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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黄河都是我们赖
以生存的摇篮，东汉末年文学家
应玚留下千古名句:“浩浩长河水，
九折东北流”。黄河，这条奔流不
息的河流，用她甘甜的乳汁哺育
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孕育了灿
烂的华夏文明。黄河是中华民族
的摇篮，是我们的母亲河。她流
经我的家乡千年古县鄄城时，长达 105华里。

黄河作为母亲河，滋养着千年古鄄，孕育
了多样化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形成了别具特
色的地域文化。鲁西南黄河夯硪号子，是在治
河筑坝过程中使用的劳动号子。硪号由夯号演
变孕育而来，夯号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
6000年前城头山古城夯筑时期。清末民初，主
要用来夯实房屋地基的石夯被借用到修筑黄河
大堤的工地上，改造成石硪，打硪即是打夯的另
一种形式。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黄河流经鲁西南的
鄄城地域，农村盖房打地基，需要请号头(或硪
头)、打夯的人用石柱夯实基础的。壮年汉子把
石夯立起来，石夯两侧绑着两根一长一短的木
棍，长的木棍是夯号(硪头)扶持的夯把，用绳索
把木棍、夯杆与石夯捆绑结实，夯的底部四周
拴系上麻绳辫，石夯也就做成了。打夯，是一
项群体活动，一般是 7人或 9人，扶持夯把的号
头负责拽顶绳，两个人分别在前后拽拉，目地
是使夯柱前后方引领，中间六个人拽着六条绳
子，是打夯的主力。号头都是心明眼亮的人，
夯要举得高、落得稳、砸得实，全靠号头掌握，
不能有半点疏忽，不然的话，夯柱一旦走偏会
伤到人。由于打夯人多，步调一致尤为重
要。所以，号头是总指挥，手里要一提一放，
不能抓得太死，使得都是巧劲儿。扶持夯把
的人，村上人叫“夯头”或“号头”。打夯时，一
人领唱，名为“号头”；众人应和，名为“应
号”。号头喊着打夯的号子（也叫硪号）:“拉
起来！”七八个彪形汉子一齐向上拉举夯柱，
一边齐声应和着:“夯着！”，随着“嗨呀、喂呀”
的号子声，夯柱在半空中一起一落，一排排密

实地打着地基。
领唱夯歌，是号头的“拿手戏”，本人要头

脑灵活，口齿伶俐，嗓音宏亮，是整个打夯队伍
的灵魂。他的作用在于协调动作、活跃气氛，
一人喊众人应，喊有喊腔，应有应词。夯歌灵
活多变，妙趣横生，也有现编现唱的夯歌。号
头领喊:“同志们呐，加把劲呀！”众人回应:“加
吧劲呀！哟嗬嗨！”号头领喊:“角角棱棱要打
到呀！”众人回应:“要打到呀！哟嗬嗨嗨！”号
头领喊:“小心碰你的脚呀！”众人:“知道了呀，
哟嗬嗨嗨！”号头领:“高高地抬呀，稳稳地放
啊！”众人:“稳稳地放啊，哟嗬嗨嗨！”夯歌一般
诙谐幽默，风趣动人，整齐而雄浑有力。伴随
着夯歌，人们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夯起夯
落，把枯燥无味的重体力劳动，变成了身心愉
悦的快乐活动。看夯石起落，听夯歌阵阵，那

“拉起来，夯着！”“嗨呀，喂呀！”的夯歌飘荡在
鲁西南的乡镇村落，让人感受到力与歌的交织
是多么的美妙，在视觉和心灵上给人一种强烈
的感染力，留下难以割舍的情愫，也成就了一
种挥之不去的乡愁。

在故乡，表哥是俺村响当当的“号头”，也
是一个憨厚而热心的人，他为人实在，乐于助
人。憨厚纯朴的表哥十分看重乡亲乡情，村里
谁家盖房打地基，每次都是随叫随到，从不摆
架子，从不误事，在村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表哥虽没文化，但记忆力超强，多种夯歌号子
熟烂于心，喊起号子来精神抖擞，声音高亢宏
亮，喊出的夯歌号子极富穿透力和感染力。那
夯歌号子听起来挺有意思:“八月里呀嘛，荞麦
花呀，铃铛相衬一溜莲花。有敬德，防白袍，跨
海征东呀，咳咳依嘛吆啊！九月里呀嘛，菊花

