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滔滔黄河，一路奔东，在此回转。

站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龙湾村

的村口，极目远眺，只见黄河甩出一道

漂亮的弧线。一排排农舍就在这道臂

弯里错落有致，升起炊烟袅袅。

黄河环抱
三面环山

黄河为什么在这儿突然“画”出一

个 弯 ？ 当 地 村 民 指 向 山 崖 、绿 洲 和 戈

壁。可以想见，沧海桑田，在多种地质

构造运动的共同作用下，黄河曲流应运

而生。

远处的黄河之弯，映照着近处的山

道之弯。一条全长 2.5 公里却有 22 道弯

的盘山公路是入村的必经之途。从山

口下到谷底，垂直高度有 200 多米，一环

接一环，一圈衔一圈，去往村子的路上，

就 能 从 不 同 角 度 ，再 次 领 略 黄 河 的

壮美。

与黄河相望而立的，是延绵不断的

古石林群。于当地村民而言，这里是从

小的乐园、成长的家园。

古石林群形成于 400 万年前，在地

壳运动、雨蚀风化等作用下，形成了以

黄色砂砾岩为主的石林地貌。

初进入时，仿佛走进了一个梦幻世

界，石柱最高处将近 200 米。石林虽大，

但却步移景换，千峰竞奇，陡崖凌空。

穿行其中，峡谷蜿蜒，峰林耸立，气势磅

礴，峰回路转。

筏行内外
鼓韵绵长

山的隔绝，水的连通，造就了龙湾

村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塑造了沉着

冷静、团结勇敢的品格。

在龙湾村的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

只有两条路通往外界——一条是峭壁

上的羊肠小道，一条是黄河水道。崖壁

之路，道阻且长，被当地人称为“天桥

崖”；更多的人，选择乘坐羊皮筏子顺流

而下，驶向远方。

在龙湾村村民心中，羊皮筏子已经

不再只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通向更好

生活的载体。55 岁的朱生栋从儿时起，

就与羊皮筏子结下不解之缘，自己制作

筏子、驾驶筏子也有 30 多年。

他仍然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父辈

们 相 伴 而 行 ，把 几 个 羊 皮 筏 子 拼 在 一

起，带上煤炭、苹果漂流到几十公里甚

至一二百公里外的地方，把这些物资换

成钱和驴子，再购买食盐等生活物资，

骑着驴子沿着河岸回到村庄。每当父

辈们回来时，就是孩子们开心的时候，

这意味着他们不仅可以吃到美食、看到

新 奇 物 件 ，还 能 听 大 人 们 讲 讲 外 面 的

世界。

一次又一次的上筏中，朱生栋体会

最多的就是“胆子要大心要细”。黄河

之上，筏工们驾驶筏子漂流其间，离不

开好眼力和决断力。在河中心时，筏子

可以顺流而下，酣畅淋漓。但从河岸到

河中心的这段距离，则需要筏工足够敏

捷 。 每 当 水 流 稍 急 ，他 们 就 要 调 整 力

度、把准方向，到了关键位置更不能犹

豫，同时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避

免划入漩涡中。

时至今日，龙湾村的羊皮筏子已经

不再作为出行工具，而是作为体验项目

大放光彩。游客从“上码头”出发，多人

共 乘 一 只 羊 皮 筏 子 ，随 着 离 岸 边 刻 有

“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石雕越来越远，两

岸 景 致 似 巨 幅 画 卷 ，依 次 有 序 绵 延

展开。

筏子联通了内外，而鼓声则团结了

邻里。

龙 湾 村 人 爱 打 鼓 ，尤 其 爱 打 太 平

鼓。他们把太平鼓作为社火的重要组

成 部 分 ，每 逢 年 节 ，鼓 声 隆 隆 ，响 声

震天。

方圆几十里内，龙湾村属于较大的

村庄，也是太平鼓打得最热闹的村子之

一。全村有 500 多户人家，每逢社火，会

有近百人组成队伍，打起太平鼓，载歌

载 舞 ，颇 为 壮 观 。 几 十 米 的 社 火 队 伍

里，太平鼓成为声音最响、花样最多的

一环。同时，雄浑磅礴的鼓声，搭配着

打树花、滚灯、划旱船、舞长龙、耍狮子

等民俗表演，将社火推向一个个高潮。

谈到太平鼓经久不衰的原因，当地

村民脱口而出：“太平！”还有一个原因

是，太平鼓的技术门槛不高，家家户户、

大人小孩都能上手，所以太平鼓也成了

龙湾村中的凝心鼓、团结鼓。

古村新貌
与时偕行

龙湾村的中心街上，三棵香水梨树

静 静 矗 立 ，它 们 见 证 了 村 子 的 发 展 变

迁，也标记着生活的日新月异。香水梨

树 面 前 中 心 街 的 道 路 ，从 土 路 变 为 砖

路，游览车时时穿行而过；梨树背后的

建筑，从土房子变成两层砖混房屋，游

客 在 其 中 远 眺 黄 河 ；梨 树 身 旁 的 土 地

里，种上了被誉为“石林三红”的红枣、

红花椒、红富士。

龙湾村中粗犷与柔美的反差，吸引

着各地游客来此探访。时至今日，来到

龙湾村的游客也会在这三棵梨树下驻

足，听村民讲述梨树的故事，再拿一个

冻好的梨子，抠开冰块，咬上一口，一股

又香又甜的果汁充盈唇齿之间。

在离香水梨树不远处，一个叫“石

林人家”的农家乐里正热闹非凡。三层

楼，600 多平方米，32 间客房干净整洁。

在一部分房间里，游客站起身来，就能

俯瞰龙湾村大部分村貌。一下楼，只见

小院里错落摆放着几口大缸，装饰着具

有西北彩陶特色的花纹。据农家乐负

责人介绍，这里可同时容纳 100 人就餐，

去年就有超过 200 天的高峰期。

在龙湾村，农家乐超过 120 家，同

时，甜品店、饭店等各类临街商铺随处

可 见 。 在 龙 湾 村 这 方 热 土 上 ，果 林 成

行，枣红梨香，现代和传统相呼应，自然

和人文相协调。行走古村，既能欣赏动

静结合的风貌，也能体会黄河奔腾的气

魄、感受黄河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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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看，色彩浓淡相宜、过渡柔和，

