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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吴桥运河秋韵赏吴桥运河秋韵
木月水 高 远

运河人家
YUNHE RENJIA

霜降碧天静，秋事促西风。秋天
的美是成熟的，它不像春那么羞涩、
夏那么袒露、冬那么内向。抓住秋天
这最后一个节气，我邀约几位同事，
开启了吴桥运河行。

自 2018 年 5 月第一次行走大运
河，我就被她深深吸引了，每年都要
再走上一段，到去年已经走了 5次，
完成了从青县到东光 180余公里的运
河行。大运河吴桥段，是我用脚步探
寻这条沧州母亲河的最后一段，一直
满心期待，却又总舍不得画上这个句
号，因此倍加珍惜。

一

2023 年 10 月 24 日清晨 6 点，我
和同事来到东光连镇与吴桥梁集镇交
界处的运河东堤，开启行走大运河吴
桥段的行动。吴桥是大运河由南到北
进入河北的第一县，大运河沧州段的

“南入口”。大运河在吴桥境内总长
34.8公里，由南向北流经宋门乡、桑
园镇、安陵镇、梁集镇 4个乡镇 28个
村，具有典型的“九曲十八弯”的龙
形走势，至今仍完整地保留着历史古
韵和原生态特色。清代诗人黄景仁曾
经写有《吴桥》一诗，极言吴桥运河
曲折之多：“一川百折似蛇枉，越舸
吴艑日来往。轻帆片片白云飞，小市
嘈嘈语声响。”从德州到吴桥，运河
水面的落差将近 5米，正所谓“三弯
顶一闸”，这些蜿蜒曲流的河道，大
大减缓水流速度、减少河堤受力，有
效避免了溃堤决口的发生。弯道多，
所以河堤外的河滩就留得宽广，成为
吴桥人民播文育武、铺翠点金的沃
土。

此时的天空晴朗朦胧，太阳还没
从地平线上露头，15°C的气温有些冷
凉，无风清冷的天气，让我们精神抖
擞地迅速进入状态。快速行走在河堤
之上，右手蜿蜒曲折的运河之上氤氲
着水汽，左手平坦开阔的土地上飘散
着地气，远处村庄里偶尔传来鸡鸣犬
吠，近处灌木丛中不时惊出几只野
鸡，一眼望不到头的河堤两旁，笔直
耸立着两排国槐，好似等待受阅的卫
兵在向我们行注目礼，也像热情好客
的向导一边为我们指引前行方向，一
边向我们诉说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故
事。我们就这样闯入了一幅优美的乡
村田园画卷。

天虽未亮，但晨练的人们已经活
跃起来。伴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改
善，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变得丰富起
来，大家健身意识强了，可自由支配
的活动时间多了，河堤之上骑单车
的、健步走的、甩鞭子的比比皆是。
不论熟悉陌生，人们擦肩而过都会招
呼一声，相互问候鼓励、打气加油，
我们也融入其中，谈笑着、招呼着、
眺望着、行进着……

6点 40分，红彤彤的太阳终于露
出真容，清晨的微风吹来泥土的芬
芳，带起了运河水阵阵涟漪，摇曳了
堤岸两旁的绿植。唐代杜荀鹤《溪岸
秋思》有诗恰如此情此景：“秋风忽起
溪滩白，零落岸边芦荻花。”秋天是丰
收的季节，也是播种的季节。早就听
闻吴桥流转了河滩耕地7000多亩和堤
外500米内耕地近2万亩，实施大运河
沿岸农业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项目，
建成万亩红高粱油菜花轮作示范基
地，在实施科学化、标准化、规范
化、规模化种植的同时，兼顾大运河
沿线景观效果，打造了“一片火红迎
客来”的文旅品牌。可惜我们晚来了
几天，那红遍田间地头、火爆朋友圈
的万亩红高粱已经收割完毕、颗粒归
仓。迎接我们的是机械轰鸣、冬麦播
种的农忙景象，俗话说“白露早、寒
露迟，秋分麦子正当时”，但随着麦种
改良和种植技术的进步，原先播种的

