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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年轻时是一个生
意人，他赶着牛车奔走于洛阳和南阳之间，
从事小麦的运输和交易。在经商过程中，他
熟悉了山川形胜，结交了英雄豪杰，也树立
了重建汉室、一统山河的雄心。

王莽篡汉后，企图以复古改制来缓和
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结果由于采取的改
革措施脱离现实，惨遭失败，搞得民不聊
生，终于导致绿林、赤眉起义的爆发。新莽
地皇三年（公元 22 年）秋，绿林、赤眉两支
起义大军分别在南方和东方打败王莽军的
消息传到宛城，刘秀刚好从洛阳贩运粮食
来到这里，见到宛城大豪强李家的李轶、李
通堂兄弟。

原来李氏兄弟早有计议，见新朝要垮，
便想辅佐刘氏重建江山。当日，李通把自己
的谋划详细地向刘秀解说一番。刘秀果断
地与李氏兄弟结为盟友，联络在舂陵老家的

哥哥刘 ，决定起兵反莽。他们迅速组织起
一支七八千人的队伍，自称柱天都部，刘秀
是首领，军队称汉军。之后，刘 与王凤等
绿林军会合到一起部署出击，刘秀骑着自己
贩运粮食的那头牛当先锋，一举攻占了棘阳
县城。因此，东汉开国后，人们称刘秀为“牛
背上的开国皇帝”。

光武帝统一天下，得到上谷郡耿氏父
子、渔阳郡彭宠和吴汉、河西窦融集团等的
支持，他们是拥有耕牛技术的豪强地主。

牛耕与铁农具在战国时期首先在中原
地区广泛推行起来。西汉武帝时期，任命赵
过为搜粟都尉，推广牛耕为主的代田法，极
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出现了大批庄园主。

东汉开国后，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
大力推广牛耕技术，把这种技术推广至河西
走廊、江淮等地区，使国家迅速走向富强，史
称“光武明章之治”。

如今，“引黄济瀍”工程已经实现瀍
河复流。引来的黄河水，使孟津县瀍源
公园生机勃勃、风景如画。黄河水不仅
仅是“济瀍”，还“济涧”“济洛”。这几条
黄河的支流，多少年来为黄河输水的
河，现在要用黄河的水来补充，母亲河
要用自己的乳汁哺养与其相依为命的
子孙们。

水是生命的重要元素，河流和人类
的生存及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曾经
高度发达的中南美洲的玛雅文明，毁灭
于长期干旱和水源的枯竭；我国罗布泊
地区楼兰古国的神秘消失，也与河流的
干涸有关。

“水者，地之气血，如筋脉之流通者
也。”这是春秋时期《管子》里的话。西
方的宗教以上帝为主宰万物的神，中国
儒、释、道融合而形成的传统文化里，则
把自然界视为神性的存在。因此历代
不仅有皇帝王室对山川河流的祭祀，也
有百姓对山川土地、河流水井的尊崇和
礼敬。

如今，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明理
念正在形成。古都洛阳近年来强力
推进的水系工程，也正以如椽之笔书
写 着 河 洛 大 地 上 空 前 的 水 之 华 章 。
这是中国之幸、河洛之幸，当然也是
瀍河之幸。

随着植被的恢复和环境的改善，在
绿色的佑护和滋养下，瀍河源头古老的
土地上应该还会有清泉涌出，溪沼成
流，瀍河仍然会以它自己的力量和热情
扑向母亲黄河。

2500多年前，老子经常在瀍河岸边
徘徊。那时候，他是东周的守藏史，管
理着国家的图书典籍。道，是老子哲学
的基础，而他所论述的道很多都以水为
喻。可以说，道近于水是道家的核心理
念，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
经》中关于天、地、人的思考，至今仍给
世人以深刻的启示。

河源河尾，河东河西，日出日落，云
卷云舒。一脉瀍水，连接着昨天、今天
和明天。

万国鞭牛占雨晴

鞭牛迎春送残腊

□张文欣

一脉瀍水连古今

瀍河，发源于
孟津县横水镇的
寒亮村，流经孟津
4 个镇后进入洛
阳市区，从下园汇
入洛河，全程不到
30 公里。瀍河流
程虽短，但资历
深，身份尊贵。在
各类字典中，这个

