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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稽之山巅，一尊高达 20 米、重达
百吨的青铜雕塑静静矗立于此。阳光
下，手执耒耜的大禹目光灼灼，俯瞰着这
片江南大地。

绍兴，相传大禹两次来此。第一次
毕功于了溪，更名茅山为会稽；第二次崩
葬于会稽，有了“山川灵秀、殿宇宏壮”的
大禹陵。

走在通往禹庙的石板路上，金伟国
兴致勃勃。“大禹是我们的老祖宗，从小
听到大的。”他长大的村子距离这里只有
几个山头。

他和一些朋友因为热爱禹文化而聚
集在一起，后来还成立了绍兴市大禹文
化研究会。最近十年，他们孜孜不倦地
在各地寻找、收集和整理各种与大禹相
关的踪迹，都快把中国跑遍了。

不 过 ，认 真 开 始 做 这 件 事 ，还 是
2017 年之后。那一年，他们访问了日
本。在交流中，一位日本学者忽然拿出
了一份《日本禹迹分布图》，详细标注了
境内132处禹迹，遍布日本南北各地。

你们有没有《禹迹图》？对方发问。
这让绍兴去的客人们吃惊不已，没

想到大禹在东瀛也如此受追捧，继而是
羞愧，作为大禹陵所在的绍兴，虽禹迹遍
布，但当时的确拿不出这样一份全面的

《禹迹图》。
他们知道，千百年来，大禹所承载的

这一脉文化如涌泉而下，滔滔不绝，历代
的人们也从未停止追寻和整理。宋代就
有《禹迹图》问世，绘刻禹迹山川 150 多
处，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被
西方汉学家李约瑟称为“当时世界上最
杰出的地图作品”。

事实上，他们已经收集大量有关大
禹的资料。编制一份新的《禹迹图》，全
面准确地记录各地禹迹，不正是对大禹
文化一次绝佳的系统性呈现吗？他们为
这个想法而兴奋不已。

随之而来的，还有紧迫感。时光流
转，遍布全国大江南北的禹迹是否还在，
又 有 什 么 新 变 化 ？ 这 些 都 需 要 实 地
调查。

而且，禹迹的定义是不是可以再加
以延展？不仅仅是典籍中、传说中大禹
出现过的地点，也不仅仅是依然存世的
大禹祭祀点、建筑物；大量刻录有大禹事
迹的青铜器、碑版、摩崖石刻，乃至与大
禹同一时期的重要考古点，都可以归纳
到这个范畴里。

一张《中国禹迹图》，要勾勒的不仅
是大禹，更可由此来探达中国人的心灵
图像和精神脉络。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寻禹之旅开
始了。

绍兴市文史研究馆、绍兴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绍兴市鉴湖研究会、浙江大禹
文化发展基金会、中国水利博物馆和各
地专家、爱好者都参与了进来。

他们先是查访和整理了浙江的禹
迹，共达 209 处，绍兴最多，达 59 处，超
过了四分之一。然后，他们雄心勃勃地
准备编绘一张《中国禹迹图》。可想而
知，这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程。

组织者之一，多年担任大禹陵景区管
委会主任的张军说：“从绍兴出发，去往全
国各地寻禹，对我们来说，是使命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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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购得
一件豳公盨。这件距今约 2900 年的西
周中期食器，内底铸有 98 字铭文，记述
了“天命禹敷土，随（堕）山浚川⋯⋯”的
内容。它是目前出土文献中有关大禹的
最早记载。

在古籍和传说中，有关大禹的资料
可谓汗牛充栋。大概再没有哪一位人
物，会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留下那么多
的记录。

有关大禹的记载越多，大禹究竟是
谁，越发成为一个富有魅力的话题。对
于绘制《中国禹迹图》的人们，工作量也
就越大。

打开金伟国手机上的地图软件，标
注着他走过的 6000 多个足迹。为了寻
找全国的禹迹，他们组成了一个大约 15
人的寻访组，有大学教师周一农、白忠
喜、汤伟星、郭民军、张志远等，有大禹陵
景区的张钧德、柳哲霖、贺靓艳等职业

