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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与凤凰、麒麟作为中国人心中的吉祥
之物，是国家富强、民族兴盛的祥瑞标志。作
为十二生肖中唯一虚构神话的物种，龙神秘、
神圣，象征着权威、力量和智慧，是中华民族的
精神图腾。

龙的传人。中国人一直自诩为龙的传人。
远古时期，伏羲氏作为各民族的共同始祖，被称
为青龙，炎帝神农氏为赤龙，黄帝轩辕氏为黄
龙，他们开创了华夏民族的文明，也是龙当之无
愧的先祖。千禧之年是龙年，王力宏一首《龙的
传人》响彻大江南北，词曲中的中国元素和爱国
情怀，改编自1978年李建复的歌曲，朴实磅礴
的歌曲融入了电子乐节奏和嘻哈摇滚风，让中
国人和漂泊在外的华侨产生强烈的家国共鸣。

龙的习俗。民间有“二月二，龙抬头，大仓
满，小仓流”的俗语，这里的龙指的是苍龙七宿，
掌管着降雨，龙抬头标志着阳气生发、雨水增

多，万物充满生机，所以这一天又称春耕节。因
为人们对农耕的重视，对富足美好生活的向往，
才有了对自然天象的崇拜，龙，也就成为老百姓
的信仰和寄托，是农耕社会最主要的图腾。百
姓为了讨个好彩头，选择在二月二“剃龙头”，意
味着新的一年从头开始，鸿运当头、福星高照；
舞龙的民俗也源自人们对龙的崇拜，春节、龙抬
头、端午，人们都会舞龙，长长的“龙”伴随着鼓
乐声，跟着绣球不断扭、挥、仰、跪、跳、摇等，把

人们祈求平安康泰的心愿表达得活灵活现。
龙年文化。龙在封建社会是帝王的象征，

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后代被称为龙子龙孙，穿
龙袍、坐龙椅、用龙纹，龙成为至高无上的皇权
的象征。关于龙的成语不胜枚举，金龙献瑞、龙
飞凤舞、龙盘虎踞、龙凤呈祥、望子成龙、蛟龙得
水、龙腾虎跃等寓意美好、朗朗上口，望子成龙
是人们盼望着子女出人头地、大有作为，龙凤呈
祥代表吉利喜庆，而卧龙凤雏指诸葛亮和庞统，

是忠诚和智慧的化身。龙年的春节贺岁中又出
现了龙行龘龘、前程朤朤的祝福语，“龘”是群龙
腾飞的意思，2024年春晚就以“龘”字为题眼，
展现中华儿女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龘”的视觉符号也彰显出大气雄健的文化气
象。龙云当头、龙行大运、龙转乾坤、财运长龙、
龙运亨通、龙华富贵、福龙高照等龙年谐音词汇
表达着人们对彼此的祝福，也是龙腾虎跃、朗朗
乾坤的盛世写照。

龙的精神。在上古文化中，龙有尊贵、勇
敢、智慧、仁爱和慈悲五种精神，进入现代社会，
龙也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价值观，代表着
进取、自信、创新、自立和协调的精神。龙的威
严、龙的神通、龙的翻天覆地之力体现了中华民
族的伟大转变，是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民族精
神，龙被赋予爱国主义内涵，意义深远。

（作者供职于绥定分公司魏家楼管理所）

龙 人 龙 事
文 / 陈桃宁

区别于12生肖中的其它动物，龙，是现实中并不存在
的生物。那龙是怎么来的呢？

传说，上古时期人们以部落为生，每个部落都有动物图
腾。神农氏是牛，伏羲是蛇，九黎是鸟……在一次次的战斗
后，以蛇为图腾的伏羲氏族战胜其他部落，所有的图腾都为
他所属。伏羲氏族将其他部落的图腾与蛇相结合，取名为

