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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园 口 决 堤
—— 母 亲 河 之 痛

刘战武

前不久，我拜读了李凖老先生的巨
作——《黄河东流去》，感受颇丰，让我
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回顾了近百年前发
生在母亲河上的那场灾难，对那场影响
范围之广、伤亡人数之多、财产损失之
大的“人祸”有了更深、更新的感受，不
知是年龄渐增抑或是别的原因，书中有
些细节更是不忍卒读，生怕陷入其中的
场景，徒增伤悲。读完后掩卷而坐，但
书中的情节、人物却好像一帧帧的图
片，还在我的脑海中一幅幅闪过，我的
思绪还在回味着书中的人物，还在和他
们同喜同悲，共同憧憬着母亲河美好的
明天。

1938 年年初，艰苦卓绝的抗日战
争正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这是 14 年抗
战史中最为惨烈、最为艰难的阶段。政
治的腐败必然导致军事的失败。时任
国民党总裁、民国政府总统的蒋介石在
抵御日军连连败北的情势下，竟然祭出
了冷兵器时代“以水代兵”的战法，想以
此来阻止日本军队对郑州的进攻，为保
卫武汉争取时间。当时的日本，在“明
治维新”后迅速发展，身为二战时期三
大轴心国之一，船坚炮利，战力在亚洲
绝对是第一，机械化程度高，机动性能
好，很难想象单靠决堤的黄河水能起多
大作用？

1938年 5月份，日军在占领徐州后
沿陇海路西进，准备夺取郑州，进攻武
汉。为保郑州、保武汉，6月 9日，蒋介石
下令炸开郑州东北方向的花园口黄河
大堤。此举虽然迟滞了日军进攻，但和
水淹河南、皖北、苏北三省 40余县的大
片土地相比，明显是得不偿失，徒给侵
略者增添笑柄，徒给本已苦难深重的三
省民众雪上加霜。花园口决堤后，受灾
最严重的有 44个县，其中河南 20个，安
徽 18个，江苏 6个，受灾面积近 3万平
方公里，损毁耕地近 2000万亩，形成了
约 5.5 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毫不知
情、毫无防备的民众当时就被淹死近百
万人，接踵而来的“蝗灾”“旱灾”又进一
步加剧了黄泛区的灾难，导致约 1200万

人流离失所，外出逃难。
李凖老先生生于 1928 年，卒于

2000年，祖籍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人，
该地属于黄泛区范围，现已撤县设区，
为洛阳市孟津区。孟津素有“九朝古都
半孟津”之称和“河图之源，六朝帝京，
邙山腹地，黄河明珠”之美誉。地方虽
是好地方，但在上世纪 30年代，正处于
中国各路豪强争坐第一把交椅的时候，
中原地区战火纷飞。虽然蒋介石在
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胜出，但这并没有
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各路军阀阳奉阴
违，各个都还是拥兵自重的土皇帝。
李老先生生逢乱世，在 14岁的时候，也
就是 1942年，曾作为一名流亡学生，随
同千百万黄泛区的难民，由洛阳逃往西
安，目睹了痛失家园和亲人的灾民们千
里大逃亡的悲怆惨景。这个场景在
刘震云先生的纪实小说《温故 1942》中
有着更深入细致的描写。

1969年，李老先生受迫害，被下放
到黄泛区农村，在那里生活劳作了三
年。在此期间，李老先生找到了发挥文
化人作用的最好途径之一：帮过世的老
乡写“祭文”，通过写“祭文”，李老先生
更多了解到了黄泛区灾民们在“一切都
为活命”的目标下，是如何度过几千个
苦难的日日夜夜。李老先生为老乡写
的这些“祭文”，都为以后撰写《黄河东
流去》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黄河东流去》成书于 1984 年。
1985年在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位
列获奖作品第一名；2019年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文学作品评选时，
入选《新中国 70 年 70 部长篇小说典
藏》。该书以黄河南岸豫东大平原上一
个小村子——赤岗村为背景，以李麦、
海老清、蓝五等七户农民为主线，在灾
难来临之时，扶老携幼，抱着、背着或用
小推车推着，那些抢救出来的或者沿路
捡来的破衣烂衫，茫茫然随着人流或扒
着火车流落到洛阳、西安、宝鸡等地，在
异地他乡艰苦度日的悲惨故事。从

1938年 6月花园口决堤后流离失所、妻
离子散，在连续几年中又先后经历了

“蝗灾”“旱灾”，背井离乡的难民们顽强
地和命运抗争着，直到 1947年花园口渡
口工程结束，难民们又千里迢迢返回家
乡，重建家园的这段历史。

书中虽然描写的只是七户农民、几
十口人和豫东平原上一个小村庄，但反
映的却是一个涉及 1200万人口因黄河
决堤而流浪的宏大历史场景。有史记
载以来，中国历史上黄河有多次改道、
决堤，也有数次“以水代兵”被人为掘开
的，但哪一次也没有花园口决堤的危害
大、损失大、影响大；中国历史上也有很
多幅“流民图”，但规模最大、历时最长
的恐怕也要数这一次；中国历史上更有
很多次大迁徙，但人数最多、区域最广
的，恐怕也是这一次；李老先生撰写的
《黄河东流去》也是近代文学史上反映
这一历史事件最成功的作品。通过拜
读这篇作品，我在以下三个方面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

