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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王》

前言

许多人都知道走西口，但最早来西口外拓荒的是谁？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历程和人生沉浮？许多人
都知道有句老话：“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但这一套在什么地方，由谁最先开发？许多人知道李冰
，但在他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还有谁在引水灌田方面可与他相比？许多人知道中国有三大灌区：
两千年前李冰开发的成都平原灌区、解放后政府开发的安徽淠史杭灌区和清末民初开发的河套灌区。
但谁是河套灌区的开发者？本书就是要揭开这些历史之谜。打开地图，一眼就可看见黄河那个特殊的
，向北直抵阴山的大弯。而在大弯的顶端，又绕出一个半圆的小弯。就地理名词而言，大弯之内及沿
河之地，叫做河套。而历代的行政区划和人们的习惯说法，河套则是指小弯围出的半圆。原因很简单
：它是大河套的眼睛、精髓。它三面环山，四面环水，是塞上乃至全中国最得天独厚，最富饶的膏腴
之地。这里就是走西口人主要的落脚地方，是他们的天堂。历史上，只在秦、汉等几代，这里有过大
规模开发。在其他的漫长岁月里，它一片荒芜。被密不透风的、高可没人的红柳丛、枳机林和白茨蓬
，及其他各种野草所覆盖。它的真正大规模开发始于清光绪年间。拓荒者就是大批走西口过来的晋、
陕、冀、豫、鲁农民。“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泪蛋蛋流⋯⋯”唱的就是那个时代、那些农民的生
活。西口外地域广袤，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指河套，就是这片半圆之地。河套的得天独厚之处有二：一
是土地平坦，且由黄河改道时的河水“耕犁”一遍，异常肥沃；二是黄河水可自流灌溉。因此开发河
套，第一要务是开挖引水大渠。本书要写的，就是开发河套灌区的水利奇人王同春。他是一个普通贫
苦农民，老家在河北邢台，走西口来到河套。李冰是政府官员，开渠用的是国家资财，个人起的是领
导作用。而王同春完全以个人财力，并亲自动手勘测、设计甚至下渠挖泥，开出当时河套总共八道大
渠的五道，并且是另外三道的技术总指挥。同时在包头、鄂尔多斯、山西晋北也有他开发的土地。六
十年中个人开渠总长达两千公里，当时可浇灌土地一百一十多万亩，超过了李冰都江堰当时所浇的一
百万亩，创造了世界水利史上的神话。他是中国西部开发的先驱，河套水利的奠基人。他开的渠道至
今流水哗哗，滋润着那方平原。他身高一米九，力大无比，是典型的西北大汉、硬汉。他还是独眼，
他的渠全用独眼测量，准确度让后来拿仪器的工程师惊诧万分，自叹弗如。老百姓把他视为神仙，他
在世时用“领牲”的办法向他求水，他去世后又用放河灯的方法纪念他，说他是龙王——“独眼龙王
”之说，就始于此。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战事频仍，经济及水利建设大事很难有人顾及。河套蛮荒
之蝌后无比，没有人会想到在这边陲一隅会有重要的经济大事发生。尽管如此，王同春的声望还是穿
云破雾，在北京迅速蹿红。首先是当时中国的首席地理学家张相文考察西北发现了他，立刻推荐给了
农商部总长张謇。张謇请王同春进京，任他为国家高级水利顾问，并与外国专家一道赴南方研究治理
淮河方案。接着山西晋北农会把他请去，让他帮助测量设计，开挖了两条大渠。一九二五年他离世后
，北大著名教授、作家顾颉刚，同冰心、郑振铎等访问绥远时，深为他的事迹所感动。顾颉刚写了长
文歌颂，冰心则写了他的女儿。从此来访的学者、作家络绎不绝，颂扬王同春的文章也屡屡见诸报刊
。小学语文课本里也收有一篇文章《王同春开发河套》。他是西北首富，最盛时期开垦并拥有耕地八
十六万亩。长年雇长、短工一千多人，耕种他土地的佃农两万多人，年收粮食近七千万斤。有耕牛一
千多头，场牛两千多头，骡马一千七百匹，骆驼五百峰，羊十二万只。一八九一年华北、西北大旱，
他一人收留五万灾民近一年。所有这些，都是解放前后当地地方志里的确凿记载。他又性格复杂，暴
戾、残忍，杀过不少人，做了不少坏事。解放时他的祠堂被毁，坟墓被挖，棺骨扬撒。以后在多年的
极左思潮影响下，他一直是一个禁区。直到改革开放，他才重又被提起，地方政府为他建立陈列馆。
他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当河套拓荒者的子孙们在津津有味地咀嚼着他的种种传奇故事，重温着那
段悲壮历史的时候，其他地方的百姓却一无所知。这不公平，也很可惜，我们怎么可以忘记我们民族
的这位奇人，伟人！——这就是写作本书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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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王》

