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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金环，自幼喜爱绘画，几十年来笔耕
不辍，潜心研究写意花鸟画。他长年坚持
写生，重视从生活和自然中汲取养分，其作
品不仅追求形似，而且能够通过饱满的情
趣、生动的笔墨，画出新的意境。特别是笔
下牡丹富贵高雅，朴拙大方。从他的作品
中，完全能够感受到画家的严肃态度，对艺
术的一丝不苟。

——刘宏伟（焦作市美术家协会顾问）

【名家名作】

卢金环，男，1961年生于河南
焦作，中国老年书画协会会员、河
南省花鸟协会会员、少林寺书画
协会会员。他自幼喜爱绘画，几
十年来笔耕不辍，潜心研究，形成
了自己的书画艺术风格。他长年
坚持写生，重视从生活和自然中

得到感受，近年来作品多次被多
家书画艺术名家网站收藏，笔下
不同规格的牡丹作品多被国内外
藏家收藏，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大型文献珍藏邮册，
多次应邀参加国内外画展，荣获
各种奖项。

卢金环（照片由本人提供）

（本栏作品均由李升元作）

【专家点评】

本版特约编辑 郑清珍

（本栏作品均由卢金环作）

赏 春（国画）
陈福义 作

书 法
毋 立 作

书 法 王长喜 作

南国丽人（国画） 郑清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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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颖江

武陟县嘉应观是

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

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是河

南省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宏大

的清代建筑群。嘉应观是我

国历史上唯一记述治黄史的

庙观，清朝雍正皇帝钦赐名字。

嘉应观内供奉着大禹、谢

绪、栗毓美等中国历史上的治

黄名人。民间有关嘉应观的

传说很多，在这些传说的背

后，是华夏儿女几千年来和黄

河斗争的血泪史，也是我们追

求幸福生活的奋斗史。

现 在 的 嘉 应 观 是 国 家

AAAA级旅游景区、河南省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李菁
是嘉应观景区的金牌讲解员，
也是黄河文化的传播者，这里
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刻在
了她的心里。20多年来，无数
的游客通过李菁的讲解，对源
远流长的黄河文化，对治黄功
臣无比敬重。今天，就让李菁
来为大家讲讲嘉应观的故事。

“

﹄﹄

﹃﹃
嘉瑞长应，皇帝的美好心愿

在武陟县城东南13公里处有一座
气势恢宏的清朝建筑物——嘉应观。

游客来嘉应观参观，看的是人文、读
的却是历史。

嘉应观的古建筑不会说话，这里的
草木也不能言表，而讲解员就是通过建
筑物这一特殊的文字为游客解读历史
的。

雍正皇帝在登基前曾负责武陟河
工，他曾许诺堵口告竣，即在武陟修建大
清疆域内大小河流的总龙王庙。雍正即
位后，不顾国库空虚(史载，雍正元年国库
仅存白银800万两)，拨出288万两巨额
白银，派御匠，调山东、河南、山西、陕西、
安徽五省民工，命齐苏勒在武陟仿故宫
修建淮黄诸河龙王庙。

雍正三年初，一座宫、庙、衙署三体
合一的淮黄诸河龙王庙在武陟建成，齐
苏勒奏报朝廷后，雍正皇帝钦赐御制匾
额，定名为“嘉应观”，取“嘉瑞长应”之
意。嘉应观又被称为“黄河故宫”。

嘉应观现存古建筑249间，由三个
院落组成：中间为行宫殿，南北依次为山
门、御碑亭、鼓楼、东西更衣殿、东西龙王
殿、大王殿、恭仪亭、禹王阁、风神殿、雨
神殿等；东院为河道衙署，是清代治理黄
河的指挥中心（现为嘉应观治黄博物
馆）；西院为道台衙署，是地方管理河务
的机构。

一座嘉应观，半部治黄史

雍正皇帝为什么在武陟建造嘉应
观？这要从黄河文化说起。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
族的母亲河。黄河从大山峡谷中奔腾而
出，自武陟而下后地势平旷，河道改道无
常，极易泛滥成灾。武陟因此被称为“百
川口、悬河头、华北轴”，地处黄河“豆腐
腰”。据历史记载，在1946年前的2540
年间，黄河决口泛滥1593次，河道改道
26次。自古以来，黄河的治理就与国家
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盛衰紧密相关。勤
劳、善良、勇敢、智慧的华夏儿女在治理
黄河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祭
祀和治理黄河为主要内容的黄河文化。

史料记载，治黄最早可追溯到鲧、
禹。从远古时代的“疏川导滞”到战国时

期的“宽立堤防”，从汉代的“贾让三策”
(汉代人贾让提出治理黄河的三种策略）
到宋代的“兴筑遥堤”，再到明末潘季驯
提出的“束水攻沙”、清代靳辅和陈璜提
出的“以水攻沙”等治黄方略，无不闪耀
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芒。

