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沈北石佛乡的辽河渡口，年过六
旬的裴振梁和弟弟裴振鳌每天起早贪
黑，开着自家烧柴油的平板船，在300米
宽的辽河航道上拉送往来两岸的各路渡
客。饿了，就拎壶辽河水烧热，煮碗面充
饥；累了，就跳进辽河里洗个露天澡解解
乏。老哥俩家里有地，子女孝顺，但让他
们在家享清福，他们却一刻也坐不稳、待
不住。好像每天看不到这辽河水，见不
到那些“从生人拉成朋友，给不给钱都无
所谓”的渡客，心里就像短了什么似的。
子女们见他们每天摸爬滚打、风吹日晒，
看着心疼，劝他们早点歇手算了，老哥俩
明白儿女的心意，也曾想到此为止，可每
次到了告别时刻，一见那河、那船、那人，
就突然变卦，像较劲似地接着再干，在裴
氏兄弟心中，最难割舍的就是这早已融
入血脉的记忆基因，就是那份挥之不去
的渡人情怀。为了这记忆与情怀，他们
想干到他们干不动的那天，就算挨累吃
苦、收益微薄，他们也愿意。到2021年，
裴家兄弟在这渡口已干了整整37年了！

在沈北石佛乡辽河古渡摆渡的裴氏兄弟。 裴氏兄弟的辽河摆渡生意越发红火。

裴氏兄弟有口皆碑的“摆渡情怀”

裴氏兄弟当了裴氏兄弟当了3737年的年的““辽河摆渡人辽河摆渡人””
裴家兄弟的“摆渡生意经”

摆渡是一门古老的职业，靠的是风雨无阻的勤勉，凭的是童叟无欺的信誉
渡客们选择从此处过辽河，不仅图个方便，也是冲着他们老哥俩的人品来的

一个“摆渡人家”的创业史

由于长期干摆渡这活，老哥俩得了老
寒腿，肠胃也不太好。天天在这露天地
里，哥俩的脸被晒得黝黑，干这活辛苦、利
润少，没人爱接，但他们还在苦苦坚持
着。不少渡客跟裴家兄弟处出了感情，甚
至高速都通了，还是专挑裴家的摆渡地
走。一马姓渡客说：“不从这里过，无论是
走新民马虎山上101国道，还是往东去鲁
家大桥走213国道，怎么走都得至少40公
里，油钱得多花 30 块，扔路上少说半个
点，费钱不说，还耽误事。这老哥俩啊，给
大家造福啊！”

现在农民都有钱了，不少人有私家
车，到了2021年，裴氏兄弟经营的传统的
摆渡生意不仅没有衰落消亡，反而更加红
火繁忙了：渡口扩大了，渡船刷新了，裴家
的侄子也来帮忙了，一条船不够，变成两
条船，“辽河摆渡人”终于后继有人了。

熟悉这渡口历史的辽宁文保志愿者
刘国壮感叹道：“七星山下，辽河渡口，当
地人称‘锡伯渡’，曾是辽河沿岸的重要码
头。随着辽河水运的衰落，百年前的繁华
已经褪尽，但这处渡口东有鲁家大桥，西
邻马虎山大桥，两桥相距百里，由于渡口
所在地紧临一处要地，不能架桥，所以，对
面法库三面船居民
小车出行依然靠渡
口维持。裴家兄弟
讲信誉，价格公道，
童叟无欺，远近闻
名，人们从这里走，
不仅图个方便，也
是冲着老哥俩的人
品来的。”辽沈晚报
主任记者 张松 文
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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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辽河航运繁盛一时，每年辽河一
开，大河上下白帆点点、轴轳相望，码头声喧、渔歌
互答，无数的辽河船工架着一叶轻舟往来于辽河两
岸，运送货物、接送民商，久而久之，“摆渡”成了一门
古老的辽河职业，成为一种足以世代相传、养家糊
口的手艺。裴家经营的石佛乡小渡口，过去在辽河
流域成百上千，不可胜数，用现在时髦的话讲，老裴
家的职业属早年的“辽河物流运输”。

裴振梁、裴振鳌兄弟二人家住辽河北的法库
三间泡村，离他们摆渡之地约有四五里的路程，
老哥俩的摆渡地过去归新城子石佛村管辖，现在
新城子成为沈北新区的一部分。石佛村分石佛
村一和石佛村二，裴氏兄弟在石佛村二的辽河边
上摆渡，这渡口在辽河北、辽河南的称呼是不一
样的，河北叫法库三间泡渡口，河南称石佛二辽
河渡口。但无论行政区划如何变，无论渡口称谓
如何变，有一点是不变的：从祖辈开始干摆渡这
营生起，老裴家就牢牢占住了这块地儿，靠的是
风雨无阻的勤勉，凭的是童叟无欺的信誉，子孙
传承、沿袭罔替。

具体从哪辈儿人起，开始摆渡辽河？裴振
梁、裴振鳌也说不清，能够咬准的是，他们爷爷
那辈、父亲那辈都是这渡口上的老船工，一干就
是一辈子。这渡口两岸不少人家的子弟，小时
候坐“裴爷”的船过河；到了中年，渡船掌舵的，
换成了“裴叔”；临近老年，发现渡船上跟自己搭
话的，竟是儿时与自己一起玩耍的裴家兄弟。
这摆渡家族世世代代在这河面上来来往往，送
走了无数的人，接来了无数的客，时间长了，老

渡客索性称这渡口为“裴家渡口”。就算辽河发
了水，就算兵荒马乱世面不稳，只要隔河远远望
见裴家人的身影，渡客心里悬的一块石头就落
了地，“啥事没有，这河，还能渡！”

