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经注》：汝水又东黄水注

《水经注》：泽水东南入汝水

所以，他又顺水东去，游览汝河。

彼时的汝河，如他的心绪一样，有一种前所未

有的辽阔。

假如那一年我们能够在汝州与他相遇，这个

正值壮年的男人面容一定会让我们吃惊———他不

再是初出茅庐的那个俊美少年，此时年近四十岁

的他瘦硬如雕塑，面色如铜，两鬓已渐苍白，已是

“尘满面，鬓如霜”了。

《水经注·汝水》一章中还说：“其水东南流，注

广成泽水。泽水又东南入于汝水。”

郦道元的《水经注·汝水》之作，只用不到区区

100字的篇幅，就描写出汝水曲折蜿蜒、错落有致

的自然风貌。全文描写随物赋形，动静相生，情景

交融，情随景迁，简洁精练，生动传神。

清道光《汝州志》记载：“汝石，出汝河取供盆

玩，古色斑斓，花纹灿然……今则少见，珍矣……”

汝水曾叫女水，女（音汝）也是汝的意思，它沾

了女娲的光。在汝州民间传说中，汝河曾是女娲所

居之地，汝河即因女娲得名。古籍中也有记载，如

《世本·氏姓篇》说：“伏羲封弟娲于汝水之阳。”