“守陵人”，还有绍兴当地的文史爱好者
严利荣、吴黎明等，但跑得最多的还是金
伟国和他的搭档、绍兴文理学院的白忠
喜教授。

金伟国开办着一家网络图文公司，
现在真的只能网络办公了，因为大半的
时间他都在外出的路上。和他一样都是
摄影发烧友的白教授，也被他拉入了寻
访组。

寻访组动用了各种交通工具，有时
连续几天穿越数千公里，有时在一个小
小的山谷徘徊了一个星期；有时在高速
上开车狂奔，有时在坑坑洼洼的山间小
道跋涉。

在丽水的深山里，26 个禹迹点密密
麻麻地呈现在地图上。“虽然看起来近在
眼前，其实从一个点到另一个要绕好几
个山头。”绍兴文理学院的张志远老
师说。

2020年，寻访组在雨中抵达山西夏
县禹王城下。

这里是传说中大禹之都的所在。从
唐朝起，历代都在此祭祀大禹。现在，禹
王之城当然是难寻踪迹了。沿着泥泞的
土路，他们来到了仍然残留的夯土高台。

高台之上，一座“禹王大帝”庙突兀
地伫立在这片平原上，那一刻他们百感
交集。

他们认识了头发花白的史松龄，他
在这里守护了 30 年。老史拿出一张几
近褪色的地图和打印着《夏县禹王城变
迁史》的泛黄纸张，告诉寻访组，夏朝就
是从这里开启的。这里有大城、中城、小
城，禹王台在小城的东南部，出土过锛、
锄、镢、斧等器具。

寻访组知道，现存的城垣其实没有
那么古老，是战国魏都安邑的遗存。但
站在禹王台边沿，望向远方，他们还是被
老史的一腔热情所打动：无疑，就在这片
土地上，曾经有一群人，他们运石伐木、
开河挖渠、建起了都城⋯⋯

几乎他们到访过的每一处禹迹，都
记刻着一段遥远而光荣的时光。

《诗经》《左传》《尚书》等众多传世先
秦典籍一再出现大禹的名字；司马迁更
在《史记》中清晰记载了大禹和夏商周三
朝更替的历史。

在学界，大禹的研究始终是热门的
课题。20 世纪初，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
的一批学者，展开了一场以禹为中心的
古史论战，进而提出了古史是层累地造
成的学说。此观点一经提出，引起学术
界的轰动，影响至今不衰。

历史的真实和后人的想象如此复杂
地缠绕在一起，留给我们一段绵长幽深
的叙事。

大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或者他是
一个神，一个远古的符号？从一开始，他
们的探寻，就不得不面临这样的追问。

但对于金伟国和他的队友，跑的地
方越多，大禹的轮廓就越清晰。他们有
点执拗地认定，大禹就是那样一位活生
生的英雄啊。这位英雄，肯定在这片土
地上奔走过、呼号过，完成了巨大的功
绩。当然，后世也给他添加了许多美好
的想象。

有赖于近年来考古学及自然学科的
相关研究成果，寻访组发现，文献中那些
看 似 离 奇 甚 至 荒 诞 的 记 载 并 非 子 虚
乌有。

安徽蚌埠禹会村，这里有着各种和
大禹有关的古地名：“禹陈岗”“禹会古
台”“禹帝行祠”。更让人激动的是，考古
工作者在这里陆续挖掘出了一座内城规
模至少 18 万平方米、外城规模至少 50
万平方米的古城遗址。

一到地方，白忠喜就被遗址现场地
面上排列的、好似巨型脚印的35个柱洞
所吸引。柱洞开挖于高台之上，台基上
还分布有烧祭面、祭祀沟、祭祀坑等。“据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柱洞可能是诸侯聚
会时插旌旗所用。这里曾举行过大型集
会、祭祀或宴飨活动。”

碳14测定结果显示，出土的鬼脸鼎
足等器物，其使用的年代恰恰和古籍中
所推导的大禹年代相符。

“太神奇了！”大禹陵学术研究室副
主任柳哲霖说，《史记》记载，大禹治水成
功，万国诸侯执玉帛来贺。这里所表现
出来的种种遗迹特征，正是考古发现、史
书记载和民间传说的相互印证。

