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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桑园旧桑园 运河岸边那些老街运河岸边那些老街
孙志强

纵横交错的老街旧巷、古老的
漕运码头，蕴含着吴桥的历史文
化，也记录着城市的变迁。吴桥县
城所在地桑园镇，过去有许多老
街，承载着不知多少吴桥人的情感
和记忆。

旧城街巷烟火浓

锅店街，东起南门里大街，经
老皮革厂北大门，西至运河岸。
1912年，津浦铁路建成通车后，泊
镇附近会翻砂铸造工艺的交河人王
树申、王树公和陈某，与老乡联
系后来到桑园南街，三家共同出
资，在孙家坟西侧，买了百亩空
地，盖起厂房。东西两头铸造，中
间姓陈的垒起土窑烧盘、碗。因土
质不行，烧不出高质量的产品，就
改从外地进货，批发零售。因此，
这里一度叫碗店街。

王树申在街西头道南，太平街
出口处，铸铁锅和小铁件；向东
100多米，有条南北向的小街穿过
锅店街，交叉口西南角，王树公在
此专铸铁锅和犁铧。两家都干得红
红火火，蔚成规模。因此，人们统
称这条街为锅店街。

小集街，东起南场院，经原草
编厂，西至顺河街。

桑园自古赶大集的时间是逢五
排十，但有时，中间还加个小集，
就是二和七，就在这条街上赶，故
称小集街。这条街卖水果的多，平
时比较繁华，街上“千义公”糕
点、“东发河”水果糖、“福庆成”
洋布、“进峰”酱园的酱菜都很出

名。还有两家章丘人办的私营药
铺，经营中药，后又有人新建西药
铺。

当铺街，在县武装部。曾经，
大财主吴家在这里有一家当铺，往
东到原县公安局这 200 来米长的
街，叫当铺街。北面，有北极庙，
供奉着二郎神、雷公电母。庙前有
一尊石狮，都称其为“九头狮”。
传说原来这里是运河东岸，河里的
船只在此停靠，习惯把绳拴在狮
脖。久了，狮脖也变细了。

运河冲出一条街

太平街，南起锅店街西头，北
至当铺街。凡打仗斗殴者，乞丐、
拉破头的都要躲避，不许到此。百
姓们在这见面，互相祝福，讲好
话、说良言。

顺河街，南起小集街，北至当
铺街，在太平街西侧 50米。这里
紧靠运河码头，各类船舶聚集于
此，船工们上岸来歇息，吃饭、购
物。南头有卢其州开的“福兴诚”
杂货铺，规模较大，生意兴隆。为
防不测，店里备有手枪。传说卢其
州的奶奶枪法准，会持双枪开火。
有一天深夜，土匪来抢劫，她用双
枪打退了土匪，吓得再不敢来袭
扰。此事传为佳话。

菜市街，南起运河岸，北至当
铺街西（鞭炮市）。有人问，前边
的顺河街就是沿河边的街，怎么又
出来一个菜市街？对，顺河街早就
有，菜市街是后来才有的。

当铺街西向南走 200多米，往

东南方向拐弯处，当年是山药市，
也叫南炮台。山药市有“斗行”，
字号叫“鸿雨顺”，收了粮食后，
装船运走。它的后身便是粮食市。
这里往北、往西全是后来运河西
移、拓宽出来的一块宝地，东西有
五六十米宽。现在的河堤正是运河
的西岸。

当年，河水的冲击力比较大，
当河岸被水浸透后，就会有一大片
突然倾泻下来，“呼隆隆”声响特别
大，附近百米左右的人都能听得见。

运河东岸，车水马龙，人行不
断，上岸下岸，装船卸船，纤夫拉
纤，土实地硬，水冲困难。而河西
岸，可能土质松软，经不住水流不
断冲击，经常坍塌，才使得河道西
移。菜市街就是运河冲出来的一条
街，人们在这盖了民宅，开了多家
小吃部、日用杂货店，因为运河西
种菜的多，过了河就可以在这条街
上卖，逐渐形成了菜市街。

