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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爽

黄河在山东流经9市25个县（市、区），
河道长628公里，占下游长度的80%。山东是
黄河流域经济强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
文化是时代赋予山东的重大使命。

擦亮黄河文化“金字招牌”

山东是史前时期黄河流域的三大文化区
之一，在黄河文化孕育产生、繁荣鼎盛、交
流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黄河悠久的历史沉淀出极其丰富的文化
遗产，其中济南名泉蜚声中外，东平“运河
之心”戴村坝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东阿
鱼山是中国佛教音乐发源地。这些文化遗产
都是探索黄河演变历史、追寻体验黄河文化
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我省持续强化沿黄文化遗产的
保护力度，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黄
河文化博物馆、黄河湿地公园、黄河入海文
化旅游目的地、黄河国际生态城等项目建设
取得了新进展。

但整体来看，问题依然存在，导致黄河
文化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还
不够明显。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还需要不
断创新方法。

黄河文化遗产普查工作需要加快推进。
要对黄河文化遗产进行分类、评估，有侧重

点、有针对性地开展黄河文化遗产抢
救、保护工作。

黄河文化金字招牌需要进一步擦
亮。当前，我省沿黄各市在开展黄河文

化保护传承弘扬工作时存在各

自为战的现象，祖源文化、兵圣文化、水浒
文化等著名品牌没能进行有效整合，始终没
有形成统一的黄河文化品牌。黄河沿岸旅游
功能较弱，配套设施不够完善，黄河文化旅
游的整体形象、品牌体系、旅游线路尚需进
一步打造。

黄河文化旅游业态需要进一步丰富。我
省沿黄文化旅游业态多以简易观光游和初级
休闲游为主，兵圣文化、水浒文化、梵呗音
乐等历史文化资源有待进一步开发；黄河文
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需要进一步挖掘，
急需推出一批富有时代气息的黄河主题文艺
精品。

黄河文化的传承载体和传播渠道需要进
一步拓宽。我省需要以数字化手段和互联网
思维对黄河文化进行保护传承弘扬，应充分
发挥网络视听、动漫游戏、时尚设计等新兴
文化业态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沿黄区域文
化创意产业，增加传承载体、扩大传播渠
道。

弘扬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

黄河文化，保护是基础，传承是关键，
弘扬是目的。我省是黄河文化资源大省，要
发挥好黄河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强对黄
河文化的挖掘和阐发，积极扩大黄河文化的
影响力和感召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黄
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发挥着承
载中华文明基因、传播民族力量的作用。要
充分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精忠报国的爱国
精神、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兼收并蓄的包
容精神、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以及在扶
贫、治黄、垦荒、滩区迁建等工作中表现出
来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艰苦奋斗、无私
奉献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

领人民治理黄河，实现了岁岁安澜。在治理
黄河的过程中，诞生了“亲民爱民、艰苦奋
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
“焦裕禄精神”。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
时代价值，就要着力讲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治黄故事，促进黄河治理文化传承发展。
要依托我省各高校和智库单位的科研力量，
充分调动全省理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的积
极性，讲好“黄河故事”山东篇。

让黄河文化“活”起来、“动”起来、
“实”起来。以时代气息让黄河文化“活”
起来。优秀的文化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要
避免黄河文化简单地陈列在博物馆、安静地
记载在文献中，就要以群众性文艺创作赋予
黄河文化鲜活的生命力。中央电视台的文博
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在文博领域进行深
入挖掘，给受众以润物无声的文化滋养，展
现了该节目独特的价值所在。我们也应开发
类似的高水平节目，并积极将我省的黄河文
化遗产推荐给《国家宝藏》等高水平文博类
节目，让我省丰富的黄河文化遗产资源鲜活
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另外，我省也要以高品
质的文艺作品将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呈
现出来、传播出去。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
《山海情》，一经推出就掀起了收视狂潮。
该剧以尊重历史、尊重农村、尊重观众的态
度，以真挚的情感、真实的表演向广大观众
讲述了真实的故事，赢得了良好的口碑。我
省应借鉴《山海情》的成功经验，将我们的
黄河故事打造成艺术精品。