开呀，严霜打死一溜莲花，有吕布戏貂蝉，天配
姻缘呀，咳咳依嘛吆啊……”除了手中的夯，他
们没有伴奏，但把那简单的、有节奏、通俗的唱
词，喊成了意蕴悠长的号子，使打夯人缓解了
疲劳，且动作一致。随着夯柱起落和加快，号
子声也逐渐加快了节奏，真是气势磅礴，雄壮
有力，号声震天，时而深沉稳健，时而铿锵雷
动，石夯与夯歌组成了奇妙的力与歌之美，让
人体味到视觉与听觉的享受。

在那物质匮乏、娱乐项目极少的年代，高
亢的夯号声，像磁铁般吸引着无聊的孩童们，
纷纷蹦跳着跑到打夯的地槽边围观，但往往也
会遭到大人们的喝斥和驱赶。

兴生产队的年代，社员们对挣工分看得
重，是不肯随便缺工的，因为缺工年终会被扣
口粮。所以，为不耽误生产劳动，往往利用夜
间打夯。地基旁立一根木杆，木杆上端拴系上
一盏防风的“马灯”或嘎石灯，起到照明的作
用。主家喊来八九个青壮劳力，挑灯“夜战”，
也是赶建房进度常有的事。仲秋时节，一轮明
月挂在树梢上，银白色的月光洒满大地，村庄
里传出阵阵嘹亮的夯号声，打破了寂静的夜
空，铿锵有力的号子声传得很远很远，振奋人
心的夯歌，为艰苦岁月下的村民们，注入了战
胜苦难日子的信心和力量，夯歌里充满了对未
来新生活的希望和期盼。那时的夯歌夯号，响
遍黄河岸边的村村镇镇，是村镇建设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

鄄城，位居黄河决口“摆尾”的频发区，深
受黄河之害。随着年复一年黄河筑堤修坝工
程的开展，石夯石硪派上了用场。黄河夯硪号
子日趋成熟，成为筑堤修坝工地不可缺少的劳

动文化现象。它是人们在抵
御黄水侵害而修筑堤坝的劳
动中，为了消除寂寞，缓解疲
劳，提高士气，统一步调，即兴
喊唱的一种娱乐形式，称之为

“硪号”，也称“夯号”。鄄城有
着丰富的黄河夯硪号文化积
累。黄河夯硪号子，经过劳动

人民长期而广泛的群众性即兴创作，口传心
授，在世代相传中逐渐发展起来。

1975秋后，旧城黄河段筑堤修坝，城关公
社选派了 14个打夯队，都是从各大队选拔的
精兵强将，表哥的打夯队代表魏庄大队“出
征”。堤坝上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夯队“大比
武”，硪工们个个虎背熊腰，他们上身赤膊，下
身着短裤，露出一身黝黑的腱子肉，四肢非常
发达，打起夯来生龙活虎，干劲冲天。14个打
夯队开展起夺红旗竞赛，堤坝上红旗招展，号
子声此起彼伏，声震云天 .八十多公斤重的石
夯，一个比一个抛得高，号头高声引喊，硪工强
音应合，一个比一个喊得响亮。夯声阵阵，夯
歌嘹亮，夯声、夯歌交织在一起传遍黄河两
岸。经过一番激烈的“鏖战”，结果，表哥带领
的打夯队勇夺第一名，当时，还受到城关公社
的表彰了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社会进步和现代
化机械普及，汽夯、电夯逐渐成为打地基的主力。
石夯已不在治黄和建房中发挥作用。会唱夯硪号
子的人逐渐老去。据了解，目前会唱夯硪号子的
人基本上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且人数越来越
少，夯歌硪号面临失传，是乡愁中的一件憾事！

