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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镇除了宏伟壮观的
黄河景观，层林尽染的红枣
景观，还有吸引游人的豆腐
饼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
三交地处三峡特殊水源的优
势，世代三交人用黄河水点
出的豆腐鲜美可口，柔软绵
香，不仅是当地人的最爱，也
吸引着游客到当地品尝。

据考证，早在一千多年
前的隋唐时期，随着三交水
陆码头的繁华兴盛，三交豆
腐脱颖而出，古街巷豆腐作

坊就有十几家，每逢集会卖
豆腐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水
灵灵的豆腐蘸上辣椒和盐，
吃上一口美不胜收。不过，
在 古 代 那 时 候 人 们 生 活 苦
难，只有逢年过节才会买点
豆腐或者拿豆子换着吃。据
李斌元老人介绍，豆腐已经
是三交人必不可少的食品，
现在走在三交镇的大街上有
四五家专门做豆腐的作坊，
也有不少肩挑零卖的，一些
靠卖豆腐生活的农户，一年
可以收入 5万多元。

游在三交
□ 文/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 符宏伟

奔腾的黄河用巧夺天工的手笔，让天然浮雕奇观和自然地貌在柳林三交融为
一体。黄河的塑造，也让三交镇成为黄河上著名的古渡口，镇上一山一水和一村
一寨汇集成一个个故事，生动地反映着三交悠久深厚的文化积淀。黄河山峡的独
特风景，红军东征、志丹纪念公园等红色旅游，古色古香的建筑与晋商文化的魅
力，共同构成融古镇、红色、古文化为一体的美丽三交。

明末清初以来，三交镇以
晋陕黄河水运的优势，上至碛
口、榆林、包头，下接石楼、清
涧、永和，东临柳林、离石、汾
阳，西至绥德、延安，成为山西
商人向西北扩展的一个水旱大
码头。黄河两岸的贸易往来在
这里延续，船只成为了百姓出

行和交通运输的工具。黄河渡
口至今仍保存完好，位于三交
古街南端，目前保存完整的古
渡石板道就是当年商贾上下货
物的必经之路。镇上街道两旁
那些灰色、古朴，历经沧桑的古
建筑、旧店铺已是残垣断壁，但
都在诉说当日繁华的历史。

从黄河古渡出发，行在黄
河中，远远便看到一座山峰映
入眼帘，终日守望着滔滔黄河，
热切企盼着夫君归来。为了纪
念为治水而献出生命的禹的妻
子，黄河儿女们便将此山尊称
母亲峰。

传说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
而不入，妻子禹王娘娘十分挂
念便前往探望。来到黄河边见
大禹正一心劳作，丝毫未发现
此时上游的洪水正汹涌而来。

在这危急关头，禹王娘娘一把
将大禹猛推上岸，自己却被骤
至的洪水卷走。后来她的尸体
被 冲 上 岸 ，却 已 化 为 一 座 山
峰。为了纪念为治水而献出生
命的禹王娘娘，黄河儿女便将
禹王娘娘坐化的这座山尊称为
黄河母亲峰，黄河称为母亲河。

天然而成的黄河母亲峰终
年栉风沐雨守望在这里，酷似一
位母亲慈祥斜卧着凝神远望，眼
鼻耳发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沿着黄河继续前行，三交
镇向南有一段约 500 米的河滩
落差很大，浑浊的河水呈倾斜
状向下冲击，河滩中怪石嶙峋，
散落密布，激起层层怒涛。传
说大禹的女婿土金因治水命丧
于此，所以这一段河滩被称为

“土金碛”。河滩中怪石嶙峋，
散落密布，激起层层怒涛。船
行至此，如过鬼门关一样，稍有
不慎，船便会被礁石击的零散
飞落。传说大禹的女婿土金因
治水命丧于此，所以这一段河
滩被称为“土金碛”。

为了治水，大禹的女婿土金
在岳母坐化后，毅然加入治水行
列，不幸的是在土金碛遇难身
亡。大禹的女儿枣姑闻讯悲痛
欲绝，哭喊着沿黄河两岸奔走
寻觅。枣姑一路找一路哭，而
在其洒下泪滴的地方长出了一
株株的枣树苗，由此黄河两岸
便有了许许多多的枣树。枣姑
苦苦寻夫终未如愿，后来在梦中

却多次与心爱的人在河边峡谷
中激情相会。于是，这条峡谷便
被后人称为“情人谷”。情人谷
是黄河西岸的一条支流峡谷，属
陕 西 省 清 涧 县 。 情 人 谷 全 长
2700米，沟窄谷深，蜿蜒曲折，进
入谷中，顿觉清幽寂静，凉意爽
身。谷内诸峰林木参天，浓郁葱
茏，野花开放，芳香四溢，青石溪
流，四季不断。

越过了峡谷地带，登临山顶，两岸村
落、梯田、山涧、溪水、农人耕畜尽收眼
底，山顶周围依山傍势有四个古堡群，相
传各为杨继业、李闯王、阎锡山及无名土
匪所建。

山顶处的古堡，面向东西南北各有
个能容一人的小哨所，能监视周围山上
沟底的行人出入。各哨所均有小道通向
山顶大院。院子东西长南北窄，故东西
两面建有房屋。东面一排四间大砖石结
构房屋可容四、五十人住宿。西面地势
最高处是一座颇具规模的武圣关帝庙。
庙中的泥塑，供坛和铁钟犹存。这些建
筑显然被后人所用，所以维修较为完
好。据推测，此堡群兼顾四方，居住设
施完善，应是历代盘踞于此的土匪所
建。

