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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引子　　黄河九曲十八弯，流到晋陕峡谷，便由北而南，直到在潼关碰见了巍巍秦岭，才委屈地
向东流去。
　　龙门是晋陕峡谷一个十分重要的水门：龙门以上，黄河两岸皆石山，河床狭窄，水流湍急。
龙门以下，黄河两岸皆土崖，经过河水亿万年不断冲刷，河床一下子变得有十里多宽，除了雨季水急
浪高外，平时水流平缓。
加之黄河的两条主要支流——汾河和渭河在龙门以下入黄，禹门口至潼关间的黄河小北干流便形成了
一块块三角洲与河滩地。
最大的河滩地近八十万亩，数万亩和十多万亩的河滩地也有十多处。
在黄河小北干流，最著名的黄河滩有：庙前夹滩、蒲州鹳滩、洽川瀵滩、朝邑老滩、曲村杏滩、平安
草滩等等。
　　黄河滩的河滩地大致可分为熟滩地和生滩地。
　　熟滩地能种庄稼，且不计田赋，每遇丰年，获利甚广。
沿河一带居民争之者甚众，常因争夺河滩地发生诉讼，甚至械斗，死伤案件不断发生。
在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一百多年里，朝廷曾多次派员到晋陕两省间的黄河滩勘划定界，
挖筑壕埂，埋立界石，以杜绝争端。
但黄河水泥沙含量太大，河水流速一缓，泥沙就会随着河水一边流一边沉淀。
这样，河水在河东流上三十年，河东的河床便会随着泥沙的沉淀不断抬高，河水就自然倒向了河西，
河东原先的河床这时便成了黄河滩。
反之，河水在河西流上三十年，河西的河床也会随着黄河泥沙的沉淀高于河东，黄河主航道又自然倒
向了河东，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谚语，就是这样来的。
　　由于黄河主航道与河滩地在秦晋两省间不断地变幻着，到二十世纪上半页的时候，清朝乾隆、嘉
庆、道光、咸丰四朝原先所立界石荡然无存，两省滩民争讼又起。
民国十年十月，秦晋两省官员在陕西禹门口召开会议，重新划定滩界，达成了谅解协议。
到民国十九年，秦晋滩民纠纷再起，两省官员于民国二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再次在山西省荣河县庙前
会晤，完善禹门会议决定，双方官民代表在八条协议上签了字，秦晋两省滩案在民国时期告一段落。
　　黄河的生滩地时有时无，夏秋季节，黄河水大，生滩地便被河水淹没。
冬春季节，黄河水小，生滩地便露出水面。
这黄河里的泥沙，多半是黄土高原表皮的熟土，泥沙中含有诸多的有机物和植物种子。
生滩地若有十天半月不被水淹，便长出一片片新绿；若有一两个月不被水淹，便杂草丛生，成了野兔
和鸟儿们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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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河滩》是一部在主旋律旗帜下，以清澈之音唱响传奇的精彩小说。
 二十世纪上半叶，黄河中游河滩及河水两岸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全部囊括于小说之中，驳杂的人物
谱系，纷繁的事件，构成了小说巨大的格局。
小说讲述了山西晋南地区所发生的诸多精彩的故事，其间有贫困农民与土豪劣绅间尖锐的矛盾；有工
农红兵和蒋介石围剿大军之间的激烈斗争；有八路军、决死队、晋绥军、游击队以及黄河滩匪和日本
鬼子之间的频繁交锋；有国共两党、两军之间你死我活的决斗；有国民党新军阀间的尔虞我诈、勾心
斗角；也有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八路军间的合作与摩擦，可谓是汾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史和回忆录。
 主人公黄寒冰既是这些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又是参与者，他的爱恨、喜悲与那些故事交织并进，在战
火中练就出了坚强的意志与喷薄不息的革命激情。
作家崔正来立足黄河中游一代，以俯仰结合的方式纵横叙事，于历史真实之外，详实地记录了生活在
黄河滩的人们且远且长的情感及跳动嚣沉的苦乐生活语。
《黄河滩》以苦难旧事叩响新生欢颜，如此轻松地击穿了半个世纪的历史，给人以世纪性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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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正来，1945年生于山西省荣河县孙吉镇安昌村（后划归临猗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三岁丧母，父亲先为黄河纤夫，后为艄公。