上古之时，黄河流域的伊河原属于汝河流域，

汝阳县紫逻山以西，洛阳龙门以南的大面积地区

因受山体阻挡，形成自然水域，史称“汝海”，《说文

解字》：“海者，天池也”。禹治水时最初区域在汝颍

伊洛流域，劈开龙门山之“辟伊阙”，结束了伊河属

于汝河流域的历史，决开紫逻山之“决汝”，结束了

“汝海”的历史，增加了大量肥沃的良田，禹成为百

姓心目中的神，称大禹。

汝河是一条流淌着诗意的河流，最早吟咏这

条河流的，是《诗经·汝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

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

子，不我遐弃。鲂鱼赪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

母孔迩。”隔着两千多年时光，那朗朗上口的诗句，

如今读来仍是拳拳服膺，念念再兹，有一种浓得化

不开的爱与哀愁。

郦道元与汝河相遇，是偶然，还是必然？

在北汝河，他被那精美的石头惊呆了。

捡起一枚，他忘我地陶醉了：那枚黑色的卵石

上，绽开着五彩缤纷的梅花，白梅、红梅、绿梅……

一簇簇、一丛丛，如烟似霞，暗香流动。

岁月递嬗，一千多年的时光逝去了。汝河床

虽然宽阔了许多，但汝河水却消瘦了许多；鹅卵

石虽然增多了许多，而名贵的汝玉石却越来越稀

有了。痴梦不醒，岁月的更递中，我的汝石梦却越

来越强烈了。如今，我们穿行在汝河上，执拗地寻

求着那七彩的宝石。日薄西山时，我们来到了紫

逻山，远望山上，云山雾海，近看脚下，汝水奔

涌。站在岸边，我们拿出《水经注》细读对照：“紫

逻南十里有玉床，阔二百丈。其玉慎密，散见梅

花，曰宝。”然后我们爬上山半腰中寻觅，终不见

汝玉洞。

郦道元是官二代，他父亲是青州刺史。他青年

入仕，先后在山西、河南、河北等地做官。时常乘工

作之便和公余之暇，到各处进行实地地理考察和

调查。凡是任职经过之处，他都尽力去搜集当地有

关的地理著作和地图，并根据古代文献、图籍所记

载之内容，考查各地河流干道和支流的分布，以及

河流流经地区的地理风貌，加以补充完善。他不辞

辛苦，跋山涉水，追根溯源，寻访历史古迹，而且很

注重活材料的搜集。足迹每踏至一处，他都去民间

走访，搜集当地神话传说、奇闻异事、俗谚歌谣，将

风土人情和自己的所见所闻都详尽地记录下来。

日积月累，他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这些宝贵的

资料为他完成《水经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四十

卷《水经注》旁征博引、内容翔实，不仅具有极大的

科学价值，有益于后来者的研究，尤为可贵的是其

文笔优美而隽永，读之不觉枯燥反而回味悠长。

说起是作注，实际上却几乎是完全的创新，他

在《水经》仅百余条河流的基础上，添加了众多河

流，达到了 1252条之多，而且文字从万余字增加

到 30余万字，共分 40卷，可以说是郦道元倾力写

就的一部全新的《水经》。

郦道元一生著述很多，除《水经注》外，还有

《本志》十三篇以及《七聘》等著作，但是，流传下来

只有《水经注》一种。

然而，郦道元终是历史的过客，他的汝州之

行，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尽管入仕，但他个人的印象，始终是一个纯粹

的行者，他的内心一片澄碧。他在孤独中与山川对

话，他的快乐与沉思，他的思念与孤独，他生命中

所有能承受和不能承受的轻与重，都化成一片汪

洋，雨晴云梦，月明风袅，留在他的字里行间，远隔

千载，依旧脉络清晰。

就像一句话里所说：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都是

制定规则的人，而不是遵从规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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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汝州郦道元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汝水又东，黄水注之。水出梁山，东南径周承休县故城东。其水又东南，径白茅台东，又南径梁瞿乡西。”
郦道元，这个与水结缘的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以饱满的热情，浑厚的文笔，精美的语言，形象、生动地描述了祖国的壮丽山川，表现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和赞美。

他的一生，有《水经注》，这就足够了；他的《水经注》里记载的这段话，对于汝州来说，也已足够了。
我们从他的文字中，能看见一个心静如水、不染尘世喧嚣的纯洁心灵，就算我们不知道他曾经的戎马生涯，不了解他为官之路上迈过的诸多坎坷，不知道他壮烈地横死山冈；然而，郦道元，这三个字本身就是一座丰碑，他的名字在历

史长河中，永远地万古流芳。
郦道元———人生不止《水经注》，还与汝州结水缘。

郦道元与水结缘，似乎是命中注定，但他与汝州

结缘，却是人为的成分存在。

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汝水又东，黄水注之。

水出梁山，东南径周承休县故城东。其水又东南，径白

茅台东，又南径梁瞿乡西。”