“瀍”字专指洛阳
的这条河。

瀍河之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
“伊、洛、瀍、涧，既入于河。”后来，周公营
造洛邑，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把它
作为最早的城市坐标。再后来，平王东
迁，洛阳成为东周的国都。天子春祭宗
庙，原来所用樱桃，采自华山脚下，由于路
途遥远，只好派人就近寻找。瀍河流经邙
山，积久成壑，两岸樱桃成林，每逢春末夏
初，樱桃成熟，色鲜味美，朱红欲滴。于是
瀍河沟中的樱桃被选作周天子祭祀宗庙
的珍馐，“瀍壑朱樱”渐而演变成“洛阳八
小景”之一。

瀍河，似乎是专门为洛阳造设的一条
河流。和瀍河源相距甚近的横水河，一头
向北，注入黄河，瀍河却面向东南，经邙
山、进城郭、绕宫阙、汇洛河，再曲折奔入
黄河，它绕了一大圈，仿佛就是为了来和

洛阳亲近的。人说洛阳水系，必曰“伊、
洛、瀍、涧”，这四条河犹如洛阳的四条大
动脉。从方位上看，伊河从南来，洛河从
西南来，涧河从西北来，有了从北而来从
城东入洛河的瀍河，才能对洛阳形成拱卫
环绕之势。

瀍河很早就“贵族化”了，被写入
《水经》和《水经注》，也是自然的事。其
实，瀍河最早是从民间小户人家的阡陌
和宅院旁诞生的。瀍是会意字，字源应
为廛，本义是指古代平民一家所居的房
子和土地。

远古时期的瀍河两岸，也是原始群落
聚集之地。近些年，瀍河流域发现了多处
新石器时期和仰韶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址，
先民们世代繁衍，文明积累，田畴渐多，村
舍错落，瀍河的名字就这样被打造出来。

《水经》云：“瀍水出河南谷城县北
山。”谷城县北山，就在今横水镇古县村一
带。《水经注》云：“瀍水出其北梓泽中。”梓
泽，地名也。梓泽，就是瀍河的源头。

梓泽瀍源有3条较大的溪流，汇聚而
成瀍水，向东南一路逶迤而行，至九泉，又
接纳众多沟河，水量陡增，方呈滔滔之
势。河宽水深，跨河来往需舟楫摆渡。明
清以前，瀍河上的渡口有20余处。晋代
文学家胡济曾有赋云“仰高丘之崔嵬兮，
望清川之澹澹”，邙山瀍谷，一川碧水，也
确实值得歌之咏之。

为之歌咏的历代王朝文人骚客颇
多，因为近在京畿，又可得山水之胜，权
贵和富豪就在瀍河上游一带卜宅辟园，
建造别墅。比如，在瀍源梓泽西侧，就是
晋代石崇的别墅——著名的金谷园，经
常来此优游酬唱的是当时文坛声望颇高
的二十四位文人，号称“金谷二十四
友”。在瀍阳西南，唐代穆员父子曾建新
安谷别墅，并树新亭为记。正是因为有
了泉水和瀍河，才使这一带有了勃勃生
机和秀美景色。

按《水经》和《水经注》的说法，“瀍水
又东南流，注于谷。谷水自千金堨东注，
谓之千金渠”，“又东过洛阳县南，又东过
偃师县，又东入于洛”。也就是说，当时的
瀍河是在没有进入洛阳城之前就和谷水

汇合，然后一路向东南，在偃师汇入洛
河。现在瀍河流入洛河的地方和历史上
的入洛河处并不一致，应是谷水也即千金
渠废弃之后，瀍河改道所形成的。

“梓泽”其实是指横水镇东部方圆近
30 公里的一大片山野丘陵，这里如今散
落着大大小小十几个村子。除了文化学
者，当地老百姓多不知道何谓“梓泽”，只
知道附近村落的名字，寒亮村就是其中的
一个。寒亮村头矗立着一块巨石，上书：
瀍河源头。