石夯，作为乡愁的一部分被冷落到某个
角落，优美动听的夯歌也消失在了乡愁里。

黄河岸边的夯、硪号子，似故乡的亲切呼
唤，如同熟悉的乡音。夯、硪号子，作为一件广
为流传、广为应用、助推民族建筑史并给无数
百姓带来享受的民间艺术精品，应
该让后人去追忆和留恋，并期待其
成为一门艺术，一抹风景，一
缕乡愁。

我的家乡鄄城地处黄河下游，西、
北两面被黄河环绕，对黄河、黄河大堤
自幼便非常熟悉。幼时记忆里的黄河
大堤就是一高高的长长的宽宽的土墙，
由堰下爬上大堤会累得气喘吁吁，堤的
里面是黄河，还有我们的庄稼地。至于
地里庄稼的收成，全看黄河水势情况。
有时候到了丰收的季节，黄河水涨了，
把庄稼全部淹没，一年的辛苦就全部打
了水漂。

从小奶奶就告诉我，黄河大堤是保
护我们的性命和家园的。大堤如果不
牢固，黄河一旦发大水，大堤被冲毀、决
口，黄河水流向堤外就像灌老鼠洞，堤
外附近村庄的人无处可逃，死伤无数。
奶奶每每说到这里，都会眼含热泪，因
为年轻时的奶奶经历过黄河决口，转眼
间亲人生死分离，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奶
奶提起这些事情仍然有巨大的恐惧。

黄河大堤由来已久，历尽沧桑，关于
修堤筑坝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远古时期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齐
桓公召开“葵丘会盟”首次为修筑黄河大
堤立规建制（而“葵丘会盟”的遗址就在我
们鄄城境内），东汉时期水利专家王景“筑
堤理渠”平息黄河水患，被历史记载为“黄
河安流八百年”，可见黄河大堤的修建自
古倍受朝廷重视，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了。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说的就是
大堤修护的重要性。在我幼时的记忆
里，每年的冬天,父辈们都要去出工挖
河，疏通河道，加固堤坝。到了现代，治
理黄河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三门
峡水库”“小浪底工程”等彻底理顺了黄
河的脾性，黄河水再不能泛滥成灾，黄
河大堤终于卸下了保护生命的唯一责
任，变成了集防洪保障、抢险交通 、生态
景观三线合一的魅力堤坝。

现在的黄河大堤，平整的柏油马路
弯弯曲曲，依河的流向而延伸，堤的两旁风景秀丽，成了名副其实
的自然景观，春夏秋冬风景宜人，吸引无数人前往。

初夏季节，路两旁的防护林已经郁郁葱葱。有柳树，有杨树，一
排排，一片片，高大而整齐。树荫下，堤坝上茂密的护堤草似绿地毯
一般，偶有一些不知名的黄的、红的野花映入眼帘，好运气的话你还
会发现一些野草莓呢。堤坝上不时会发现大片的茅花随风摇曳，它
像缩小版的芦花，芦花可是诗经时代的高洁香草呢，可如今沦落成无
人问津的野草，但它宠辱不惊，依然一岁一枯荣。

堤坝外的树木近几年丰富了许多，有成片的观赏树，有楸树、
枫树、银杏树。楸树正在开花，有紫有粉，成团成簇，似槐花如桐
花。楸树据说是一古老树种，原来生了闺女的人家要在门前种几
颗楸树，待闺女出嫁时打嫁妆用，可想这种树树质一定是上乘的。
到了秋天就是枫树和银杏树的天下了，正所谓各领风骚当季时。

除了观赏树，还多了许多果树，堤坝外还增加了很多采摘园呢！
有种植草莓、西瓜的，还有桃子、梨子等等。我刚刚就发现一大片油
桃林，油桃结得真多，一疙瘩一疙瘩的，红艳艳的油桃在绿绿的叶子
间隐隐约约、掩掩映映，风儿一吹，似害羞一般的躲躲闪闪。

堤坝外的村庄掩映在茂密的树丛里，这些村庄曾经经受过多少
黄河决堤的噩梦，如今安然地坐落在堤坝旁边，似世外桃源一般。每
经过一个村庄，我喜欢从堤上拍延绵通向村庄里的小路，干净的公路
一溜儿向下延伸，不知尽头的模样，有一种神秘感。临近村庄的堤坝
上你会被一群一群的青山羊吸引，羊儿在堤坝上自由自在地啃食着
青草，远远的由主人看着。羊儿干净而俊俏，你走过去和羊儿合影，
它们抬头看看你，并不被过多地干扰。