“黄水”是指汝州东部的黄涧河，“梁山”是汝州大

峪周围山脉之古名，又名大熊山。据实地考证，“白茅

台”就位于现在汝州阎村古文化遗址，濒临黄帝亲手

开凿的黄水（现黄涧河）。这里古代有名谓“白茅台”的

村落。村落之中曾建有五色土社坛，黄帝曾在此“裂土

分茅”。据考古专家称，汝州阎村遗址为仰韶文化时期

部落中心。实质上，当时就是都城，现在说是都城遗

墟，相当于现在的中心村。中心村周围有很多小村子。

现在有学者认为，这个都城就是轩辕黄帝次子昌意所

建的鄀国都城。

无论他的《水经注》文化苦旅如何劳累，在汝州这

片古老的大地上，他的心是自由的、他的精神是飞翔

的。在这里，他无须营营苟苟，献媚官场。他站在烈日

的河道泽国里，成了这里的守望者。日复一日地经受

风吹雨淋、劳碌奔波，人变得又黑又瘦，但他的身体是

强壮的，他的精神是愉悦的。他用艰辛与诚实的奔走，

把大自然的精灵和精华萃取了出来。

郦道元（约公元 472年 -527年），字善长，范阳涿

州（今河北涿州）人，为我国游记文学的开创者。他仕

途坎坷，终未能尽其才。曾任御史中尉、北中郎将等

职，还做过冀州长史、鲁阳郡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

尹等职务。执法严峻，后被北魏朝廷任命为关右大使。

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被萧宝夤部将郭子恢在阴盘

驿所杀。

他的一生，很多时候是在中原大地盘桓、徘徊、徜

徉。

《水经》一书写于三国时期，是一部专门研究河流

水道的书籍，共记述全国主要河流一百三十七条。原

文一万多字，文字相当简略，没有把水道的来龙去脉

和详细情况说清楚。郦道元认为，应该在对现有地理

情况的考察基础上，印证古籍，然后把经常变化的地

理面貌尽量详细、准确地记载下来。在这种思想指导

下，他从小立志，决心为《水经》作注。

少年时代，郦道元就曾随父亲到山东游历，一路

游览山水胜景，曾观赏过临朐县的熏冶泉水、石井的

瀑布等诸多颇具盛名的美景。瀑布飞溅之壮丽、泉水

蜿蜒之秀美都在郦道元心中埋下了向往的种子，使他

对地理考察萌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他开始潜心学

习，阅遍群书，对有关地理文化的文献更是格外用心

地去搜集。

在搜集的过程中，郦道元发觉古代地理著作虽然

不少，但其内容却有不少缺漏和不完整之处。尤其随

着朝代更迭，地理名称变换，当时的记载很多已与今

日有了出入。他由此萌生出一个新的念头———自己去

实地考察，将文献中的缺漏之处一一补充完整。

从此，他忍受寂苦，化茧成蝶。

《水经》所描述的黄涧河，是汝州市境内北汝河左

岸的一条支流，全长 31公里，流经大峪、纸坊、米庙、

焦村 4个乡镇，流域面积 264平方公里。据明《正德汝

州志》载：“黄涧河：在州东三十里，俗呼赵落河。发源

于左村之北，南流合于汝河。”实地察看，河出大峪盆

地。东自大红寨，西到人头山，北至蜜蜡山，古为水泽。

所以有黄帝“打开白云关，撤干大峪川”之说。

大熊山位于汝州市大峪镇境内，因《竹书纪年》中

提到：“黄帝轩辕氏，居有熊”而得名。山处华北地台与

秦岭褶皱系的衔接地带，方圆 40公里，沟壑纵横，植

被完好。将军帽、老君岭、花果山、祖师峰、和尚塔、玉

皇鼓、八大金刚柱等峰峦峭立；药王楼、大圣石、如来

观音石、凤凰头、神马石等如行如卧。龙潭沟、大清涧、

簸箕掌，涧水泠泠，水泽山润，令人叹为观止。

如果不是他选择的学术生僻，凡是有他足迹的地方，

都应该有他的传说的。可惜，遍查史料，他的传说鲜少。

但在汝州，这笔酣墨饱的真实记录，让我们知道

了他是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样的生活。

汝州温泉，因为文化的丰厚、矿物质的丰

富，注定要在历史上、世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

华章，连郦道元也未能免俗。

他来了，来得很是时候，这里水草丰茂，泽

面汪洋。

于是，他在《水经注·汝水》一章中记录：

“汝水又东，与广成泽水合。水出狼皋山北泽

中。其水自泽东南流，径温泉南，与温泉水合。

温泉水数流，扬波于川左。泉上华宇连荫，茨甍

交拒，方塘石沼，错落其间。颐道者多归之。其

水东流，注广成泽水。”