20岁以前在故乡读书，从小学读到高中。
1965年春入伍，1971年春转业到《西安日报》编辑部任记者。
1972年春到1975年夏就读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短暂留校，不久重新回到《西安
日报》和《西安晚报》编辑部工作，负责工交组工作。
1981年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记者、主任记者、高级记者。
从1993年起主持广播电视部陕西记者站工作，2006年7月底退休，享受司局级待遇。
作者喜爱文学，在三十多年的新闻工作中，写过数百篇报告文学和通讯，发表过上千万字的作品，其
中有100多篇作品在全国、省部级和中央台、国际台评选中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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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腊月里的黄河滩，冷风飕飕，一片枯黄，太阳懒洋洋地挂在西边的天上。
这天，平安村十七岁的小伙子黄寒冰来到村西的黄河平安草滩里打猎。
他六尺高的个子，身着黑色棉裤、对襟棉袄，头戴一顶舅舅给他的兔皮帽子，肩上扛着一杆七尺有余
的长管猎枪，甲字形脸庞上镶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格外英武。
　　抬眼望去，太阳离山边还有一竿子高，黄寒冰估计吃了一天麦苗的大雁快到黄河滩的水泡子里饮
水了，便给土枪装上了火药和铁砂。
　　一袋烟工夫，天上果然飞来了一群排着人字形队伍的大雁。
它们“嘎嘎嘎”地叫着落在水泡子里饮水。
黄寒冰端着猎枪悄悄地靠了过去，瞄准饮水的雁群一扣扳机。
“咚”的一声，受惊的群雁腾空而起，惊恐地飞向四方，只见两只大雁在水边扇动了几下翅膀，趴在
那里不动了。
　　“好！
跟打猎的舅舅跑了一个多月，总算没有白练。
”黄寒冰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跑过去捡自己的猎物。
他用麻绳将两只死雁的腿绑在一起，拴在枪杆上，一边走一边唱起蒲剧《汾河弯打雁》来。
　　黄寒冰的家在离黄河边不到一里远的平安村。
腿刚迈进大门，他便高声叫道：“爹，咱们今天有肉吃啦！
”　　爹正在饭厦(饭厦：晋南方言，指厨房。
)烧水，听见冰娃叫，急忙走了出来。
看见冰娃打了两只雁回来，高兴得合不拢嘴，说：“好！
好！
冰娃成人啦！
”　　父子俩用开水给大雁煺过毛，再用菜刀将大雁开膛，去掉雁肠等不能食用的内脏，接着用凉水
漂洗了三遍，将两只整雁放进铁锅里煮了起来。
寒冰一手拉风箱，一手用铁铲往炉膛里添炭。
锅滚了，蒸汽从锅盖边噗噗噗直往外喷，满屋子香味扑鼻。
爹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倒进锅里，又往锅里撒了一把盐，便去给鸡窝插门。
最近村里闹黄鼠狼，邻居春燕家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昨天晚上让黄鼠狼吃掉了，春燕娘今天难受了一
整天。
爹回到饭厦，锅又滚了，忙从筷笼里抽出一根筷子在锅里扎了几下雁肉说：“冰娃，别再添炭了。
筷子能扎透了，再添一瓢水，烧开就熟了。
”　　煮熟的雁肉刚出锅，寒冰就撕了一条腿往嘴里塞。
“哎哟，我的妈呀，这么烫！
”　　“心急吃不了滚锅肉，你先别急着吃，快拿一只熟雁给隔壁春燕家送去！
”爹说。
　　“行！
”寒冰放下啃了一口的雁腿，用方盘端了一只整雁来到安春燕家。
春燕娘正在炕上纺线，春燕在洗锅。
黄寒冰端着雁肉进门叫道：“花妈(花妈：晋南方言中把邻居中比自己母亲小的婶娘叫“花妈”。
)，我后晌打了两只大雁，刚煮熟，我爹让我送来一只。
”　　春燕娘急忙转过身，将一双缠过的小脚放到炕沿下，站在脚地说：“你家一共只有两只雁，就
给我家送来一只。
来，让我剁上一块肉，剩下的你端回去。
”　　“不用剁了！
你们一年四季给我家缝缝补补，我们还没有报答过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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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黄寒冰便把方盘里的雁肉往案板上一放，扭身跑回了家。
　　黄寒冰走后，春燕和娘关了稍门，吃起了雁肉。
春燕一边吃一边问娘：“娘，寒冰哥他娘咋早早地就不在了呢？
”　　娘说：“唉！
人常说‘麦收八十三场雨’，就是说在种麦的八月、麦苗开始过冬的十月和麦苗起身的三月各需要一
场好雨，可是民国十八年，老天爷干瞪眼，一连三百多天一滴雨都不下，麦秋两料庄稼没有收成。
寒冰他爹、他娘、他弟和他四人，冬季里到河西逃荒要饭。
他弟弟跑丢了，他娘连病带饿死在河西的一个野窑里。
寒冰那年才十一，他弟弟寒霜九岁半。
一眨眼六年过去了，寒冰父子命真苦！