一幅水墨画气韵生动；近看，线条刚

劲挺拔、细腻匀称，有着传统工笔画

的灵动美感。虚实相交，兼具墨色质

感和鲜明层次，这种画就是甘肃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白银市景泰县李

氏树皮笔画。

树皮笔画起源于白银市芦阳镇

芳草村，村中的李氏兄弟已是第五代

传人。据记载，明清时期，李氏先辈

就是小有名气的民间手艺人，受镂刻

花板、花砖的启迪，结合木匠在木料

上画榫卯的做法，最终发展出了以树

皮做笔的独特绘画模式。

于树皮笔画而言，山水、花鸟、虫

鱼等皆可入画，讲究线条严谨细致、

笔锋刚劲有力。

时至今日，年过古稀的李氏兄弟

几人已经不记得画过多少作品，但都

认准一个道理——想要画好树皮笔

画，制笔和画技缺一不可。

树皮笔画，笔为精髓。李氏兄弟

所用的树皮笔均为自己制造，在他们

眼里，弃于荒野的老榆树皮、枣树枝

都是天然宝藏。

“树的韧皮部靠近树心又远离外

皮，纤维好，柔韧度、吸水力也是上佳，

这部分用来做笔最为合适。”芳草村

村民李尚义是树皮笔画传承人之一，

他拿起一段树皮，细致地向记者介绍。

制笔时，先去粗取精，留下韧皮

部，经过多次刮削、打磨并浸泡，再将

其晒干，最后试用无误后，笔就可以

留下。

但不同长度、宽窄和形状的画笔

各有优劣，如何归类使用？要靠长久

的经验来判断。“即使是同一根树皮

制作的两支笔，也有可能一支能用，

另一支不能用。”阳光照射下，李尚义

拿着几支扁圆各异、大小不一的树皮

笔，仔细检查。

画 技 则 决 定 着 画 作 的 气 韵 格

调。勾勒轮廓是作画的第一步，李尚

义先用铅笔起稿，再选取细而尖的树

皮笔，细细描出线条。

随后，添色步骤开始，需要在轮廓

线内，选用扁而平的树皮笔以墨填

色，皴擦点染，继而形成浓淡相宜的

渐变效果。一摁、一捻、一挑、一抹……

一幅山水画里，李尚义手腕转动、指

尖生姿，仅用一种树皮笔，就画出了

十几种不同的树叶形象。

“层次感是最难把握的，画中要

素的大小、明暗、远近都与之相关。”

李尚义说。

李 尚 义 创 作 树 皮 笔 画 将 近 60
年，大大小小的画作挂满了家中四

壁。近些年来，他最爱引牡丹入画，

“ 牡 丹 迎 盛 世 ”成 为 表 现 最 多 的 主

题。“我发自内心地喜欢画牡丹。”指

着会客室两侧 3 米多长的两幅牡丹

图，李尚义非常自豪。

画好这些牡丹不容易。前些年，

他专程从外地运来百余株牡丹栽种

在屋旁，每天观察。在牡丹花旁写

生，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牡丹花围满

了小屋，也落在了纸面上，朵朵牡丹

栩栩如生。

随时代发展，绘画材料也不断创

新。早前，条件所限，还有研磨“锅

墨”这一环节。所谓“锅墨”，是将锅

底的积炭碾磨成粉，加上麻子油、皮

胶，放水调黏稠后置放约 10 天，制成

绘画的墨汁。

现 在 ，李 氏 兄 弟 用 上 了 现 代 墨

汁，墨迹光亮、表现力强，画作着色更

牢、保存更久。“如今，画画再也不用

弄一身的灰土了。”李尚义笑着说。

这些年，李尚义向大家介绍树皮

笔画时，孙子李金旺总会在身旁辅

助。虽然他只有 18 岁，但画龄已经

有了 13 年。自幼年时，他就跟在爷

爷身边学习。李尚义还经常到学校

里向孩子们讲述树皮笔画的历史。

“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传承下去，

需要有后继力量。”李尚义说。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李氏树皮笔画

折枝作毫 墨色流转
本报记者 宋朝军 赵帅杰

■走进传统村落R

图①：龙湾村景色。

图②：通往龙湾村的盘山公路。

图③：李氏树皮笔画传承人李尚义

正在用树皮笔作画。

本报记者 宋朝军摄

图④：一名筏工背着羊皮筏子前行。

图⑤：黄河岸边的龙湾村。

图⑥：游 客 们 在 龙 湾 村 附 近 乘 坐 羊 皮

筏子。

图⑦：龙湾村村民喜迎红枣丰收。

除图③外均为宋朝军、俞宝荣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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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省白银市，自西向东的

黄河在景泰县拐了个弯，形成两片

绿洲，龙湾村就坐落其中。村子一

边是令人称奇、连绵不绝的戈壁，一

边是阡陌纵横、绿意盎然的田家农

舍，龙湾村在山水环抱下更显精巧。

黄河曲流、龙湾绿洲、坝滩戈壁

和龙湾村的农家小院相守相伴，已

过数百年。龙湾村人爱打鼓，尤其

爱打太平鼓，每逢年节，鼓声隆隆，

响声震天，寄托着他们的美好心愿。

2016 年，龙湾村被列入第四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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