其实，在他之前，汝州温泉已久负盛名。他

的记载，更是画龙点睛，锦上添花。

相传广成子是黄帝时人，居广成泽崆峒山

石室中，活了 1200岁看着仍不显老。关于他的

传说，最早见于《庄子·在宥》，其后，《神仙传》

《广黄帝本行记》等书均有所载。

《庄子·在宥》记载了黄帝和他的两段洋洋

洒洒的对话，充满了“玄机”。有学者认为，庄子

是在借广成子之口表达他自己对“道”的看法，

但也有人认为，广成子应该是历史上存在的人

物，是中国最早的思想家之一。

大约因为广成子的原因，东汉刘秀将崆峒

山附近的水泽命名为广成泽，并辟其为皇家园

囿。东汉早期，广成苑和附属的汝州温泉已经

是一个重要的地方，班固的《东都赋》描绘洛阳

说，“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而都城

之外则“因原野以作苑，顺流泉而为沼”。

东汉大学问家马融曾作《广成颂》，他在

《序》中体贴地说，陛下“每有忧疾……又无以

自娱乐”，所以建议冬季农闲的时候，“宜幸广

成，览原隰，观宿麦，劝收藏，因讲武校猎”。

话说这一年，郦道元任鲁阳太守（公元

508-512 年，郡治现河南鲁山县），任职期间，

喜好山水的他自然不肯安闲，汝水西出鲁阳

县，他便寻汝水之踪迹一路东行，实地考察加

以记录。他不喜好铺张浪费，出行并不大张声

势，携带众多侍从，而是喜欢自己独行。这样才

能更好地沉浸于山水之中，也能真正体察风土

人情。

这一天，当他行至广成泽时，见这里云山

雾绕，风景如画，令人流连忘返。他一面游赏此

处胜景，一面回想着文献中的记载，不知不觉，

竟偏离了大道，不知行至何处，一时迷了方向。

不得已，他只好先寻了一处平滑的石头，

暂且坐下来休息。这不休息还好，郦道元一坐

下来，方才发现自己走了太久，脚上打出了血

泡，腿也酸胀不已。他心中暗暗叫苦———这些

年跋山涉水各处考察，难免多行至潮湿闷重

处，腰腿上都落下些病痛，不犯时倒还好，若是

一发作起来，必得针灸火炙一番才能压住。自

己一时大意，过于劳动了，偏偏这时候发作起

来。此处少有人迹，哪里去寻大夫替自己医治。

他只得先放下行箧，勉强推拿一番，暗盼能有

好转，可疼痛却越发难忍起来。

眼见日头偏西，郦道元心中十分焦急。正

不知如何是好，忽然看到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

家，背着竹编的大筐从另一条小路上走到此处

来。

郦道元大喜，连忙呼告出声：“老丈，在下

迷路至此，能否请您帮忙指路最近的村镇？”

老丈爽快应道：“那是自然。老头我也是刚

刚打了草要往家去，小兄弟便同我一处走

吧。”

郦道元刚要起身却脚下一软，赧道：“能否

请老丈搭把手，在下腿脚有疾，眼下行走实在

不便……”老丈走近来，替郦道元推拿了两下，

将他搀起来，笑道：“小兄弟偏巧迷路至此，你

可知道我们这里有神泉？你这腿疾不重，若是

在神泉水中泡上一泡，保管一洗就好。”

郦道元虽然心中疑惑，但不忍推阻老人家

一番盛情，当晚便宿在老丈家中，第二日拄着

老丈儿子暂且削成的竹杖，随他一同去所谓的

“神泉”。

到了地点，郦道元方才恍然大悟。只见那

汤泉泉水沸且清，清澈如碧，原来是一汪温泉。

老丈扶着他泡进泉水中，笑道：“怎么样？”郦道

元只觉四肢百骸都为温热的泉水所包裹，无一

处不舒爽。方才双腿上沉甸甸的胀痛，似乎随

着泉水流走了一般，瞬间轻快了不少，连忙笑

着应答：“多谢老丈，这‘神泉’正如您所说，当

真灵验得紧。”

于是，郦道元便在这小村中停留数日，每

日都去温泉水中泡一泡，腰腿上的旧疾竟完全

好了。他还不忘自己来此处的本义，借此机会

实地考察了一番温泉水之流向等情况，告别老

丈一家回到鲁阳后，将自己所见载入《水经注·

汝水》一章中。

“汤王街，实在好，千里迢迢来洗澡；一洗

澡，病就好，生龙活虎往家跑。”这是近代广为

流传在汝州温泉的一段顺口溜。

“山前阴火煮灵源，昔日曾临万乘尊。历尽

兴亡皆如此，不随世俗变寒温。”北宋名相范纯

仁的这首脍炙人口的诗，说的也是汝州温泉。

汝州温泉，历史悠久，据《后汉书》《旧唐

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金史》《汝州志》等书

记载，前后来温泉沐浴观光的帝王共有十人二

十一次，后妃三人，史称“十帝三妃浴温泉”。

汝州温泉，文化泱泱，使名人雅士来者如

云，班固、郦道元、宋之问、欧阳修、苏轼、苏辙，

以及现代文学大家姚雪垠、李准等都与温泉亲

密接触过。这些文学大家挥笔抒怀，为温泉平

添了许多墨香诗韵。

汝州温泉，矿质丰厚，含有氢、锂、钾、钚、

锶等 56种微量元素和 30多种矿物质，对风湿

病、皮肤病、颈肩腰腿疼等疾病有显著疗效。其

水质晶莹剔透，清澈见底，滑腻如抚锦缎，被称

为“神水”。

然而，与其他历史文化名人不同，郦道元

的温泉之行很单纯、很单一。即使祖国的山川

河流牢牢地构筑着他的精神世界，但他的心里

还有诗，还有梦，还有一个更为深厚与广阔的

精神空间要去完成。

《水经注》：汝水又东广成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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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道元铜像

广成湖荡舟 黄耀辉 摄

波光粼粼北汝河 张军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