以科技手段让黄河文化“动”起来。充
分发挥高科技手段对保护、传承、弘扬黄河
文化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充分学习“故宫
文创”的先进经验，大力培育创意设计、短
视频、IP生产和运营等新兴产业，加强声光
多媒体、多维显示等技术应用；今年春节，
我省即墨古城的吉祥物——— 墨小牛在央视春
晚节目《牛起来》中闪亮登场，并在央视元

宵节晚会《卖汤圆》和央视《东西南北贺新
春》特别节目中分别亮相，成为了牛年伊始
全国的现象级IP，为我省文创产品的开发、
运营、推广开辟了新的路径。提升我省黄河
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应丰富黄河文化传
播领域4K/8K、VR/AR/MR等新技术的应
用，鼓励开展以黄河文化为主题的各类线上
创作活动，以我省深厚的黄河文化底蕴为依
托，多视角、多元化提供黄河文创产品。应
面向中小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黄河文化研学
活动，激发青年一代对黄河文化的热爱，吸
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到黄河文化保护、传承、
弘扬工作中来。

以平台支撑让黄河文化“实”起来。德
州市齐河县全力打造的黄河文化博物馆是该
县博物馆群中建筑体量最大的展馆，该馆包
含黄河地质、黄河治理、黄河历史变迁、黄
河红色文化等展示内容，建成后将成为保
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重要载体。我省
应从全省层面统筹布局建设黄河文化主题博
物馆、黄河文化传承中心，扩大黄河文化影
响力。积极开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
护工作，通过科学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
彰显黄河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将黄河文化
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对重要的黄河文
化资源进行数字化挖掘保护，建立统一的文
物资源数据库，推动以黄河文化为主题的网
上博物馆、网上文化馆等数字平台建设。加
大黄河文化社会普及力度，鼓励各地因地制
宜建设黄河文化主题公园、举行黄河特色文
化节，通过建立黄河文化学堂、举办黄河文
化讲座等多种方式，让黄河文化成为看得
见、够得着、接地气的普惠型文化。

在国际上讲好黄河文化故事

推进黄河流域的文旅融合。旅游是文化
的载体，推动文旅融合是保护传承弘扬黄河

文化的有效途径。全面提升黄河流域的旅游
设施、景观条件、旅游服务、交通网络，为
黄河旅游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全面提升游客
在黄河流域旅游的愉悦感。当前沿黄各省份
均在全力打造黄河主题文旅项目，其中甘肃
省规划打造黄河风情带、宁夏回族自治区规
划打造银川至吴忠的黄河文化旅游带、陕西
省规划打造黄河文化旅游带、山西省精心打
造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我省应实施黄河旅游
精品带动战略，统一黄河旅游标识，推进黄
河国家公园建设，丰富黄河旅游产品体系，
打造黄河旅游精品路线，着力提升黄河旅游
发展能级。构建大文旅格局、推进大融合发
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旅游品牌，
让“黄河入海”同“平安泰山”“东方圣
地”一样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旅游品牌。

加强黄河文化的国际传播。以黄河文化
的国际传播，推动各国文化的交往交流交
融。以黄河文化的国际交流，实现通民心、
达民意、汇民情，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
献积极力量。依托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和尼山
世界儒学中心两大世界级文明对话和交流互
鉴平台提高黄河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尽快打
造国际黄河文化论坛，积极开展多领域国际
黄河文化交流合作，多途径推动黄河文化对
外传播，扩大黄河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积极
对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文化机构，探
索黄河文化的国际传播新模式。充分利用我
省现有的黄河文化研究机构以及重大节庆活
动，积极开展国际人文合作，扩大黄河文化
的国际传播渠道。以在我省生活学习的外国
友人和留学生为对象，定期组织黄河文化主
题交流活动，提高黄河文化的国际认知度。
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宣传推广，促进黄河
文化与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交流互鉴，打造
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高地。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助教）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刘英
实习生 开玉畅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
战略的推动下，黄河文脉的赓续传承、文化
创新，自然被沿黄各地视为一项重大课题。

