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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有记载的2500多年历史中，黄河决堤1500多次，大改道26次，颠覆7个王朝的命运，淹埋开封古
城6次。
这条中国的生命之水充满了无数的诅咒与禁忌，然而黄河最为诡异神秘的却是一直淹没在淤泥、黄沙
、古城下的黄河古道⋯⋯
　　4000多年前，大禹疏通黄河青石峡段，挖出了一个古鼎，受鼎上铭文启发，遂将天下分为冀、兖
、青、徐、豫、扬、荆、梁、雍九州。

　　2000多年前，秦始皇在黄河濮阳段祭天，发现一只巨型白龟，背负人尸顺流东去。

　　74年前，蒋介石炸开黄河郑州花园口大坝，破堤时三只蛟龙浮出水面。

　　60多年前，一支黄河勘探队秘密进入黄河三门峡的地下裂缝中。
在裂缝深处，他们发现了一尊被数百条铁链子锁住的古鼎，古鼎中似乎封印着什么，由深渊中的不明
生物守护。

　　30年前，主人公发现自己家族和黄河之间的神秘联系，走遍黄河古道，经历无数诡异凶险的遭遇
⋯⋯
　　翻开这本书，了解数千年来隐藏在黄河河底里的神秘诅咒与禁忌。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河古道>>

