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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文明古国因诞生在大河的河谷地带，因此有人称其为四

大河谷文明。

汝州是华夏文明发祥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文明遗址比如

闫村、中山寨均分布在河谷两岸的台地上。

洗耳河是北汝河的支流，是汝州的母亲河，从北向南已发现有

槐树尹、河湾、煤山等文化遗址，证实她的脉管里流淌着 8000多年

的汝州文明。

4000年前，因先贤许由为拒唐尧天子位置的禅让，避隐此河

谷地安家，用水洗耳去诟言，后人对隐士精神的敬重就改其河名为

洗耳河。这条河因许由隐居而成了中国隐士文化的源头。

上世纪七十年代修筑焦枝铁路，在洗耳河西岸的高台上发现

了煤山遗址，地层叠加着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提供了原始社会

向奴隶社会转型的完整信息，考古学家给她起了个载入史册的好

名头———二里头文化煤山型。为保护洗耳河孕育的这块文化高地，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此规划建设了汝州当时最大的公园。这个公园

经过不断的完善和 2017年的百城提质工程建设，成为城区的“肺

器”和市民的乐苑。

洗耳河东岸的汝州城，文献记录和考古发现最晚始建于汉代，

有 2000多年的历史。

河谷文明生于水也常常毁于水，所以人们对孕育她的河水又

爱又怕，不知汝州城诞生以来重筑或修建过多少次，也不知被大水

冲坏过多少回。

现存最早的《汝州志》成书于明正德年间，距今不到 500年的历

史，此后不断续写至清代的 1820年，水灾多记有汝河，却不见洗耳河。

2000年还存在的祭祀河神的大王庙坐落在西城门对岸的洗

耳河边，碑刻显示始建于明初，是希望河神给市区带来清流绕城，

且没有水患的和睦景象。明清时期的多块碑文显示，河大王并没有

保护好两岸人民的平安，仅西城门外与西关相通的大石桥就有冲

毁 10次之多的记录。

新中国成立之初，洗耳河上还没有桥。1957年前后才修了中

大街与西关街连接的桥。

1957年，在洗耳河上游修建了中型水库，基本治住了水患，下

游支流和地下的河水还能让洗耳河四季水淌。

上世纪九十年代，洗耳河除城区段多曲曲湾湾，类九曲十八湾

的浏阳河。河道很宽展，荒草很繁茂，牧者很钟情。

2000年 7月 15日汝州突降暴雨，洗耳河给她的儿女送来了百

年未遇的洪水，城区一片汪洋，多处低洼地带的住户受灾严重。

2000年冬，市委、市政府召开了万人参加的洗耳河疏浚动员

大会，将城区以南采取取直、疏通、固堤的办法治理，给全市人民描

绘出了鱼翔浅底的美好愿景。

2000年后，洗耳河南段遍植杨柳，市区段有了钢骨水泥石堤，

修建了橡皮水坝。

2014年是母亲河“西化”的元年，全面整妆列入民生大事，五

河贯通列入高端设计，马庙湖区全面升级，河道北段固堤、步道、绿

化同步规划实施。

2017年位于洗耳河东岸的科教园区规划建设，一年后箕山南

麓这块世代无人问津的沟壑险地突起一座座高楼林立的园区，汝

州党校、一高、高级技工学校、中医学校先后鸣炮迁入，构结成汝北

高地上的文化山城。

2017年同步规划开工涉及洗耳河的水系贯通工程和万亩滨

河公园建造工程。如今这些工程全部落地，洗耳河和两岸呈现出人

与环境和谐相处的秀美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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