在雍正时期，沁河入黄河的河口在
钉船帮（现今武陟县白马泉附近）到原武
之间迁徙不定，近10公里没有修筑黄河
大堤，成为最易决口的地段。康熙六十
年（1721年）到雍正元年（1723年），黄河
在武陟秦家厂、马家营、詹家店、魏家庄
四处决口。滔滔黄河水淹没了新乡、彰
德（今安阳）、卫辉，经卫河入海河，直逼
京畿津门，危害华北，震惊朝野。大量泥
沙淤塞运河粮道，事关国计民生。雍正
皇帝命河臣于武陟建造淮黄诸河龙王
庙，祇申秩祭，以祈庥佑祜。说也奇怪，
此后黄河武陟段再未发生大的决口。

治黄功臣永被铭记

“国之大者，为国为民”。在千年黄
河治理史上，涌现出一批筑坝堵口、理论
创新、勤政爱民的“国之大者”，他们备受
人民的崇敬。

李菁每每给游客讲解历代治黄名人
时，内心都无比激动。

站在雄伟的中大殿前，李菁感慨万
千地说，嘉应观是龙王庙，但这里供奉的
不是神仙，而是青史留名的“国之大者”，
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中大殿为重檐歇山回廊式建筑，顶
部彩绘由33只凤、32条龙拼凑而成，65
幅彩绘龙凤图是现今我国境内仅存的纯
满族风格彩绘，每幅图的龙凤姿态各异，
色彩艳丽，至今完整如新，称为天下一绝
龙凤图。大殿上方悬挂的“洽德敷人”匾
额由雍正皇帝题写。“洽”指“雨水”，“德”
指道德、仁义，“敷”代表着治河名人将自
己的道德仁义像清风细雨一样播洒人
间，惠及后世。

嘉应观供奉的治黄名人中，有清正廉
洁的父母官，有技术创新的实践者，他们
提出的治黄办法，造福子孙，沿用至今。

中大殿内，中间为淮黄诸河龙王显
佑通济昭灵効顺黄河之神；左侧两位分
别为宋代谢绪、清代栗毓美；右侧两位分
别为明代黄守才和清代朱之锡。其中，
栗毓美曾任武陟县令，后任河东河道总
督，他发明的抛砖筑坝法是治河工程的
一次技术革新。朱之锡是浙江义乌人，
35岁时临危受命，被顺治皇帝委派治理
河道。治河10年间，常露宿在治河工

地。他清正廉洁，家无余财，因劳累去世
时，只有三间祖传的泥墙瓦房。

嘉应观内的东龙王殿供奉着元代贾
鲁、东汉王景、宋代白英、西汉贾让和明代
潘季驯5位治河名人。这5位治河名人
中，潘季驯被誉为“千古治黄第一人”，他
提出的“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沿用至今，
小浪底调水调沙就是这一方法的延续。

西龙王殿内供奉着清代齐苏勒、明
代刘天和、明代宋礼、清代嵇曾筠和林则
徐。其中，刘天和是唯一身着戎装的治
河名人，他以军功著称，发明的“植柳六
法”是一项水土保持措施，这也是我们常
见堤坝岸边种植柳树的原因。

林则徐不仅是民族英雄，也是一位
出色的治水专家。他对河工物料要求非
常严格，清道光皇帝曾评价“向来河工查
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在被贬新
疆途中，毅然听从召唤到开封治理黄河
决口。在堵口工地上，他写下“肝胆披沥
通幽明，亿兆命重身家轻”的诗句，决口
被封堵后，继续被贬之旅，这充分展现了
一位以天下为先、以苍生为重的河臣形
象。

禹王阁是嘉应观唯一一座两层楼阁
式建筑，供着大禹神像。大禹治水的故
事家喻户晓，大禹治水的浮雕，生动展现
他治水的全历程。

让滔滔黄河水润泽万物

新中国成立后，治黄工作进入了新纪
元。在毛主席“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
号召下，治黄工作确立了“除害兴利”的总
方针，实施了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标本兼
治、除害兴利的治河方略。

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在武陟县境内
兴修了黄河中下游第一个引黄灌渠。现
在，每年有100多亿立方米黄河水滋润
着3900多万亩农田，成为我国最大的农
业自流灌区。目前，黄河以占全国2.2%
的天然径流量，滋养着全国12%的人口，
灌溉着全国15%的耕地，还为沿岸50多
座大中城市供水，并支撑着流域内石油、
煤炭等工业生产。

新中国的治黄史是一部除害兴利、
造福华夏的历史，这一时期取得的巨大
成就，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
法比拟的。而历史上受黄河水害最重的
下游两岸大地，如今成了受黄河惠泽最
厚的地区。

如今，从被称为“百川口、悬河头、华
北轴”的武陟沿黄河南行，两岸雄伟的大
堤已成黄河一景，而建在黄河“豆腐腰”
之处的嘉应观就是奇迹的见证者。

下图 嘉应观。
（图片由武陟县地名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