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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 津 渡 幽 思茅 津 渡 幽 思
东风拂过天桥沟

□李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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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凝望

□段延青

闲情偶寄

青要山传说，藏着民族融合密码
□徐礼军

我乡我土

蜂酿蜜 蝶恋花

□园艺若有所思

美丽的邂逅

□段宏波

在黄河万里行程转弯处的豫晋陕交
界处，南面伏牛山，北边中条山，中华民族
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在此铸鼎祭天，大禹
治水，斧劈三门，留下了中流砥柱。这里
就是古陕州，如今的三门峡市。

后来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是神农氏
后人焦国的君臣百姓。《史记·周本纪》记
载，周灭商后，“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
神农之后于焦”。《汉书·地理志》说陕县

“有焦城，故焦国”。周武王灭商，分封天
下，周文王的弟弟虢（guó）仲分封于西虢，
即今陕西宝鸡一带。后来西虢国君拓展
疆土，占领了焦国都城，迁虢都于上阳。

那个时代，大国称雄，弱肉强食，国与
国之间充分彰显着丛林法则。焦虢之战，
虢国的虎狼之师占尽了上风，之后却被强
大的晋国吞噬。

与虢国隔河相望的是虞国，虞国的北
边是晋国。当年，虢国物产丰饶、经济发
达、军事强盛，虢君作为周王朝的“卿士”，

经常带领猛虎一般的虢国士兵讨伐有违
王命的诸侯之国，与晋国结怨。晋献公
当政，正值国富民强之时，他拓展疆土、
建立霸业的目标锁定了宿怨已久的虢
国。但讨伐虢国需经过虞国。如何顺利
通过虞国呢？大臣献计，送美玉宝马给
虞国国君，借道虞国攻打虢国。贪图小
利的虞国国君接受了晋国的礼物，大夫
宫之奇赶紧阻止：“唇亡齿寒。没有嘴
唇，牙齿也会感到寒冷啊！使不得！使
不得！”国君不以为然，坚持借道。于是，
晋国雄师借道虞国，浩浩荡荡来到黄河
边上的茅津渡。

黄河流经此处，水流平缓，两岸地势
平坦，商朝的时候人们便开始在此设立渡
口，河北岸山西的煤和盐从河对岸源源运
来。茅津渡作为通往中原的咽喉地带，历
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自然成为晋军入侵
虢国的通道。

虞国国君接受了晋国的美玉宝马，借

道给晋国。晋军从茅津渡过河，占领了虢
国下阳。三年后，晋献公再次假道于虞，
渡过茅津渡，攻破上阳，伐灭了虢国，在班
师途中，顺手灭了虞国，留下了“假虞灭
虢”“唇亡齿寒”的成语典故。

在漫长的历史中，茅津古渡见证了多
次重大事件。公元前 627 年，秦军伐郑，
晋出奇兵从茅津渡河，以逸待劳，大败秦
军于崤山；东汉末年，董卓挟持汉献帝，浩
浩荡荡从洛阳经此前往长安；明末李自成
率领农民起义军从此渡河挥师北上直逼
京城……

茅津渡，在坚硬的历史中演绎出黄河
一派温情风景。夏秋时节，夕阳落下，因
与河水走向一致，火红的日轮仿佛被滔滔
河水渐渐吞没，景色壮观绝美，这就是闻
名于世的茅津晚渡胜景。宋代诗人魏野
曾赋诗《茅津渡》曰：“数点归鸦啼远树，人
行欲尽夕阳路。暮霭还生竹坞村，西风乍
起茅津渡。”

1991 年，由于三门峡黄河公路大桥
建成，茅津渡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如今
的茅津渡，岸边垂柳依依，河水清澈如玉，
迷人的风景吸引着游客到此欣赏美景，体
会千年的厚重。

奔腾黄河水，豪迈又柔美。站在黄河
边上，聆听黄河的涛声，那无疑是世界上
最美的音乐。岸边，展现的是千古风情。
青青芦苇，挺直了腰杆，站在黄河水中，树
立起的是亘古的姿态。当蒹葭苍苍的诗
句从《诗经》里流出，就像生生不息的黄河
水，长久流淌。大片大片的野生芦苇深深
扎根于黄河边上的泥潭里，坚韧而顽强。
暴雨洪水来袭时，它们手拉手肩并肩，组
成一道坚固的堤坝，抗击着洪流，保护着
黄河的安澜；风平浪静时，它们显示出明
澈的柔美。

水滔滔，情悠悠。千百年来，不计其
数的黄河边上过往人，有欢愉，有忧伤，有
幽思，有梦想……

天桥沟其实指的不是一条沟，它是一个村，是
由好几个以沟命名的小村组成的村。它深藏于伏
牛山中，原始古朴的风物孕育着民风的淳厚，走近
它，聆听它，可以感受它的脉搏与巨变。

