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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点

10 月 13 日，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指导，博物馆头条统
计发布的“中博热搜榜”发布 2024 年第三季度热门百强博
物馆榜单及七类延伸榜单，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再次荣登

“中博热搜榜”，入选 2024 年第三季度“百强考古遗址博物
馆前 30”榜单。

这是该馆继今年前两个季度荣登“中博热搜榜”榜单
之后第三度登榜，加上 2022 年 1 月该馆首次登上“中博热
搜榜”，至今已是四度登榜。

据悉，“中博热搜榜”被誉为“热门博物馆风向标，优质
展览大众指南”，是国内博物馆行业唯一长期稳定发布的
热度榜单。全国 6565 家备案博物馆纳入监测统计，持续
关注全国博物馆的受欢迎程度，着力为公众提供最新、最
全的博物馆和展览热门推介。

那么，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何以能成为“中博热搜榜”
的常客呢？“多次登榜的背后是我们馆里干部职工勠力同
心、敬业奉献的心血凝结。”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馆长王宏
民介绍，作为我市展示和弘扬仰韶文化的窗口单位，该馆
始终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

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贺信精神作为首要工作任务，以展
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为宗
旨，认真落实省委文旅文创融合战略，聚焦市委“13561”工
作布局，积极作为，统筹推进仰韶文化展览展示、研究阐
释、活化利用、宣传推广和博物馆品牌建设，激发博物馆创
新活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扎实推进博物馆平台建设。该馆先后加入中国博物
馆协会考古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
产专委会、河南省博物馆学会等行业组织；与西安半坡博
物馆、杭州跨湖桥遗址博物馆签订《合作交流框架协议》，
缔结“友好博物馆”，实现博物馆馆际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合作，共促教学科研事业。

品牌创建有亮点。该馆作为河南省推出的“文明起源
—仰望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主题文化线路的重要一
站，依托丰厚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城市文旅融合新阵地新
亮点。精心打磨多彩社教活动，持续推出《云听仰韶》《博
物馆里的二十四节气》《馆藏精品在线讲解》等系列文物知
识科普栏目，策划“庙底沟奇妙夜”、“陶器 DIY”手工制作、

“阳春三月 沟里寻花”、“花样少年”、“我是小小讲解员”等
项目，做好庙底沟文化研究成果的宣传与转化工作，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该馆以展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
展为传播要点，借助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多渠道传播、
多平台展示、多终端推送，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形成
了全媒体传播矩阵，进一步打造了传承中华文明的热度引
力场。

活化利用有特色。2023 年，该馆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苹设计“圣地仰韶·花开中国”仰韶彩
陶纹饰服装秀，将仰韶文化彩陶纹饰与时装设计相结合，
使古老的仰韶文化纹饰转化为“霓裳羽衣”，惊艳亮相第二
十八届黄河文化旅游节。今年，该馆对文创区进行重新规
划，重新布局，借助仰韶文化精美的彩陶纹饰、独特的器物
类型，将仰韶文化元素与社会发展潮流相结合，推出庙底
沟主题黑卡烫银明信片、馆藏精品系列香片、庙底沟博物
馆专属集章册等文创产品，发售以来深受广大游客的喜
爱，满足了市场对文创产业的需求，用多种方式推动该馆
文物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据《渑池县志》记载，阳壶古道始自山西太原，经榆次、
侯马、梨树、皋落、王茅、亳城，到达垣曲县黄河阳壶渡口。
而后从阳壶村东的峡谷入山南行，经河南渑池县南村乡的
关底、东关、金灯河进入洛阳新安县，再经石井、北冶、仓头
及孟津横水直通洛阳。河南省境内全长约 90 公里，其中渑
池县南村乡段现存约 20 公里。

阳壶古道又称春秋古道，因春秋时期途经黄河边的咽
喉险关——阳壶古城而得名，至今已有 3000 多年历史。史
料记载，阳壶古城这段黄河因地震、水患等多次改道，阳壶
古城也随之多次搬迁，渑池县南村乡当地有“三迁阳壶”之
说。1999 年 10 月，小浪底水库开始蓄水后，阳壶古城被淹
没在黄河水面之下。

阳壶古道作为古时的交通要道，历史上曾多次整修，最
大规模的修治是在北宋时期（977 年）。据《宋史·吕蒙正》记
载，北宋吕蒙正担任监丞职务时，“参领”营造版筑事物，
曾监修阳壶古道，故此道又称“吕蒙正道”。北宋是阳壶
古 道 最 鼎 盛 的 时 期 ，此 道 也 是 当 年 山 西 运 城 出 产 的 潞
盐 、绛 县 盛 产 的 黄 芩 等 中 药 材 进 入 中 原 的 主 要 运 输 通
道。据当地村民介绍，以前古道旁有铁匠铺、骡马店、驿
站、饭铺，山西的客商从洛阳进货途经这里，都要在此住店，
为骡马提供饮水饲料。

