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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黄河边
□齐川红

身居豫西南的我一直盼望着有朝一日去看一看黄河，然而它全长5000多公里，

无论怎样，都是窥斑难见全豹。最终选择了它的入海口，像交响乐在即将结束的时

候才聆听——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境内，渤海与莱州湾的交汇处，体会那

种仰天极目，心胸开阔的感受。

这是一片神奇而令人向往，心潮澎湃的地方，谱写了华夏文明5000多年辉煌

灿烂的历史，展现了江河湖海的归属与融合、人类与自然的博弈与和谐，见证了

沧海桑田的变迁，也描绘了与时俱进的新貌、新篇章。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没有山可依，却有楼可登。黄河入海口一片辽

阔，在这里更呈现出了它的气势磅礴，它的一望无际。登上黄河口望远楼，尽管汉

语有无限丰富的词汇，却极度贫乏为一个词“苍茫”：苍茫的天穹，苍茫的河水，苍

茫的大海，似无界限而融为一体。“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手笔的王维似

乎没写，而似乎又写尽。大自然辽阔的景象——天与地，河与海，陆与海，于此

交汇融合。没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突兀、急促，却有浩浩荡荡、大开大合的

波澜壮阔。最壮观的是涨潮的时候，黄河水急着汇入大海，大海的潮水涌起

拒绝，在交接的当口，彼此还不熟悉，发生碰撞。由陌生到熟悉，由拒绝到接

纳，真诚的拥抱，热烈的亲吻，像万马奔腾、巨龙腾渊，令人惊心动魄。

内心有一种激荡，有一种舒缓，也有一种怅然。多少条河流，多少

里行程，奔流到大海，这就完了？没有了约束、阻拦，可以尽情地释放

个性，它还记得它的前身是黄河水吗？正像海外游子，还认同炎黄子

孙吗？归入大海滋润哪一片疆域？还会回归华夏的土地？此时在

上游流淌的可有曾经的水变成云又化作雨回归降落的吗？而且天

上飘浮的云有你的水变成的吗？

黄河，你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你的价值和意义是流淌在

中华的大地上，滋润和养育我们黄皮肤的子女。你汇入大海，变成

了蓝色，我很不情愿你的脱胎换骨、旧貌换新颜。在渤海湾畔，黄

河口，面对义无反顾惜别神州大地的黄河水，我一时失语。远去

的黄河，你可依恋故土？我再到哪儿寻找你？不管你以前有过

粗暴、有过愤怒，给我们有过伤痛，可是一旦离别，却又不舍。

但我还是为你祝福吧，不管你到哪里，我永远不忘你经历的岁

月，你经过的旅程，从遥远的青藏高原出发，由起初的涓涓细

流，接纳了无数条河流，汇聚了无穷的力量才如此浩浩荡

荡。你该不会忘记讴歌你的李白、王维、王之涣这些杰出

的诗人，也不会忘记写《黄河颂》的光未然，写《三门峡——

梳妆台》的贺敬之。

黄河的万里之旅以天然的大手笔打造了无数的自然

景观，同时，大河两岸也有中华儿女创造了无数美丽的

人文景观。在这里有中国最完整、最广阔、最丰富的湿

地生态系统。此时正是芦花飞雪的时候，远远望去，芦

花与天边的白云连成一片，蔚为壮观。芦花有着沧桑

幽静淡雅之美，这是岁月漂洗的颜色。劲风吹过，芦

花起伏，卷起千堆雪，而此时的芦苇荡无疑是黄河

口上一道“妙处难与君说”的风景。

黄河入海口

奶奶讲的黄河故事

□王利娟

我的老家在豫东一个叫习礼王

的村子里，出门向东不远，就能看见黄

河。

小时候的夏夜，月朗星稀，凉风习

习，我和奶奶坐在院子里乘凉。奶奶摇着

蒲扇，让我屏息凝神，就能听到黄河水浪打

浪，便能闻到空气中的麦草香。有时奶奶会

随口哼起歌谣：“月门地儿，明晃晃，推着小

车去逃荒……”我不解，便问奶奶逃荒是啥。

奶奶说，逃荒就是黄河涨水了，人们坐着船去

避难。结果，我立刻闹起来：“我咋没见过黄河

涨水呢？我想去逃荒，逃到城里俺姑家……”

