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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天地同庚，像宇宙一样壮
丽。我辽阔、美丽、历史悠久，像诗歌
一样引人入胜。我是山西的母亲河，
也是山西最大的河流、黄河的第二大
支流——汾河。

从混沌初开时起，由于受到吕梁
山、太行山等构造体系的影响，在一连
串地堑盆地中发育成河，自北向南纵贯
大半个山西，穿越吕梁山脉与太行山
脉、太岳山脉构成的两大峡谷地带，流
过太原盆地、临汾盆地。一直把生命所
必需的血液——水，带给人们。我的水
流，不仅为他们止渴，也使他们得以蓬
勃发展，摆脱求生的原始奋斗，转而致
力于经济、科学和艺术。因此，我葱翠
的河谷创造了灿烂的流域文明，哺育了
三晋文化，河川中流淌着是一部分生生
不息的三晋文明史。

我从忻州市宁武县管涔山雷鸣寺
奔腾 694公里注入黄河，越过忻州、太
原、晋中、吕梁、临汾、运城 6个市中的
41个县（市、区），为山西古老文明的兴
盛提供了资源。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
开始规划我两岸的土地，公元前 128
年，河东太守建议在我的下游修渠开
河，灌溉河津、荣河一带滩地。年复一
年，这些我灌溉的田畦，土地肥沃，作物
茁壮成长。

我从源头流入黄河，沿途接纳大约
100条脾气迥异的支流。我年轻的时
候更长更大，后经喜马拉雅山的运动，
首尾均遭夺袭。

我是文明之母

沿着我永恒的两岸，在我的河滨城
市，也许就是历史创造的地方。我作为
黄河流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
10万年前，从旧石器时代的“丁村人”，
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
文化、龙山文化，各种类型丰富繁杂，时
间序列非常完整。尤其是龙山文化白
燕遗址，位于我的支流乌马河北岸的台
地上，是“龙山文化白燕类型”的命名
地。传说中的唐虞之时，台骀和大禹就
曾在这里治水。《尚书·禹贡》中有较为
明确的记述，“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
修太原，至于岳阳”，这里到处都留下了
大禹治水的踪迹。

山西的历史悠久，早在 180 万年
前，这块土地上就繁衍、生息着中华民
族的祖先，他们创造了绚丽多彩的远古
文化，也为后代留下了范围广大、内涵

丰富、特征鲜明的文化遗迹。从人类的
出现到国家的产生，在这里形成了绵延
不断且自成一体的石器文化展园。如
位于运城市的西侯渡文化遗址，不但是
迄今所知中国境内最古老的一处文化
遗址，也是世界范围最古老的文化遗址
之一，这里不仅有大量的古脊椎动物化
石，还发掘了32件石制品，从而也证明
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应用石片技术的
国家。

丁村文化遗址，位于临汾市襄汾县
丁村附近的汾河沿岸，距今约10万年，
是山西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最为典型
的文化遗址。丁村遗址是迄今在山西
地区最早发现人类骨骼化石的文化遗
址。1954年发现了 3枚人牙化石、2枚
臼齿，属于同一个体，死者大约为十二、
三岁小孩。1976年又发现一块两岁幼
儿的头顶骨化石。丁村人门齿呈铲形，
舌面不如北京猿人复杂，顶骨壁较薄，
其体质特征较北京猿人有明显进步。
由此说明，丁村人与北京人以及蒙古人
种有明显的亲缘关系，但比北京人更为
进化，已经脱离了猿人阶段，是介于北
京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人类，属于人类
学上的早期智人。

我是历史的见证者

我的河谷和山西人民欣欣向荣，见
证朝代更替，起起伏伏，西周初年周王
室为了巩固其统治，大力推行宗法分
封，周成王封他的同母弟叔虞于古唐
国。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即位，改
国号为晋，从此始称晋国。晋国自西周
初年立国至战国初年三家分晋，历时
600余年，由一个“河、汾之东方百里”
的小国，发展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一
个半世纪的霸主之国，创造了光辉灿
烂、丰富多彩的晋文化。

晋极盛之时，疆域有今山西大部地
区、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的一
角。春秋后期六卿逐渐强大，国力日渐
削弱，至公元前376年为韩、赵、魏三家
所瓜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战国时
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
诸如子夏，继承和发展孔子学说，首创
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新学风，在继承
和传播儒家学说的过程中，适应社会发
展，儒法兼用，培养出著名的法家人物。

山西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从汉代
起，就是民族斗争与融合的主要基地。
民族融合为隋唐的强盛赢得了保障。