据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所立的“平治道涂碑”上记
载，渑池县阳壶村与山西垣曲县东滩村各设渡口，渡船互开
数年，方便往来行人，但是自阳壶至丹石坡的道路“山环绕
崎岖，林木障蔽险阻”，车骑负担者经过此处，无不心惊胆
战。正当阳壶、东滩两村筹资拓修此路时，临汾曲沃县人王
炼贞捐银 50 两，道士王一静捐出募化的全部银两，共集资
200 多两白银用来修路，终于使道路“崎岖平，险阻除”。

目前，渑池境内阳壶古道保存较为完好的有两段，分别
是南村乡东关村段到金灯河村桥沟段约 5 公里以及金灯河
东段至石井沟口段约 4 公里。古道用料就地取材，用片石
和卵石铺砌，宽 2—3 米，蜿蜒曲折，逶迤镶嵌在崇山峻岭之
中，部分道路已被灌木丛覆盖。

为保护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2018 年，渑池县对古道的
东沟至五神庙段进行保护性维护，并发现有记载阳壶古道
历史的各种石刻、碑刻遗迹 16 处。2018 年底，阳壶古道入
列“中国十大古道”。

在阳壶古道东沟东段，凸出的红色岩石上有一块摩崖
石刻，长约 1.2 米、宽约 0.8 米，竖刻着“下马牌”三个大字，字
迹遒劲挺拔。从东关村向东行约 1 公里，古道路面平铺的
一块石头上刻有“洛宁”二字，疑为宋代维修道路时该段为
洛宁人所筑，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完成的工程都要刻字留
名。路边灌木丛中一块巨石突兀，上面镌刻着神秘的三角
形、方形、圆形岩画图标。据当地村民讲，这些图标指向离
此不远的凤凰山巅，有可能是“藏宝图”。据《东周列国志》
记载，公元前 697 年，东周的第二个皇帝——周桓王姬林就
葬在古道旁的凤凰山上，后此山改名为桓王山。

在这条古老而神秘的古道上，每一粒沙土都承载着千
年的故事。1127 年，金兵欲从黄河北岸的白浪渡河南侵，渑
池阳壶人张玘变卖家产，招兵买马，随京西北路安抚制置使
翟兴抗击金兵。1132 年春，他曾带兵攻下被金兵占领的洛
阳城；1162 年，他在解海州之围时被流矢击中，血染沙场，后
葬于古道南面的桓王山下，宋高宗赠张玘为正任观察使，赐
谥“忠勇”。相传，当年闯王李自成曾率大军北上，受阻于黄
河南岸无法渡过，在阳壶古道旁的关底村安营扎寨，3 天
后，天降大雪黄河结冰助其大军过河。在这条古道上，类似
的故事和传说还有很多。

3000 年斗转星移，世事沧桑，古道承载着人类的艰辛、
商贾的兴衰、历史的变迁，镌刻着文明发展的印记，寄托着
无数人的乡愁。站在古道上远眺黄河落日，仿佛还能听到
远去驮队马帮的銮铃声。

说 起 大 诗 人 陆 游 ，我 们 都 不 陌 生 。
陆 游（1125 年 —1210 年），字 务 观 ，号 放
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有大
志，29 岁应进士试，名列第一，因“喜论恢
复”中原，被秦桧除名。孝宗时赐进士出
身。历官枢密院编修兼类圣政所检讨、
夔州通判。乾道八年（1172 年），入四川
宣抚使王炎幕府。孝宗淳熙五年（1178
年），离蜀东归，在江西、浙江等地任职。
终 因 坚 持 抗 金 ，不 为 当 权 者 所 容 而 罢
官。20 余年后曾出修国史，任宝章阁待
制。据统计，陆游有诗 9300 多首，是中国
古代写诗最多的诗人。他的诗歌不仅数
量众多，而且在表达抗敌御侮、恢复中原
的激越情怀和有志难伸的忧愤方面，也
表现出极高的文学价值。其词、文成就
也极高，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渭南
词》等。