4000 多年前的场景似在眼前。那
些先民的雄心与豪情，仿佛还在这涂山
脚下、淮河岸边激荡。是不是大禹本人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大禹这个名字已经
深深刻进了这片土地。

同样的震撼，发生在寻访组去过多
次的四川北川。这个看似偏僻的地区是
传说中大禹的出生地，同样保留着大量
禹迹。

“寻找禹迹，北川的禹穴沟一定要
去。”金伟国说。这是一道数千米长的峡
谷，位于禹里镇北边，俗称清泗沟，沟内
的崖壁上有“禹穴”的题刻。其地两山夹
峙，一水中流，绝壁高耸，一直保持着最
原始的风貌。

走在山涧的阡陌小径上，多处可见
瀑布飞流，奇沟绝景。洗儿池，传说中禹
母生下大禹后在这里洗涤血迹。近距离
细看，池底和池周石面上，还真能见到少
量红斑。

这些当然是难以验证的，更多的可

能是附会。但在这些附会背后，那么强
烈呈现着的，是对大禹的尊崇。这种尊
崇深植进了我们文化的血脉里，无远
弗届。

农历六月六，相传这一天是大禹诞
辰。每年，北川禹里镇都会举行盛大的
祭祀活动。大禹出生于北川，归葬于绍
兴，两地因“生死之交”而结缘。作为绍
兴大禹研究的代表，金伟国多次受邀前
往北川，参加当地的祭禹活动。

金伟国说，寻找大禹，就是寻找我们
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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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大禹陵有许多名碑。其中，岣
嵝碑尤为著名。碑文由 77 个古老的蝌
蚪文组成，至今难解。传说中，此碑为大
禹所立，东汉赵晔《吴越春秋》中曾言：

“禹登衡山，得金简玉字之书，刻石山之
高处。”碑文所记录的正是治水的功绩。
通常，岣嵝碑又称禹王碑。

禹王树立的原碑在哪里呢？南宋张
世南在《游宦记闻》中，描述了嘉定年间
四川学者何致来南岳，在樵夫引导下目
睹了禹碑，将其拓片两份，并用青石碑摹
刻立于南岳衡山七十二峰最末一峰。

此后，历代学者没有停止寻觅禹碑
的步伐。最终，确定了禹碑“母本”坐落
在南岳衡山福田铺乡云峰村七组小溪旁
的一块巨大花岗岩上。

2023 年初夏，寻访组前往云峰村。
位于村子中心位置的云峰桥，桥下溪水
萦回，名为禹溪。溯溪而上，又有一座禹
王桥。不远处，禹王碑静静矗立。

碑文谜底虽未破解，但寻访组这些
年对全国各地现存禹碑进行现场调查，
却取得了许多意外收获。

“此前查阅史料和文献，介绍中国的
禹碑数量在 10 块以内，但经过田野调
查，我们已经发现了33块。”白忠喜感到
欣喜，这些禹碑分布在湖南、浙江、四川、
重庆等13个省（直辖市），其中民国及之
前的原碑就有16块。

2024年初秋，金伟国和白忠喜马不
停蹄，一路赶往河北邢台的一家酒厂，只
因为偶然在新闻上看到的一句介绍——

“逛泥坑酒厂，不能不看古廮碑廊”。
酒厂的名字叫泥坑？厂里居然有碑

廊？抱着只言片语也不能放弃的心态，
他们决定前往。

果然，这个规模相当壮观的碑廊内
保存着自唐至民国时期石碑石刻100余
通。碑廊旧址拆迁后，酒厂出于对家乡
文物的热爱与保护，将其移到这里，还成
了一个3A级旅游景区。

令人兴奋的是，在碑廊里他
们发现了一块蝌蚪文的禹碑。
虽然已经残缺，却是明代大儒
甘泉先生湛若水的新泉书
屋本。曾有学者考
证，大禹陵的禹
碑来自新泉
书 屋 本 。 但
仔细对比这块残碑和大禹陵
禹碑的照片，寻访组认定，
两碑并非同一版本。