奶奶赶紧哄劝我，说黄河现在被治好了，不

会涨水了。

黄河咋被治好的？奶奶说不上来。我便去

问大伯，他在防汛办上班，经常跟黄河打交道。大

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却给我讲起了习礼王村的来历。

习礼王最早叫集礼王，有一年，孔子带弟子在

村南一片小树林，给村民演练过“周礼”，后来就改

名成习礼王。大伯想告诉我的是，治黄河在远古时

就开始了，孔子到集礼王村，是看望在那儿当县令

的学生子路。他得知子路为了治理黄河开挖文岩

渠，造福老百姓时，连夸三声“善”。

“可惜呀，一直以来，黄河都没被治好！”大伯感

叹着，带我走进一个展览室，我看到，墙上有一行大

字：“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大伯讲的“兴修水利，

拦河筑坝”我似懂非懂，但“千家挖河，人人种树”的

场面我却记忆犹新。

每年开春，村里的大喇叭就开始吆喝着“去挖河

种树”。河道里到处都是人，你家3米、我家5米，大伙

儿说笑着、忙碌着，修河道、固河堤，挖树窝、栽树苗。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明白了黄河是如何被

治好的，也渐渐知道了爱河护河防河的重要性。

家住黄河边，爱河护河自然也要防河，大人们

说，那叫未雨绸缪。村民的房子都建在高土岗上，

但房子好盖岗难垫。在村里，经常会见到拉土

的人家，套着毛

驴，一车又一车地堆垫起高岗后，才开始盖房。我

家房子的一边，还有一座避水台。不仅建得高，还

非常牢固，上边还栽有槐树、榆树和桐树。那个地

方，平时还是我们小孩子的游乐园。

功夫下到了，水来也不怕。有一年，黄河真发水

了。我站在避水台上往东看，黄茫茫的全是水，路不

见了，庄稼只露出梢儿。可村里人不慌也不怕。真

叔还坐上大船到河里，捞了半船花生和毛豆，逮了几

只野兔。后来水退了，母亲去看庄稼，发现高粱地里

有一洼水，里面好多鱼，捞了足足两大盆。

上大学那几年，我没少邀请同学到黄河边玩。

在硬硬的湿沙地上跺几下，就会出现粗细不一的缝

儿。再踩，周围会跟着晃，水便会渗出来，踩者的脚

很快就陷进泥中，我会告诉大家：“别慌，这是黄河

在欢迎你呢！”一艘小船从东边缓缓划过来，那是河

东的老乡来卖西瓜。刚摘下来的西瓜圆溜溜、水灵

灵，爽甜解渴，好吃极了。

如今，已经定居在洛阳的我，虽然离开了故

乡，但依然住在黄河边，去孟津小浪底，去黄河三

峡，开车不一会儿就到了。我知道，无论住在哪

儿，我都是黄河儿女。大河已安澜，我愿永远守着

她，无比幸福地生活下去！

□韩光智

人们一般会说，河南郑州市郊区黄河边有一座雕像叫黄河母亲，我却

固执地说，黄河母亲雕像之侧，有一座城市叫郑州。

20多年前，我在郑州市上中专。那时的我，如今想来依然时尚，骑着自

行车一路向北到邙山去见黄河母亲。黄河母亲一身皆白（由汉白玉雕刻而

成），坐着，双手抱着一个婴儿，仿佛是一次哺乳之后的样子，所以婴儿很安

静、母亲很安详。黄河母亲雕像坐落在邙山的群山之中，她的脚下有一个大

约四米乘四米的水池，水池边上有栏杆，我记得，当年的我，手扶着栏杆，站在

黄河母亲前面，和母亲合影。

这次，受河南广播电视台之邀，来到郑州，办完正事，电视台的王制片问我

想到什么地方玩，我说到邙山中不中？他说中。他接着说，现在不叫邙山了，叫

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是4A级旅游区了，我轻声“哦”了一下。到了邙山，不，到

了黄河风景名胜区内，快到黄河母亲身边时，只听到那里的小摊主在说：咦！黄河

母亲身上尽是灰……我们走近发现，原来在黄河母亲雕像处人们正在改造环境。

原来的那个水池已被打得七零八落了。看样子是要给母亲弄一个更大的水池吧！

还好，我还赶巧，二十几年前的栏杆还有残留，我站在那残留的栏杆旁，和黄河母亲

合了几张影。——如今，人到中年，两鬓斑白，重来和黄河母亲合影，光阴如梭中，有

幸再次看到安静的婴儿、安详的母亲，心里生出新的欢喜来。

