体现黄河口人民在抵御凌洪、战胜洪水所呈现出的独特性与艰苦性，把新中国成立后两次
凌汛决口始末以及几次大的抗洪斗争单独作为一章来写，以此烘托“探路”所要表达的主题。
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总有一批优秀人才支撑着河口治黄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有一种统一
的精神贯串其中，犹如大河之魂，无处不在体现着“河中有我，我中有河”的人河一体的理念。
“河魂”篇试以写人物体现事件，事件中突出人物，从人物中体现精神的方式，从多角度展示黄河口
治黄人以国家为己任的“天职”精神，也可以说是作为“探路”篇的延续来写的。
“炫彩”篇通过诗歌、散文、传记等文学体裁，展现了黄河口具有鲜明移民特色的民俗风情、自然景
观、民间传说等。
这些文章所反映的内容，无一不是与黄河共生、共存、同忧、同乐。
初次承担这样重要的任务，颇感责任重大。
由于水平有限，资料缺乏，大有张敞画眉之感。
幸有管理局领导备加关注，大力支持，为编写铺路搭桥；省局领导多次调度，张光义主任亲临指导、
阅改，始得完成初稿。
《沧海桑田黄河口》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全国作协会员、黄河口著名诗人丁庆友，东营市文联副主
席罗新力，以及多年来关心黄河、讴歌黄河的王增山、赵安亭等同志的热心帮助和不吝赐稿。
编写中，黄河上一些老领导、老黄河给予了很大帮助，如孟庆云、王占奎、张荣安、孙鸣琴等老同志
，热心提供资料，精心指导、修改有关篇目，使《沧海桑田黄河口》增色不少。
在搜集有关资料中，有在互联网上下载的内容，但无法与作者联系，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书中文章除署名者外，其余均为崔光、蒋义奎编写。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不尽人意之处，欢迎大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改进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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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桑田黄河口》：山东黄河文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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