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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陕北的腹地，在黄河的大峡谷中有一个十分有名的村落，名叫伏义河村。

说它有名是因为两点 ：一是它是伏羲的故乡 ；二是它就坐落在黄河最壮丽的湾道——乾坤湾上。

在骄阳似火的八月， 我有幸同合肥市群艺馆的研究员周路、中国科大的教授王祥以及合肥４９中的高级教师刘敬萱一起

走进闻名遐迩的延安市延川县土山乡的伏义河村。

伏羲故里，优美神话传千古

 据说，三皇（伏羲、炎帝、黄帝）之一的伏羲曾在伏义河村住过，据《 延川县志》清道光本记载 ：今伏义河村在清代以前叫

伏羲河村，由于“羲”与繁体字的“义”字形体相近，遂约定俗成沿用至今。

相传远古时候黄河流域洪水泛滥，人类遭遇了灭顶之灾，只有伏羲和女娲兄妹俩没有被洪水吞没。为了人类的生存，从此

兄妹二人就在这黄土群峦中，在这黄河湾里繁衍生息。由此开创了人类的一个新世纪！

 因此说，伏羲和女娲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就是我们东方世界的亚当和夏娃！

 这也许是一个优美的传说，但是站在伏义河村，一位老农指着黄河对面的山对我说 ：你看她像什么？我一看惊呆了 ：这

不是一座巨型的女性石像吗？她面对西方，翘首企望，鼻梁高挺，五官端正，乳峰凸起，其轮廓清晰逼真，形态俏丽，气度

非凡。老农说，她就是传说中的女娲！我们叫她女娲山。

乾坤湾上，太极八卦浑天成

 伏义河村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它就坐落在乾坤湾上。

乾坤湾（俗称河怀湾）是一幅天造地设的天然太极八卦图， 也是黄河古道秦晋峡谷上一天然的景观， 是陕北最亮丽最壮观

的风景点之一。

 炎炎八月，我站在乾坤亭上，远眺群峦，俯瞰黄河，一切美景尽收眼底 ：黄河流经此处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Ｓ”形的

大转弯，而位于这大转弯上的伏义河村以及隔黄河相望的山西省的会河村，恰如黄河巨龙怀抱中的“阴阳鱼” ！

哦，乾坤湾真是天地之造化！史书记载伏羲曾在此“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

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伏义河村，满山遍野飘枣香

 ８月１日上午８时许我们从延川县出发，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奔波，才到达伏义河村，其间我们的汽车在崇山峻岭中奔驰，

在沟壑纵横黄土上翻越，一座座山峦在我们的眼前闪过，一排排窑洞在我们眼前退下，真是风光无限美不胜收！但是置身

车中我们也常常吓得一身冷汗，因为这里一个急转弯往往是３２０度，根本无法看见对面的车辆，当我们把担心说出来后，

司机笑着说，没事，对面不会有车的。正午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伏义河村。

这是一个典型的陕北小村落。它紧挨着黄河，利用沙滩的地形，由东向西，由低到高，一排排窑洞就坐落在半山腰上，在

骄阳的辉映下，在绿树的掩映中，这座依山傍水的小村庄是如此的优美而宁静。

 伏义河村地处黄土高原的腹部，现有９０多户人家，有人口２０００余人。自古以来这里就盛产红枣，山岭沟谷、河岸边

畔、村里村外，还有那漫无边际的沙滩上全都是枣树，走在这枝叶茂密枣林里，四处都溢满醉人的芬芳，沉甸甸的大青枣

密密匝匝，压弯枝头，看了实在是让人喜不自禁，尽管枣儿还没有熟，但是我还是将枣儿吃了个够。

 这里的红枣被称之为“滩枣”， 因其个大、脆甜而蜚声陕北、饮誉全国。据说这里的枣儿晒干后， 将它撕成两半能从中拉

出丝来，可见这枣儿有多甜。伏义河村的农民以枣为荣，以枣为生，以枣换取粮食和一切生活的必需品。

陕北老乡，纯朴善良迎客人



 伏义河人纯朴而且善良。我们到了伏义河后，本村的村民，也是延川县著名的民间艺人郭汝林将他亲戚的一个新婚房腾

出来让给我们住，这让我们实在是不好意思。

 在村里我们无论走到哪，都有村民们热情地招呼我们到家里坐坐，到炕上坐坐。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会毫无保留地拿

出来让我们吃，如果不吃，他们反而不高兴，有时我们实在是吃不下，哪怕是尝一口，他们也很开心，认为我们是看得起

他们。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在伏义河村，真的是这样，家家户户外出几乎都不锁门，当地老乡说 ：没事，不会有事的，除非三

岁娃娃当作好玩拿走，大人是绝对不会拿的。

剪纸艺人，全国比赛拿大奖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郭汝林。他是延川县惟一以剪纸为生的人。

 今年４０多岁的他，是村里的名人，却有着十分不幸的童年。在他出生时，母亲就因为生他而死，他生下来的第一天，就

一个人在荒郊野外独自陪着母亲的遗体度过人世间的第一夜，用他嗷嗷待哺的哭喊为母亲送葬。

 此后他被抱到别人家，尽管养父母待他很好，但在少年时代养父母均先后死亡，他又回到父亲的身边。３０岁时父亲也

走了，此时他已成家并养有三个孩子。贫瘠的黄土地，是很难养活一家五口的，好在他有一手剪纸的艺术，他的剪纸《 白

马图》能剪１００多种马，这１００多种马不仅形似而且神似，他的剪纸１２生肖更是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他的作品曾在

全国各地巡回展出，在全国民间艺术大赛上获奖。如今他带着全家搬到延川县，以剪纸为生，以剪纸养活一家五口，以剪

纸供儿女们上大学。

 此次我们到陕北，他放下手中的工作全程陪同，途中他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当地风土人情，因为他无事不晓，我们给他起

了一个雅号 ：郭神神。

破窑洞里，历史倒退一百年

 伏义河村尽管有驰名中国的“滩枣”，但是这里的村民并不富裕。枣儿连续三年歉收，又没有其他的什么收入，因此农民

的生活过得很艰难。我们在这个村里，村民们把我们当作贵客来待，每天最好的菜就是青的西红柿，切成丝，用盐腌一下，

然后用筷子在麻油瓶里沾点油拌拌，这就是最好的菜了。因为不种粮食，所以也不养猪，一年到头难得吃到一餐肉。加上

吃水和用水都很困难，蔬菜也没有办法种，所以想吃点蔬菜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里的农民们没有医疗保险，没有最低生活保障金，甚至没有五保户，一切全靠自己。尤其是医疗条件很差，这里的女人

生孩子全在自家的炕上，接生的要不就是母亲，要不就是自己的丈夫，没有人懂医，因此产妇的死亡率也较高。

漫步在伏义河村，历史仿佛倒退了１００年，这里到处是残垣断壁，到处是破败的窑洞，村上大约有５０％的土窑洞都空

闲着，这些土窑洞有的是因为年久失修而没办法再住，但是更多的是因为孩子们上学太远（四年级的学生就要到２０公里

外的乡政府办的小学读书，初一就要到县城读书），为了孩子，家长们不得不离开家乡，以打工为生。

 在伏义河村，村民已经意识到，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落，之所以还这么穷，除了地理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村民没文化的多，伏义河村要想尽快地致富，路只有一条：让娃娃们多读书，让娃娃们掌握科学知识，才能实现致富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