储盐售盐一条龙

川店街，西起运河岸，东至估
衣市街，长约 200米。这是一条古
老的街，地势西高东低、东宽西
窄，人称“龙街”。东头左右各有
一水湾，像龙眼，往西，两侧有不
少胡同，像龙爪，龙尾则在运河。

百姓们都说这条街是富人街，
居住的能人、富人多。南侧是孙家
开了几百年的洗澡堂子，1985年底
才停业。现在成了西街小广场。

估衣市街，南起当铺街（旧回
民饭店），北至光明街，长百米。

是上世纪 60年代从运河东 30米原
估衣市街迁过来的。每逢大集，街
上满是估衣，衣、帽、鞋、靴，花
样多种，应有尽有，价格便宜。

盐店街，南起南双合，经北双
合，到扬水站 （现在的机磨房道
南）。北双合北，离第七南桥 200
米，岸边有个摆渡口，是北双合家
建的，俗称北渡口，经常有船停泊
卸盐。岸下 50 米，有条南北街。
在这，官府建有储盐的大盐仓，并
开有几家批发、零售盐的商店。那
时叫“官盐”，管控严格。官府在
运河设立盐卡，称“柘园巡卡”。
盐店的位置正好在南双合、北双合
的门前。

正因这条街，储盐、售盐形成
一条龙，故称盐店街。

沿河街，南起当铺街 （鞭炮
市），北至南双合西的张家坝（北
炮台），从运河堤到东边 50米的胡
同，统称沿河街，也叫干粉市街。
逢集日，粉条、粉皮摆满半条街。

东边的胡同是正式的沿河
街，是太平街与顺河街的中心
点，这里是原来的估衣市。当
时，穷人多，没新衣穿，有的就
前来买旧衣服。天津的一些估衣
贩子常来卖货，吆喝声声，满口
津腔，现在居住在这里七八十岁
的老人仍记忆忧新。这个估衣
市，后来挪到往东 200米外的回民
饭店街口。两处中间只有一条南
北相通、还是拐弯的短胡同。胡
同内原有一块明朝永乐年间的碑
碣，上面刻着“山东济南府德州
卫柘园镇第九屯”，见证着历史。

他出身行伍，为了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血洒鲁南；他组织抗日武装，
是冀鲁边根据地早期部队的创建者和
领导人之一，历任华北民众抗日救国
军第二大队大队长、鲁南肥城军分区
司令员兼七团团长等职；他驰骋疆
场，战功赫赫，为开创沂蒙山抗日根
据地呕心沥血，深受鲁南人民的爱
戴。他，就是盐山籍抗日英烈李子英。

鬲河两岸举义帜

李子英，字万杰，盐山县旧县镇
（现千童镇）东街村人。1898年出生于
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读过两年私
塾。1925年，他投奔冯玉祥部，先后
任班长、连文书。1930年，冯玉祥、
阎锡山讨伐蒋介石失败后，他随冯玉
祥至泰安，出任济宁湖田局副局长。
1935 年调任天津市警察局督察。同
年，李子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毅然
辞职，返回盐山县旧县组织抗日武
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民众
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
军”在旧县镇成立，李子英出任救国
军第二大队大队长。

当时，他积极宣传抗战思想，
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筹集枪支、募
捐资金，不断充实救国军队。9月中
旬，中共宁津县委组织 100余人加入
救国军，10 月，中共无棣县委组织
的 190人的武装到达旧县，其他各地
组 建 的 抗 日 武 装 也 纷 纷 向 旧 县 集
中，与救国军汇合。至此，华北民
众抗日救国军由开始时的几十人发
展到了 1500 多人，成为共产党在津
南、鲁北领导的最大的一支抗日武
装。

