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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

大型主题采访行动

走进巍巍                感受中华祖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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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陵

之嘉陵江源头

行动支持

一山发两河，姜水北落嘉陵南流
本报记者 韩正强

6 月 18 日一大早，宝鸡日报“走进巍巍秦

岭 感受中华祖脉”大型主题采访行动启动。车

出市区益门堡，跃上秦岭盘山道，沿清姜河一

路蜿蜒上行，9 时许到了秦岭山巅，采访团便

向嘉陵江源头行进。 

分水岭上望南北  黄河长江各一边 
秦岭是中国地理上的南北方分界线、气候

上的暖温带与亚热带分界线，水文上的黄河水

系与长江水系分界线。今年 4 月，习近平总书

记来陕考察时强调，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

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

文化的重要象征。 

“我们现在沿嘉陵江上行，其实清姜河的

源头也在这座山上，离嘉陵江源头不远。”凤县

水利局局长李双生向记者介绍说。 

清姜河是渭河一级支流，源头位于秦岭玉

皇山，进入宝鸡市区流入黄河最大支流渭河，

全长 43 公里。嘉陵江，因流经我市凤县东北嘉

陵谷而得名。它发源于海拔 2401 米处秦岭代

王山凉水泉，向南流入我市凤县，经过甘肃、四

川，从重庆朝天门汇入长江，全长约 1345 千

米，在长江支流中流域面积最大。 

从北麓流下来的清姜河，古称姜水，相

传人文始祖炎帝就生活在姜城堡一带。而炎

帝常在秦岭一带采药，他死后就葬在天台山

附近的莲花山。据水利部水利文化专家考

证，嘉陵江的江名由来与炎帝有关，嘉为美，

陵为墓地，是在最美的陵旁发源的江因而命

名嘉陵江。 

水利部水利文化专家、宝鸡市秦岭研究

中心副主任常崇信说 ：“清姜河与嘉陵江同

发源于秦岭玉皇山脉，清姜河源头在该山脉

的北部，嘉陵江源头位于山脉的南部‘肚脐

眼’处的代王山，事实上两源头直线距离只有

几公里。” 

嘉陵江源头的水，是从海子上方山中四眼

泉中流出的。据 2011 年国家江河普查组科考，

这四眼山泉中，有两眼山泉一年四季水流不

断，使得嘉陵江无论是盛水期还是枯水期都有

活水。 

源头的山巅，地势高昂。站在这里，四处望

去，一首熟悉的诗涌上心头：“嘉陵江源水清

浅，秦岭夜雨山鸣泉。分水岭上望天地，黄河长

江各一边。” 

飞瀑碧潭银珠连  左右两河风景殊
探寻了嘉陵江源头的真容，采访团又顺着

嘉陵江往下走，途中有一条道路通向岭北的神

沙河，翻过分水岭，神沙河就出现在面前。 

这里奇石突兀，河水时而缓流，时而疾驰。

欢快时高跃为瀑布，奏响“疑是银河落九天”之

曲；沉稳时下潜成深潭，静看“明月松间照，清

泉石上流”。 

“过去人们主要关注大江大河，清姜河长

只有 40 多公里，故而投向她的目光不够多。”

常崇信说，2011 年全国江河普查时，清姜河作

为渭河的一级支流，科考人员对这条河道进行

详尽的考察，把其源头确定为玉皇山北麓。

顺着山道行走，远远就听见一阵阵水声传

来，似擂战鼓，又似雷吼，回荡在山间。寻声赶

去，黑龙潭出现在眼前。继续向前走，出现了许

多水潭，且潭潭相连，河水把大小潭串在一起，

如天然形成的项链，耀眼夺目，让人感叹秦岭

的神奇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一山发两河，为什么嘉陵江源头江水温

顺、清姜河源头附近河水湍急且水潭多呢？ 

“这跟地势有关。南坡嘉陵江源头向下地

势相对平缓，水流平稳。而北坡山势陡峭，水流

较急且落差大，水滴石穿，易形成潭。”宝鸡市

马头滩林业局旅游产业科科长祁大冬说。 

空气清新生态美  云生脚下鸟鸣涧 
好山好水好风光，畅游其间，时时有“云在

脚下生，鸟在耳边鸣”之感，让人不忍离去。 

“我们这里年平均气温 15℃，夏季最高气

温 32℃，年降水量 8000 毫米左右，一年 365 天

空气质量都是优良，负氧离子含量在 1.5 万至

2 万每立方厘米！”宝鸡市马头滩林业局副局

长王向阳自豪地说。 

从源头下来，嘉陵江在凤县境内总长度

102公里。凤县坚持从源头抓起，全面推行河长

制，落实了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有效维

护了嘉陵江河道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凤县黄牛铺镇东河桥村 ：

嘉陵江源第一村
罗琴

今年 54 岁的闫新民家住嘉陵江源头第

一村 ——凤县黄牛铺镇东河桥村。6月18日，

在笔者采访时，他介绍说，近两年家里经营小

饭馆，来吃饭的人不少，询问嘉陵江源头位置

的外地人就更多啦！

东河桥村位于川陕公路旁，全村共有 6个

小组约 1000 人。这里海拔高，嘉陵江水从村前

蜿蜒流过。闫新民说，他们家世世代代住在这

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凤县旅游，他

们家也接待了不少来自四川、重庆的客人。

“饭馆就开在公路旁，我也经常看到外地

车辆北上或南下。”闫新民说，好多外地人来

这里，也是为了看看嘉陵江源头，饮一瓢源头

的水。因此，他也成了嘉陵江的义务讲解员。

由于离源头不远，水好，东河桥的豆腐自古

有名。采访中笔者了解到，许多人开车经过村里

时，还要停下车来，尝一尝，买几块带走。好多人现

场发微信朋友圈：“看，这是嘉陵江源头的豆腐！”

嘉陵江源头第一瀑 ：

银珠飞溅落玉壶
本报记者 韩正强

6 月 18 日上午，当记者见

到这道瀑布时，它深藏于道路

旁的林间，顺着一大块倾斜的

石板，缓缓地流了下来。

“这里离源头 3.5 公里，别

看规模不大，却是嘉陵江第一

道瀑布！”嘉陵江源头景区讲

解员王丽萍说，在千里奔腾中，

嘉陵江的瀑布数不胜数，但有

了这第一道瀑布，才有了后面

的无数道瀑布。

从源头出来，江水沿河谷

平缓流了下来，流过草丛、流过

林间，水中带着花的芳香，还有

树叶清新的味道。突然，地势变

换，下面一块倾斜的大石，水从

石头的高处往下淌，被挂成了

线，织成了缎，铺了下来。遇到

凸起，又飞溅成一颗颗银珠，乍

起还落，落下来后依旧是那么

的温文尔雅，向下流去。下方的

地势猛地收缩，出现一个天然

的壶口，飞溅下来的瀑布被收

进玉壶里，“叮咚”“叮咚”水声

响了起来……

记者用手捧了一口水，入口

清凉甘甜，整个人凉爽了起来。

嘉陵江源头航拍图  赵彬瑞 摄

记者探寻嘉陵江源头  本报记者 孙海 摄

从源头奔流而下的嘉陵江  本报记者 孙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