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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曲民歌展播”舞台集体照



癸未秋书王文才先生诗二首

茫茫河之曲 西口一古城

雀跃双龙会 鸡鸣三省闻

民歌二人台 白朴杨家军

四时皆春色 人杰复地灵

南有翠峰秀 北有龙濠险

猎奇弥佛洞 访古娘娘滩

赏画岱岳殿 进香海潮庵

文笔直指处 天外一重天

撷古斋 雪璜

（雪璜即韩瑞，系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1994 年春，韩瑞书本书作者《家乡山水吟》（三首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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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娘娘滩

一、河洲鸟瞰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人所共知，娘娘滩是唯一鸟语花香有人烟的黄河小

岛。

新世纪之初的 2001 年端午节———据说这也是圣母太后薄姬娘娘生育太子

刘恒的日子，借助当地古庙会为重修而成的娘娘滩圣母祠举行落成仪式时，我曾

为这一自然人文荟萃的黄河景观草拟过一副这样的对联并横幅：

古今家国事

山水汉蒙情

天籁和鸣

意思很明白，其事其情古今交汇、家国交汇、山水交汇、汉蒙交汇，犹似一个

全方位万能化的天人合一窗口，而共同奏响的是一曲堪称博大精深的和谐之音。

不知此联能否概括了这儿的风光要义？却是我所了解的两滩历史和现实负载的

一个简缩表述了。

娘娘滩和太子滩并称母子双滩，因传薄太后及汉文帝曾避居于此而得名，为

黄河重点旅游资源。之所以名声在外，就在于它们的地理环境位置之特，在于它

们的历史传说故事之美，在于它们的自然人文珠联璧合的天衣无缝。时空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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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神兼备，于是相得益彰，在天生丽质之上就更有了神韵，有了情趣，有了三魂七

魄厚重底蕴，有了丰富多彩、雅俗共赏的品质和内涵。

娘娘滩天生丽质。它的自然风格是清新的，人文风格是沉郁的。是清新与沉

郁的两极分化与两级融合。这个，或许正是当年娘娘的灵肉风采吧？

黄河中游河曲段，风格变幻最为鬼斧神工神出鬼没，古县志记载的八景十二

景汇集其间。自上而下，先有晋陕峡谷典型地段的十里长峡，“弥佛险洞”、“龙濠

雷鸣”，接着就是“龙口吐珠”，这个珠所指就是位居开阔黄河中心的娘娘滩和太

子滩了；而“两滩瓦砚”之说又是侧重于岛上古迹，强调的是厚重历史了。站在两

滩举目环视，北有苍茫大漠上隐现着的从跨滩古渡口延伸而出的西口古道，这是

过去岁月中不屈先人们抗争战乱与灾荒所遗传下来的特别记录，以及当今汉蒙

两地两族民间友好往来的新鲜承载，古印迹上再添新印迹，似脉象如触角，感知

着民心国运；抬头南望，有蜿蜒长城盘踞在高低山巅，叫“紫塞朝阳”，叫“边墙夕

照”，相伴的都是另一类武勇的历史积淀。这黄河，这古道，这长城，三线交叉，恰

是动静虚实相宜的古为今用的“三弦琴”，它们演奏出时而轻扬时而浑厚的时代

之音，而且难解难分。脚下娘娘滩，作为万里黄河之上唯一有人居住的“河之洲”，

确实是个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大树撑伞盖绿草铺地毯，到此一游你才

知道什么叫做黛色参天。乡人燕治国写过纪实电视版的《娘娘滩》，乡人鲁顺民深

娘娘滩全景（朱丹林 / 摄）

话说娘娘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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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探讨过娘娘滩渡口的今昔变迁，更有旁观者清的知名作家张石山面对娘娘滩

曾经发出过深沉厚重的丹田之气《洪荒的太息》，但是真正的奠基之作还要更早

一些。1960 年代，吴象大记者一篇《岛上人家娘娘滩》在《人民日报》发轫，从此外

界发现了“新大陆”，其实原来也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罢了；1980 年代，雷加大