我知道几处亲近黄河的好去处，临濮、董口、旧城、李进士堂，
有的适合拍照，有的更适合游玩。黄河的转弯处有时候会出来大
片的沙滩，赤足走在上面，湿的沙腻腻的软软的，用脚踩踩更加松
软，脚还会陷下去。干的沙细细的滑滑的，走在上面那种舒适感，
让人瞬间忘记了烦忧。在没有尿不湿的时候，黄河细沙包裹过多少

孩童的屁股，呵护我们成长。
此时的黄河水蜿蜒而来，远远望去水天相接，没有汹

涌，没有澎湃，安静地流淌着，孕育着大地上的一切。
黄河大堤的风景或秀丽或壮阔，有几分宁静、几分庄
严，美而神秘，任君冥想古今。

黄河
我的母亲河
你从亘古而来
流淌着祖祖辈辈不老的传说

黄河
我的母亲河
你曾经千曲百折
奔流到海是你不变的承诺

黄河
我的母亲河
你从青藏高原而来
跳动着祖先最原始的脉搏

黄河
我的母亲河
你曾经千难万险
永不言败是你与生俱来的气魄

黄河
我的母亲河
我愿做你浪花里的一朵
为你欢呼为你放歌

黄河
我的母亲河
无论你是暴躁还是温和
爱与恨我都无法解脱

黄河
我的母亲河
你孕育了黄河文明
每块土壤里都淤积着你的苦涩

黄河
我的母亲河
我想挽留住你
却留下我独自怅然思索

黄河——
我久久地打量着这两个浑浊

的字
一时拉长，一时缩小
一时腾了空，一时入了海
它是商是周是唐是宋，是行是

草是隶是篆
是博物馆里的鼎彝
是青稞，是大豆，是高粱
是时代一把新鲜的泥土

我问黄河
从巴颜喀拉山到渤海有多远
从孔子到今人有多远
她说黄河九道弯
专门在齐鲁大地转了个弯
这是一片深沉的土地啊

进入一山一水一圣人的地方
黄河这尊巨龙有点倦了
变得慢，静，温良
缓缓地依偎进大海的怀抱
我们的母亲在母亲的臂弯里
被轻轻地摇

姥姥家就住在黄河
中下游地区一个小小的
黄河湾里，她和周围几

个村庄的劳动人民赖以生存
的那片土地不知道是不是那

可以叫做“冲积平原”的地方。小时
候我只知道从我家向北穿过一座很
高的大堤，顺着黄河沿儿一直向北走
就能走到姥姥家。

我永远忘不了，小时候，每当一听说黄河发大水，
母亲和父亲不管手头正忙着什么亦或是正值深更半
夜，他们俩都会惊慌地从睡梦中爬起，不顾一切地火
速赶往姥姥所在的村庄或堤坝上去营救姥姥一家，有
时还会和当地的老百姓一起划着小木船为姥姥抢捞
一些半生不熟的庄稼和一些曾经的生活用品。但每
次打捞上来的东西都不是姥姥最想要的，她舍不得的
那些个家什物件总是会被洪水无情地带走，不知最终
会被掩埋在多么遥远或者多么深的泥土里、沙滩下。
每当这时，姥姥总会绝望地对着被淹没的村庄嚎啕大
哭，口里还忍不住念叨着自己那些曾经无比喜爱的小
物件儿。父亲和母亲一边劝阻着姥姥的哭喊，一边
把老人家扶上地排车。母亲和父亲一边拉着哭泣的
姥姥和从洪水中抢来的几件无关紧要的东西，一边
低头往前走，步伐无比得沉重。有时，姥姥好容易止
住了哭声，母亲却又无声地啜泣起来，眼泪“啪嗒啪
嗒”地砸在父亲脚面上……这样的场景父亲已经历
过数次，起先他还会轻声地劝慰着母亲，让她不要难
过，等洪水过后他会和她一道儿帮老人家重建家园，
置办家当。可后来，经历的次数多了，父亲也便越来
越无语，他渐渐感觉到，母亲的哭泣不但是替姥姥心
疼那些仅有的家当，更主要的是后怕和庆幸她又一
次从洪水中夺回了自己的娘，倘若迟来一步，后果将
不堪设想……她倒是不太担心姥爷，因为姥爷自小
在黄河边长大，水性很好，又正值壮年，他一个大男
人无论漂流到哪里都能够存活下来。舅舅自小也跟
姥爷学会了一手好水性，可惜他十八岁参军去了部
队，家里的一切苦难他都帮不上手，而这一切全都压
在了当时才刚刚“成人”的母亲身上。好在父亲实在
是个好女婿，他为姥姥家的付出有目共睹。都说“一
个女婿半个儿”，可父亲可以堪比姥姥的一名长子也
有过之而无不及。