据记者梳理，陆游在诗中曾九次提
到三门峡砥柱，这些诗作大多慷慨激昂，
本文对提到三门峡砥柱的这些诗作进行解
读，带领大家进一步感受诗人陆游的内心
世界。

一、砥柱是中原的象征

《太息四首》是陆游在 1198 年 8 月创
作的 4首七言绝句诗，其二诗曰：

书生忠义与谁论，骨朽犹应此念存。
砥柱河流仙掌日，死前恨不见中原。
本诗中，作者以书生的身份表达了

对忠君爱国精神的坚守和对未能亲眼见
到国家统一的遗憾。“书生忠义与谁论，
骨朽犹应此念存”是说即使身体化为尘
土，忠诚的信念依然不灭，体现出诗人坚
韧的精神风貌。“砥柱河流仙掌日”中的

“砥柱”指的是黄河三门峡谷的砥柱，它
被 大 水 冲 击 依 然 屹 立 不 倒 ，坚 韧 不 拔 。

“仙掌”，则指华山仙掌峰。“仙掌日”指在
特定角度下，太阳照射在华山仙掌峰上
的景象。砥柱中流、日照仙掌都是中原
壮 观 的 景 象 。 这 句 诗 通 过 描 绘 自 然 景
观，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
中原失地的痛惜之情。最后一句“死前
恨不见中原”，直抒胸臆，表达了诗人对
于未能亲眼看到沦陷的中原地区收复的
深深遗憾，情感深沉而悲壮。此诗与其

《示儿》一诗一样，展现了陆游忧国忧民
的情怀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陆游的朋友潘柽（chēng），字德久，武
官出身，后曾任福建兵马钤辖，也是个爱
国诗人，与陆游、辛弃疾关系都很好。淳
熙十六年（1189 年）左右，潘柽随使臣出
使金国。陆游写《送潘德久使蓟门》：

昆仑东分一枝浑，奔蹴砥柱经龙门。
羲皇受图抚上古，神禹治水开中原。
三灵实扶艺祖业，万国共仰东都尊。
群儿撞坏吁可叹，顾使残虏今游魂。
……
诗人描绘了昆仑山的雄伟景象以及

黄河砥柱和龙门的壮观，羲皇接受天命
治理上古，大禹治水开创中原，既表达了
对先贤功绩的敬仰，又提醒朋友不要忘
记中原。接着，诗人将好友出使的重任与
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指斥金虏践踏中原，
蹂躏中原文化。最后，诗人祝愿好友平安
归来，期待与他一同畅谈边塞之事，待时机
成熟，再一起扫除战乱，共享宁静生活。整

首诗情感深沉，既有对历史的追忆，又有对
未来的期盼，充满了豪情壮志。

1202 年 10 月，陆游在浙江杭州写了
一首《送襄阳郑帅唐老》：

郑侯骨相非复常，伏犀贯额面正方。
……
虽然郑侯志意远，虎视直欲吞北荒。
榆林雁门塞垣紫，孟津砥柱河流黄。
出师有路吾能说，直自襄阳向洛阳。
这首诗描绘了郑侯的英武风采和才

华 横 溢 以 及 他 统 帅 军 队 出 征 的 壮 观 场
景 。 诗 人 说 他 是 一 位 非 凡 的 统 帅 和 文
人，令人敬佩和羡慕。诗最后写道，郑侯
志向远大，目光直指北荒，北方有紫色山
垣 的 榆 林 、雁 门 ，黄 河 滔 滔 的 孟 津 、砥
柱。他提醒好友，出师时如果路线不熟，
自 己 能 够 随 口 说 出 。 诗 人 念 念 不 忘 中
原 ，希 望 郑 侯 早 日 出 师 ，从 襄 阳 直 抵 洛
阳。

二、砥柱是英雄的象征

乾道八年（1172 年）的岁暮，陆游任
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到这里后，拜
张咏祠，并为其写下《拜张忠定公祠二十
韵》一诗。

张咏（946 年—1015 年），字复之，自
号乖崖，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张咏写的

《陕府回銮寺记》，对于研究三门峡文化
有一定价值。张咏任益州知州时，积极
支持官军平乱，平乱结束后发现官军扰
乱百姓，上奏朝廷撤出这部分驻军。在
蜀地的治理过程中，他顺应民情、提倡种
桑、大兴教育、礼遇贤士。此外，他还规
范货币制度，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交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些措
施使蜀地迅速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并为
长期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陆游在诗中写道：
张公世外人，与蜀偶有缘，
天将靖蜀乱，生公在人间。
厥初大盗兴，乐祸迭相挻，
天子辍玉食，贵臣拥戎旃。
生杀出喜怒，死者常差肩。
公曰此何哉，从之吾欺天。
河流触地轴，砥柱屹不迁。
……
陆游诗中回顾了张咏在成都做官的