破题的方向在哪里？在日前举行的“黄
河文化旅游带建设推进会”上，对于黄河文
化的资源开发，诸多专家不约而同地把视线
投向渡口上：唐朝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期的
扎陵湖渡口；自古贯通兴海与贵南的尕马羊
曲渡口；丝绸之路西进南入即在此分野的临
津古渡；气势澎湃、气象万千的风陵渡……
渡口码头和大河相互依存，是连接两岸、会
聚不同人群的支点，是沿黄各地历史文化的
鲜活载体，也是挖掘黄河文化宝藏的精准
“切入点”。

同样，对我省来讲，唱响“黄水谣”，
首先在于擦亮古渡口。

曾有一县十渡口

旧时山东境内的黄河上，不乏知名的渡
口，不少学者都对此有过考证和整理，一段
段“风尘人不息，车马日相催”的往昔仍在
岸边传说。比如，齐河渡口，早在东汉时，
皇帝派大将耿弇讨伐叛乱者就在此渡河，其
过河处得名“耿济口”“耿济渡”。日后过
往济水全靠船渡，致使客栈增多、交易频
繁，有“帆樯林立之势”。清代刘鹗所著
《老残游记》第十二回，还曾提到齐河渡口
初冬时，船上人拿着木杵打冰的情境，从一
个侧面表明当地商贾往来，四时不休的重要
位置。

又比如道旭渡口，它在今天滨州黄河大
桥南端西侧。光绪十八年，这里开辟了渡
口，上可以达济南，下可以出海。史料记
载，这里水面宽阔，桅墙云集，道旭村的民
众也多靠河摆渡为生。1955年10月，道旭渡
口对岸的黄河北镇港开航了客轮“鲁生”
号，黄河上木帆船合作社的七八十条船同时
不断往来，出现了百舸争流的兴旺景象。

中下游黄河第一渡之称的济南泺口，没
有火车之前，济南市需要的生活用品、工业
产品，都是通过泺口码头来装卸，是山东境
内黄河上最大的一个渡口，同时也成为上下
航运中最繁忙的码头。1918年还有记录说，
当时来往于郑州与泺口之间的船达到2000只
左右。到了1934年，经常到泺口的船只增加
到3000只。

在利津县还有“利津古八景”，其中之
一为“东津晓渡”，指的就是利津老城东门
半里余的“东津渡”。直到近代，这里仍岸
高水深，可停靠载运量数百石的大船。顺河
出海，可直达天津、大连、营口、龙口、烟
台、威海等沿海港口；逆水上行可抵沿黄河

各大渡口码头。货物从省城济南到利津，能
实现朝发夕至。

还有兰口渡口、旧城镇渡口、蔡楼渡
口……古渡口到底有多少？其实无从详考。
“为了方便生产生活，旧时沿黄百姓修建渡
口已是必要且常见的工程。黄河流经某个县
城，大小渡口可能就有10个之多。而随着河
水的流向、城镇的变化，渡口也有兴衰更
迭，所以具体数量数不清。”黄河河务部门
工作人员说。

繁华属于昨天。如今，古渡口码头渐渐
失去了往日的重要作用。有的存留浮桥，仍
是一条抵达对岸的通路；有的渡口早已废弃
不用；有的彻底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活在
人们的回忆里。

渡口塑造一方水土

悠悠渡口码头，恰好是“黄河文化”与
“齐鲁文化”交融的结合处。在山东大学中
华传统文化研究与体验基地特聘专家郑连根
看来，渡口码头有着重要的平台价值。“儒
家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在于构建人与人之间
的合作关系。商贾云集、楼船往来的渡口码
头，就是在建立人和人的连接，是社群意识
迸发的体现。”他认为，儒家“和”的思
想，也在互联互通中呈现。“渡口码头的存
在，就是在不断的交换、调度中追求更优的
组合方式、最佳的资源配比。而黄河山东段
的‘串联’，成功实现了沿海和内陆的沟
通，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连接，增强了社
会的包容性，达到和谐共生。同时，不难发
现这个‘文化空间’是多元交互的。商人对
生意、商船的管理，是儒法互补；往来的精
英，‘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
儒道互补；码头‘打工人’行侠仗义，还有
墨家的意思。诸子百家在一方码头，就实现
了‘取长补短’。这也说明，山东人的精神
面貌和行为模式是多样的，他们可以用不同
的思维模式来处理不同问题，让发展有了多
种可能。”