为了加强对救国军的领导，党组
织将救国军的建制改为团，李子英任
二团团长。12月，救国军接受了“国
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
队”的番号，他任第二路指挥。1938
年 1月，他带领第二路军参加了攻克、
保卫盐山县城的战斗。2月，他率部随
三十一支队撤出盐山县城后，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直捣无棣城，一路攻东
门，三路攻西门，特务团攻北门，他
带领二路攻南门，很快收复了无棣
城，缴获长短枪 500余支，弹药若干。
接着，他率部又相继攻克了乐陵城，
南皮县的董村、马村、王木匠村3个据
点及庆云县城。

开辟冀鲁边 转战沂蒙山

1938年 9月，萧华率“挺纵”抵
达乐陵，对边区部队进行整编，李子
英任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第六支队七
团团长。11月，杨靖远牺牲后，为了
消灭孙仲文的反动民团武装，给杨靖
远等人报仇，李子英和六支队政委周
贯五等主动请缨，攻打大赵村。寒冬
腊月，北风呼啸，队伍在黑暗中摸索
前进。三路人马将大赵村团团围住，
一起向孙仲文部发起强攻。经过一个
多小时的激战，孙部民团被全部打
垮，孙仲文负伤被俘，在押回途中毙
命。

1939年1月，李子英任团长的冀鲁
边七团一部在盐山韩集伏击了日军一
个中队，包括中队长在内的200多名日
伪被消灭。这次战斗被称为“平原游
击战的光辉战例”，是八路军在平原地
区开展游击战争具有开创性的一次战
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
气焰。

当时，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以
军委会名义播报了这场战斗的情况。

1939年 2月，李子英奉命挺进鲁
南。5月，他率部参加了保卫八路军一
一五师师部转移的陆房突围战。之
后，继续南下，到沂蒙山一带开辟鲁
南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此时沂蒙山地区的人民，深受封
建军阀压迫，山东最大的土匪刘桂堂

盘踞多年，欺压百姓。八路军到达沂
蒙山地区后，当地匪徒不让老百姓和
八路军来往，战士们吃的是发酸的煎
饼，睡在露天。眼看着战士们消极情
绪泛滥，李子英一边做思想工作，稳
定战士情绪，一边积极宣传抗日思想。

百姓们看着八路军部队英勇打击
日寇，心里很不是滋味，冒着危险，
给部队送来了一车一车的馒头。

七团在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的同
时，注重加强地方党组织建设，建立
抗日政府、组建地方武装，得到了当
地百姓的拥护。这也为日后沂蒙精神
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1939年5月，李子英率部进驻平邑
县马家峪村，并且收复了鲁南重镇仲
村镇。6月 6日，又击退了平邑、泗水
据点前来进犯马家峪的日伪军 500余
人。第二天，日伪军前来增援，共
1000余人向马家峪进犯，再次被击退。

9月，李子英会同宁津六团、泰山
支队等主力部队，开辟了“抱犊崮”
山区抗日根据地。

百姓为他写挽联

1940年，李子英任鲁南肥城军分
区司令员兼七团团长。烽火硝烟中，
他率领七团和当地武装与日伪军进行
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日寇一次
次的扫荡与封锁，参与血战黑山、“三
打洼里村”、“摩天岭痛歼刘桂堂”
等，战功赫赫，名扬鲁南。

1942年8月，日伪军集中兵力对鲁
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在栏马庄反
击刘桂堂匪兵和“红枪会”的战斗
中，李子英身负重伤，加上肺结核复
发，不得不离开部队，转移治疗。一
个多月后，医治无效而牺牲，终年 44
岁。

李子英牺牲后，肥城县当地的一
户人家拿出为家中老人准备的木棺，
成殓他的遗体，暂时安葬在北昌村东
唐鸿林家的墓地里。有感于他的事
迹，一位老秀才为他撰写挽联：“惜大
业未成悲呼将星陨地，叹寸心操碎遂
尔英魂归天”，悼念这位抗日名将。当
地县委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后来，费北县贯庄烈士陵园修建
竣工，费北县委、县政府命费北县独
立营将他的灵柩从北昌村起出，重新
安葬在了贯庄烈士陵园。抗日战争胜
利后，李子英的亲属将其灵柩归葬故
里。