一生，颂扬了他平息动乱、保全百姓、促
使蜀地稳定发展的功绩。“河流触地轴，
砥柱屹不迁。”河流的力量强大，能够触
动地轴，但奈何不了砥柱。砥柱在黄河
急流之中坚定不移，历来被喻能坚守原
则、力挽狂澜、支撑危局的力量或精神。
陆游通过对砥柱的描绘，歌颂砥柱精神，
来赞美张咏。

陆游在晚年退居家乡期间，有友人
庄 器 之 赠 诗 ，陆 游 写《酬 庄 器 之 贤 良 见
赠》。诗中作者赞扬了前朝选拔贤才的
制度和元祐年间人才辈出的景象，同时
也感叹中兴时期人才凋零，纨绔子弟败
坏风气。诗人对庄器之这样的贤良之士
寄予厚望，期待他不被世俗虚名所累，坚
守正道。陆游在该诗中写道：“乌巾白纻
塞路衢，砥柱颓波望吾子。”意思是戴着
黑色头巾穿着白色衣服的人群堵塞了道
路，这种失意、隐居不仕的太多了，现在
国家正处大风大浪中，能够像砥柱那样

力 挽 狂 澜 、支 撑 危 局 的 只 能 靠 先 生 您
了！诗人以此句鼓励庄器之要有砥砺前
行的决心，期待他在困境中崛起，成为时
代的中流砥柱。

三、砥柱是陆游的精神寄托

陆游在诗中，勉励大家像砥柱一样，
力挽狂澜，支撑危局，成为救民于水火、
恢复中原的中流砥柱。而他也是用砥柱
来砥砺自己，希望自己在动荡形势中，成
为支撑大局的力量。陆游 50 岁时，写了
一首《五十》：

五十未名老，无如衰疾何。肺肝空

激烈，颜鬓已嗟跎。

夜宴看长剑，秋风舞短蓑。此身如

砥柱，犹足阅颓波。

这首诗情感深沉，表现诗人壮志未
酬但豪情依旧、坚韧不屈的情怀。诗的
首 联 直 接 道 出 诗 人 对 年 龄 和 健 康 的 感
慨，暗示岁月无情，身体渐衰。颔联进一
步描绘了他内心的激昂与外貌苍老之间
的落差，透露出壮志未酬的心情。颈联
通过描绘夜晚宴饮时凝视长剑和在秋风
中舞动短蓑的画面，展现了诗人即使在
困境中也不忘豪情壮志，保持着积极的
生活态度。尾联则以砥柱比喻自己坚定
的意志，表示尽管身处逆流，但仍能抵挡
风雨，坚守自我。

他有一首《不入城半年矣作短歌遣
兴》，表达了诗人对人生和世界的深刻思
考，感叹岁月的流逝和人事的多变。诗的
结尾部分，他写道：“砥柱天下险，一苇乃
可杭。养气倘能全，斯言岂荒唐？”诗人
认为，只要养气全神，就可以面对世事变
化。他提醒世人，尽管世界在变，但只要保
持自己的精神状态，就能面对生活的挑战。

陆游敬仰砥柱，对《砥柱铭》更怀着一
种别样的心情。他在《秋日睡起》中写道：

白 露 已 过 天 益 凉 ，练 衣 初 覆 篝 炉
香。天其闵我老且惫，付以美睡声撼墙。

离 骚 古 文 傍 倦 枕 ，砥 柱 巨 刻 悬 高
堂。睡余一读搔短发，万壑松风秋兴长。

这首诗的大意是：白露节气过后，天
气逐渐转凉，到了添加衣物生炉取暖的
时候。老天可怜我年迈疲惫，赐予我鼾
声撼墙的睡眠。《离骚》放在枕边，厅堂悬
挂着“砥柱”巨刻。睡醒了读读书，挠挠
短 发 ，遍 布 山 野 的 沟 壑 里 ，松 树 被 风 吹
过 ，正 是 感 怀 秋 天 的 兴 致 最 浓 的 时 候 。
从诗中可以看出，陆游对是《砥柱铭》十
分推崇，悬在高堂之上，时时激励自己。

四、砥柱山是陆游渴望来到的地方

陆 游 是 浙 江 绍 兴 人 。 他 生 于 1125
年。1125 年，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打
宋朝。东路金兵渡过黄河，直下汴京（今
河南开封）。宋徽宗见势危，禅位于太子
赵桓，即宋钦宗。次年（靖康元年）正月，
金 军 进 至 汴 京 城 下 ，逼 宋 议 和 后 撤 军 。
闰十一月，金两路军会师攻克汴京，俘宋
徽宗、钦宗二帝。靖康二年（1127 年）二
月丙寅日（3 月 20 日），北宋灭亡。金太宗
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贬为庶人。
金人将开封洗劫一空。三月丁酉日（4 月
20 日），金 军 立 张 邦 昌 为 帝 ，国 号“ 大
楚”。随后撤退，掳徽宗、钦宗等北上。
史称“靖康之变”。