粮食最金贵。《尚书·洪范》曰：“洪
范八政，食为政首”，自古以来，粮食就被
看作“政之本务”。人在饥饿面前，是没
有什么尊严可言的。从历史上看，中国
历代王朝都经历着治——乱——治——
乱的历史周期。治，从轻徭薄赋开始，让
民众得以生息，生产所得能养起自己、家
人和官府；乱，从猛于虎的苛政+连续的
自然灾害开始，民众从忍耐到垂死挣扎，
再到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启动了新一轮
的由治到乱、由乱到治历史周期。

人心最可贵。《汉书》曰：“千夫所
指，无疾而终。”书中刻画了虽和丈夫、
儿女失散，仍能强忍悲痛，尽己之力帮
助、鼓励乡亲邻里，共渡难关的李麦；
刻画了虽是务农的好把式，一辈子尽
心尽力伺候土地、珍惜粮食，但最终却
被饿死的老农海老清。这些人物和亲
人、朋友的悲欢离合就是整个黄泛区
1200万灾民的缩影。他们的身上集中
体现了中国人民惊人的忍耐力，逢此
大难，依然认为这是在为抗战作贡献，

不愿意去埋怨政府，不愿意去给政府
添麻烦，能忍则忍，能自己克服的困难
就自己克服。在流浪期间，政府的赈
灾能力本已杯水车薪，但仍受贪官污
吏的层层盘剥；抗战胜利、1947年花园
口渡口工程结束，灾民们渴望政府安
排返乡的梦想又遭破灭。灾民们自发
返乡后，正值解放区《中国土地法大
纲》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是 1947年
7月至 9月期间，刘少奇同志在西柏坡
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上通过的，这
部大纲废除了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
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
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公开颁布的第一
个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人心是最伟大的力量，“人心向背”是
改变社会的杠杆。淮海战役打响后，
千百万黄泛区的民众再次推上小车，
离开家乡，不过这次他们的脸上洋溢
的是希望和喜悦的笑容，小车推的也
不是逃难时的锅碗瓢盆、破衣烂裘，而
是埋葬蒋家王朝的给养、弹药……

苦难是强者忍痛前行的动力。余
华的《活着》里说道“永远不要相信苦难
是值得赞美的”，苦难不是我们想追求
的，也不是每一个人的一生中一定会遇
到的，但当我们无法躲避的苦难来临时，
我们应该怎样选择？就像我们苦难深重
的民族，有些民族精神就是在历经苦难
后提炼出来的，有些民族进步就是在历
经苦难后实现的，旺盛的民族生命力就
是在一次次历经苦难后积蓄起来的。苦
难和辉煌、汗水和鲜花、放弃和坚守互为
因果，共同作用于历史的步伐。我们确
实不应该过分赞美苦难，但确实应该赞
美战胜苦难的经历。通过经历苦难，使
我们更能清晰地思考我们的过去和未
来，珍惜我们承载着生命和鲜血的付出，
总结浸泡着汗水和眼泪的经验。只有这
样才能把苦难内化成养分，实现浴火重
生，凤凰涅槃；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迈出
更加坚实的步伐，行稳致远。

（作者系银川市政协常委、经济委员
会主任）

书画摄影欣赏书画摄影欣赏

岳昌鸿 摄（平罗县政协委员、平罗县文联主席）

▲《龙腾黄河》（摄影）

杨 升 作（自治区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天池秋色》（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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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春天中国年，

雪映阳光更璀璨。

中国特色亚冬会，

精彩纷呈史空前。

和平发展友谊传，

运动健儿勇夺冠。

谱写冰雪美华章，

共绘亚洲新画卷。

冰雪同梦 亚洲同心
——贺哈尔滨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

贺久杰

柳信报新春。移民不再贫。大温棚、果菜如珍。产
业园区红寺堡，耍社火、颂国恩。

锣鼓响天门，仪程摇扇频。舞狮龙、跃动腾云，表演
旱船击大浪，元宵庆、鼓精神！

唐多令·红寺堡社火闹元宵（通韵、刘过体）

西 玉

浣溪沙·咏雪后凤城（韩偓体）

西 玉

■ 荐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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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史诗，是东亚文
明前三千年的总结，是中国人的文化圣经。《史记》
完成了中国人的人格塑造，定位了先秦士人的思
想品质，奠定了中国人的精神风骨。

作 者：赵宗彪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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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张丁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万木苍松银裹装，天穹接地白茫茫。
垂杨柳眼玉芽香。喜鹊觅粮迎雪色，
春风登陆带天祥。凤城雪后更昂扬！

（作者系自治区政协退休干部）

《家书里的新中国》所选取的是写于 1949年前
后的三十余封家书，家书作者的身份主要是党员
和军人，在不平凡的年代里，家书是他们让亲人感
知冷暖的唯一维系，字里行间满溢对山河故土的
思念之情，笔下流淌至真至浓的家国情怀，所见证
的是新中国成立背后的热血与激情，每一封家书
都有无可比拟的重量和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