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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流经 黄河流经9个省区，在中国北方蜿蜒流动。从高空俯瞰，它恰似一 个巨大的“几”字，隐隐
就是我们民族那独一无二的图腾——龙。它从 青藏高原越过青、甘两省的崇山峻岭；横跨宁夏、内蒙
古的河套平原； 奔腾于晋、陕之间的高山深谷之中；破“龙门”而出，在西岳华山脚下 掉头东去，
横穿华北平原，急奔渤海之滨。支流 黄河主要支流有白河、黑河、湟水、祖厉河、清水河、大黑河、
窟野 河、无定河、汾河、渭河、洛河、沁河、大汶河等。其中渭河为黄河的最 大支流。古文化遗址
遍布 黄河是一条相对年轻的河流。在距今115万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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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湖盆间逐渐连通，构成黄河水系
的雏 形。到距今10万至1万年，黄河才逐步演变成为从河源到人海口上下 贯通的大河。远古时期，黄
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于原始人 类生存。黄土高原和黄河冲积平原，土质疏松，易
于垦殖，适于原始农 牧业的发展。黄土的特性，利于先民们挖洞聚居。特殊的自然地理环 境，为我
国古代文明的发育提供了较好的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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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内生息繁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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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至北宋的200年间，中国经济重心进 一步转往东南；北部契
丹、女真等半牧半农民族的兴起与南下，又使 中原地区战事纷纷；再加上运河淤废，海运兴起，黄河
泛滥，自1127年 宋室南渡后，至元；明、清三代，沿黄地区运业辉煌不再。黄河泛滥与治理 黄河是一
条灾害性的河流。它的灾害主要是水灾。黄河水灾之所 以特别严重，不但是因为黄河流域的夏季暴雨
，更重要的还是由于黄 河下游的泥沙淤积。黄河的含沙量在世界各国的河流中占第一位。黄河下游河
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在距今2500~！间，黄河决口泛滥1500多次，平均
每三年发生两次 决口，大的改道26次，其影响范围北到天津，南到淮河。可以说．整个 华北平原到处
都可以找到黄河改道的遗迹。黄河泛滥与改道频繁，给 下游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许多古代繁华都市
都被掩埋在黄土之下。新中国成立后，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治黄工作由分区治理 走向了全河统
一治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针对50#．代规划中出 现的一些问题，黄河水利委员会遵照国务院
要求，会同流域内有关 省、自治区，对治理开发做了大量的修订工作，于1988年完成《黄河治 理开发
规划报告》，初步拟定：保证下游防洪安全仍然是治黄的首要 任务；防洪减淤，要采取多种措施，进
行综合治理，在黄河中上游河段 修建小浪底、碛口、龙门大型水库，配合三门峡水库联合运用，调水
调 沙，在100年内外保持下游河道的稳定和安全。历史价值：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奔腾万里的黄河以她
那博大的胸怀，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一代又 一代生灵，创造出一段段历史的辉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黄河被誉 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华夏文明的发祥地。特别是19世纪末甲骨文的发 现和20世纪上半叶安
阳殷墟的累累发掘成果，为传说中的殷王朝找 到了存在的证据，黄河文化的地位被不容置疑地确定下
来。从黄帝开始，直至北宋的5000余年间，沿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 展一直走在中华民族的前列，华
夏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一 直在沿黄地区。黄河鲤鱼 黄河鲤鱼同淞江鲈鱼、兴凯湖大白鱼
（翘嘴红鲐）、松花江鳜鱼（鳌 花）一起被誉为我国四大名鱼。黄河鲤鱼，自古就有“岂其食鱼，必
河 之鲤”“洛鲤伊鲂，贵如牛羊”之说，向为食之上品。黄河鲤鱼以其肉质 细嫩鲜美，金鳞赤尾、
体型梭长的优美形态，驰名中外，是我国的宝贵 鱼类资源。黄河三峡 黄河三峡，因甘肃永靖境内黄
河之上的炳灵峡、刘家峡、盐锅峡 而得名。在流经永靖县境内107千米的黄河主道上，大自然奇迹般
地 造化出了三大峡谷无比秀丽的山水风景。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三 座大坝在黄河上巍然而起，
炳灵湖、太极湖、毛公湖三大人工湖泊浩 荡高峡之间，更勾勒出风情万千的绚丽画卷。黄河铁牛 黄
河铁牛（开元铁牛）亦称唐代铁牛，位于山西省永济市城西15 千米、蒲州城西的黄河古道两岸，各四
尊。铸于唐开元十三年（725 年），为稳固蒲津浮桥，维系秦晋交通而铸。元末桥毁，久置不用，故
习 称“镇河铁牛”。因黄河变 迁，逐渐为泥沙埋没。1988年，永济县博物 馆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查 访勘探，于次年8月发现 并出土了唐开元铁牛、铁 人，引起各界人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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