大 禹 陵 的 禹 碑 有 着 自 己 独 特 的
来源。

而在福建宁德，寻访组寻到的唐碑，
更是填补了现有史料中的部分空白。由
于当地锂电池生产基地迅速扩展，禹王
庙被迁走。庙宇中的大禹像、石碑等，临
时归置在了一个棚内。

寻访组一行人正是在这个蓝色小棚
里，找到了一块唐碑，上面书写着“大禹
平水尊王”。这块碑也证明唐朝时，大禹
的影响力就已传到了福建等中国南方
地区。

一块块禹碑，其实见证的是在漫长
的时间中，人们不断提升的对大自然的
理解、对遥远英雄的敬仰。

治水，尤以黄河为重。其固有“铜头
铁尾豆腐腰”之说。二十多年前，处在

“豆腐腰”上的山东菏泽东明高村建设了
“高村黄河历史文化苑”，以“黄河高村抢
险纪念碑”为主体，收集了散落在附近
乡村的碑刻，其中清代、民国时期的有七
通。一通通古碑，记述了一代代抗洪的
惊险事迹。

这其中，就有高村禹王碑。它最初立
于何处已不可考，禹迹田野调查小组现场
拍摄时，它已经静静地伫立在碑廊的玻璃
罩里。碑阳是六列岣嵝文，左边五列每列
15字，第六列2字，合计77字。这样的排
版格式是到目前为止的仅见。

碑刻漫漶严重，隔着玻璃基本看不
清。回来做案头工作时，仔细辨认高清
照片，依稀能看到有些文字，但不能识
读。不过，又确认了一块禹王碑，已经让
寻访组倍感幸运了。

2023 年秋，寻访组登上了江苏狼
山。看着航拍遥控器屏幕里的画面，大
家心里不由地跳出一句诗“一山飞峙大
江边”。狼山不高，海拔仅一百余米，却
是一座名山，因为此山是万里长江奔腾
入海前遇到的最后一座山。《崇川区志》
记载，山顶庙门内东壁有岣嵝碑。

寻访组在这座千年古刹里走了个遍，
却不见此碑。最终的位置，出乎意料——
禹碑竟然在进入山门的金刚力士像后的
墙壁里，且非常“迷你”，可以说是他们禹
迹田野寻访期间发现的最小禹碑。

碑罩着玻璃，反光厉害，脑子里是深
深记住了：正文七十七字，跋文六列，保
护措施做得很好，玻璃罩用十字螺丝钉
死了。

这块藏在寺院中的禹碑的来历，后
来，他们也在历史记载中找到了可供推
理的线索。《明刻通州狼五山志》载：“正
德十六年（1521），总兵刘晖等攻击流贼，
山顶浮图灾后奏请敕建江神殿。”

当然，在沿途，寻访组也遇到过新修
的禹碑。在威海，一个民营的中华文化

园内，他们惊讶地看到，里面建
有规模宏大的禹王宫，有

大禹的塑像，还复刻了岣
嵝碑。

无论这些禹王碑
建立的历史有多久，无

一例外地，它们都给这片土地
投去了一次深情的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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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禹这些年，绍兴市大禹研究会不
仅一直走在路上，也长期泡在浩瀚的文
献资料里。

研究会成员花了许多时间，从图书
馆、期刊数据库、地方志等搜集了近千篇
有关大禹的文章和大量的地方志。

“每去一个地方前，都要先对当地史
料做一个梳理。一页一页翻，可能漏掉
一页就漏掉了一个禹迹点。”金伟国说。

在此基础上，还要把地方志上记载的
内容，与当下能搜索到的新闻信息等进行
二次核查。这样的搜索，往往是两三个人
同时进行，以便查漏补缺。一步步筛选，
才能确定一个地方禹迹点的大致方位。

一旦抵达现场，调查本身更需要多
学科，多项“本领”的互补。这是一个优
秀的团队，各自都有专长，你在这里闪
亮，他在那里发光。

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在山西新绛
县稷益庙，对古建筑颇为内行的张军，
发现地基基础有唐的风格，推断它的下
半截很可能保留了唐构；上部建筑，斗
拱有宋元的遗风，证明说明书上的“元
代建筑、明代重修”的判断太保守了。