作者简介

　 李达（笔名：一只鱼的传说），第五届腾讯原创文学大赛冠军。

　出身于军工世家，曾多年从事科研工作，现为自由职业者。
家族数代人从事勘探、航空、国防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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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黄河是中国最神秘的一条长河。
在有记载的两千多年中，黄河下游决口一千五百多次，大改道二十六次。
黄河古道厚厚的淤泥里，埋藏了太多的禁忌、太多的古怪，诡异得让人简直无法相信。
先说一些黄河古道中的怪事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封附近清理黄河古道，从十几米深的淤泥下挖出了一截锈迹斑斑的铁管。
铁管开始只有小胳膊粗细，一直往下延伸。
河工顺着铁管往下挖了七八米，发现那铁管越来越粗，后来竟有水缸粗细，周身白亮，像砂纸打磨过
一般，依然往下延伸着，不知道一共有多长。
有人把耳朵贴在铁管上一听，发现铁管中不断传来刺啦刺啦的响声，既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用爪子
挠铁管，又像是发电报的电波声。
大家讨论了半天，也没讨论出个结果来。
那个年代人民觉悟高，怕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搞破坏，忙上报给了政府。
结果第二天等专家赶来时，却发现原本干涸的河床一夜水满，浑浊的黄河水中，再也找不到那根古怪
的铁管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黄委会组织当地农民挖河，在清理黄河古道的过程中，挖出了一口古铜钟。
铜钟上结满了绿锈，钟口被铁汁死死封住，不知道里面封了什么东西。
当时大家好奇，用铁棍将钟口强行撬开，发现铜钟里装着满满一堆骷髅头，骷髅头里盘着许多黄蛇，
竟然还活着，不断吐着芯子。
大家怎么也想不明白，这口古铜钟是做什么的，那些黄蛇在封住的大钟里怎么还能存活？
大钟被挖出后，黄河沿岸的人都在私下里嘀咕，说整夜都听到当当当的钟声，简直令人一刻都睡不着
，怕是这铜钟出水，惊动了黄河龙王，要给两岸带来灾难。
村民私下里组织起来，趁着晚上将大钟重新沉入黄河。
说来也怪，自打铜钟沉下去后，当地人再没听到古怪的铜钟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政府提出口号，要“家家通马路”。
黄河大堤上也要修一条笔直的柏油路，路修到一片干涸的黄河古道上就卡住了，地基怎么也打不下去
，手腕粗的钢钎一打进去就断掉，换了几个把势都不行。
施工队见事情古怪，索性让工人原地往下挖，看地底下到底埋藏了什么。
挖了没多深，就挖到了一口腐烂的棺材，被当场烧掉了；又挖出来了一堆焦黑的骷髅，也被抛入黄河
中；挖到最后，就发现地底下有一棵老树，几乎有一间房子那么粗，表皮黑硬，敲起来梆梆响，已经
炭化成了化石。
施工队决定用电锯锯开老树，结果电锯一下去，就像锯到了钢板，火星四射。
好不容易锯开表皮，发现那炭化的树干中竟往外流出鲜红黏稠的汁液，仿佛老树在流血一般。
大家吓坏了，最后经人指点，请了位著名的风水师。
风水师让他们填上土坑，临河焚香，祭拜了黄河大王。
再往下打钢钎，钢钎应声而入，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了。
大家觉得古怪，扒开土坑一看，那土坑下只有一层厚厚的黑炭，怎么也找不到那棵老树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黄河边上的某座老城折腾城市改造，老城拆了又建，建了又拆，最后在黄河大桥
边修了条盲道，盲道直接通向了黄河中。
这事情太好笑了，要是真有盲人顺着这盲道走，那一准儿走到黄河里喂王八了。
不仅如此，那古城街道上还画了许多古怪的斑马线，有的斑马线竟画在了草坪上，让人觉得很诧异，
难道行人要踩着草坪过马路吗？
前段时间，又听说黄委会招募了许多人，让他们穿着清朝时期的河兵装，在黄河沿岸大声喊着口号来
回行走，更是惹出了不少笑话。
其实，大家都不了解，这些看似荒谬的做法背后，隐含了许多黄河禁忌，甚至隐藏了黄河流传了数千
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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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些盲道和斑马线并不是给人走的。
这些路，是留给老黄河里的物件走的。