陆游父亲陆宰，北宋末年曾任京西
路转运副使。京西路包括今天的河南省
西部、南部以及湖北省北部。北路治河
南府，即今洛阳。京西路转运副使负责
所 辖 区 域 的 钱 粮 筹 运 ，供 抗 金 部 队 使
用 。 1125 年 十 月 ，陆 宰 奉 诏 入 朝 述 职 。
陆宰偕夫人唐氏由水路进京，于淮河舟
上喜得第三子，取名陆游。由于正逢金
军南侵，陆宰入京述职后遂携家眷南迁老
家。陆游少年时即深受家庭爱国思想的
熏陶，对中原念念不忘。29 岁应进士试，
因“喜论恢复”中原，被秦桧除名。

在陆游心目中，砥柱是中原的象征，
砥柱是他砥砺人生的精神支柱。唐贞观
年间，唐太宗东巡路过陕州，过大阳桥，
沿黄河北岸到三门峡谷，仰临砥柱，命魏
征撰铭勒石：仰临砥柱，北望龙门，茫茫
禹迹，浩浩长春。

数百年过去，此事对于身处乱世的
陆游来说，是何等的梦想。陆游除《秋日
睡起》提起《砥柱铭》外，还有一首诗，题目
就叫《雨夜不寐观壁间所张魏郑公砥柱
铭》。魏郑公即魏征。题目的意思是，雨
夜不能入睡，观看大堂墙壁上魏征所写的

《砥柱铭》有感而发。全诗如下：
疾风三日横吹雨，竹倒荷倾可怜汝。
空堂无人夜向中，卧看床前烛花吐。
壮怀耿耿谁与论，榰床老龟不能语。
世间岂无一好汉，叱咤喑呜气吞虏。
壁间三丈砥柱铭，贞观太平如更睹。
何当鼓吹渡河津，下马观碑驰马去。
陆游诗中感叹风雨中竹倒荷倾的景

象 ，寓 言 自 己 境 遇 ，感 到 无 人 理 解 的 孤
独。诗人借《砥柱铭》和贞观之治，表达
了对英雄人物的仰慕和对大唐盛世的向
往，期待能有振臂一呼的豪杰出现，共同
驱 逐 敌 虏 ，恢 复 国 家 安 宁 。 最 后 ，他 写
道 ：“ 何 当 鼓 吹 渡 河 津 ，下 马 观 碑 驰 马
去。”他想象着有朝一日能够亲自前往中
原，站在砥柱山之前，表达敬仰之情。整
首诗情感深沉，体现了陆游忧国忧民的
高尚情怀。

陆游诗中何以九次提到“砥柱”？
本报记者 刘书芳

今年连续三次 至今共计四次

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为啥屡登“中博热搜榜”？
本报记者 李博

走近阳壶古道
梁小卫

本报讯（记者任杰）记者从 10 月 18 日召开的三门峡市
书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中获悉，今年以来，三门峡市书协
和各县（市、区）书协，围绕全市及各县（市、区）党委、政
府中心工作，开展丰富多彩的书法活动，成效显著，亮点
纷呈。

今年以来，市书协举办及承办了多项活动。5 月，“翰
墨润中原——河南省美术书法作品大赛获奖作品豫西巡
展仰韶行”成功举办；7 月，庆七一“与人民同行·翰墨润崤
函”三门峡市书法大赛作品网络展及“大河之声——新时
代黄河流域精品书法艺术巡展”（三门峡站）在庙底沟博物
馆开幕；9 月，“高山仰之——景行斋书法作品展”在河南
仰韶世界酒史馆隆重开幕。

此外，各县（市、区）也举办了多场活动。陕州区书协
举办“崤风雅韵”个人书法系列展，并在展览现场开展作品
点评和创作辅导；卢氏县书协利用靖华故里陈列馆和文峪
乡磨上村乡村文化大院举办书法展；渑池县书协承办“翰
墨润中原”书法展豫西巡展、“高山仰之——景行斋书法作
品展”；义马市书协充分利用地理位置优势，积极与新安
县、宜阳县和渑池县书协互动，开展书法交流活动；湖滨区
书协“书法进校园”活动受到广大师生欢迎；灵宝市书协在
人才培养方面成绩突出，辖区会员在省级以上展赛中屡获
佳绩，成效显著。

翰墨惠民 成效显著

我市书法界近期活动亮点纷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