唉，如今这世道，苦日子不知啥时候才能熬到头！
”　　春燕娘说寒冰父子俩命苦，自家的命何尝不苦。
她十六岁嫁到安家，二十八岁就死了丈夫守了寡。
　　春燕爹是叫崖压死的，那是七年前的事。
　　春燕爹叫安大顺，因生在农历六月初六，爹妈说“六六大顺”，于是便给他起了“大顺”这个名
字。
由于从小在黄河边长大，安大顺六岁就学会了游泳。
二十一岁那年，村里郎家财主的船队又增加了几条新船，要再雇二十几名纤夫，安大顺水性好，于是
便给郎家的船队当了纤夫。
当纤夫八年后，郎家的船队从北山装满自家煤窑生产的煤炭，拉到西安草滩卸了，又满载从秦岭里运
出来的木材经潼关逆流而上。
当纤夫们喊着号子，前倾着身子在十多丈高的悬崖下吃力地前行时，那悬崖突然垮塌了下来，造成一
死三伤，要了安大顺的命。
得到死讯，春燕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得死去活来：“她爹呀⋯⋯她爹，人说六六大顺，你怎么一点
儿都不顺呀！
十五岁殁了爹，二十岁殁了娘，年前我叫你不要下船了，你说再下一年就不下了，老天爷咋就不保佑
你呀！
”　　爹遭不幸那年，春燕才九岁。
一晃七年过去了，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一样。
春燕记得，爹活着的时候，一两个月回来一次。
每次回来，爹都要给她带许多好吃的：有时是花生，有时是核桃，有时是毛栗子。
爹的尸体被寒冰他爹黄伯伯和纤夫们抬回来的时候，黄伯伯把一个包袱交给娘，说是爹的遗物。
里面有一包冰糖和一块花布。
在春燕的记忆里，那冰糖可甜啦，放在嘴里好半天都化不完。
爹去世一年后，娘用那块花布给春燕做了一件棉袄。
这棉袄穿了两年就有点小了，娘把袖子和袄襟每年放一次让春燕接着穿。
春燕和娘一起吃雁肉的时候，身上穿的还是这件补了一次又一次的花棉袄⋯⋯　　在春节前的二十多
天里，黄寒冰每天不是在村周围沟岔里打兔子，就是在黄河滩里打雁。
十次出猎，九次有收获。
爹让他隔三岔五地给春燕娘儿俩送雁肉和兔肉，春燕和娘则给寒冰父子俩拆洗缝补衣服和被子，又将
兔皮熟了，给寒冰父子俩各缝制了一顶兔皮帽子。
寒冰还到孙家镇集上卖过八只大雁和四只兔子，换回了油盐、蜡烛、红纸、香、门神、灶王爷等等年
货。
　　过年的时候，郎家财主派家丁到附近各村贴出布告，说今年元宵节平安村要“上马嚼”，欢迎各
村的人到平安村来看热闹。
　　“上马嚼”是平安村一带几十个村庄独有的民俗活动，已经在当地流传了上千年，历久不衰，其
场面十分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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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过春节的时候，在平安村一带，人们仍然可以观赏到“上马嚼”这种民俗活动。
　　马在古代既是人们广泛使用的一种力畜，又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作战工具。
为了使马便于驾驭，人们必须在马嘴里放上一个铁链，铁链的两端连着笼头和缰绳。
平安村一带流传的“上马嚼”，却是像给马嘴里上嚼子一样，给人嘴里上嚼子。
其过程是：成群的青壮年自愿报名，经过组织者严格挑选，给这些自愿“上马嚼”的后生们换上古装
。
接着，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要站在舞台上，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自愿把一端磨尖了的像筷子一样
粗的铁棍从自己的腮上刺进嘴里，又从另一边腮上拉了出来。
当地人把这种铁棍叫“铢子”。
铁铢子扎进嘴里后，小伙子们用牙齿咬住它，就像烈马咬住铁嚼子一样。
“上好马嚼”以后，小伙子们昂首挺胸排成队列，一手握着又粗又长的麻鞭，一手举着焊有铁环的响
刀，在场地上进行表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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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部长达42万字的作品，叙述了20世纪上半叶黄河中游地区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生活在
黄河滩附近人们复杂的情感经历。
 　　作家崔正来立足黄河中游地区，以俯仰结合的方式纵横叙事，于历史真实之外，讲述了在那一特
殊历史时期，山西晋南地区所发生的诸多精彩纷呈的故事，可谓是晋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史和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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