一个细雨纷飞的清晨，工科出身的
白忠喜站在汉中石门栈道，对着“火烧水
激”的开凿技术陷入了沉思。他说，这项
工艺自古有之，证明大禹开凿龙门，从生
产力角度思考是完全成立的。

出发内蒙古禹迹调查前，团队陷入
困惑，内蒙古会有禹迹吗？擅长文献检
索的贺靓艳找出了很多大禹时期的考古
遗址，画出了探寻路线图。柳哲霖对宋
史情有独钟，对那一时期的祭禹掌故如
数家珍。金伟国笑称自己是灵活的胖
子，他能读懂那些深奥的碑文、能拍照、
能背负30公斤摄影包野外徒步。

他们在旅途中最常说起的，是前辈
史学家徐旭生。1959年，71岁高龄的他
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南、山西一带寻找

“夏墟”，从而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
寻访组也曾经特意沿着徐旭生的路

线，重访大禹开启的这个夏王国。
寻，是一种艰苦，也是一种幸福。他

们“扑空”了许多次，更收获了太多超出
预期的“惊喜”。

“今天是 2020 年 8 月 19 日，我们在
安徽省宣城市的小山村里，发现了一座
禹尧尖寺。太棒了！”翻阅金伟国的视频
号，他多次记录了追寻禹迹时的惊喜
之处。

北 纬 30° 31′ 15″ ，东 经 119°
18′9″，金伟国一直记得这个小山村
的坐标。

在他的回忆里，村里几乎没有年轻人，
都是留守老人。但一走进村口，就能看到
墙上描绘的关于大禹的故事，“提到大禹，
村子里每个人都能拉上我们说两句，语气
中充满自豪，这是他们引以为豪的文化。”

往村子深处走，有一座禹尧尖寺。
里面供奉着大禹像，旁边竖着功德碑。

“碑上写满了捐赠者的名字，每个人的金
额不多，但在这么一个小山村里，还有那
么多人为传承大禹文化，一点点筹措起
资金为他塑像，让人感动！”

白教授的手机里，一直留着一张四
川什邡的路牌特写，“我很难忘，这是我
遇见过最小的禹王东路，带着这个地方
原住民的情感记忆。”

2021 年，他们在樊敏碑（国内现存
较完整的汉代传世名碑之一）密密麻麻
的文字中找到了八个字：“滨近圣禹，饮
汶茹汸。”

从什邡市政协学习文史委编的《禹
迹仙乡》《蓥华山——禹母之乡》中，他们
获知什邡县木瓜坪村有禹王宫、禹母祠
等，沿禹母河上行，还有禹潭瀑布、禹穴、
禹母石等景点。

怀着期待的心出发。一路颠簸后，
金伟国等人在什邡市蓥华镇红峡谷村的
一条小路上，看到了这块“禹王东路”的
路牌。

仔细问询后却发现，原来记载的那
些禹迹遗址处于汶川地震的震区，已经
废弃，如今隐藏在深山中，近 10 年无人
抵达。村民们都已经搬迁出来了。

而在这座新村，村民们特意把这条
短短的乡间小道命名为“禹王东路”。无
论时间、地方如何变化，这里的人们始终
没有忘记大禹，这块路牌也就这样带着
记忆传承了下来。

香港，与这什邡市深山小村相隔千
里，同样有着许多值得记录的禹迹。在
这里，当地的人们把大禹奉为保障航海
安全的水仙，因此祭祀大禹的地方往往
叫作水仙宫或水仙庙。

坐上由九龙开往西贡的巴士约四十
分钟，在山岭旁的公交站下车，沿着陡坡
向东步行，一会儿就看到一处蔚蓝的海
湾，这里有个长约600米的村落，叫作南
围村。天后古庙坐落在村落东端，除了
供奉天后娘娘，还供奉大禹像。

这里为何会供奉大禹呢？他们的目
光无意中看到旁边的“邱氏宗祠”，宗祠
位于两幢居民楼之间，并不显眼，一番询
问后，惊喜地发现这座宗祠竟是当年有
人从河南来香港后建造的。

河南，是大禹传说的发源地之一。
古称禹州，正因为传说中大禹治水有功
受封于此而得名。

站在香港这片土地上，看着写在宗
祠内的两行“河南世泽，渭北家声”，和大
禹像前依然旺盛的香火，寻访队员的内
心生发出一种触动——那是寻找禹迹
时，时常能感受到的家国情怀。