唐太宗李世民起兵太原，建立了大唐王
朝，由此，山西被唐太宗认为是“龙兴”
之地，一直把山西作为唐帝国的腹脏
地区，封太原为唐王朝的“北都”“北
京”。有唐一代，山西一直以其特殊的
地位和发达的经济、文化称著于世。
尤其是到了明代，山西的商业迅猛发
展，曾领全国之先。特别是晋商十分
活跃，威震海内外，其足迹东出日本，
北抵沙俄，开辟了著名的万里茶路、草
原丝绸之路，最著名的是山西票号，可
谓中国金融之鼻祖。到了清代，晋商
足迹进一步遍布天下，形成乔、常、曹、
侯、渠、亢、范、孔等晋商八大家，此外
还建有许多商业会馆，如山西会馆、山
陕会馆等。

然而，到了近代，中国进入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之后，山西的经济、文化
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人水关系

人与水的关系是人地关系中最重
要的组成部分，是客观存在的一对矛
盾体。这对矛盾体的关系是不断发展
和变化的，不同时代，人类在对待人与
流域关系问题上所持的观念与方式是
不同的。古代，人类对河湖是敬畏和
顺应，通过随处可见的河神庙、湖神
庙、龙王庙，以及祈雨的祭祀活动就可
以反映出来。近现代人类通过大量兴

建的水利工程，实现对流域的支配和
利用。未来，人与流域应该和谐相处，
建设流域的生态文明，是二者关系发
展的必由之路。

几千年来，我由于南北跨度较大，
受气候、地形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年降
水量的空间分布差异很大，表现为降水
量变化的梯度很大。北宋以后建立的
太原城，地势较低，横向紧邻我的岸边，
东西两山的山涧洪水汇入我的出口在
此汇流，防洪形势十分严峻。

宋天禧二年，距离太原城建立短短
36年的时间，太原城就多次遭遇我的
侵袭。从此便走上了漫漫防洪之路。
其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平遥古
城墙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防洪排洪
的作用。当暴雨成灾，河流泛滥，洪水
淹没田野，涌向县城时，因有坚固的城
墙，城外的人口在洪水到来之前进城躲
避，关闭城门，把洪水挡在城外。在平
遥双林寺有一幅绘制于明天顺五年的
壁画，壁画上平遥城墙雄伟壮观，外波
涛汹涌，汪洋浩淼，而城头却旌旗飘扬，
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城内丝毫没受水
患的困忧。

众多的湖泊和泉水的出露曾是我
的不同面貌，境内“湖荡菏泽遍布，山泉
涌流”，“泉水之盛，自古有名，文献中一
般将这些山泉、湖泊作为八大风景加以
记载。但这样的美景如今已难以再现，

兰村泉、晋祠泉等泉水的消亡就是明显
的例子。1949年以后，由于大规模开
采煤炭和地下水资源，我的中游地段出
现地质灾害的频次与危害程度不断扩
大。目前，山西省的采空区面积已经超
过两万平方千米，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12.8%，因此经常发生大面积的土地塌
陷。而地下水资源被过度开采，太原的
地面沉降已经相当严重。另外，还有土
地盐渍化、泥石流与滑坡等现象相继出
现。山西境内尚有大小湖泊十四、五
个，到唐代只剩七个，宋代还剩三、四
个，现在汾河中游的湖泊已消失殆尽，
仅存的运城盐池和汾河源头的天池，面
积仍在不断缩小，水位也显著下降。干
旱加剧了生态系统中水资源的缺失，水
分的缺失加重了干旱的程度，使旱灾发
生的频率加快，流域生态系统处于不安
全状态。

我愿意奉献自己的资源，造福人
民，但人们过度开采让我疲惫不堪，
我每天勤勤恳恳更新我的禀赋，源源
不断地创造生命的水流，忠诚地为苍
生服务。然而，我的行动越来越缓
慢，修复能力也已经大不如前。我见
证了山西整个文明发展史，见证了自
己的一生，也想唤起人们对我的记忆
与保护。我不害怕自己的苍老与衰
败，而害怕人们会承受比我更多的代
价与磨难。毕竟，我们是共存亡的。