内容概要

他是一个普通贫苦农民,走西口来到河套,通过开渠租地白手起家.他一生开渠总长达两千公里,当时可浇
灌土地一百一十多万亩,超过了李冰都江堰当年可浇的土地规模,创造了世界水利史上的神话,被称为继
大禹、李冰之后中国水利第三人。他是西北首富，最盛时期开垦并拥有耕地八十六万亩。长年雇长、
短工一千多人，佃农二万多人，年收粮食近七千万斤。牛羊骡马无数。他又性格复杂，暴戾、残忍，
杀过不少人，做了不少坏事。威望和财富让他获得了‘河套之王”的称号，他与当时的军政学界名人
张骞、冯玉祥、张相文等都有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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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王》

作者简介

郑达，1945年生，老三届，老插。乌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初中开始发表作品。崇尚“不鸣则已，一鸣
惊人”信条。但1983年进一家报社编副刊后，从此只孜孜于为青年作者写信、改稿，不再写作。只
在1990年入鲁迅文学院六期进修班期间，写作并出版随笔集《面对作家》，被多家晚报连载。其余在
《文艺报》《文艺理论研究》《文论月刊》《环球文学》《儿童文学》《草原》《鹿鸣》等报刊发表
评论、小说等。得到的最高奖励是文怀沙老的评价：“笔下有灵气，与矫俗干名之徒异趋。益之以学
，可期大家风范，非止读之有味而已。”2005年退休，驱车深入河套农村多次采访，写出长篇小说《
河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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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王》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刁人沟与卧羊台 第二章 夜半奔袭 第三章 独眼毒眼 第四章 女人：有情的和无意的 第五章 赤身
问罪 第六章 树茬滴血 镫眼藏身 第七章 狠的遇上不要命的 第八章 妓非妓 第九章 新版“隆中对” 第十
章 两男女骚情爬山调 第十一章 祥瑞之兆：蜃景 第十二章 秀才遇上“兵” 第十三章 两颗眼珠子 第十
四章 大年馑，范仲淹遗风 第十五章 黄河里揪马尾逃命 第十六章 挥泪责己过 沥血唤儿魂 第十七章 土
匪被收编 猎人遭投河 第十八章 文先生戏论人性 第十九章 王公大麦垛抒情 第廿章 “四大”串话后的
命案 第廿一章 巨富蜂顶下的深渊 第廿二章 读书人詈骂贪官 第廿三章 新青年 第廿四章 “狡兔死，走
狗烹” 第廿五章 临难知报恩迎刃表心迹 第廿六章 无奈的“万金油” 第廿七章 地学权威、状元和外国
专家 第廿八章 烈女傲城头 活男进灵棚 第廿九章 石碑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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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王》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刁人沟与卧羊台“那里，就是刁人沟了⋯⋯”李成事说，同时和老婆对看了一眼，老婆的脸已
经白了。她腿脚僵直地走近独轮车，从粗条花布包袱里翻出一双肥大的牛鼻子鞋。索索地，伸进四个
指头往上顶顶，交到男人手里。李成事穿上，在地上走了两步，俩人又对看了一眼。鞋头里有三两银
子。二两是他们出门时变卖家产的收入，另一两是进财爹给进财带的盘费。进财是同村的一个青年，
和他们一起出来的。老婆又从怀里掏出一个白麻纸包，里边有一撮草灰。他唤女儿惠惠到身边，在草
灰里吐了口水，抹到女儿的脸上。空气紧张起来。进财弯下腰，拧着像是不情愿的僵硬的脖子，双手
攥住一根车把摇了摇——他想，万一遭遇土匪，就劈下车把做武器。又在车上翻出李婶纳鞋的锥子，
闷声不响地，装入自己的口袋。独轮车吱扭着。轱辘碾过沙砾的路面，木屑卷曲，石粒迸飞。晨风从
北边乌拉山吹来，潮湿而有凉意。南面的黄河时隐时现。他们脚下的路，就在山与河中间的狭长地带
。山的南麓，一条山水沟将山体一劈为二，顺坡而下，直扑黄河。此沟叫刁人沟。．此刁人沟非彼刁
人沟。刁，土语，意为抢。刁人是抢人，刁人沟是抢人沟，土匪出没之沟。凡从内地走西口进入河套
，或从河套返回内地的人，必须经过这条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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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王》

编辑推荐

《河套王》：许多人都知道走西口，但最早来西口外拓荒的是谁？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历程和人生
沉浮？许多人都知道有句老话：“黄河百害，惟富一套。”但这一套在什么地方，由谁最先开发？许
多人知道李冰，但在他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还有谁在引水灌田方面可与他相比？许多人知道中国
有三大灌区：两千年前李冰开发的成都平原灌区、解放后政府开发的安徽淠史杭灌区和清末民初开发
的河套灌区。但谁是河套灌区的开发者？《河套王》就是要揭开这些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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