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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鹏

黄河，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衍源地。黄河与华

夏几千年的文明史密切相关，共同闻名于世界。

黄河自古以来，洪水灾害频繁。历代治河专家和广大人民，在

同黄河水患的长期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但是，由于受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一直未能改变

黄河严重为害的历史，丰富的水资源也得不到应有的开发利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对治理黄河十分重

视。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

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

代领导人心系人民的安危祸福，对治黄事业非常关怀，亲自处理

了治理黄河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经过黄河流域亿万人民及水利专

家、技术人员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防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

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黄河流域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治理和开发黄河，兴其利而除其害，是一项光荣伟大的事业，

也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治黄事业虽已取得

令人鼓舞的成就，但今后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黄河的治理开发，

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们需要继续作出艰苦的努

力。黄河水利委员会主编的《黄河志》，较详尽地反映了黄河的基

本状况，记载了治理黄河的斗争史，汇集了治黄的成果与经验，不

仅对认识黄河、治理开发黄河将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对我国其他

大江大河的治理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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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一条伟大的河流，它源高流远，奔腾万里。沿流所经，

不仅展现着瑰丽动人的自然景观，而且也充满了丰富多采的人文

景观： ，。

黄河的自然景观，久已遐迩著名，古人传诵，留下了许多生动

的篇章。元潘昂霄记载河源：“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北魏郦道

元描述壶口瀑布：“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最怒，鼓若山腾"；汉

扬雄形容山、陕间南流东折的伟观：“河灵矍踢，瓜华蹈衰’’。的确，

黄河是大自然的无偶创造，从晚第三纪的拗陷堆积到第四纪的河

湖冲积，由于黄河的形成，北国神州，奔流着这样一条泱泱巨川。

而它的庞大输沙能力，又为后世塑造了一片广大肥沃的黄淮海平

原。

在黄河的这种独特的自然景观基础上，多少年来，发展了悠

远灿烂的人文景观。远在早更新世，这一带已经出现了诸如蓝田、

芮城、三门峡、垣曲等旧石器遗址；到了中更新世，又出现了交城、

丁村j河套等旧石器遗址；晚更新世的旧石器遗址更为普遍，如庆

阳、长武、铜川、水洞沟、大沟湾、小南海等等，不胜枚举。全新世以

后，从上游到下游，新石器遗址比比皆是。从此，黄河的自然景观

开始受到人为活动的制约，而人文景观日益趋于发展。
、 黄河流域人文景观发展的记录，也就是人类利用和改造黄河

的记录。早在全新世以后，人类有组织的生产活动就在这一带发

展，砍伐森林，芟夷草地，垦殖农田，从事耕作。人们利用黄河进行

灌溉，建造堤防，兴修水利。时日推移，整个黄河流域，由聚落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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