山顶东面名叫东圪 向西而建的堡
群，砖瓦结构，规模较小且有近代建筑的
特征，应该是阎锡山为防红军东渡而建

的临时性堡群。
站在东圪 向东南 望有个颇具规

模的古堡，这个古堡的建筑分内城、外
城，虽历经沧桑，年代久远，但内外两门
洞仍然存在，只是有几处坍塌，内城里还
有遗留的建筑群遗址，传说这个古堡是
宋朝时杨继业在黄河沿岸练兵的三十六
寨之一。

山顶北面 500 米之外的一处堡群。
哨所和 望孔都建在东面，西面平坦的山
坳里堆积着枯木残石等朽烂建材，以及
点将台，行营遗址等。通往哨所的暗道
旁一株古柏还枝干挺拔绿意盎然。很明
显，建此堡的用意只在于防备东面，以此
推断，该处用以御敌而建的堡群可能是
大顺军所筑——闯王寨。

相传，李自成率军起义后，为巩固胜
利果实，保存实力，伺机完成推翻明朝大
业，亲率小股部队转战秦晋沿黄一带。
某日，率五十余骑途经坪滩渡口，遥望诸
峰，见黄河母亲峰右翼之高峰是一驻兵
宝地，遂调集部署，建此山寨，并将其作

“兰清县”临时县城所在。后劲渡黄河挥
师北上，以三交为根据地直捣明王朝，建
立大顺；1636年，起义军在山海关战役兵
败，高迎祥作战牺牲，张献忠、郭一度降
明，李自成孤军奋战，自知寡不敌众，便
退返此处据黄河之险抗明，然而不再垂
青的机遇使他犯了战略性重大错误，最
终未能守住陕西，只落得全师尽丧。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均
田免赋”纲领的农民领袖，李自成颇受百
姓爱戴，“家家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
纳粮”的民谣至今犹响耳畔，闯王寨虽显
苍凉但雄风依旧；点将台虽显落寞，但威
武不屈；闯王，历史不会遗忘。

三交村是晋西聚落的典
型代表，村中独特的规划布
局与建筑形式是顺应自然环
境和适应乡土文化的结果，
凝 结 了 古 代 劳 动 人 民 的 智
慧。

在三交有一首民谣：“黄
河大浪声声急，清绥木船码
头立，往来不散镇上客，夜半
灯火人未息”。昔日晋西北
商品集散水旱码头的商贸繁
华 ，在 这 留 下 了 不 少 古 民
居 。 站 在 黄 河 对 岸 望 向 三
交 ，建 筑 层 层 而 上 ，错 落 有
致，跌宕起伏，形成立体交叉
的三维布局形式，与周自然
环境巧妙地融为一体。

三交村的格局和规模大
约是在明清时期完成的，呈
长矩形分布，南北长而东西
窄，东面高而西面低。村落
位于黄土丘陵地区，建筑依
山而建，以合院为基本构成
元素，根据地形和基地的不
同 ， 产 生 多 种 院 落 组 合 形
式。比如横向并联，由腰门
连接两个合院，或增加旁院
或外院的形式；纵向串联，
以楼梯作为组带连接两个合
院。院落布局紧，下面院子
正 房 的 屋 顶 是 上 面 院 子 的

庭 院 ， 称 为 脑 畔 ， 院 落 顺
势而上，层层叠叠，上下院
落的联系更多的是通过院外
街巷来完成，具有很强的进
深感和立体感，形成了错落
有致的三维立体建筑群体景
观。

三交的雕刻也很精美，
如二京鸿藻院落中屋宇式大
门，大门上的头、斗拱、枋和
内部井藻等部分展现了砖雕
和木雕的精美，具有重要的
价值。

此外，枣棚是三交独特
的建筑形制，是晾晒和储藏
红枣的地方。枣棚是砖木混
合建筑，分为两层，下层是砖
砌的储室，也是整个建筑的
承重结构;上层是木架结构，
支撑在砖墙上，承接屋顶的
重 量 ，屋 顶 一 般 是 双 坡 瓦
顶。用藤条编织而成的网状
枣框，支撑在木结构上，此处
通风且能受到阳光照射，作
晾晒红枣之用。二层距离地
面较高，仅用移动的木梯供
人上下，还起到了一定的防
盗作用。枣棚巧妙地安排了
储藏空间和晾晒空间，是当
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
建筑形制上的体现。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古老
灿烂的黄河文明，使三交成
为集黄河风情、枣乡民俗和
红 色 文 化 于 一 体 的 旅 游 胜
地。要说这三交镇什么作物
最丰收，什么特产最出名，那
么一定就是大红枣了，三交
镇高温干旱，日照充足，适宜
红枣生长，这里有大片的红
枣 林 带 ，红 枣 文 化 底 蕴 深

厚。每入秋季，枣压枝低，漫
山红透，层林尽染，这里的红
枣个大核小，肉厚味甘，被列
为全国八大名枣之一，三交
镇 也 被 称 为 中 国 红 枣 第 一
镇。本地特产一种名为木枣
的大红枣，也许是光照充足、
黄河水灌溉的缘故，这里的
枣颗粒硕大、肉质厚实，口感
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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