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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鸿飞
船工号子、非遗传承
这是河南人的家国情怀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
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
精神力量。

——2019 年9 月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北依太行、王
屋，南临黄河，济源
被称为豫西北的“明
珠”。随着济源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项目库建
立，青山绿水得到进
一步守护，而曾经飘
荡在黄河上的船工
号子，也在保护中得
到传承。

弓背弯腰，身体
前倾，肩膀上绳索
架，“嗷号，一起来了
哟——”“嗷嗷号，一
起伸手了哟——”声
音高亢有力、苍劲豪
迈，回荡在河南济源
竹 峪 村 村 委 会 上
空。在这里，崔鸿飞
和他的老伙伴们为
记者“重现”了黄河
船工号子现场。

黄河船工号子
是由黄河中下游的
山河地段（济源市境
内沿河一带）人民在
长期的船运劳动中
首创，一人高歌领
号，众人随声唱和，
在船运中起着统一
步调、协同动作、团
结人心、凝聚力量的
作用，后在对黄河的
开发利用和长期的
船事活动中，逐步加
工完善形成传统民
间音乐。2009 年，
黄河船工号子被评
为河南省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崔鸿飞
就是最具代表性的
黄河船工号子传承
人。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吴战通见习记者左朝君/文图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
代，黄河运输空前繁忙，
上下码头车水马龙，大
小船只东来西往，船工
号子此起彼伏，演绎成
当时沿河人民多彩的生
活乐章。

“我是 17 岁走上船
当学徒，一干就是十几
年。”崔鸿飞介绍说，他生
在竹峪村，长在黄河边，
小学毕业后便随大人田
间劳动，黄河上拉船。

崔鸿飞介绍，主要
是往孟津送煤，卸完煤，
一人身上一个纤板连着

身后一根纤绳，走在岸
上把船逆水往回拉，人
人喊着黄河船工号子，
长年累月，就像刻在脑
子里一样。

黄河船工号子的记
录者崔云恒告诉记者，他
（崔鸿飞）是聪明的有心
人，上船没多久就弄懂了
拉船、停船、行船的路数。

在与黄河风浪搏斗
的艰难险阻中，在吃饭不
能饱、花钱难宽绰的过
去，崔鸿飞将行船的技巧
烂熟于心，而喊号的本领
早已融入他的生活。

船工号子登上大舞台
老船工相拥而泣

黄河船工号子回到人们的
视野后，如何将其发扬光大，让
更多人了解和欣赏到这一天籁
之音，成了崔鸿飞的当务之急。

“第一次见崔老师，我就被
他的执着精神感动了，黄河船
工号子抢救回来，不能只进档
案馆，要让它‘活下来’。”济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李
睿芳说。为还原黄河船工号子
的原貌，济源文化馆工作人员
辗转多处寻觅、搜集了大量有
关黄河船工号子的材料，包括
唱词、曲调，还制作了老船工的
演唱和访谈音像资料。

经过多次录音、排练，以黄
河船工号子为创作题材本土原
生态节目《黄河船工号子》，
2017年 11月 15日首次以雄
浑震撼的气势和完整的艺术形
态在市文化馆震撼上演。崔鸿
飞作为最具代表性的黄河船工
号子传承人，登上了这个令他

“梦寐以求”的舞台。
2019年7月，非遗舞台展

演节目《黄河船工号子》亮相中
国原生民歌节。当年10月，
《黄河船工号子》受邀参加
“2019运河文化嘉年华”非遗
展演活动。沉寂50年的黄河
船工号子走出济源、唱响中国，
今天又“活”了。

据崔鸿飞回忆，老船工们
两天表演10场后，接到主办方
通知，应观众要求再加演4场，
几个人抱在一起哭了。

保护传承好船工号子
就是讲好黄河故事

“船工号子是船工在风浪
中拼搏、呐喊情景的再现，是一
种不畏艰险、团结协作、坚持奋
斗到底的精神，是原生态的、活
着的历史。”崔鸿飞认为，每到
关键时刻，船工们齐心协力，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种不
折不挠同舟共济的精神，正是
黄河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的一
种体现。

“我们将黄河船工号子保
护好，传承下去，就是在讲好黄
河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
的人了解它、熟悉它。为此我
将继续努力，无怨无悔。”崔鸿
飞说。

随着时代发展，公路
运输兴起，黄河船运逐渐
退出历史舞台，老船工的
艰辛黄河船运生活成了
永远的过去。

小浪底水库的兴建，
让他们彻底告别了岸边
人家船上生活，1996 年
底至 1997年，崔鸿飞所
在的竹峪村，由大峪镇整
体移民搬迁到城区玉泉
办事处。黄河船工号子
一度淡出崔鸿飞的生活。

拉纤船工职业的消
失、传承人的逐渐老去，
让黄河号子的失传，似乎
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把黄河船工号子留在世
间”成了崔鸿飞的一个愿
望。

将一项快要淹没在
历史长河中的艺术保存
下来，并不容易。崔鸿飞
认为，要想将船工号子传
承、弘扬下去，就必须像

工匠一样默默奉献，一点
点搜集整理图像、音乐等
各种资料，然后像工匠一
样对其精雕细琢。

2005 年，崔鸿飞着
手整理关于黄河船工号
子的资料。为寻找老船
工，他跑遍了竹峪、关阳、
大横岭等多个从沿河搬
迁下来的村子：“那个时
候，我们大部分人没有电
话，只能凭借记忆一个村
一个村地找。”

最后，崔鸿飞召集到
十多位老船工。2008年
10月，崔鸿飞和老船工们
在当地黄河大桥南两岸
进行实地拍摄，再现了当
年拉纤行船喊号的雄伟
景象。2009 年，他将四
年来搜集整理的黄河船
工号子图文资料全部交
给市文化馆。同年，黄河
船工号子被批准为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十余载船上拉纤，号子声融入生活

为传承抢救资料，寻找散落在村庄的老船工

崔鸿飞演示拉纤喊号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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