据老哥俩回忆，这辽河上最早的渡船，就是
个树槽子，说白了就是伐倒一棵大树，把树瓤子
抠空，只要下水能浮起来别左右乱晃悠，就算是
船了。后来，条件改善了，拿几块木板拼一拼、粘
一粘，谈不上禁得起多大风浪，但过条几百米宽
的河，问题还不大。再往后，出现了正规意义上
的船，小木桨换成了大木橹，裴家渡船不再是凭
桨“划”，而是拿橹“摇”。所谓“一橹三桨”，橹的
效率可达桨的三倍，只要用手轻轻摇动橹檐绳，
伸入水中的橹板便左右摆动，这船就如一条穿行
水面的鱼，划着曲线飘水而过。若在阳春三月，
柳林泛绿、细雨濛濛时，裴家人穿着蓑衣摆渡辽
河，远远望去，那小舟与周围的山水融为一体，有
如丰子恺笔下一幅含义隽永的风景画。

别看石佛渡口窄，渡船小，同样要本事、要技
术，时至今日，河面缩短，裴家后人都用上烧柴油
的动力船了，摆渡同样是门手艺活。在裴振梁、裴
振鳌兄弟手里，这船往来辽河，两三分钟、抽根烟
的工夫就轻松一趟，而换给外行掌舵，这船就没准
被驶得七扭八歪，若有风浪，搞不好还得弄翻了
船！“现在虽然使用柴油船了，不像过去靠人力，但
也要有技术。别看河道不宽，但驾船的门道却
多。浪高一尺多，船不摆，要顶浪走。要前后晃，
不要左右晃，那样船不稳。不能走横浪，容易翻
……”让裴家兄弟讲摆渡，全是学问。

以前撑渡船靠人力，渡客给裴家船
夫一点辛苦费就可以，看着给。现在可
不行了，人划的木船改成烧柴油的平板
船，方便是方便了，效率也提高了，但成
本却直线提了上来。裴振梁掰着手指头
算笔账：“我这船造价 6 万多块，一年至
少烧 7 桶油，辽河没上冻前，能挺 8 个
月。一桶油现在是 1500 块，这一年光油
钱就一万多！”

收费是必须的，怎么收？裴家兄弟的
定价是：机动车十来块、摩托五块、单人三
块，一天走五六趟没问题，没固定的，年终
一结账，够个本钱就不错了。裴家兄弟的
摆渡船宽6米8、长12米8，省里有关部门
派人看过他们的船，称他们的渡船是辽河
沿线私人渡船里“最标准的”。

虽然定了收费标准，裴家兄弟还是

秉承祖上留下的规矩：渡人凭缘，交情第
一。有人过河忘给钱了，老哥俩也不
催。有人开车图道儿近便乘他们的船，
手头没零钱，挺不好意思，“裴叔，等我下
次过你们这儿，一块给吧？”裴家兄弟手
一摆：“走你的！”

裴家兄弟的渡船上有柴油机、方向
杆、大铁锤、木锤和一条长约半米异常锋
锐的大弯钩。如果对方是开车到渡口，
一招手，裴家兄弟就将平板船从对岸驶
过来，先用弯钩钩住地，然后人先上岸，
用绳子把船拽过来，再用木锤将用于固
定的钩子在沙滩地上砸实，搭上几块木
板，车轮压着木板上船，木锤是用来拦车
的，以防车上船后打滑。开船的时候，不
是走直线，而是先绕个弯，再掉过船头，
奔对岸。裴家兄弟的平板船可容三辆轿
车并列，平均一次可载 20 多人，拉满能
载100人。

裴 家 渡 船 不 仅 拉 人 拉 车 ，还 拉 牲
口。马怕水，不敢上船，直蹦；驴骡也怕
水，得人给硬牵上船，上船后，驴骡吓得
一动不敢动，等到对岸，又不敢下船，还
得人连推带踢，给硬赶下去，有的驴骡脾
气倔，怎么拽都不肯上下船，主人就抡起
大鞭子抽，这才听指挥；老牛虽不上船，
却会凫水，跟船游就行……

过河车辆较多，渡船启动需人力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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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 秀生活

近日，贝壳找房联动全国九大博物馆，在沈
阳、南昌、武汉、长沙、成都这五座城市打造主题
系列 VR 博物馆。作为国内三维空间重构领域
的领导者，贝壳如视致力于通过 VR 和 3D 重建
等前沿技术，旨在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用
户在线上还原出一个真实、可感知的空间，带来
全新的视觉交互体验。

9月18日-21日期间，贝壳找房沈阳站将于
玖伍文化城举办“铭记历史·情系前辈”主题形象
展，让市民朋友有机会近距离的感受历史印记、
倾听历史声音。此外，参观者还可以通过贝壳找
房 APP、小程序等一站式浏览全国九大线上博
物馆。

据了解，VR博物馆是贝壳找房2021年推出

的系列 VR栏目，旨在通过贝壳如视领先 VR数
字空间重构技术，将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与历史
记忆的众多博物馆以数字化方式呈现给参观者，
让大家更便捷的看到历史、听到历史。

贝壳找房作为“科技驱动的新居住服务商”，
致力于推进居住服务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进程，
通过聚合、培养、助力优质服务者，为三亿中国家
庭提供包括二手房、新房、租赁、装修等全方位的
高品质、高效率居住服务，实现“对消费者好、帮
助服务者对消费者好”的目标。

贝壳找房通过“云”看展，丰富了沈阳市民在
中秋小长假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搭建起学
习历史文化的平台，让市民足不出户获得便捷高
效的“云”览文化体验。

贝壳找房VR博物馆
即将登陆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