福建宁德霞浦，寻访组遇上了传承
了700多年的“阿公走水”。它已经被列
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阿公’就是大禹。”当地人说，大禹
不仅治理江河，也管理大海和雨露呢。
每年正月十三，家家户户会在自家门前
摆上丰富的供品。伴随着一声清脆的铳
炮鸣响，人们从祠堂里请出“阿公”开始
巡游。

巡游队伍非常庞大，敲锣打鼓的、抬
香炉和“阿公”的、举彩旗的，还有跟在队
伍后载歌载舞的孩子们。沿途，鞭炮轰
鸣、烟花齐放。巡游队伍在各个村里走走
停停，这样的热闹会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下
午。寻访组里的年轻人柳哲霖说，他跟着
队伍走了一天，只觉得兴奋，不觉得累。

巡完各村的队伍来到海边。抬香炉
的轿子率先冲进海里，紧接着，抬“阿公”
的轿子在后面追赶。两队在海中奋力奔
跑，祈愿来年这片海域风调雨顺。

大概没有哪个场景，像这一刻，如此
清晰地映照出，大禹的名字犹如一股不
息的溪流，经年累月地流淌与汇聚，最终
以其强大的力量，冲刷出一道深刻而鲜
明的文化印记，深深地镌刻在了中华民
族的心灵版图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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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趟出去后回到绍兴，电脑里都
会多出几千张图片。”白忠喜挥了挥自己
的手臂，筛选、整理一次至少要花好几个
小时。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伏案工作，结
束后有时候整只手都抬不起来。

金伟国作了粗略的统计，仅仅关于
全国各地的禹碑介绍，就已经写了30万
字以上。各种照片资料则达到几个 TB
的量。

现在，寻禹之旅基本已经完成。
第二届夏文化学术大会上，中国社科

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
王巍称赞中国禹迹田野调查活动非常有
意义。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宫长为说，禹
迹调查“补史迁之阙如，助探源之宏图”。

2018年，由绍兴市鉴湖研究会编制
的《绍兴禹迹图》在大禹陵景区禹迹馆正
式发布。2019 年，《浙江禹迹图》出版。
此后，《河南禹迹图》《安徽禹迹图》《山西
禹迹图》陆续出版，《中国禹迹图》的整理
出版指日可待。

“当然，我们仍无法百分之百覆盖全
国各地的禹迹，肯定，还会有新的发现。”
张军说。

在大禹陵一侧的大禹研究院，结合
互联网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他们正着手
建设一个可以不断更新的大禹数据库，
为接下来研究禹迹的学者等提供更详细
的参考。

他们会在院子里眺望不远处山巅上
的大禹塑像。禹庙、禹祠、石碑等古迹依
旧可循；崭新的大禹文化景区、大禹研究
院等拔地而起，串联起古今。

经历了这一番寻禹之旅的他们，从
来没有这样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正处在
一个如此宏伟而广阔的文化传统之中。

每年谷雨时节的大禹祭典，四面八
方的人们汇聚于此，击鼓撞钟，恭读祭
文，敬献祭舞，场面庄严而神圣。

今年，金伟国从公祭大禹的工作人
员变身为参祭人，站在“全国禹迹地代
表”的方阵里，感受到了别样的庄重和神
圣。在浩如烟海的古籍地志中、饱经风
霜的碑记石刻上，还有那脍炙人口的神
话传说里、各种研究专著里，大禹的形象
渐次饱满，叙事不断丰富。

如果从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算
起，这份对大禹治水功绩的崇敬之情已
绵延两千多年。

《中国禹迹图》的编撰，就是这份情
感最新的一次表达。

寻 找 大 禹
竺大文 沈听雨 苗丽娜

寻 找 大 禹
竺大文 沈听雨 苗丽娜

汉画像石上的夏禹

山西夏县禹王城

浙江绍兴大禹陵双重牌楼式棂星门福建霞浦“阿公走水”活动

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处：黄河石门

本版图片提供：绍兴大禹文化研究会、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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