“龙”，它长着蛇身，鹿角，鱼鳞，鹰爪，象耳，虎须。龙是集各
种动物为一体的神兽，是上古先民虚构出的强大图腾，宛如
神明般存在。

古代皇帝龙袍加身叫做真龙天子，故宫有九龙壁，龙作
为皇权的象征，彰显高贵、权力、威严。中国人是龙的传人，
春节舞龙舞狮，端午节赛龙舟，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期盼孩
子出类拔萃。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精神标识，寓意着好
运和吉祥。

小时候看迪士尼动画电影《花木兰》，有陈佩斯配音的
木须龙，由花家祠堂列祖列宗派出，保护木兰替父从军。木
须龙滑稽机灵，逗得我捧腹大笑。《西游记》中的龙王掌管行
云布雨、为百姓带来丰收和繁荣，孙悟空的金箍棒来自东海
龙宫的定海神针。《三国志》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卧龙诸葛
亮，开启复兴汉室的宏图霸业。

龙也常常出现在地名中，比如说，王阳明龙场悟道，参
透天理即是人欲，知行合一。古陈仓有卧龙寺，因唐玄宗入
蜀曾住宿于此而得名，如今宝鸡收费站就坐落于此。

《史记》记载，孔子评价老子，“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
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飞鸟我能射，游鱼我
能捕，但是龙,我真不知该如何拿捏啊!学识渊博深沉莫测
难以捉摸,志趣高明巧妙难衡掌控不了，像蛇般屈伸,若龙
般变化,乘云驾雾,纵横四海。

《易经》讲述变化的道理，人的一生也可概括为六个阶
段：潜龙勿用、见龙在田、终日乾乾、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
龙有悔。龙乘时变化，随时间和环境因地适宜随机应变，上
天入海，可大可小，能现能隐。

（作者供职于宝天分公司宝鸡收费站）

秦岭龙脉
文 / 图 孟庆林

秦岭，那巍峨的山脉，宛如一幅流动的青绿画
卷。溪水潺潺，仿佛低吟浅唱，诉说着古老的传
说。在这崇山峻岭之间，一条银色的巨龙蜿蜒而
过，它便是西汉高速，一条连接川陕、贯穿秦岭的
生命线。而我，有幸成为这条巨龙的一部分，与它
共度十七载春秋。

回首2007年，西汉高速刚刚开通，我满怀激情
与梦想踏上这条神秘而充满挑战的道路。那时，我
们路警合作，肩负着守护巨龙的重任。面对路况的
艰险与恶劣的天气，我们紧密合作，齐心协力，确保
道路畅通无阻。

2008年，汶川地震生死攸关的时刻，西汉高速
成为通往四川的生命线。我们不畏艰险，挺身而出，
确保满载着救灾物资的车队能够顺利通过。我们将
希望与爱心送进车厢，送往汶川，为灾区人民带去温
暖与力量。

2009年"8.18"特大泥石流，那是一个令人难忘
的日子。我刚与心爱的人相聚，却又被紧急召回
抢险一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救援工作中。我们
全力打通隧道，救援被困车辆，确保司乘人员的生
命安全。

岁月流转，西汉高速的养护工作不断创新与发
展。我们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和方法，确保这条巨龙
始终焕发出勃勃生机。尽管道路艰险、气候多变，但
我们从未退缩。这是我们对这条巨龙的深深承诺。

如今，当我再次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看着那些
熟悉的景色，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感动。那条
银色的巨龙依旧盘卧在山中，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与
付出，承载着我的梦想与希望。回望过去的路，每一
个脚印都凝聚着我们的汗水与智慧。展望未来，我
们将继续带着这份执着与热情，守护这条巨龙，让它
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新年之际，我站在群山万壑之间，眺望着车流如
织、灯光闪烁的高速公路。我深知，守护这条巨龙的
责任重大，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因为，这条巨龙上
流淌着无数人的希望与梦想。车轮滚滚，承载着大
爱渐行渐远；爱意浓浓，憧憬着未来情满志远。守护
是爱，奉献是爱，在这条巨龙的陪伴下，我奏响了那
首动人的岁月之歌。