渡口给区域带来的改变，黄河中下游最
重要的码头济南泺口，可作为一个生动的案
例。当年，泺口镇中商店林立，催生了“泺
口味道”——— 在泺口，客栈有数十家，大小
餐馆不计其数，松竹楼、继镇园、泺兴园等
都主打黄河水产。如今，泺口厨子擅长做的
糖醋黄河鲤鱼、红烧瓦块鱼等招牌菜品仍是
远近闻名。而泺口镇“洛口醋”还获得过巴
拿马万国博览会银奖。此后几十年，洛口醋
都是济南家家户户的厨房必备。

这里还有与“水”有关的民俗。“四蟹
灯”就曾在泺口一带流行。“四蟹灯”其
实无“蟹”，而是鱼、鳖、虾、蚌4
种水生动物，表演中用相应的
灯具来体现，还有“打渔
佬”1人，演出
主 要

表现“打渔佬”发现众水族，急忙投放饵
食，准备撒网的喜悦心情以及与众水族相互
打斗的场面，这实际就是黄河沿岸百姓打鱼
捉虾场景的艺术再现。2006年，它被济南市
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直到今天，当地群众还会上演“四蟹
灯”，欢庆元宵佳节。

泺口大集，更是渡口文化的载体。作家
李振声对此有过研究。他说，泺口古镇建有
单独的圩子城和圩子河，与济南老城相比像
个独立王国。因为这里有黄河码头，南来北
往的货物需要中转交易，所以集市规模更大
且不止一个集日，逢农历二七、三八、四九
都有。“赶集的时候更有耍猴的、摔跤的、
拉洋片的、变戏法的、练气功的，算命、打
卦、猜字、看相的也来助兴，引得老城及黄
河以北的百姓都来看热闹。”2020年初，消
逝的泺口大集重新开放，正式开集不到一上
午，就吸引了近5000名市民来赶集，人们是
来重拾“接地气”的乐趣，也是来延续以往
的生活方式。

渡口影响下的城镇不止泺口一个。黄河
与运河交汇处的重要码头、阳谷县城东南的
张秋镇，曾得了“南有苏杭，北有临（清）
张（秋）”的名号，俗有小苏州之称，今仍
不乏痕迹；惠民县境内的清河镇扼渡口而
荣，庙会非常热闹，农民艺人王画三，还带
着杨柳青的画风来到这里，渐渐地这里作坊
繁盛，年画流行，如今清河镇木版年画还漂
洋过海，受到东南亚、欧美、日、韩等海外
各界人士的青睐……

关键在唱出“此地味儿”

渡口和码头是黄河文化、齐鲁文化的缩
影。但目前来看，现实中相关的开发还远远
不够。

“目前，山东的黄河渡口和码头，还不
算真正起到了推动黄河文化发展的作用。深
挖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在
这个方面，我们做得不多。”山东大学城市
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王广振说。

的确，如今的黄河风景区，仍多只是河
水观览地。黄河古渡口、古码头、古镇的民
俗资源特别丰富，但流失也十分严重，网红
草坪打卡、烧烤野炊还是主要文旅项目，文
化品质不高是比较常见的现象。

“黄河码头、渡口既是有形载

体，也是无形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是特有
的历史印记。”王广振建议，还是要先把黄
河渡口、码头的文化载体搞清楚，明白它们
在过去的时代所起到的作用，进一步深挖与
码头、渡口有关的历史文化资源；其次，每
个渡口都有自己突出的功能与地位，在这些
码头与渡口的故事当中，要提炼出文化形
象，以及它所传播的故事和传说，让更多人
明白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还要发挥创意，开
发更多的文化体验产品，人们可以在渡口或
码头休闲、度假、旅游、听故事，也可以通
过书籍、动画、旅游景点、文化景区等方
式，来打造以码头、渡口为核心的黄河故事
的产业闭环。