蒙山失色悼名将，鬲水呜咽唤英
魂。诞生于冀鲁边、战斗在沂蒙山的
七团，在李子英牺牲后与八路军686团
合并转战山东战场，解放战争时期，
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广西战
役等，征战大半个中国，为新中国的
成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建国后，该
部参加了抗美援朝。经过千锤百炼的
冀鲁边七团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万
岁军”38军112师334团一部，这是一
支英雄的部队。

2015年，李子英被民政部评为全
国第二批 600名著名抗日英烈人物之
一。

冬日的署西街，人来人往，乘
坐着 89 岁老人李广安的电三轮，
我们开始走街串巷，寻访挖掘冯居
泰的故事。

创建沧州第一家民办医院——
逸东医院的冯居泰，为何人？有着
怎样的人生经历？带着诸多问题，
我们寻访了几位知情人。

从勤杂工到副院长

于龙华，一位博施医院的研究
者。他曾翻阅过大量资料，其中
《沧州市卫生志》记载了关于冯居
泰和逸东医院的历史。

冯居泰字逸东，沧县李天木北
阁庄人，出身贫寒。少年时为谋生
计，经伯父推荐，到天津马大夫医
院做勤杂工。因工作认真、勤学好
问，受到院方重视，后被破格提升
为实习生。在这期间，冯居泰废寝
忘食、虚心求教、刻苦自修，逐渐
掌握了英文、拉丁文及医学基础和
外科等技术，受到院方的赏识。

1900 年，义和团运动波及天
津，冯居泰被迫回家，继续自
修。之后，因患吐血症到博施医
院求治。愈后，院长潘尔济得知
他的经历和医学经验，挽留他在
博施医院工作。从此，冯居泰在
博施医院从事临床工作数年，外
科技术日臻纯熟，后被提升为博
施医院副院长。

冯居泰工作一丝不苟，俭朴勤
勉，钻研技术，矢志不移。他相继
拓宽外科、眼科、妇科、牙科等手
术范围。每逢手术，必亲临现场操
刀，并督嘱身边工作人员，严格执

行消毒、无菌操作。因其病人较
多，冯居泰经常连续手术，有时从
早晨进入手术室，至日落才工作完
毕。由于劳累过度，数次昏倒，院
方同事及病人都深为叹服。

除医疗工作外，他还参与其他
社会活动，每逢疫病流行，必定亲
率医务人员前去救治。

创建沧州首家民办医院

为缓解医院资金困难，冯居泰
多次向城里富豪募捐，其中一次就
从一家当铺募到白银百两。直皖大
战期间，他随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
会医疗队赴前线救护伤员，战后获
得嘉禾奖章一枚。

军阀混战时期，冯居泰曾任沧
县红十字会医务总监，主管战时伤
员抢救治疗。

1920年，华北大旱，当局号召
中外人士捐资放粮，并从东北购进
一批大豆、高粱，救济灾民。冯居
泰当时负责献县放粮工作。他看到
一些村、乡长营私舞弊、贪污盗
窃，深恶痛绝，依法惩治了一些贪
官污吏，使放粮工作顺利进行。

为解除病人疾苦，他建议并负
责筹建了盐山县城的道生医院、献
县博施医院分院，并经常往返其间
巡诊和督导。

1922年，冯居泰辞去博施医院
副院长的职务，在大运河畔西侧
（现解放桥西北处）菜市口村，创
建了沧州第一家民办医院——逸东
医院，自任院长。

建院初始，冯居泰因陋就简，
由一个诊所逐渐扩展为病房数间、
床位 20张。他为办医院卖掉了部
分家产和田地，购置了一批医疗器
械，先后开展了外科一般肿瘤切
除、白内障剥离、扁桃体摘除、拔
牙、妇科难产，以及急诊抢救、戒
除烟瘾和每年春季施种牛豆等。