汾 河 自 述
◎ 郑 宇

色彩中国
◎ 甘静雅

怎能不问来路
我们从历史的硝烟中走出
以眼中的热泪
冷却发烫的枪膛
以满身的鲜血
点燃和平的希望
红色
是坚定的信仰

怎能不问出处
我们从宇宙的尘埃里生出
以微薄的呼吸
驱动热烈的脉搏
以脆弱的躯壳
建造坚强的乐国
绿色
是永远的故乡

怎能不问缘起
当奔涌的黄河，连贯祖国东西的

脉络
每一次澎湃
都回荡历史的声音
当辽阔的黄土，铺展神州大地的

肌理
每一颗沙粒
都摇曳历史的身影
黄色
是祖传的胎记

怎能不问初心
当孩子的朗朗书声穿过墙壁凌空

而上
当农民的滴滴汗水渗进土壤向下

流淌
当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年轻的身

影乘风破浪
当深邃无际的天空中，古人的智

慧焕发新光
蓝色
是毕生的追求

让鲜艳的中国红
继续书写和平的故事
让明亮的中国绿
继续描摹生态的画卷
让深厚的中国黄
继续弹奏历史的乐章
让轻快的中国蓝
继续点燃前行的希望

四季收获
◎ 刘 娜

四季的轮转
是一场场的收获

春收割了冬的浸润
酝酿成花苞
鼓胀的一簇簇带香的生命

夏收割了春的稚嫩
蓬勃成浓荫
蜿蜒着一条条小路的丰盈

秋收割了夏的热烈
沉淀成果实
重重地晃动着肥壮的腰肢

冬收割了秋的充实
凝结成白雪
错落着雕塑起纯白色的城堡

生命在四季里穿梭
遇见然后路过
收获着记忆。
在四季里慢慢琢磨。

华夏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文
明，正是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华夏
文明撒下了第一批农耕文明的种子，
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
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
河南密切相关。从吃“虫兽果蚌”到吃

“粟黍牛鸡”，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
作”，从《吕氏春秋》到《齐民要术》，从
昨天到今天，中原崛起急需从农耕文
化中汲取营养。

《围炉夜话》有语：“耕所以养生，
读所以明道，此耕读之本原也。”晴耕
雨读，正是这种“耕”与“读”相互联系
的具体表现。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
农耕文明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产生
活的实践总结，是华夏儿女以不同形式
延续下来的精华浓缩并传承至今的一种
文化形态，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理念
已深入人心，所体现的哲学精髓正是传

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资源。农
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
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不仅赋予中华文
化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
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只有把文
化和文明融合进现代农村发展中，才能
让农村发展之路更长远、更持久。

乡村是有尊严的，乡村文化更是
有尊严的，农村才是文化最好的承载
者与蕴育之地。在未来的乡村建设
中，我们要坚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
村”的理念，坚持“最小的人为干预、最
大的原乡体验”原则，依托村庄传统，
尽可能保留村庄原有肌理，融入现代
文明和农耕文化，去符号化、去形式
化，赋予其新的生命，彰显农村的文化
元素。只有这样，建设出来的农村才
会有“乡”和“野”的感觉，才会有“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美好意境。

当前，围绕国家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的伟大战略部署，让我们用“文化+
文明”的思路来洗礼农村发展，让乡村
留住乡愁。

让乡村留住乡愁
◎ 梅春霞

作为成都市现代农业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的一名新兵，虽然我出生在蓉城
这个美丽而繁华的都市，但心中始终留
存着一种刻骨铭心的乡愁。

冯沟村是一个距离山西省晋城市仅
半小时车程的小山村，是我爷爷的故乡，
也是我的老家。1995年夏天，当我第一
次来到这里。站在村口，远远望去，田野
郁郁葱葱，村庄炊烟袅袅。每当清晨，我
和小伙伴们一起到村边清澈的小溪里捉
鱼逮虾；有的晚上又一起在村头热闹的小
广场看坝坝电影，多么美好的童年记忆。

时隔 20年后的 2015年，也是一个
夏天。当我再次回到这里时，溪水依
然清澈，但不见有村童嬉戏；小广场依
旧，但没有了曾经的热闹。村里只剩
下了部分留守老人和儿童，整个村庄
变得孤寂而冷清。

在城市化浪潮的裹挟下，冯沟村

的凋敝成为中国村庄的一个缩影。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时我国
还有360万个自然村，但到2010年，自
然村减少到270万个。

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才能防止
像冯沟村这样的乡村凋敝？而今国家
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了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但
涉农的中小微企业一直面临着融资
难、融资贵的问题。为此，近年来，我
们农担公司通过大量的考察和调研，
形成了包括以“设施担”“冷链贷”“惠
农担-助业贷”等在内的新型担保业务
产品体系，切实满足了一批农业从业
者的金融需求，也为农担公司带来了
新的利润增长点。