作家一篇《走西口》更加断言，“如果在黄河上建造水上公园，这里（按指娘娘滩）

是再合适不过的地方！”定评同时还有定位，定性同时还有定量，“再合适不过”，

一下封为“最”字号景观，而且属于著名专家的权威意见，当地百姓理当欢呼雀跃

乐见其成才是啊！

那群众反响到底如何？实话实说，他们与专家意见明显相左。平素争强好胜

的岛上人家却亮出一副不识好歹愁眉苦脸的样子。他们异口同声说道：“薄娘娘

避难是苦事，走西口逃难是苦事，建公园找乐子，难道要我们幸灾乐祸不成？”沿

袭至今，岛上禁戏，也禁止在岛上举办任何娱乐活动。而且他们乖巧地把责任一

鼓脑儿推给老天，说是老天不容老天有眼，违犯天规必遭灭顶之灾的惩罚———具

体说就是本来随黄河水涨落而升降的娘娘滩要被水淹。而且煞有介事证据确凿，

最近的例证在 1982 年，只因不听老人言灾祸立马在眼前。头冬有滩外人撺掇违

例唱了戏，于是娘娘滩就使小性子不再随水往高里长，结果大年初一接喜神时老

天默而不宣发动突然袭击，上演“水漫金山”把个娘娘滩淹得几乎全岛覆没，只对

娘娘手下留情剩了圣母祠这块手片大的高地，虽然天不灭曹，可老天对不安分岛

民还是实施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严重警告，甚至是驱逐出境，这是后话了。有史以

罗圈堡长城（朱丹林 / 摄）

4



◎

来谁见娘娘滩承受过这么大的灾难？确凿实证都明摆在那里，信不信由你。

以上开场白，算是对周边自身大的环境氛围方面的一个概述。

二、山水情怀

从自然角度着眼，“淡淡妆，天然样”，娘娘滩山环水绕是再典型不过的田园

风光。失落民间的同样淡妆天然村姑一般的薄姬太后到底不失皇家风范，她是很

有眼力的，而且熟悉基层情况，全国之大，一下子就选定了这样一个神仙去处作

为隐居避难修身养性的最佳落脚点，而且一住便是 13 个年头，而且据说最后还

是被文帝刘恒“逼”走的，文帝差人一把火烧掉宫殿，这样釜底抽薪，才逼得圣母

不得不离岛回朝。就像那回老天爷借用水攻策略把不听劝言擅作主张的娘娘滩

人逼离滩头那样，但不知这前呼后应两出戏文该叫水火无情呢还是水火有情？可

以想见，离滩而去的娘娘也如同这儿走西口的汉子那样，一定会是“一步一回头，

两眼泪蛋蛋流”吧，这就不是一个一般的流连忘返了。

娘娘是离不开这儿的山环水绕吗？其实仅此而已也就值得。

所谓“水绕”的水，是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原本一泻千里汹涌澎湃，浪

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啊。到了这里却一反常态，不但改向西流，而且贵妃醉酒似的

东倒西歪左右徘徊。我曾在早年间一篇文章中做过这样的描摹：“极有可能在天

公造物之初，尚属年幼顽皮的山兄水妹，像行进在节日河心中的彩灯那样没正经

地追逐嬉戏，就留下来如此不算成熟老到的山痕水迹；亦或是此处本来就属清秀

地面，偶尔到此一游的黄河竟一见钟情流连忘返，遂留下来如许走西口汉子般一

步一回头的摇曳多姿的水踪山影。”人称塞北江南我说胜似江南，单单着眼自然

它在内涵上也要比江南更加博大精深，比如说，它不但有着南方夏日特有的“门

泊东吴万里船”，还有着南方冬日没有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领略毛泽东《沁园

春·雪》中“长城内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非凡气概，我敢说没有比这

里更为身临其境一览无余的地方。

所谓“山环”的山，隔河北望是内蒙地面上弓腰屈背的低矮土山，隔河南望是

我们山西地面上挺胸凸肚的陡峭石山，加之山头稀疏植被随风抖索，恰像两位性

格迥异而长髯飘逸的老者在悠然对弈，而娘娘滩就是他们凝神俯观的天造地设

话说娘娘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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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棋盘。山都不算有名，但山上的附着物却很不一般，南山头上有长城古堡盘旋，