“秋分麦”已逐渐变成了“霜降麦”，
广袤的河滩地上有着整齐划一的机械
耕种纹理，像是华北平原上任何一块
田野，却又比任何一块田都更纯净，
向我们展示着另一番诗情画意，平添
了些许旷远的情怀。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的长
河奔腾不息。我们“急行军”经过了
梁集镇的胡家圈村、丁家门楼村，安
陵镇的口上王村，沿着弯弯曲曲的大
运河一路向南。河堤之上遇到一位老
者正在晨练，老人家穿戴整洁、面色
红润、精神矍铄，见我们徒步走来，
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攀谈之下得
知，老人名叫莫志华，是莫家场村地
地道道的农民。老人告诉我们，现在
生活条件好了，自家的地都已经流转
出去，平日里锻炼身体、侍弄菜园、
研习书法，自由自在。运河潺潺，成
就了两岸人民这隐士般的恬淡生活，
让我们不由艳羡。告别了老人，我们

来到了莫家场村。
“运河历史在这里沉淀，革命星火

在这里点燃”，映入眼帘的红色标语把
我们深深吸引。我们决定入村一探究
竟，顺便找点吃的来抚慰早已唱空城
计的肚子。原来、这里是吴桥县首位
共产党员、吴桥县第一个党支部书记
莫子镇的老家。在村支部书记的热情
引领下，我们参观了莫子镇生平事迹
陈列馆、莫子镇故居。莫子镇，原名
莫子珪，字子镇，1901年生于吴桥县
莫家场村一个地主家庭。1920年，莫
子镇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加入了
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区委党的组织，在
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的新中
国革命青年社天津分社从事党的活
动。同年，莫子镇被捕，被救出狱后
被派往日本留学。1925年 4月，莫子
镇回国，受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
派遣回乡，在农村秘密进行党的活
动，发展党的组织。1926年 9月，中
共党员刘格平到莫家场检查指导党的
工作，批准在莫家场秘密建立吴桥县
第一个党支部，莫子镇任支部书记，
支部有 3人，隶属中共天津地方执行
委员会。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莫
子镇在村里开办合作社，领导全县爱
国师生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组
建“抗战后援委员会”，将各村民团
500余名编组为“守望队”，并取得吴
桥保卫战的胜利。1938年秋天，莫子
镇在南下安徽途中被日军杀害，时年
37岁。

在民族危亡时刻，莫子镇毅然决
然放弃富足优渥的生活，无私无畏地
投入到救国救民的革命洪流中，用短
暂的生命，谱写了一曲英雄的壮歌，
让我们深切感受到莫子镇革命历程的
深远和战斗青春的辉煌，更加感受到
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
大。他永远是吴桥人民的骄傲与自
豪，是共产党员学习的楷模与榜样。
为了传承红色基因，莫家场村充分挖
掘莫子镇的英雄事迹，陆续打造了党
史文化长廊、红色经典研学基地、星
火驿站、党建文化广场、莫子镇纪念
馆等阵地，现已成为吴桥县有名的红
色教育基地。

离开莫子镇故居，走向村道路
时，我们被胡同中各家大门上张贴的
对联所吸引。这些对联全部是柳体手
书，字迹笔走龙蛇、苍劲有力，一看
就是出自同一人之手。正当我们慨叹
这应该是位热心肠的书法家、为邻里
书写了这么多春联时，迎面又碰上了
莫志华老人。原来老人就住在这个胡
同，再次相遇缘分不浅。闲聊几句更
是惊讶得知，这些春联是出自他手，
敬佩之余我们应邀到老人家中参观。
简朴的小院里整齐地种满了白菜、小
葱、豆角、黄瓜，菜畦一角还种有鲜
花，走进屋内更是让我们感叹不已，
干净整洁的三间房屋墨香四溢，墙上
挂满了老人得意的作品，详聊之下才
知道老人竟然已经 88岁高龄，古称

“米寿”，临别之际我与老人家相约
“茶寿”（108岁）再相见。

二

填饱了肚子，接受了教育，干劲
倍增，不多时便沿河堤走到了范庄
村。同伴跟我说，这可能是明朝“不
二尚书”范景文的老家。范景文是万
历年间的进士，历任兵部侍郎、工部
尚书、内阁大学士等职。他为官清正
廉明，从不以权谋私，为表自己的清
廉之心并杜绝亲朋好友的请托，特在
衙门堂鼓边放置一块牌子，上书“不
受嘱，不受馈”六个大字，以明心
志。老百姓交口称赞，尊称他“二不
公”“二不尚书”。同僚为他撰成一
联，上联是“不受嘱，不受馈，心底
无私可放手”，下联是“勤为国，勤
为民，衙前有鼓便知情”。当我们找
当地人求证时，才知道闹了个大乌
龙，“不二公”乃吴桥铁城镇生人，
而范庄村名的由来，是因以前有一户
范姓人家在这里给大地主看地，久而
久之开枝散叶成了村庄，便名范庄。
虽说闹了个笑话，却也让我们知晓了
范景文这样一位讲品行、保气节的仁
人志士。