（作者供职于西汉分公司宁陕管理所）

龙在哪里？文 / 张 檬

□ 编者按

60年一遇的甲辰龙年到了，龙的形
象铺天盖地、喜气洋洋出现在大街小
巷。司空见惯的龙形、龙名、龙物、龙地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陕西交通职工在春
节期间也展开了有趣的寻龙之旅，有的
人走进博物馆，有的人去逛文庙，有的人
探究一个叫龙的街巷或村庄，有的人进
山发现了龙洞，有的人仅从龙这个字上
就作出了文章。

龙，其实一直都在这里，不仅存在于
古代传说和文学作品中，它就在我们的
生活中。它太熟悉了，比如唐延路公园
里就有一条龙雕石凳，年复一年在此锻
炼身体的人们、地铁站出来匆匆通勤路
过的人们，甚至从来没注意有这么一条
龙，等待着你落座，注视着你归来。有
些龙则被我们天天挂在嘴上，龙首村，青
龙寺，龙亭镇……生活在它身旁从来没
有想过这名字的来历。周末，走进秦岭
龙脉玩耍，二龙塔、龙王沟、黑龙口、回龙
观……更是走到龙的天地了。我们与龙
如此之近，抬头不见低头见，这些民间的
龙是温柔吉祥的，身处它们的包围，从来
没有恐惧，只有亲切感和归属感，甚至，
还有点土里土气的感觉。这种熟悉、这
种土气，就是渗透到我们血脉里的乡土
记忆，是基因里抹不掉的链接。我们是
龙的传人，这一记忆存储近一万年那么
久，它始于文明之初，伴随文明发展的全
过程，直到今天。

这个龙年，激活了我们对龙的兴趣，
寻龙热情高涨，收获不小。在龙首村长
大的，第一次知道西安城的地形就是一
条龙去饮渭河的水。坊间有个景龙池
街，这个名字记忆着唐朝涌泉成湖的故
事。博物馆精巧的赤金走龙，原是要沉
入龙池的唐朝祭品。走在这片古老的大
地上，步步都是历史，角角落落藏着文
化，当我们有意去探究、去发现，就深深
地爱上了生活着的地方。

龙年寻龙，使我们有了这样的机会，
认识祖先，了解自己，在自我认知的道路
上又长一岁。祝福读者朋友们龙年吉
祥、幸福安康。

春节期间在家里无趣，就带着孩子去了“郑国渠”。一
来在寻访历史遗存中感受变迁，二来在行走中感受不一样
的年味。

龙年到，景区自然有龙的存在。步入郑国渠景区，在一
座山洞中，孩子发现了一座龙宫，便径直朝门洞外站着的虾
兵蟹将奔去。虾兵蟹将自然是人装扮的，为的是入情入境。
近些年，类似的游览观光服务多了，所谓沉浸式，其实就是让
文化的氛围入得身心。孩子看着水晶宫的龙椅好玩，便一屁
股坐了上去。看着这个龙椅，我却陷入沉思，龙在我们心目
中异常高贵，这种全民认可蕴藏着怎样的文化源流？

古代人们为什么会对这个虚无缥缈的生物那么敬畏
呢？龙又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呢？

龙的起源自上古先民的图腾崇拜。出于对大自然的敬
畏，先民们选取海、陆、空极具代表性的动物融于一身，作为
部落联盟的图腾。闻一多先生就曾指出:龙是多种动物的
结合体，是蛇加上各种动物最威严的部分组成。上古氏族
社会，各氏族各供奉一种动物，比如，蛇、鱼、壁虎等，后来以
蛇为图腾的强大氏族吞并了其他氏族，便将这些动物拼凑
在一起，造就一个威猛的聚合形象——龙。自商周开始到
大一统的秦帝国结束，龙之形象融合了儒道思想，逐渐成了
身份与权力的代表。汉唐以后，统治者自比真龙代天巡牧，
龙成了皇权的象征。在民间，落后的生产力造成劳苦大众
的苦难，人们把信仰寄托在神身上，“龙腾致雨”为祥瑞，龙
王庙建了起来，香火缭绕间，人们祈祷风调雨顺有个好收
成。龙因统治者的需要而降世，却因实用性而融入民众。

