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白龙舍身护堤传说六百年
惠民县清河镇白龙湾曾是有名的险堤，其传说已列入市级非遗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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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

夜听窗外雨打芭蕉，油灯燃尽岁月斑驳。一座城市像一个人。
是灯红酒绿的张扬还是独守寂寥的淡然？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性格，它像一杯醇酒，需要慢慢品味。无论是生于斯长长于斯的本地人，还是客居异乡的漂流族，无不

在创造这座城市的时候被这座城市的气息感染着。
文化是一种力量，也是一座城市的脊梁。当繁华褪尽，人们还能在热闹过后找到精神归属，这是一座幸运的城市，也是是一座城市的幸运。
本报特推出“文化寻踪”栏目，深度挖掘和剖析滨州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将这座城市鲜为人知的一面翔实而优雅地展展现在您的眼前。

栏目寄语：

九曲黄河行至惠民县清河镇，东西方向的河道突呈南北走向，于黄河道拐弯处，贴北堤有一
处深水潭，名曰“白龙湾”。白龙湾作为黄河下游有名的险堤，河水为害在这里留下诸多印证。“开
了白龙湾，淹了十八县”，黄河曾多次在这里决口。随着一次次的决口、堵口，不知什么时候起，一
段关于小白龙的美丽传说开始流传开来……

6月18日，记者在惠民县清河
镇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从清河镇
出发驱车行驶十几分钟的车程，
便到了白龙湾。顺着白龙湾的阶
梯向下走，首先看到的是白龙马
的雕像，白龙马底座上“腾飞”二
字异常显眼。面对白龙马雕像的
左手边，是一段惠民县关于白龙
湾险工大堤的相关情况的简介，
简介上说，白龙湾险工大堤现有

坝岸53段，工程长度2406米，砌护
长度2301米，与河道入溜方向约
成90°角，形似拦河大坝。走到白
龙马雕像边，背面刻有整段关于
白龙湾的传说，大堤两旁绿色长
廊为白龙湾增色不少。顺着大堤
继续向前走，就到了白龙湾引黄
闸，有了大堤与引黄闸的存在，附
近老百姓安心了不少。

置身这白龙湾段黄河大堤，

穿行于大堤旁绿色长廊中，伴着
绿树行人与黄河水的味道，放眼
晴天午后金光滔滔的黄河水，如
今的白龙湾，颇具雄浑与阳刚之
美。白龙湾大堤不远处的白龙马
雕像、白龙湾景区、白龙湾引黄
闸，景象映入眼帘。为了寻找那关
于白龙湾的传说，记者随即驱车
来到了故事的发源地惠民县清河
镇吕王庄村。

大堤与引黄闸的存在，附近老百姓安心不少

感恩修建白龙庙，现仅存咸丰年间征地石碑
村子里，几位老人正在阴凉

处聊天，当问起小白龙与吕王庄
的渊源时，几位热心的老人告诉
记者，他们村最年长的人都在这
里，小白龙的故事他们从小就听
过。随后，今年86岁的老人王开云
说起了小白龙在吕王庄干活的那
段故事。据传，小白龙因为下雨下
错地方，所以来到这里。黄河发大
水时，河里的大黑龙想借着涨大
水从这里决堤入海，小白龙为了
挽救大堤，以身筑坝。

白龙湾的传说流传至今，当地
群众到现在还非常怀念小白龙那
舍命保护人们生命财产的行为。为
了纪念小白龙，当地群众自发修建
庙宇，立石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人们修建的白龙庙、雕像等到现在
都已荡然无存，就是白龙庙的遗址
也被压在如今的黄河大堤之下。当
记者问起村子里的老人时，他们都
感到非常惋惜。惠民县清河镇文化
站负责人长刘清岫告诉记者，村子
里当年为了感念小白龙舍身护堤
的功绩，人们修建了白龙庙，今已
荡然无存，仅剩邢其秀家里一块咸
丰年间的征地石碑。

记者在邢其秀老人家里看到，
石碑已被镶入砖墙，记者大致量了
一下，石碑长1 . 53米、宽2 . 4米、高
1 . 4米。到邢其秀老人家里时，老人
不在家，儿子王易林正在鸡舍里忙
活着，了解来意后，王易林把母亲
邢其秀从外面接了回来。记者从王

易林口中得知，白龙庙约在文化大
革命期间已无踪迹，惟独剩下这块
修建白龙湾时征地文书石碑，原本
王易林居住的房子是多年之前村
子里的学校，白龙庙不存在之后，
石碑被搁置在了这间学校，后来学
校迁址，王易林把它买了下来用于
居住。说起文书石碑存在年代，王
易林表示，从有记忆开始，石碑就
在那了。

文化站负责人告诉记者，白
龙湾的传说发生的准确年代谁也
说不上来，目前也无历史材料可
查，但根据吕王庄现存的白龙湾
征地文书石碑和当地健在的80岁
以上老年人讲，白龙湾的传说至
今约有600年的历史。

多次绝口以后，白龙湾段建成
了山东黄河最早的险工。人民治黄
以来，白龙湾险工由秸埽坝改建成
了石坝，并加高、帮宽了黄河大堤，
还在这里修建了白龙湾引黄闸，河
水浇灌了沿岸的土地，粮食、棉花年
年都有好收成。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在人们的精心装扮下，白龙湾已经
成为惠民县的重要旅游景点。花园
式的引黄闸区清新幽雅，蜿蜒的河
堤似绿色长廊秀美宜人。“小小白龙
神通大，黄河不再闹水灾；高高的闸
门徐徐开，幸福生活流进来。”小白
龙的传人至今还在传唱着。