济南市已有所行动，提出重塑泺口古
镇。穿黄隧道东隧贯通，泺口片区迎来改造
契机，黄河南岸再现昔日泺口繁华或许指日
可待。此外，当地还有顺着黄河沿线，将泺
口古镇项目与山东（济南）乐华城项目连接
组合的规划，意在形成一个集旅游、观光、
度假为一体的黄河文旅廊道。

顶层设计需要细节落地。民进济南市委
副主委刘海萍曾在考察调研后提出具体的建
议。她认为，要以5A级景区、国家重点风景
名胜区的标准，把泺口古镇打造成黄河流域
样板古镇；要做足甲骨文“泺”字和济南
“黄河神兽”文章，设计整体文化标识；还
要复建泺口古城墙，打造不同形式体验街
区 ， 同时恢 复 代 表 渡 口 文 化 的 “ 泺 上
台”……“为了留得下大家，还可以引入洛
口醋、草包包子铺、泺口大陆照相馆、海源
居饭店等老字号，推出黄河糖醋鲤鱼、豆腐
面等传统美食，恢复建设名匠陈雨人‘亦
园’‘基园’等著名历史园林，打造康养民
宿街区。”

唱响这段“黄水谣”，最关键的，还
是要唱出“此地味儿”。换句话说，得把
有亮点的渡口码头，做成一处处有自己特
色的文化标识，避免与其他渡口码头建设
“同质化”。这就意味着，不是只做风貌
重现、文物展示、元素罗列，而是要重点
突出黄河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融。多层面
多线路的研学、多模块的地方特色主题活
动，都可以在精心设计后一起推进、不断
联动，唯有如此，方能把山东的渡口码头
文化做深、做透。

奏响黄河文化“活”“动”“实”的新乐章

擦亮古渡口，唱响“黄水谣”

与黄河相互依存的渡口码头，是沿黄各地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也是当前挖掘黄河文化宝

藏的精准“切入点”———

那些黄河名渡口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扎陵湖渡口：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玛多县，是黄河源头第一渡。文成公主与松赞
干布相会后过黄河的渡口就在扎陵湖附近，千
百年来，该渡口对青藏高原与中原的交通起了
极为重要的作用。

贵德渡口：青海省贵德黄河渡口可追溯到
东汉时期。据《后汉书·邓训传》记载，东汉
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张掖太守邓训出
使河湟，接任“护羌校尉”一职，一个叫迷唐
的首领不服，率军退居大小榆谷（今贵德黄河
南岸），凭借黄河天险与之对抗。因黄河所
阻，邓训无法用兵。偶然间，他见有人怀抱羊
皮袋渡河，得到启示，即命兵士做出皮筏，成
功过河作战。

风陵渡：是黄河南泄转而东流之地，位于
山西省运城市。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里，
16岁的郭襄第一次见神雕大侠杨过，便是在此
地，还上演了“风陵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
终身”的美丽爱情故事，其爱徒也因此得法名
“风陵”。其实风陵渡是因附近的风后陵而得
名。相传，黄帝和蚩尤在涿鹿之野展开大战，
蚩尤作大雾，黄帝部落将士不辨方向，眼看就
要落败。这时黄帝的贤臣风后及时献上指南
车，为大军指明方向，终于打败了蚩尤。然而
风后在这场战争中被杀，被埋葬于此地。而此
地真乃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615年冬天，秦
国和晋国在风陵渡一带进行激战；东汉末年，
曹操与马超也在风陵渡展开恶战；东魏大将窦
泰还曾率领大军，经过风陵渡进攻西魏……

大禹渡：在山西省芮城县东南。顾名思
义，其必有一段与大禹有关的传说。相传大禹
治水时，曾休息于柏树之下，并探查河水水
势，还乘船东下，凿开三门，直接将洪水引入
大海，至此成功治水，解救苍生。后世便将这
棵柏树供起来，称为“神柏”，并建庙以祀。
这个神奇的渡口，也就被称为了“大禹渡”。

延津渡：河南省延津县因黄河渡口延津渡
得名。延津渡，具体指黄河流经今延津西北至
滑县以北的一段，为黄河重要渡口之一。历史
上，在这里发生过不少战争，最著名的要数三
国时期曹操和袁绍在这里的“延津之战”，它
和“白马之战”一起被历史学家称为官渡之战
的“前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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