和黄河母亲合影后，我看雕像说明，才明白，原来，雕像的名称叫“哺育”，并不叫黄

河母亲。“哺育雕像刻画了一位怀抱婴儿的慈祥母亲，母亲身着唐装，头挽发髻，象征黄

河。婴儿象征中华民族。”竖立的时间为1985年。

在邙山，不，现在叫黄河风景名胜区，人们在向阳山（始祖山）山顶上竖立了炎黄二帝

塑像。山高55米，在山上的像高51米，山高像高，皆用太行山真石垒就。范曾的《炎黄

赋》刻于山脚，赋中有句云：伟哉炎黄，据天地之大德，值阴阳之交会，通灵鬼神之际，会道

五行之秀。礼行赤县，情系苍生。

在我看来，在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2007年炎黄二帝塑像竣工），河南人竖立炎黄塑

像，除了崇拜祖先的大意思，还暗含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河南郑州人奋发有为的志向和气

象。

和黄河母亲合影，又瞻仰炎黄二帝的威严，在回去的路上，我想，如果说黄河母亲是至

柔至美的话，炎黄二帝不就是至刚至美吗？阴阳在邙山交会缠绵，历史和现实在这里交结融

合，这样的历史安排，是不是就意味着，黄河母亲、炎黄二帝所在的这块土地便是郑州的中

心，形象地说，便是郑州的心呢？

黄河母亲在这里，炎黄二帝也在这里，她和他们俩岿然不动，在这不动

之中，她和他们俩也依然鲜明地昭示着大地的律动，历

史的脉搏！

悠悠黄河情

我与黄河母亲

□郭丹东

我的家在豫西邙

山岭，离村不远，便是黄

河。奶奶给我讲的故事，都

与黄河有关。听得最多、记得

最牢的故事，是刘秀坟的故事。

奶奶说，刘秀有个孩子叫“要

麻儿”。这个名是有别意的，在方言

里，是“喜欢对着干”的意思。因为“要

麻儿”自小就不听刘秀的话，刘秀让他往

东他偏往西，让他打狗他偏撵鸡。有一天，

刘秀快要死了，“要麻儿”问：“爹，你想葬到哪

儿？”刘秀想埋在邙山岭上，但他知道儿子的秉

性，就故意说：“我想埋到黄河心里。”“要麻儿”听后

愣了一下，便哭了：“孩儿太不孝了，一直都没听过您

的话，这次一定按您说的办……”

“要麻儿”站在黄河边，心想，要把父亲葬在黄河心

里，就必须让黄河改道。于是他叫来黄河边的县令：“黄河

水能滚到别处吗？”县令说：“滚不了。”“要麻儿”很生

气，竟把县令给杀了。他接着叫来了第二个县令，第

二个县令心想，黄河水肯定改不了道，但如果回答能

改，至少还能多活两天。于是就回答“可以滚”。不料

他的话音刚落，黄河水便轰隆隆地朝北边滚滚流去，

原河道流经之处，剩下一片空地。“要麻儿”就把刘秀

葬在了那里，而自己死后却葬在了邙山岭上。

每次我听完这个故事，都会好奇地问奶奶，为啥

县令说可以滚，黄河水就滚了？奶奶说，刘秀是真龙

天子，他说自己想埋在黄河心里，黄河水就得让道。

我又问，黄河水通人性吗？奶奶说：“要是通人性就不

会祸害人了。”接着她便给我讲了对门儿的长贵奶。

长贵奶是坡下嫁上来的。那年，长贵奶还在坡

下，半夜睡得正香时，突然觉得不对劲，睁眼一看，屋

里明晃晃一片，点上煤油灯，才发现是水快淹到床

了。长贵奶赶紧喊醒家人，抱起值钱的东西，蹚着水

往外跑。天亮后，大家站在高处看，黄河水气势汹汹，

已经淹没了不少耕田和房舍，正一浪接着一浪地拍打

着岸边，拍一下，土掉一大块，吓得人们都不敢往河边

靠近。

我读初中那年，村外突然又建起了一个村子，叫新

村。奶奶说，国家要建设小浪底，当地居民要往外迁，

新村的居民就来自小浪底。我问奶奶什么是小浪底，

她告诉我，小浪底是个大水库，能把黄河水存起来，让

黄河听话通人性。我似懂非懂，心想，小浪底一定是比

真龙天子刘秀还要厉害的“人物”。

转眼20多年过去了，集减淤、防洪、防凌、供水、

灌溉、发电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小浪底

水利枢纽，早已建成并投入使用，而且还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两岸居民不仅再也不担心黄河水的祸