冯居泰呕心沥血，苦心经营，
医院规模、声望人皆仰慕。南皮、
东光、交河、献县、河间等地患
者，慕名投医者络绎不绝。同时，
他还培养了 7名助手，传授西医之
术。

医院毁于日军轰炸

89岁的李广安老人是一位老市
民，他能清楚地说出逸东医院的位
置。老人热情地骑着他的电三轮带
着我们一路寻找。

李广安说，逸东医院就在现在
的清风楼和沧州电视台之间。他记
忆中，那是一幢面积很大的四合
院，是冯大夫自己所买的房产，一
家人也在医院居住。他回忆说，冯
大夫高大魁梧，说话温和安详。他
的妻子也特别热情，弟弟是个军
人，一家人非常和睦。

77岁的李淑芬是菜市口村人，
也记得这家医院。她说，应该有不
少老市民都记得运河桥边这家医
院。当年非常有名，里面的冯大夫
医术很高，是个大善人，只是她没
去里面看过病。

在解放路北，清风楼附近一个
安静的小巷里，我们见到了95岁的
孙玉堂老人。他是北大院村的老
支书，说话有些模糊不清，但从只
言片语中可得知，冯居泰又名冯善

龙，是远近闻名的善良大夫，人们
找他看小病，从来不要钱。有一
次，一个叫孙玉祥的村民去地里打
草，手被镰刀割伤，找到冯大夫。
冯大夫免费给他消毒、包扎、上药。

这都是 1937年以前的事。据
记载，“七七事变”后，日军飞机
轰炸沧州，逸东医院亦未能幸免，
房屋倒塌，一时难以开业应诊。

孙玉堂还记得，1943年，八路
军游击队小队长任小孟负伤引起败
血症，菜市口村长赵子海将冯居泰
接来医治。但任小孟还是因病情严
重，抢救无效身亡，冯大夫为此非
常惋惜。事后，特务获知，与日军
一起来到逸东医院，抢走了全部医
疗器械和药品，并将冯居泰抓走。
后来，冯居泰家人托人花了 500大
洋才将他保释出狱。经此打击，逸
东医院从此一蹶不振。

1944年，冯居泰无故遭到日本
士兵殴打致精神失常，于 1945年
含恨谢世。

关于冯居泰的故事还待进一步
挖掘，欢迎知情人士提供线索，为
丰富沧州的医疗卫生史共同努力。

本报讯（记者周洋） 12月 14日是
“宁都起义”90周年纪念日，近日，江
西省各界在宁都县举行了纪念活动，共
同致敬缅怀沧州籍起义将领赵博生、季
振同等革命先辈。

1931年12月中旬，国民党军第二十
六路军在“围剿”中央苏区时，不愿再同
胞相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毅然在
江西省宁都县举行起义。起义后，部队改
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
季振同任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
四军军长。这次起义被称为是“中国苏维
埃革命中一个最伟大的士兵暴动……是革

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光荣的一页。”
12月 13日至 14日，江西省在宁都

县举行了纪念宁都起义胜利暨红五军团
成立 90周年座谈会。包括先烈先辈后
裔等各界嘉宾和当地老区干部群众代表
一起，共同回顾那段风雷激荡的岁月，
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与会人
员还一起瞻仰了赵博生烈士陵园并献花
篮。据了解，1933年 1月 8日，赵博生
在黄狮渡战役中牺牲。赵博生烈士墓建
于 1933年 1月，经多次重修保留至今。
目前，赵博生烈士陵园已成为当地人民
祭扫及缅怀先烈的圣地。

江西各界江西各界缅怀赵博生缅怀赵博生、、季振同季振同

红框处为原逸东医院所在地红框处为原逸东医院所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