几千年的古城，老祖宗传下来的古训，一草一木都有来历。
老城里的一块古砖、一条石碑，要放在哪儿，又要怎么放，那都是有说法的，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解释
清楚的。
还是那句老话，老黄河里的事情吧，说不清。
你要是问我是如何知道这些的，事情就要从头开始说了。
我姓白，大名叫白石头。
这名字听起来很土，其实大有深意，好多黄河上的老人一听就知道，我是世代的河工出身。
我白家祖籍在北京，翻开白家家谱就会发现，我爷爷叫白淼，父亲叫白浪，其他还有白水、白山、白
砂、白玉等，反正名字都和山水有点关系。
在我们白家，有条很古怪的家规，白家后人世代只能从事两种行业：河工或手艺人。
凡是名字中带水的，就做黄河上行走的手艺人，名字中隐含山石之意的，就做守卫黄河的河工。
这个古怪的家规，已经不知道延续了多少年。
河工很好理解，就是治理黄河之人。
这治黄人有官有民，比如治黄的黄委会就属于官，康熙年间始设的河兵就属于民，反正只要是和黄河
对着干的都算。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黄河手艺人。
这里说的手艺人，并不是在街头打卦卖艺的手艺人，而是单指在黄河上采金的手艺人。
黄河采金人出自古代金门，有一套专门的切口，采金人不言金，自称是手艺人，行走黄河，吃的是黄
河大王赏的饭。
据说，这黄河手艺人会使“观山”、“辨水”、“按脉”、“寻金”等采金古法，能找到隐藏在黄河
中的金矿。
这些事情，我都是听我爷爷说的。
我爷爷是白家最后一个黄河手艺人，关于他的传说有很多。
有人说，他懂金门采金之术，能从浑浊的黄河中看到一条隐约的金线，顺着金线就能摸到金脉，沿着
金脉走，就能找到隐藏在黄河里的金矿。
也有人说，我爷爷年轻时在黄河里发现了大金矿，秘密地将金沙铸成了几十块金砖，用墨汁涂黑了，
偷偷埋在了地底下，哪天要是白家败落了，就能靠这些金子东山再起。
关于这些传说，我是从来不信的。
在我印象中，爷爷只是个比较闷的小老头，成天端着壶信阳毛尖，坐在院子里那棵老石榴树下，眯眼
看着天井里竖起的一块遍布着各种纹路的白石。
有时候，爷爷心情好了，也给我讲一些黄河中的故事。
他说，黄河最神秘的并不是流淌了几百万年的黄河水，而是埋藏了无数古物的黄河古道。
你永远也想象不到，那厚厚的淤泥下，埋藏了什么古怪物件。
他说，在黄河古道中，曾挖出过火车头那么大的鼋，就是巨龟。
还有被黄河水冲开的古墓，露出一副玉石棺材，旁边是满缸满缸的金元宝。
他还在黄河中看见足足有一间屋子那么粗的蛇骨架子，那就是传说中的黄河蛟龙。
此外还有不生锈的古剑，镇河的铁犀、铜猴子，雕刻了铭文的古鼎，甚至在黄河底下还掩埋了一整座
一整座的古城。
黄河中当然会有各种怪鱼。
我爷爷说，有一年他晚上路过黄河开封段，老远就看见水底下精光四溢，水草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他趴在河边一看，看见水底下聚集了许多怪鱼，这些鱼有巴掌大，光线就是从这些怪鱼身上射出来的
。
他说，他后来也见过几次这种会发光的怪鱼。
这种鱼身上发出的光，还会随着月圆月缺变化，满月时最亮，能将周围的水草、石头照得清清楚楚，
月初时只能发出一点微弱的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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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怪鱼很古怪，要么不出现，要出现就是成百上千条聚在一起，有时盘踞在河底一块大石头上，有
时集体浮在水面上，仿佛是在举行什么神秘的在黄河菏泽段，我爷爷还见过屋子那么大的鱼。
那年大旱，黄河断流，一条有一间屋子那么大的鱼就搁浅在河道中，在水中露出半个鱼脊，嘴巴一张
一合，艰难地呼吸着。
那鱼头足足有卡车那么大，上面鼓着一个大硬疙瘩，鱼嘴上还连着几根通红的须子，有手指头粗细。
鱼头腥臭无比，上面落了黑压压一片蚊蝇。
当地人看着这鱼大得邪乎，赶紧叫来了算命的瞎子。
瞎子掐指一算，说这是条修炼了几百年的黄河鲤鱼，头上的硬疙瘩是结的七层龙鳞，待它头上的龙鳞
脱落，就会长出角来，那就要化身成龙了。
这次鲤鱼落难，大家务必帮它一把，一旦它飞升成龙，定会保佑村子风调雨顺，年年丰收。
大家也怀疑这鱼是黄河大王的真身，忙组织壮劳力深挖河道，想将黄河水引过来，将这条大鱼送走。
一面又组织了妇女孩子不断将水浇在鱼头上，一是防止它脱水，二也是为它驱赶蚊蝇。
大家忙了一整天，可是最后大鱼还是死在了河道中。
那时天热，鱼很快腐烂发臭，熏得整个村子像个大粪缸。
大家让瞎子拿个主意，瞎子让大家掩了口鼻，将鱼肉剔下来，架起火焚烧了，将鱼骨架建了个黄河大
王庙，让人每到初一、十五祭拜一下，能保四方平安。