白龙湾历来是黄河下游滨州地
段主要险工之一，历年来投入大量
的资金进行治理和加固。1956年惠

民县在白龙湾处建起了虹吸工程。
1983年8月又改建了引黄闸灌区包
括：清河镇、申桥、辛店、麻店、陈集、
桑落镇等乡镇。

白龙湾传说目前已是滨州市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龙湾的传说
反映了黄河流域广大人民群众治理
黄河免受灾难、改造黄河的伟大历
史。白龙湾也是黄河哺育两岸老百
姓的伟大见证，白龙湾传说是黄河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黄河流
域的其他文化共同丰富和组成的黄
河文明。白龙湾传说也是清河镇作
为惠民县古老集镇、交通重地了依
据，与木版年画等其它文化共同构
成了这一古老集镇的文化多元化。

记者了解到，如今的白龙湾

传说已受到当地保护，并通过学
校教育故事比赛等活动完成白龙
湾传说的传承。据了解，清河镇政
府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白龙湾传说
的保护开发工作。白龙湾传说已
形成文字，并载入《惠民县志》，白
龙湾开发已被纳入《惠民县旅游
开发总体规划》中。几年以前，惠
民县清河镇开始实施保护计划，
进一步搜集棣州古城的资料，进
行分类整理，归档，实行静态保
护。并把白龙湾周边建成白龙湾
旅游观光区，将白龙湾融入惠民
县旅游开发中去，扩大白龙湾传
说的影响力，将白龙湾的传说一
代代传承下去。

““白白龙龙湾湾””的的传传说说
相传，白龙湾向北约 1公

里，有一个村庄，叫吕王庄。庄
上有一花甲老人，老汉无儿无
女，加之劳累成疾而弯腰驼背，
人称“吕老弯”，老汉种着二亩
菜地聊以度日。这天，老汉家里
来了一个年轻人，自称是河对
岸来讨生活的，只要管饭就行，
不要工钱。吕老弯正愁没帮手，
便收留了他。年轻人聪明、勤
快，种菜、撒种、间苗、锄草，样
样精通。

过了三个多月，吕老弯发
现情况变了，虽然不见年轻人
干活，可该干的活一样没落下。
吕老弯心里十分纳闷。这天 ,他
谎称去赶集 ,躲在大树后瞅着。
只见年轻人走到井台边,一晃就
不见了,接着从井里钻出一条银
光闪闪的小白龙,龙头立在井沿
上 ,身子顺在井里 ,一晃龙头 ,井
水就洒向菜地，眨眼工夫 ,就把
菜地浇了一遍。

第二天,吕老弯拿上半口袋
麦子,对年轻人说 :“你在我这里
干了三个多月了,也该回家看看
了。”吕老弯打发这位年轻人
走，年轻人随手用草编编了一
个拳头大的小草囤，说“你如果
觉得过意不去的话，就把这个
粮囤装满吧。”吕老弯心想这也
装不了多少，就从口袋里捧出
两捧，囤底都没盖严。

年轻人对吕老弯说，三天
后黄河将要发大水，有一条大
黑龙，借着涨大水从这里决堤
入海。黑龙在天庭就作恶多端，
到凡间仍不悔改 ,他很凶猛，到
时候还得吕老弯来助他一臂之
力。吕老弯说，“我一个凡人怎
么帮你?”年轻人说，“你把麦子
磨成面，蒸成馍馍，再准备一堆
砖头。看见河水翻江倒海 ,你就
念 :‘河水滚滚开了锅,黑龙要抢
白龙窝 ,黑龙上来使砖打 ,白龙
上来吃馍馍。’发现水中有黑东

西上来，就向河水扔砖头；水里
有了白东西，就向河水里扔馍
馍。”老汉点点头说记住了。

三天之后，天阴沉沉的，下
着小雨。吕老弯蒸了两箩筐馍
馍，准备了一大堆砖头，在大堤
上等着。河水很大，白茫茫望不
见对岸，滚滚而来的黄河水直冲
脚下。忽然，河水翻腾起来，紧接
着波涛汹涌，便见水里一会儿浮
上一个黑影，一会儿又翻上来一
个白影。于是吕老弯赶紧念小白
龙教他的咒语，但是一紧张竟然
念成了“白龙上来使砖打 ,黑龙
上来吃馍馍”。这一下不得了,只
听“吱”的一声怪叫，大堤突然被
冲开一道口子，河水一下子涌了
出来——— 黄河决口了。河水像猛
兽下山，朝吕家庄冲去。小白龙
慌了神，喊一声:“不好!”它身子
一转，在吕家庄前横躺下来。被
小白龙一挡，河水向北冲去，冲
出一条大深沟。

吕家庄离白龙湾1公里的
路程，没让洪水冲毁，直到今
天，吕家庄南还有大土垒子。据
说 ,那就是小白龙挡洪水的地
方。小白龙救了吕家庄的百姓，
顺大溜向北游入大海，但开口
子的河段是南北河面，水流向
北，小白龙游不到大海，又返回
逆流而上，想再入黄河。回到决
口处 ,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堵口
子，不管投下多少东西，都被急
流冲走了，怎么也堵不住。小白
龙化身成年轻人跳进豁口用身
子挡住了河水。人们惊呆了，他
却说，“快向我身上压土 !”于是
人们含着热泪,向年轻人身上压
土，一筐、两筐……大堤合拢
了，筑平了，沿岸的百姓得救
了，可再也看不见年轻人。人们
说，他就是帮吕老弯干活的那
个年轻人，是一条小白龙。从
此，这个水湾就有了名字，叫

“白龙湾”。

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白龙湾传说要传承下去

邢其秀老人坐在石碑前向记者讲述小白龙的故事。

白龙湾在这里呈南北走向后，拐角处的大土垒子上树木长势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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