母亲和父亲为姥姥家的付出赢得了舅舅和小姨
的无比尊重和依赖，以至于舅舅复原回家结婚生子和

种种大事小情也还是离不开母亲和父亲的帮扶。
其实舅舅也是个对生活非常努力的人，可他赖

以生存的环境就在黄河湾里，每年辛辛苦苦攒下的
一点点家当一场洪水也就清了零，为此舅舅很是苦
恼，可他也只能一边苦恼一边拼命，别无选择。他曾
和村里同龄的汉子们合伙买过一只大木船在黄河摆
渡，想以此赚点钱来改变一家人的生活，可最终也没
能改变多少命运。那时的木船，黄河两岸赶集上店
互相串个亲戚是不会收费的，能买票搭船的大抵是
远路载点货做点小生意的商客们，可那年月能做起
生意的人并不多，因此舅舅们的收入常常是捉襟见
肘入不敷出。村里的那几个舅舅们撑船摆渡虽然没
赚到多少钱，但也没有出过诸如翻船淹死人的重大
事件。

有一年冬天，生意越发地萧条，舅舅们正商量要
不要“歇船”，等明年春天再说，没想到就在那一天，
上游不知哪家的船只发生了“翻船事件”，舅舅们发
现浪涛中沉浮的人影就尽全力去营救，最终捞起了
四个人，也不知是死是活。那时，别看各家都很穷，
但关键时候大家都会踊跃救命的，个别人家实在是
吃了上顿没下顿管不起那碗饭，或者不知道这些人
到底还能不能救活，就犹豫地看着那几个湿漉漉的

“死人”，不敢上前。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上前挨
个儿试了试落难者的气息，招呼自己家的年轻人背
走了两个，剩下的一男一女趴在河滩上没有人敢动，
大概是觉得生还的可能性不大了吧。这时，姥姥看
天黑舅舅还没回家，又听说了河道里发生了“翻船事
件”就心急火燎地赶到河滩上，见此情景她二话没说
大声招呼舅舅去拉家里的地排车把这两个人弄到家
里。舅舅胆怯地小声问姥姥：“娘，这还能救得活
吗？我害怕。”

说起来姥姥可算得上是个胆大果敢的女人，她
说：“救活救不活都要救救看，救人哪还能光拣活的
救？”

姥姥先是招呼邻居们帮忙把两个人的身子头朝
下搭在院子里的石磙上不停地拍打他们的后背，然后
在院子里升起火堆为他们取暖，黄河水不停地从他们
的嘴里和身上慢慢往下淌。到了后半夜，姥姥看水吐
得差不多了，就让舅舅把他们放下来，帮他们把湿衣
脱下架在火堆旁烤着，又拿来家中仅有的两条棉被给
他们盖上。忙活完这一切，姥姥便用手不停地搓着他
们的手脚和脸蛋，还时不时在他们胸口窝上轻轻揉
搓，姥姥说，你看这两个年轻人眉清目秀多俊呀，怎么
看也不像要死的人，一定能够给救活。舅舅连困加累
终于撑不住回屋睡了，姥姥为火堆添着柴，心里默默
祈祷观音菩萨保佑两个年轻人平安无事。许是观音菩
萨真的显了灵，接近天亮时，男的慢慢苏醒“哇哇”地吐
了一滩泥沙剧烈地咳嗽起来，这时，姥姥忙起身去灶上
烧了两碗热水慢慢给两个人灌下去，两个人都“哇哇”
地吐了，姥姥激动得涕泪横流，哭着说：“我的个乖乖，你
们可算醒了……”