用作家周涛的话说：“黄河从河曲的娘娘滩一带行过的时候，沿途都有修筑长城

的山峦护送着，城墙有时断残，有时消失，有时从山顶上挺起来。仿佛是一行踪迹

诡秘的卫队和镖客，远远跟踪保卫着黄河。”上面古堡叫罗圈堡，据说论资排辈要

比并列一起的明长城还年长若干，是古代戍边的营寨，现在偃武修文成为小有名

气的影视基地———包括娘娘滩在内这一带拍过不少重头戏，比如广州电视台 20

集电视连续剧《老河》，北京电视台 30 集电视连续剧《黄河人》，日本人到此拍摄

《黄河》、《长城》那是自然而然，可谢晋大导演把纪念国际儿童年影片《啊！摇篮》

的外景地选定在此，到底是否与这个水上“摇篮”里曾经摇出了个“神童”太子有

关啊？向北通往内蒙腹地的盘山小路，你照样不可小看怠慢，那是一条闻名久远

的西口古道，它轻而易举地连接着一部气吞山河贯通古今的民族奋斗史与民族

交融史。“苍天如圆盖，大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立于此处，但凡肚

子里藏有几滴墨水，这首古诗你就会油然想起，可见这娘娘滩棋局是从古至今长

摆不衰啊。

有着酷似棋局林网方格田的娘娘滩本身，集中体现了一种风景优雅、气候宜

人的自然美，是长城大河护持下的“盆景”小摆设了。娘娘滩多大？河曲古县志载

“广可五倾”，现存只剩三百多亩了。其形状又酷似宝岛台湾；也像一只大船，而且

有着随水升降的特异功能。绿色田园里种着些玉米、小麦、葵花、油菜、花生、棉

花、茄子、芝麻、绿豆、西瓜、山药蛋之类，甚至还种水稻，高低错落，色彩纷呈，五

花八门，应有尽有，而且不需要上农药施化肥是绝对的无公害作物，游客搞点绿

色采摘什么的绝对能够找到陶潜那样的“采菊东篱下”的隐士高人的感觉；树头

更是花样繁多，乔木有松柏杨桦榆柳槐，甚至还有桑树，以柳树为最多情，春天里

柳絮轻扬成为这儿迎客的一道特别礼数。花果有桃杏梨枣槟苹李，以海红为最长

寿，滩头存活三百年以上的“老寿星”还真不在少数。想要长寿并不难，多上咱们

的娘娘滩。这海红是晋陕蒙交界一带的特有树种，貌不惊人却优点多多，“隐士高

人”一个；酷似这里淳朴的岛民，此地岛民由于得此地气个个都是隐士高人。这里

土壤肥沃湿润很适宜各类作物生长，当地百姓讲不慎撒颗钉子立马就会长成火

柱，因此树木多属自生自长。自生自长的还有那些遍布全岛的掩径花草，人说路

边的野花不要采，在此即便去采也没人管你。还有两处地下小景不能不提，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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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服役至今的撑杆打水的几口古井，建于何时怕已无从详考，滋润民生倒确乎功

不可没劳苦功高，是此地古往今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

绝好物证。早在《天工开物》上就有的撑杆打水别处到底还有多少？可这里并非刻

意保存古董而是他们千百年一贯制的自然沿用。当然古用途上又有新发展，人畜

饮用灌溉田亩之外，他们还把它作为天然冰箱使用，夏天把存肉剩饭放入竹篮之

内悬空吊入井中，就算入了冷藏，而且是绿色冷藏，至少是节能冷藏。于是我就推

想，这办法的发明或许也如河曲酸米饭那样应当功归战乱，很可能是在逃难岛民

坚壁清野之时因祸得福试验成功的吧？有一处井架栽后成活，长成大树，而且拥

抱着一截未活的撑杆紧紧不放，演义着一出生离死别情深意长的“二人台”；也像

联手擎起一把生死相依的绿色保护伞，这又活脱脱在把玩着这儿“钉子长火柱”

“杂技表演”的新招数。另一处小景是地窨式猪圈，想来年代也不会短浅，岛民养

猪不是地上垒圈而是地下挖坑，让一个个“天蓬元帅”住了“地蓬”，沦为“地牢”中

的坐井观天之蛙，按说吧即便天神犯错也不应该姑息养奸，谁让你色胆包天调戏

娘娘滩前摆渡船（王小韦 / 摄）

话说娘娘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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