瀍河源主要有三处，寒亮村居中，另
外两处是古县村西和文公村西的两片洼
地。这就是《水经》中所说的“谷城县北
山”了，不远处有一道东西走向的低矮的
土岭，史称宜苏山，当地人俗称三架山。
这道岭虽貌不惊人，但在历史上也担负着
分水之职，岭南的瀍河向东南流入洛河，
而岭北的横水，即《山海经》中所说的“滽
滽水”，则北流入黄河。

当地老乡说，这一带土地都是红黏
土，渗透性差，原来树木多，一有雨水，地
面上就会形成积水，遍地水洼又聚集成溪
流。20世纪50年代，附近的村子还都是
溪水常流，水塘遍布。后来，随着植被的
破坏，地表的变化，瀍河一带的水量越来
越小，滔滔河水渐渐变成涓涓细流，直至
彻底断流。

一 瀍河之名 由来已久

二 古时瀍源 景色秀美

鼠年的腊月即
将过去，牛年的春
节即将来临。让我
们听着春牛的脚步
声，讲讲河洛大地
的牛文化。

宋代陈傅良《立春》：“千官勒马谢幡胜，万
国鞭牛占雨晴。谁据槁梧相近午，颊车徐转鼻
无声。”说的是古代立春时鞭打春牛的情景。

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也规定了迎春节
礼。宋代高承《事物纪原》说：“周公始制立
春土牛，盖出土牛以示农耕早晚。”土牛是用
泥土制成的牛，把它置于门外，是为劝人农
耕，象征春耕开始。

东汉建都洛阳，完善了各种礼制，迎春之
礼成为国家一项重要活动。《后汉书·礼仪志
上》说：“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
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
帻，立青幡、施土牛耕夫于门外，以示兆民。”

在农耕社会，牛是主要的耕畜，牛出，则
代表着一年的耕作又开始了。而牛的勤懒，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年成的丰歉，所以，迎
春之礼逐渐被称为鞭牛礼、鞭打春牛，成为
各地一项重要迎春习俗。比如，唐代元稹的

《生春》写道：“斫筤天虽暖，穿区冻未融。鞭
牛县门外，争土盖蚕丛。”白居易的《和三月
三十日四十韵》写道：“布泽木龙催，迎春土
牛助。雨师习习洒，云将飘飘翥。”

宋代时，鞭春牛仍为国家重礼。宋太宗
《缘识》说：“淳化四年立春节，喜遇韶光看白
雪。祥云景象一时呈，凝情霭郁比难说。人
心丕变颜容别，乐天顺叙皆胥悦。土牛击后
便駈耕，万物从兹萌芽发。”宋仁宗亲撰的《土
牛经》颁于天下，成为国家一部重农法典。

鞭春牛这种迎春活动，目前仍在全国各
地以不同形式传承着。

新安县函谷关有两副古联，其一联为：
“功始将梁今附骥，我为尹喜谁骑牛。”另一联
为：“胜迹漫询周柱史，雄关重睹汉楼船。”赞美
的是修筑新安函谷关西汉将梁侯、楼船将军
杨仆，和骑牛从此过关的道家创始人老子。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周守
藏室之史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
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
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
去，莫知其所终”。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
向《列仙传》：“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
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

“老子出关”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紫
气东来”也成了祥瑞的象征。老子骑坐的

“青牛”也成了道教文化中的一个著名意象。
从道家学说看，“青牛”既代表东方，又

代表生机、自然之道，老子骑青牛，暗喻老子
是掌握自然大道的东方圣人。老子骑青牛
西去，象征自然之道的运行。

当然，老子出的函谷关，是周代函谷关，
在今灵宝市。不过，洛阳还有不少老子的遗
迹，如孔子入周问礼碑、老子故宅、上清宫、
下清宫等。下清宫，又称青牛观，传为老子
牧牛处。

老子的《道德经》，又称《老子》，其精炼
的九九八十一章，仅以简洁优美的五千文
字，构造出一个朴素、自然、豁达的宇宙观、
人生观、方法论的宏大框架。老子是黄河流
域文化名人中最亮的一颗星。《老子》是中国
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对中国古代政治、哲
学、军事、文学、艺术乃至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和民族精神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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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骑牛出函谷

牛行千里开太平

三 “引黄济瀍”
保护生态

□郑贞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