我爷爷说他还遇到过会飞的鱼，鱼鳍处长了两只薄如蝉翼的翅膀，脑袋下有一条长须子。
这鱼喜欢在傍晚拍打着翅膀在水上低低飞翔，后来撞到渔网上，被渔民捉住了。
渔民正要杀了它吃肉时，被我爷爷用一壶好酒给换了过来。
后来，黄河边上建立了一个黄河水生物博物馆，博物馆向民间征集黄河中的稀罕生物，我爷爷就将这
些年收集的古怪物件捐了出去。
馆长是第一批留洋的专家，后半辈子都留在了黄河边上，搜集了好多黄河龙骨、三足鱼、蛇蝎子、鱼
嘴鳄，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做成了珍贵的黄河标本。
结果有一年黄河决了口子，博物馆被大水淹没了。
说来也怪，当时洪水并不大，待水退下来后，就发现博物馆一点儿事也没有，就是老馆长收集的黄河
古怪生物标本全部被水冲走了，一点儿也没剩下。
这些关于黄河古怪生物的第一手隐秘资料，从此沉入了水中，再没有出现过。
老馆长老泪纵横，一时间号啕大哭，径直奔到黄河边就要投河，谁都拉不住，却被一个老河工轻轻一
句话劝住了。
他说：“这些东西没了，也好，你还想留到什么时候？
”我当时还听不懂这个故事，不了解为什么寻死觅活的老馆长，被这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劝住了。
好多年以后，我在黄河上漂泊了半辈子，经历了太多黄河上的古怪事件，才渐渐明白：黄河的秘密，
只属于那奔腾了数百万年的黄河。
无论什么秘密，终将在黄河中化成一抹浑浊的黄水，尘归尘，土归土，什么也留不下。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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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继磨铁成功打造《诛仙》、《明朝那些事》、《盗墓笔记》之后的又一鸿篇巨制，我很看好这
本书！
” ——磨铁图书创始人：沈浩波 “《黄河古道》塑造了一个以黄河为背景的民间江湖，作者首创采
金四大门派，讲述黄河古道中隐藏的水怪、龙骨、古墓、江珠、金脉、玉根、古鼎、铁猴子、黄河大
王、山鬼等诡异故事，为近年来难得一见的鸿篇巨制。
 希望大家多关注我们的母亲河黄河，也很期待图书市场会刮起一股‘黄河风’。
” ——《盗墓笔记》作者：南派三叔 我觉得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的侠义精神，其实就是黄河精神。
那种从九天落下，一路奔腾到海的霸气，那种黄河十曲、咫尺天涯的宽容和博爱。
 《黄河古道》是一部关于“黄河”的奇书，煌煌二十万巨著，每个字都是一滴原汁原味的黄河水，最
后汇聚成一曲波澜壮阔的黄河之歌。
 ——《诛仙》作者：萧鼎 读完《黄河古道》，眼前仿佛浮现了一幅色彩强烈的油画。
一个沧桑的老人，几个迷茫且兴奋的年轻人，一条极瘦的黑狗，黄河哗哗响着，已经流淌了几百万年
。
如果有机会，很想和作者走一次真正的黄河古道，坐在神秘的鬼船上，风也吹过，云也漂过，寻找黄
河中隐藏的鬼窟、古桑、龙骨、巨鼋、鬼城⋯⋯ ——《羽》作者：沧月 “《黄河古道》在腾讯发布
仅一周，点击便已冲破百万大关，是腾讯近年来最火爆的一部小说之一。
在几年来，腾讯图书人气上唯一比肩这本书的，只有一本《鱼：揭秘封尘80年军方档案》。
有趣的是，这两本书都属于同一个作者。
” ——腾讯读书频道主编：沈笑 “它光芒四射，一出现便艳惊全场，这是我近年来见过的最优秀作
品。
但是有一点我要说明，故事太过真实惊悚，黄河水怪把我吓到了，至今晚上睡觉不敢关灯，所以奉劝
各位，胆小者慎入。
” ——91文学网主编“雨中花令” “今年莲蓬鬼话涌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可谓群星璀璨，但是其中最
耀眼的莫过于《黄河古道》。
这部作品影响非常大，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便有二百多万点击，将近五千回帖。
因为小说太过火爆，甚至有不少人投诉作者刷点，我也专门去后台查过，小说确实没有刷点，是真火
。
黄河题材是绝无仅有的，所以作品火爆也是正常的。
” ——天涯莲蓬鬼话创始人“莲蓬” 这部小说在猫扑发布仅仅一周，点击便即将冲破百万，每天读
者回帖甚至超过400楼，这样火热的作品在猫扑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部小说讲述了黄河中的一系列怪事，涉及到许多黄河边上的传奇故事，风土人情，非常吸引人，我
十分喜欢这部作品。
 ——猫扑原创版版主“轻舞小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河古道>>