害，还经常在岸边游玩。每次我跟奶奶通电话，她都

会滔滔不绝地讲述黄河岸边的新故事，不是东家盖

了小洋楼，就是西家买了小汽车，或者是村里上了什

么致富新项目。提及黄河中下游分界点公园和银滩

湿地公园，她老人家更是津津有味，连夸景致美、游

人多、玩得爽。

奶奶给我讲的故事，过去的，神乎其神，骇人听闻；

如今的，快乐甜蜜，幸福满满。

□李应华

从小，就听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母亲河。后来，

从歌曲《保卫黄河》中，感受到了黄河的汹涌澎湃、气势雄伟。

黄河，是华夏文明的象征。黄河水滋润了中国大地，黄河文化源远

流长。

我家住在黄河南面，从小就听父亲给我讲黄河的故事。上学后，从课

本上得知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写诗称赞黄河：“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

到海不复回。”刘禹锡写下了“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的名句。王

之涣观黄河，便有了“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的绝句。

新中国成立前，黄河沿岸人民深受黄河之害，十年九患。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

领导人民斗风沙，战洪灾，筑堤坝，严防死守，确保黄河不决堤、不决口。毛泽东主席发出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后，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治理黄河，让黄河造福于民。

我父亲曾和村民一道，拉着架子车，带上棉被、干粮，去兰考县三义寨挖引黄干渠。那时生

活艰苦，农民们吃窝窝头和咸菜，喝的面汤能照出人影。凛冽的北风呼啸，他们挥锹掘土，大干两

个月，终于把一条底平坡陡的引黄干渠挖成。父亲一走一个月，没有音信，母亲和奶奶挂念不已。后

来，生产队队长捎回信息，父亲累病了，在挖河工地工棚里躺了3天。母亲把烙好的锅盔饼用布包好，

让我随着生产队队长去工地看望父亲，那年我才15岁。听队长说，父亲为赶工期，光着膀子，赤脚跳

入冰冷的泥水中两天两夜，硬是提前把那段河床挖通。站在河工工地，放眼望去，数不清的人头攒

动，一锹锹的泥土被扔向远处，有用架子车往外拉河土的；有用箩筐往外挑的，人山人海，一派繁

忙。我替代父亲，光着脚跳入河床，一阵钻心冰冷刺骨地通向全身，我一锹又一锹地往外挖土，

不大一会儿，全身冒汗，浑身上下也不觉得冷了。当时，工地上有一条横幅，格外引人注目。

上书：“战天斗地引黄水，幸福生活战鼓擂。”

我在工地待了一个月，引黄干渠竣工了。完工当天，工地食堂特意做了猪肉炖粉

条，让大家饱餐一顿。大家拉着架子车、推着独轮车回家了。

第二年春天，哗啦啦的黄河水流到了我的村庄，干渴的麦苗喝到了黄河水，一

片泛绿。风一吹，麦苗好像在招手，似乎在说：“谢谢你们辛苦的劳动，让我们喝

到了黄河水。”村民们都说用黄河水浇地和顺，地块不板结、透气、保湿，庄稼

长得好。经过黄河水灌溉的庄稼，一年比一年大丰收。

随着引黄灌溉工程的完善，村里建了提灌站。我种了5亩苹果树，得

到黄河水的灌溉，果树枝繁叶茂，花开鲜艳，硕果累累，苹果又大又红，

惹人喜爱，我让游客自我采摘，还举办了农家游苹果采摘节。看到收

入大幅增加，妻子高兴地跳起广场舞。我说：“这都是引黄灌溉的

作用和黄河水的功劳。”

为充分利用黄河水，我承包了村里的废旧坑塘，建了一个标

准养鱼塘，把黄河水引入塘中，里面放养黄河鲤鱼苗。我又学

了养鱼技术。村民们看到我养鱼发了财，纷纷养起黄河鲤

鱼。邻居看准商机，开了家“黄河鲤鱼饭庄”，引得四面八

方的游客纷至沓来。

现在村里用黄河水手到水来，“电钮一按，喷涌

如泉，沿渠而流，流到地头”。

滚滚黄河东逝水，中原大地再也难觅黄泛

区，映入眼帘的是沃野千里、绿色葱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