姥姥不停地给他们嘴里灌着温热的开水，以
帮助他们恢复体温和冲洗他们肚子里的泥沙……
直到觉得他们吐得差不多了，姥姥便忙不迭又踮
起小脚去灶上烧了两碗软面汤给他们灌下。不到
半天功夫，浑身直打哆嗦的两个人渐渐恢复了体
温。

经过姥姥的精心护理，几天以后，两个年轻人就
能坐起来跟姥姥说话了。原来，他们是河南省某县城
的一对裁缝夫妇，每年一入冬，他们便将提前做好的
一大批帽子带到市场批发零售，在当地卖个差不多了
就过河到我们这边来“占领市场”，也因此赚到了不少
钱。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他们这次刚搭上一只船不
久就遇上了风浪，连人带货都被卷进了河里……

姥姥一边听着他们的讲述，一边不停地在观世音
菩萨的塑像前烧香磕头，以感谢观世音菩萨的大恩大
德。两个年轻人也跪在姥姥面前说：“是大娘救了俺
们的命，大娘就是俺们的观音菩萨。”并非要认姥姥做

“干娘”不可，可姥姥死活不肯，她老
人家始终信守着老辈们心中根深蒂
固的传统“规矩”，她听老辈人说，有
亲儿绝不能认“干儿”，人这辈子能有
几个儿子是命中注定的，如果命里只
有一个儿子，认了“干儿”就会折损亲
儿的寿命和福报，舅舅是她和姥爷的
命根子，她怎会“因小失大”？

一对年轻人见姥姥如此“坚持
原则”，便无比遗憾地站起身对姥姥说：大娘是俺的救
命恩人，俺没齿难忘。

几天后，他们在姥姥家养好了身子准备返乡了，
小两口含泪给姥姥磕头道别。男人说，他早年丧母，
大娘虽然不让他改口，可他心里已经把大娘认做了亲
娘……他们比我舅舅大几岁，自然成为了我舅舅的哥
嫂，于是，从那年起我就又多了个“大舅”。大舅也有大
舅那边的习俗，他说，姥姥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就是又

“生”了他一次，非要姥姥给他起个乳名，这样他就真正
实现了“重生”，以后就会福多灾少，活得更结实。姥姥
就真的给他取了个乳名叫“生子”。

自此，生子舅每年在他得救的那天和每年春
节的正月初六都会回来看望姥姥。大舅两口子是
一对头脑聪明活泛的人，而且勤劳能干吃苦耐劳，
他们不断改变着生意上的思路变着法儿赚钱，不
到几年的时间，他们连生了四个儿子，并且把日子
也过得富足殷实。姥姥时常夸赞他们是持家过日
子的好手。他们也曾想把姥姥接到他们那边的县
城里生活，并教给舅舅做生意，免得姥姥再经受水
灾。可姥姥却说，黄河湾再怎么贫穷但毕竟是自
己的家，她的根在这里，她的魂在这里，环境好坏收
成孬好都是她自己的命，人不要背离自己的命。

姥姥无条件地热爱着她脚下这方曾带给她无比
困苦和灾难的土地，她纤弱的外表下有着一颗无比执
着而坚强的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感觉到，姥
姥虽然脾气不好，但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善良、顽强且
很有志气的女人。

随着年岁的增长，大舅也渐渐成了个“老头儿”，
姥姥嘱咐他说：生子呀，往后你也不是“小孩儿”啦，别
一趟趟地来看我了，大老远隔河倒坝地来回折腾也不
容易。大舅就哭了，他一头拱在姥姥怀里说：有个娘
比人强！您老人家别不要我好不好？

直到姥姥去世，大舅终于哭出了那声娘，那一声
“我的娘……”震天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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