再往后，文脉绵延，文化繁荣，龙在潜移默化间成了炎
黄子孙的精神认同。“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他的名字就叫
中国。”龙成了中国的代表，炎黄子孙便是龙的传人。随着
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文化日益耀眼，在全世界龙成了中国
鲜明的文化符号。

近些年，中国的发展可谓“龙腾虎跃”，日新月异，这正
是龙赋予的民族精神，勤劳、勇敢、不屈不挠、大胆创造……
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自尊、自信、自强不
息，成就了今日繁花似锦的中国。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高陵收费站）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仿佛已经成为我
们与生俱来的认知，“龙”这一身份也水涨
船高，成为尊贵的代表。但文学及历史作
品中，又常能看到龙并非一直是无与伦比
的存在，想要探寻龙的踪迹，还要从很久
以前说起。

上古四大神兽，青龙是其一，这里的青
龙是龙族的最高代表，但仍属于神兽的范
畴，是高于妖族又低于神族的存在。除青龙
之外的龙，大多是神仙的坐骑，比如元始天
尊的坐辇就是九条龙拉的，龙的地位不高，
更不能与人皇相提并论。龙为坐骑，出现于
《山海经》《离骚》等作品中。而在《封神演
义》之类的书中，龙的地位则高了一些，可以

位列仙班。我们熟知的敖氏一族，主管东南
西北四海，这里的龙是海中皇族，也在天庭
占据席位。此时的龙族和人间帝王有着近
乎同等的地位。

可以看出那时候，龙和凡人还没有明确
的联系。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贵族的利
益，龙文化进一步发展。最开始，龙并非最
高贵的，它只是混在各种瑞兽中的一种，比
如凤凰、麒麟等，代表着祥瑞。而最高级的
存在是日月星辰，以及山河等，龙不止是皇
族所有，有权力有地位的大臣也可以使用。
到了宋朝，皇帝为了巩固统治，凸显皇族与
众不同的身份，将龙作为皇族甚至皇帝的专
属。自称真龙天子的，第一位是汉高祖刘

邦，他将自己塑造为真龙的后代。历朝历代
的皇帝将这一说法坐实，甚至将秦始皇追称
为“祖龙”，而真龙天子的说法到宋朝才被格
外重视。

任何文化传承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从真龙天子到龙的传人，也经历了一段
漫长的历史。封建王朝瓦解之前，龙还是皇
帝专属，人们对龙的敬畏日益加重，但此时
的龙仅仅是尊贵的代表，与普通百姓的关系
不大。清王朝瓦解后，民国登上历史舞台，
被解放思想的文人墨客开始认真研究我国
的历史文化，龙也是其中之一。

因为人们对龙的崇拜和重视，龙文化
也走入寻常百姓家。比如，许多传统民俗
中都有龙的踪影，划龙舟、舞龙、二月二龙
抬头等。

近代以后，人们的思想被彻底解放，不
再拘泥于封建逻辑，《龙的传人》这首歌红遍
大江南北，这一说法被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
认领。至此，龙的身份水涨船高，成为中华
文明中不可撼动的一部分，龙也从古老的传
说里走出来，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富平管理所）

