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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奔腾不息，至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与山西省忻州市偏关县交界

处，尽显“高峡出平湖”之壮美、“天工雕画卷”之瑰奇，造就了中国最美十大峡谷之一的老牛湾黄河大峡谷。

峡谷两侧壁立千仞，山峦连绵起伏。蜿蜒于陡峭山崖上的明长城，气势磅礴，呼啸沧桑，携历史烽烟，与母

亲河在老牛湾大峡谷紧紧相拥。

长城黄河在内蒙古五次拥抱

天工雕画卷 险峰现明城

融合文脉贯古今

河流千古，孕育出璀璨夺目

的人类文明。作为历史长卷中的

一页，西邻黄河的清水河，人类活

动踪迹可追溯到六千多年前的仰

韶文化时期。

一条文化脉络，从远古走到

今天。

——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评选结果揭晓，清水河县后城咀

新石器时代石城址入围。遗址面

积约 138 万平方米，距今 4500 至

4200 年，是目前内蒙古中南部地

区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龙山时

代石城。

——西岔遗址，位于清水河

县城关镇 50 公里处，填补了内蒙

古中南部商周时期青铜文化考古

空白。至 2004 年，西岔遗址历经 5

次发掘，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重点

科研项目。

——春秋战国以后，清水河

地区从游牧阶段慢慢向农耕过

渡，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在这里

碰撞出彩，历代州、府、郡、县、镇

名称均可找到记载。

——塔尔梁墓，直观再现了

五代时期内蒙古黄河沿岸各民族

杂居共处、繁衍生息的社会生活

风貌，见证了农耕文化与游猎文

化的融合发展。

——辽宋金元时期，多民族

在清水河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留

下丰富的文化遗产。国家一级文

物、清水河博物馆镇馆之宝——

元代青铜万户府印，为研究这段

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2022 年 10 月，清水河博物馆

建成。馆内一幅幅地质遗存、历史

风貌、民俗风情、发展变迁画卷，

一件件实物展品，无声地讲述着

清水河悠久的历史故事。

“清代，清水河黄河段水运最

为兴盛，境内有古渡口 14 处，西

北的皮毛、药材，中原的瓷器、茶

叶，均通过这里行销各地。”清水

河博物馆馆长梁文光说。

黄河万古流，磨砺出璀璨明

珠老牛湾。

明成化三年（1467 年），老牛

湾古堡建成。据《山西通志》记载：

“老牛湾,在偏关县北六十里。边

墙起河曲之石梯隘,沿河而北,至

关河口而入县境,至老牛湾面儿

东折,为大边所始。其堡在边南,隶

偏关营。出边为清水河厅界有老

牛沟,北达厅治,西临河套。”

老牛湾三面环水，所处高台

地形似“牛头”伸入黄河，只有南

面与青石梁逶迤相接。

老牛湾堡北部依托望河楼、

烽火台等军事设施，与长城边墙

的防御功能相呼应，形成独特的

堡、墙、台、水相结合的结构，人造

军事防线与自然天险浑然一体。

长城逶迤，多彩峰岭，挺起中

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站在小元峁段长城的墩台之

上，西望老牛湾，风光秀丽；东望

丫角山，座座墩台、城堡迎风而

立，静若处子，仿佛在述说着历史

的过往云烟。

明长城在清水河县境内有155

公里，沿线分布有烽火墩台108座、

敌台243座、马面253座。目前保存

较为完整的城堡墩台有5座。

1989 年，中国长城专家罗哲

文来到清水河，被这里明长城的雄

宏厚重、独特景观、保存现状所震

撼，称其“可与八达岭长城媲美”。

1987 年 12 月，清水河明长城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

员会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2001

年 6 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0 年

11月，板申沟段、小元峁段和老牛

湾段明长城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

第一批国家级重要点段。

内蒙古文物学会秘书长、国

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王

大方说：“黄河和长城都是我们中

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长城与黄

河拥抱，是中华民族多种文化交往

交流交融的生动体现，其融汇的伟

大力量，更是见证着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代表着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

黄河岸边守艺人

黄河岸边，57 岁的郝军亮一

边修补渔网，一边打开话匣子：

“眼看快开河了，早点补好，打几

网开河鱼，肥着呢！”郝军亮祖祖

辈辈都以黄河为生。

郝军亮的爷爷做过船工。每

年黄河开河，船工们背着缆绳、拖

着沉重的货船，从老牛湾逆流而

上，将货物运送到宁夏吴忠，再拉

载货物乘船顺流而下回到老牛湾。

一个来回，需要一个多月时间。

郝军亮的父亲也曾在黄河岸

边捕鱼，以补贴家用。如今的郝军

亮，在黄河边上盖了几间房。“很多

游客都想吃个新鲜，我就把刚刚打

上来的黄河鱼炖上，也能赚不少。”

黄河之水养育着世代清水河

人，清水河儿女也无比热爱母亲河。

85岁高龄的张选老人，是第三批自

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清水河

县黑矾沟瓷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对

黄河，有着不可割舍的情感。

清水河县文联主席邢永晟介

绍说，作为中国磁州窑谱系，清水

河瓷生产历史至少已有800年。其

重要原料，就来自老牛湾黄河大

峡谷不远处的窑沟乡黑矾沟。

“黑矾沟，出黑矾，还有著名

的花大盘。火罐钵钵油灯盏，花

碗、盘碟、浆米罐、酒盅、瓷砖、大

磨盘……”这段曾经流行于清水

河县的快板书，道出了黑矾沟曾

经盛产陶瓷的辉煌。

一件件陶瓷制品，通过黄河

渡口运往全国。20 世纪八九十年

代，张选任清水河县建筑陶瓷厂

厂长，期间生产的釉面砖，进入北

京“亚运村”，还出口到日本、韩国

等，为清水河创造了不小的财富。

时光流逝、岁月变迁。晶莹剔

透的骨瓷、高洁莹润的玉瓷、色彩

斑斓的彩色瓷，以及一些轻便的

塑料制品，取代了黑矾沟里生产

的粗犷厚重、结实耐用的碗碟、坛

子、缸和瓮，这让张选有些难过。

已至耄耋之年的张选有个心

愿，他要让黑矾沟瓷艺技艺传承

下去。他于 2017 年开设了个体传

习所，还长期免费教授着 11 名徒

弟，“黑矾沟瓷艺是清水河的一张

文化名片，我要把它传承发扬光

大。”张选说。

黄河养人，黄河文化影响人。

王大方说：“守护黄河母亲

河，更是所有人的责任。在清水

河老牛湾这一带，长城和黄河形

成握手之势，更应该做好相关文

物遗迹保护工作。同时，也要保

护好周围的生态环境以及相关

的文化遗产。我们一定要重视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

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

（下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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