编辑推荐

《黄河古道:人形棺材》编辑推荐：首次揭秘古代最神秘采金手艺，讲述了几位“黄河手艺人”运用古
代采金秘术，穿越群山大水、鬼窟龟城、古墓深渊，在黄河中经历的一系列诡异至极的冒险故事。
书中包含了探险经历、诡异故事、民间传说、探墓、奇异物件等，情节紧凑，跌宕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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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这是继磨铁成功打造《诛仙》、《明朝那些事》、《盗墓笔记》之后的又一鸿篇巨制，我很看好这
本书！
”——磨铁图书创始人：沈浩波“《黄河古道》塑造了一个以黄河为背景的民间江湖，作者首创采金
四大门派，讲述黄河古道中隐藏的水怪、龙骨、古墓、江珠、金脉、玉根、古鼎、铁猴子、黄河大王
、山鬼等诡异故事，为近年来难得一见的鸿篇巨制。
 希望大家多关注我们的母亲河黄河，也很期待图书市场会刮起一股‘黄河风’。
” ——《盗墓笔记》作者：南派三叔我觉得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的侠义精神，其实就是黄河精神。
那种从九天落下，一路奔腾到海的霸气，那种黄河十曲、咫尺天涯的宽容和博爱。
《黄河古道》是一部关于“黄河”的奇书，煌煌二十万巨著，每个字都是一滴原汁原味的黄河水，最
后汇聚成一曲波澜壮阔的黄河之歌。
——《诛仙》作者：萧鼎读完《黄河古道》，眼前仿佛浮现了一幅色彩强烈的油画。
一个沧桑的老人，几个迷茫且兴奋的年轻人，一条极瘦的黑狗，黄河哗哗响着，已经流淌了几百万年
。
如果有机会，很想和作者走一次真正的黄河古道，坐在神秘的鬼船上，风也吹过，云也漂过，寻找黄
河中隐藏的鬼窟、古桑、龙骨、巨鼋、鬼城⋯⋯——《羽》作者：沧月“《黄河古道》在腾讯发布仅
一周，点击便已冲破百万大关，是腾讯近年来最火爆的一部小说之一。
在几年来，腾讯图书人气上唯一比肩这本书的，只有一本《鱼：揭秘封尘80年军方档案》。
有趣的是，这两本书都属于同一个作者。
”——腾讯读书频道主编：沈笑“它光芒四射，一出现便艳惊全场，这是我近年来见过的最优秀作品
。
但是有一点我要说明，故事太过真实惊悚，黄河水怪把我吓到了，至今晚上睡觉不敢关灯，所以奉劝
各位，胆小者慎入。
”——91文学网主编“雨中花令”“今年莲蓬鬼话涌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可谓群星璀璨，但是其中最
耀眼的莫过于《黄河古道》。
这部作品影响非常大，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便有二百多万点击，将近五千回帖。
因为小说太过火爆，甚至有不少人投诉作者刷点，我也专门去后台查过，小说确实没有刷点，是真火
。
黄河题材是绝无仅有的，所以作品火爆也是正常的。
”——天涯莲蓬鬼话创始人“莲蓬”这部小说在猫扑发布仅仅一周，点击便即将冲破百万，每天读者
回帖甚至超过400楼，这样火热的作品在猫扑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部小说讲述了黄河中的一系列怪事，涉及到许多黄河边上的传奇故事，风土人情，非常吸引人，我
十分喜欢这部作品。
——猫扑原创版版主“轻舞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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