如今，天桥沟村已经发生了让人惊叹的变
化。山水美丽依旧，变的是人们的观念，变的是衣
食住行的改善，变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
求。这变虽不是翻天覆地的，但也足够令所有天
桥沟人自豪。

天桥沟村，作为白云山脚下最美丽的村子，已
更名为“白云小镇”。原来的小村古路沟，交通非
常不便。记得小学时，那里的同学，天不亮就得翻
山越岭，而且一天几趟。而今，村村通工程的落
实，早为孩子们免了此苦。这里借助于自身的天
然条件，变身为美丽的花海溪谷。小村天然竹林
掩映，溪水淙淙绕流，蓝天白云下，散落的农家居
于其中，待夜来临，夜空繁星点点，寂静美好。古
路沟已经开始吸引许多市区游客光临。

小村半沟是玫瑰和薰衣草种植基地，此项目
的开发不仅让山村更美，还能增加人们的收入，小
村人的幸福感在不断增值。在几个小村中，这里
开发最早，村民们全部住进风格统一的小楼，全然
不见了七八年前家家都有危房的情况。

我上小学时，每天都要路过的一个小村——
大路边村，这个小村在当时被认为是天桥沟村所
有小村里最有地理优势的一个，因为紧临311国
道。如今每次从洛阳归家还要经过它，虽匆匆一
瞥，但是已让我惊艳不已。白云山自驾游营地、白
云山滑雪场、白云山康养小镇的牌子格外醒目，望
过去，原来深入记忆的农家院落已不见，取而代之
的是那一座座漂亮的具有欧式田园风格的建筑。

以前天桥沟村委的隔壁是我的小学。出了校
门往前有一个长途车停车的地方，还有唯一的小
店。二十几年前，天桥沟村是全乡有名的贫困村，
我去离家三十多里的乡里上中学，深感自卑，从来
都不敢让同学们知道我是天桥沟人。但是后来，
随着白云山景区的开发，村委那里开始有一条长
长的干净宽敞的街道，街道两旁店铺一家挨着一
家，经营的土特产品种尤为丰富，香菇、木耳、核
桃、猕猴桃等，这些土特产再也不会藏在深山无人
识了。而这条街，就是通往白云山景区的路。自
此，我扔掉多年的自卑，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自豪
地说，我是天桥沟人。

天桥沟村，秀山秀水，继续描绘更美的明天。
我，作为大山的女儿，天桥沟的女儿，愿你在不断
的变化中带着我对你不变的记忆和深情祝福，走
向更广阔的未来。

提起青要山，你首先想到的是什
么？是山势险峻、谷深潭清，还是《山海
经》中关于青要山“实惟黄帝密都”的记
载，抑或是那些神秘莫测的神话传说？

这里之所以成为令人流连忘返的
旅游胜地，除了奇峰秀水等自然景观，
更因为其独特的人文底蕴。

青要山面积够大，达90平方公里；
主峰够高，最高海拔1385米；年龄够老，
地质地貌形成年代为 12 亿年；景色够
美，山、水、林、草织就美丽画卷。城崖
地、联珠峡、双龙峡、武罗三潭、紫荆潭、
青女峰、月亮湾、画廊湖、一线天、双龙
庙、仙人居、白龙潭与黑龙潭……峭壁
嶙峋，潭瀑错落，植物繁茂，移步换景，
鸟鸣山幽，溪润山秀。漫步其中，慢慢
来到一处峰顶。只见一片平地上肃立
着许多紫红色石砂岩巨石，这就是青要
山著名的和合塬石阵。

和合塬上据说原有一座古庙，称和
合宫，供奉有黄帝、炎帝、蚩尤神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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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氏族部落，为了争夺生存空间，经常
发生战争。黄帝先是在孤泉这个地方
战败炎帝，接着又在河北涿鹿与蚩尤大
战，直杀得天昏地暗，尸横遍野，蚩尤最
终战败被杀。勇猛剽悍的蚩尤余部退
守青要山据险抗争，青要山的土著居民
中，要人部落里有一位本领高强的武罗
姑娘，以仁聚才，以柔克刚，帮助黄帝将
蚩尤余部收服，并促使各部落之间相互
通婚，和睦共处。

三个部落久战互伤，最后在青要山
罢战言和，从而促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
的第一次大团结、大融合。因此，和合
塬成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纪念地，中国
和合文化的肇造地。

谁也无法考证这个传说的来源及
真实性，也不能确认黄帝将青要山作为
密都，更无从证明有无美若天仙的武罗
女神。但河洛地区乃中华文明的发祥
地，这里是黄帝经常活动的区域，应该
是不争的事实，久战求和也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规律。因此，和合理念是中国文
化的首要诉求，是中华文明的精髓。

我们知道，“和”，指和谐、和平、祥
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和合是实

现和谐的途径，和谐是和合的理想状
态，古往今来，人类孜孜以求的正是这
样的关系状态。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
直有这种强烈的和合意识，在人与自然
的关系方面，强调“天人合一”的和谐状
态；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强
调“中庸守正”的和谐状态。

