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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四千年穿越四千年淮畔明珠闪耀淮畔明珠闪耀““大禹大禹””之光之光

走进现实的古老传说走进现实的古老传说
坐落于市中心、外观取意于“大禹劈山导淮”的蚌埠

市博物馆，是一座以展示蚌埠古代历史、近现代城市发

展史以及淮河历史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性博物馆。漫步

馆内，一件件展品、一幅幅文献资料，将那段治水安邦的

壮阔史诗娓娓道来。

四千年前，华夏大地洪水肆虐，生灵涂炭。大禹临危

受命，肩负起治水安邦的重任，历时十三载，栉风沐雨。

涂山，位于蚌埠市怀远县淮河东岸，这里曾是古涂山

氏国所在地。大禹在此劈山导淮，疏通河道，解决了水患

问题。他还娶涂山女为妻，通过与涂山氏国的联姻，凝聚

各方力量，大会诸侯，为治水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

的涂山景区内，大禹雕像静静矗立，禹王宫庄严肃穆，仿

佛在向游客们静静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在蚌埠，大禹文化的传承有着深厚的根基。而禹会

村遗址的考古发现，更是为大禹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使其迈向了新的台阶。遗址中出土的遗迹和遗物，在年

代、地域等方面与文献记载高度契合，有力地证实了“禹

会诸侯”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并非虚构。祭祀台基的重见

天日，让大禹治水的故事从传说走进现实，也让蚌埠成

为研究大禹文化的关键之地。

禹会村遗址在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禹会村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于2025年正式运

营，是集科研、科普、教育、旅游等功能于一体，具有全国示

范意义的现代化大遗址综合保护利用展示公共空间。

据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公园区域内的遗址遗

存年代跨度大，涵盖双墩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晚

期及汉代等多个时期，其中主体遗存年代为龙山文化晚

期（距今4000余年），目前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

古中国-夏文化研究”等重点科研课题的重要研究对象。

创新表达的文化盛宴创新表达的文化盛宴
山河流转，沧海桑田，“大禹”并没有仅仅沦为史书

中一串久远的文字，而是成为一种文化象征，深层而持

久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商周以来，对大禹的传

扬、崇祀便从未间断，在多种层面、以不同形式丰富了大

禹文化的内涵。

在蚌埠，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八，盛大的涂山庙会

都会如期举行。这一传统民俗文化活动，自唐代起便已

兴起，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庙会当日，沿淮民众敲锣

打鼓，载歌载舞，从四面八方涌向涂山，参加祭祀大禹的

盛会。人们身着汉服、行汉礼，虔诚祭拜大禹，祈求风调

雨顺、国泰民安。庙会上，传统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地方

特色小吃香气四溢，花鼓灯等民间艺术表演精彩纷呈，

热闹非凡，展现出蚌埠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民俗风情。

为了让大禹文化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蚌埠积极创新

传播方式。一方面，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大禹文化数

字化资源库和在线博物馆，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

（AR）等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让人们足不出户便能远程

感受大禹文化的魅力。另一方面，开发出一系列具有创意

的文创产品，如大禹治水主题的纪念品、文具、服装等，并

借助电商平台进行销售，拓宽了大禹文化的传播渠道。

文旅融合的多姿多彩文旅融合的多姿多彩

大禹文化为蚌埠的文旅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蚌埠精心打造了多条文化旅游线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探寻禹迹、感受文化魅力。涂山风景区、禹会村遗址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等景点成为热门打卡地，游客们在此领略大

禹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历史与现实的交融。

不仅如此，蚌埠还注重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全域

旅游服务质量。大力推进“靓淮河”工程建设，将昔日的

水患之地打造成生态长廊、市民乐园，淮河岸边，

大禹主题景观小品、文化长廊错落有致，

让游客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

也能深入了解大禹文

化。加强三汊

河国家湿地公园、沱湖湿地等综合性保护与合理性开

发，全面提升禾泉小镇、安徽文创花博园、白乳泉景区等

项目建设水平，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旅游体验。

文旅产业的繁荣，也带动了蚌埠相关产业的发展，

大量游客的涌入，拉动了餐饮、住宿、购物等消费，为当

地居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蚌埠借助大禹文

化节等活动，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吸引了众多企业前来

投资兴业，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据统计，

2024年，蚌埠市接待国内旅游5790万人次、增长5%，旅

游花费420亿元、增长10%。通过文旅融合，蚌埠高质

量发展的新动能愈发强劲。

蓄势腾飞的精神引领蓄势腾飞的精神引领

2024年，在蚌埠举行的大禹文化、宋韵文化传承发展

交流会上，形成了意义深远的“大禹文化蚌埠共识”，为大

禹精神的传承创新标注了时代坐标。这一共识深入阐释

了大禹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归纳的大禹精神包

含：顾全大局、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坚韧不拔

的创业精神；积极探索、勇于改革的鼎新精神……

以文兴业、以文惠民，大禹文化所蕴含的精神，深

深影响着蚌埠的社会经济民生的方方面面。在产业发

展中，锚定“制造强市、产业立市”第一战略，蚌埠聚力

攻坚新能源、新型显示、智能传感、生物化工、汽车零

部件、商业航天六大产业集群，奋力推动老工业基地

“蚌”发生机。在城市建设中，蚌埠人勇于攻坚克难，

推动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让古老文明在现代社会焕

发新生。在社会治理中，蚌埠不断提升治理水平，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蚌埠还积极推动大禹文化进学校、进社区、进企

业，通过举办讲座、展览、文化活动等形式，让大禹文

化深入人心，激发市民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凝聚

起城市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从远古奔腾的淮水之畔，到现代繁华的都市街

巷，大禹文化始终是蚌埠最耀眼的精神火炬，在“大

禹文化”的指引下，勤劳、勇敢的蚌埠人正以奉献之

姿、创业之志、鼎新之勇，续写着新时代的奋斗传奇，

铸就更多耀眼篇章！

“淮河文化之都，大禹文化之乡”，走在蚌埠市

的大街小巷，很容易看见这样的标语，寥寥数字，道

出了这座淮畔明珠与大禹的深厚渊源。

作为大禹“劈山导淮”之地，蚌埠承载着诸如

“大禹娶涂山氏”“三过家门而不入”“禹会诸侯于涂

山，执玉帛者万国”等诸多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

望夫石、禹王宫、禹墟遗址等文化遗迹，更是以实物

的形态，诉说着大禹文化厚重的历史。

2024 年 10 月 17 日至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安徽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

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及黄梅戏文化等的研究，推动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造更多

体现徽风皖韵、展示安徽新形象的文化精品。

大禹文化是淮河文化的核心，在中华文明的形

成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4 月 25 日上午，2025

年蚌埠市首届大禹文化节暨第四届社会各界祭祀

大禹典礼活动盛大启幕，通过文化交流、经贸洽谈

等 18 项活动，向世人展示流淌在蚌埠人血脉中的

大禹精神与大禹共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

恒魅力与蓬勃生命力。 文 /吴承江 图/黄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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