龙年说龙 文 / 王 锦

陕交讯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
进一步提升农村公路防灾减灾能力的意见》
（简称《意见》），明确了总体要求、提升灾害
抵御能力、加强灾害应对处置、抓好灾后恢
复重建和建立健全保障措施五方面内容，要
求健全完善农村公路防灾减灾体系，提升基
础设施抵御灾害能力，减少灾害对农村公路
的损毁，加快抢险救灾和恢复通行，更好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意见》明确，要通过优化提升规划设

计，提升农村公路建设质量，深化隐患排查
治理，强化农村公路设施本质安全；通过加
强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巡查防护，强化应急物
资储备和应急演练，强化灾害应急响应，灾
害发生后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尽快打通抢险
救灾“生命线”，保障应急人员和装备安全顺

畅通行。
《意见》提出，要通过及时推进抢修抢

通，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强化灾后评估总
结，尽快恢复受损农村公路通行能力；加强
组织领导，强化资金保障，加强技术支撑，
不断完善农村公路防灾减灾应急预案和工
作机制建设，提升农村公路风险识别和应急
处置能力。 （闻 雯）

陕交讯 2月22日至23日，受寒潮天气
影响，西安市持续普降小到中雪，部分普通国
省干线公路路面积雪，101省道蓝田段、107
省道关中环线南段、108国道周至段、210国
道沣峪山区段积雪2-8厘米；310国道、312
国道蓝田段、344国道蓝田段、108省道临潼
段积雪1-2厘米。

为了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西安市公
路局积极探索、努力突破，整合全局除雪设备
资源，以一面多点、同时行动，重点投入、上下
联动、互为补充的“早、快、全”模式开展除雪
保畅工作，此次除雪工作共出动除雪大型机
械25台班、小型机械36台班、人工415工日，
累计撒布融雪剂121吨、防滑料27立方米，重
点在秦岭山区易打滑、急弯、平交道口、桥涵
等路段撒布融雪剂并进行机械除雪，确保普
通国省干线公路畅通。

截至23日16时，西安市普通干线公路
431.6公里主车道路面积雪结冰已完成清理，
通行正常，未发生公路阻断事件。

目前，公安交警部门在108国道(周至马
召进山口)、210国道（沣峪口公安检查站）、
101省道（蓝田县峪口）实施交通管制，禁止
社会车辆进山。 （罗 倩）

陕交讯 2月23日，省水路交通中心召
开2024年工作会议。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吴鹏翔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水路
交通中心党委书记张普照作工作报告。

吴鹏翔对省水路交通中心2023年取得
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要求，一是把握
形势要求，提振发展信心。加快推动汉江港
航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形成铁水联运新格
局。二是发挥优势特长，扛起发展重任。发
挥好水路交通专业技术优势和支撑服务保
障作用，强化责任担当，强力推进各项目标
任务，全力支持配合好厅机关相关处室工
作，共同把海事港航工作做好做实做出成

效。三是注重顶层设计，创新发展思路。聚
焦重大战略规划，立足陕西水路实际，强化
全局谋划，做好专项规划，加强行业政策研
究，不断提升水路交通服务质量、管理效益
和发展水平。四是加强监督管理，守牢安全
底线。认真梳理水上安全监管中存在的薄
弱环节和主要问题，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安
全整治等工作；强化现场督导检查，严把船
舶检验技术关和船员适任关，确保水上安全
不出问题、不留隐患。五是强化团结协作，
凝聚发展合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凝心聚
力促发展，加强与厅机关处室和市县的沟通
协调。六是狠抓党风廉政，锤炼过硬作风。

坚持不懈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
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巩固主题
教育取得的成果，抓实党风廉政建设，认真
履行一岗双责，持之以恒转变工作作风。

会议明确了五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始
终坚持政治引领，坚定水运高质量发展政治
方向。二是围绕发展科学规划，开拓水运高
质量发展崭新局面。三是立足质量强化监
督，积蓄水运高质量发展内部动能。四是主
动聚焦服务大局，强化水运高质量发展技术
保障。五是提质增效强化作风，激发水运高
质量发展创业活力。 （水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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