站在和合塬石阵前，我在想，远古
时期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三大部落，因
为各自的利益而征战不息，又因为共同
利益而息战和谈，为实现利益最大化
而走向统一，从而为中华民族数千年
文明史奠定坚实基础，这是多么了不起
的贡献啊！

每一次的民族分裂和混战，都会导
致文明大倒退；每一次的民族融合、统
一，都会带来空前繁荣和进步；每一个
将多民族有机相融的朝代，都成为历史
上昌明的盛世。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今天，这样的和合理念更是和
平梦想的制胜法宝。

和合塬的巨石阵里
藏着民族大融合的密
码，藏着共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路线图。

周末在老家闲居。一只小鸟落进院
子，蹦蹦跳跳，很是可爱。我认不出它是什
么鸟，看体格，和麻雀差不多，却比麻雀漂
亮，黑色的羽毛，白茸茸的腹部。

在离我四五米远的地方，有一摊水。
小鸟站在水边，头一扎一抬，惬意地饮水。
喝饱了仍不走，转动着脑袋，似乎在打量水
中的倩影。

它瞅瞅我，看我安然不动，便勇敢地飞
上窗台。我相信在此之前，它已多次光临，
熟谙窗台上经常有母亲撒的小米。它坦然
地啄起小米来。

小鸟离我更近了，只有三米多的距离。
它的眼睛，黑亮黑亮的，灰色的短喙，略略向
下弯曲，一双红嫩的小爪，精巧迷人。

我轻轻站起来，脚贴着地面向前挪
动。三米，两米，我慢慢向它接近，它却毫
无察觉，还在专心地啄食。我屏住呼吸，默
默祈祷：来吧，做我的朋友，保证你过上幸
福的日子。

它大概一瞬间洞悉了我的阴谋，在我向
前扑出的瞬间，它起飞了，像黑色的箭，射向
天空。我抬头看时，已没了踪影。

看着空荡荡的天空，我心头被重重击
了一下。

我想起小时候喂麻雀的情形。刚捉到
麻雀的时候，我着实很兴奋，幻想着把它养
大，找来各种吃食，蚂蚱、小米、馒头。但麻
雀根本不领情，在笼子里扑棱，累了，就死
死地闭着眼睛。我断定它饿了，直接掰开
它的喙，塞米粒。麻雀不吞咽，全吐出来，
过了一个晚上就死了。大人们说，麻雀刚
烈，是生气而死的。

原本一次美丽的邂逅，被一闪邪念而
击毁。我很羞愧自己如小时候一样贪心。
大自然中，鸟是美丽自由的天使，珍惜每一
次与它相遇的机缘，就是珍惜世界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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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暮春初夏，我喜欢欣赏花草间飞舞的蝴
蝶蜜蜂，就像小时候爱追着抓蝴蝶一样。

如今，每当徜徉田野路边，我都会驻足欣赏蜜
蜂蝴蝶在花间飞舞的样子，习惯了用手机拍下蜂
采蜜、蝶恋花的情景。当抓拍到蜂蝶点花一瞬间
的身姿时，便有种莫名的喜悦和成就感。

蝴蝶多彩的翅膀令人赞叹，它们翩翩起舞时，
吸引孩子们追逐于田野花丛中；蝴蝶却又敏感多
疑，你瞧，眼前的这几只蝴蝶，飞舞于花丛之间，浅
尝辄止，如蜻蜓点水，爱见异思迁。当我试图拍下
蝴蝶点花的一瞬时，蝴蝶却不配合，扇翅飞起，如
此反复，若即若离，似乎显摆着华丽的外表故意捉
弄我。于是，我只好把镜头对准蜜蜂。

蜜蜂专注、机灵、勤快，它们好像懂得哪种花
蜜甜而有益，一经选定，会全身投入。

你再瞧，眼前的这只小蜜蜂，对于身后我这个
“庞然大物”全然不顾，把大半个身子埋入花蕊里，
用心采蜜，贪婪中有几分坦荡与可爱。此时我可
以尽情抓拍它采蜜时的柔情姿态。

蜜蜂采蜜同时，也在从事着关系人类存亡的
大事。你可知道，世界上多数作物依赖蜜蜂传粉，
没有蜜蜂，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将会出现灾难性
后果。爱因斯坦曾经预言：“如果蜜蜂消失，人类
将只能存活四年。”

从春季到秋末，在植物开花季节，蜜蜂都会
如此忙碌不息，正如诗人所赞：“三百天来九州
跑，南疆北国采花娇。终日酿蜜身心劳，甜蜜人
间世人效。”

同为小精灵，灵性大不同。蜜蜂忘我无私，乐
于奉献，感情专一，虽博采众花，亦为异花授粉，播
撒爱心，酿最甜的蜜奉献给人类。它们体形固然
小，貌不惊人，做的却是甜蜜而伟大的事业。

（全景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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