成都红珊瑚公司是一家以葡萄种
植为主的农业企业，负责人叫兰志

刚。正是因为我们农担公司的“设施
担”担保贷款，解决了他在返乡创业中
的资金难题，并帮助他不断扩大种植
规模。如今，他不仅经营着一份“甜
蜜”的葡萄事业，而且成为了当地增收
致富的带头人，还吸引了不少在外打
工的村民回乡工作。

记得初到农担公司，每一次走访
项目都是对我的一次考验。炎热的午
后，下到田里看蔬菜的长势，汗如雨
下；雨天里，踏着泥泞登山查看猕猴桃
种植规模，一不小心滑倒，摔得满身是
泥……但也正是在一次次走访中，我
深深地体会到，只有沉下去，到实地去
查看，才能实现农担服务点对点，才能
防范风险，才能为真正有需求的客户
提供融资担保服务。

为农担当，筚路蓝缕，我们一直在
路上。

为农担当，我们一直在路上
◎ 王 竹

夏日的太阳，明媚又热烈，火热又
绚烂，金黄的麦穗打弯了枝头，等待丰
收的渴望。我们农商银行资产管理部
最近只要有时间就下基层，与基层网
点员工一起清收不良贷款，正可谓同
甘共苦、奋发前行。走在田间的小路
上，太阳似乎太热情，把它的光芒与热
量毫不留情的洒向我们，身上的白色
衬衫也渗出些湿透来，清收的队伍似
乎没有要停下的意思，继续往前走着。

成片的麦田金灿灿的，很漂亮，似
花海。其实麦子开得花朵儿不见得比
其他花儿漂亮，但是麦子用它的果实

证明着自己的价值。麦子穿越了寒冷
的冬季，走过风吹万物的春季，即使在
烈日灼热的夏日它们也没有停下生长
的脚步，它们等不到秋季就会迎来丰
收，许多花在夏季争奇斗艳，麦子却在
夏季如夏花般绚烂，收获着自己的劳
动成果。

这不正映现了我们农商人吗？越
是艰苦的环境里，越能激发我们的工
作激情；越是骄阳似火，越是激发我们
的工作热情；越是大汗淋漓，越能磨炼
我们的业务技能。夏练三伏冬练三
九，靠的是冰与火的较量、意志与自然
地比拼，清收越是不易，斗志越是昂
扬。我们深知，只有不断地努力，只有
不断地付出，才会收获劳动的胜利果
实。正是一代代的农商人不断地努力
付出，让那些点钞纸在手里舞动有了
生命；让那些票据在打印机里翻滚出
力量；让那些乏味的数字变得更充满
能量……

奋发工作的人啊！你如夏花般绚烂。

如夏花般绚烂
◎ 赵 琳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
自治县民族体育场内，每天清晨来晨练
的人，都会看见一位身材清瘦，精神饱
满的高个子青年人，在赛道上一跑就是
一、二十公里，这个人叫赛夫。赛夫是
蒙古族人，是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
行后勤保障员工，也是一名复转军人。

赛夫在部队凭着过硬的军事素质
和政治修养，获得了“优秀士兵”称号，
并且入了党。老话说，“一日参军，终
生烙印。”日常工作中，赛夫也总是把
军队的那些优良作风发扬出来。特别
是他身上的一种不服输的“韧劲”，体
现了军人特有的气质。

在部队是优秀士兵，复原后仍能
保持军人本色，凭借过硬的身体素质

和军人特有的超凡耐力，让赛夫成为
了田径运动场上的一名马拉松参赛选
手。2017年查干湖夏季荷花旅游节，
国内半程马拉松赛中，赛夫在所有选
手中排名第十。同年“吉林市国际马
拉松赛”赛场上，赛夫与来自美国、德
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非洲等 27个
国家的选手进行了激烈角逐。并用 1
小时 31 分，跑完了赛程，在各国选手
中，他排名列第30位。

赛夫常说，跑马拉松靠的就是一
种“韧劲”，马拉松是一项挑战人体的
极限运动，只有坚持信念到底的选手
才能有机会取得胜利。他愿意把马
拉松运动项目坚持下去，直至取得更
好成绩。

赛夫和马拉松
◎ 李艳明

茶
茶漂不知味，换盏故人识。
今存岭南意，把与君子执。
才从荔枝脍，又聆长恨曲，
此中南北意，献于东西知。

早咏·问茶人
起身早闻绿叶香，
煮水嫌迟玉壶响。
先吟一杯蒙顶雪，
后唱三盏汉中毫，
俯仰有度持相奉，
吸呷随心斯情长！
稼禾虽非文人事，
盐茶之道布四方。

闻茶香即题
清晨日闻香，意如少年郎。
都道春花好，月圆妙时光。

咏茶诗三首
◎ 匋 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