太阳逐渐升高，天气也暖和起
来，河面上不知何时出现了 3只野鸭
嬉戏觅食。自去年大运河全线通水以
来，生态环境日益好转，大运河再现
勃勃生机。循着曲折的运河继续前
行，河道里出现了一处壮观建筑，那
就是安陵枢纽节制闸，“弱则蓄使壮，
盛以减其驶”，粉刷一新的高高节制闸
屹立在主河道上，光彩耀眼，它可是
吴桥县域重要的水利设施了。

大运河南北横跨东部大地，沟通
五大水系，穿越复杂的地理环境，以

其世所罕见的时间与空间尺度，证明
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决心与勇气，是
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水利工程的杰
作。大运河所利用的减河、引河、
闸、坝、弯、枢纽等水利工程建筑设
施，是在农业文明技术体系之下人类
非凡创造力的杰出例证。

安陵闸位于安陵北 3公里的赵家
茶棚村西南运河上，由蓄水闸、船
闸、公路桥组成，属中型建筑物。该
闸共 6孔，闸门系钢平板翻转门，设
计过闸流量为 300立方米每秒，蓄水
能力为 940万立方米。蓄水闸设有公
路桥，宽 4.5米、长 72米。蓄水闸左
侧建有船闸，设计标准 100 吨级拖
船，不承担行洪任务。船闸构造和葛
洲坝相似，由上下游引航道、上下闸
首和闸室组成，现已丧失通航能力。
自1973年10月投入使用以来，安陵闸
担负着泄洪、输水、蓄水、灌溉等方
面的综合作用，为吴桥县农田抗旱灌
溉和生态补水提供了有力保障。

我们加紧脚步，快速走近安陵
闸，近距离感受它身上传承着的大国
工匠精神和水利智慧。站在闸桥中
间，环顾河道两边，上游，碧波荡
漾、深不可测；下游，浅水微澜、鱼
影忽现，真可谓一闸相隔两重天。虽
然经历了50年的风霜雨雪，安陵闸依
然稳定地发挥着蓄水调节的作用，只
不过时代的烙印又为这远近闻名的水
利设施增添了厚重的历史文化色彩。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每当开闸放水，
这里都会出现鱼跃龙门的壮丽景观，
引得我们无限遐想。

水闸东侧10余米还有一处中国传
统的农家院落建筑，那便是安陵闸
所。正门十余级台阶，拾级而上，闸
所全貌尽在眼中，院中央矗立着高约
4米的大禹石雕，雕像坐北朝南，凝
望运河、栩栩如生，仿佛在时刻提醒
着人们，水利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千百年来，大运河滋养两岸城市
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
幸福河，保护大运河，就是保护流动
的文化史诗、保护璀璨的文化瑰宝。
近年来，吴桥致力于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综合运河沿线历史资源、人文典
故，打造“一线九驿站”，串起了冀鲁
风情、摆渡慈航、良店水驿、御河扬
帆、戍漕军屯、安陵古郡、赵家茶
棚、莫场星火、禅林殊缘等吴桥“运
河故事”，让新时代的运河交响，传唱
东方活力，续写新的传奇。

三

悠悠运河水，缓缓流淌，我们满
怀期待地一路向南，继续探寻运河边
的历史遗迹与文化故事，不多时便寻
到一个“妙处”。只见河堤上设有一草
棚，棚内摆着两个铜人，一个手抚胡
须、正襟危坐，另一个双手作揖、恭
敬跪拜，旁边的铜牌上记录着这里曾
经发生的故事。相传王家瓜村西运河
有王家码头，往东有一条大路，路旁
开有一茶馆，房前搭有凉棚，由赵氏
经营。当年乾隆皇帝南下船行至此，
乔装上岸饮茶，并与赵氏老农攀谈起
来，老农遂热情招待。乾隆皇帝称
赞：“好水！好茶！”问：“店主姓
氏？”答：“姓赵。”乾隆道：“那，朕
就赐名‘赵家茶棚’好了。”乾隆皇帝
失口暴露真实身份，老农赶紧叩头谢
恩。从此，王家瓜村就改叫赵家茶棚
村。现如今这个村成为热爱运河人士
的必访之地，吴桥县对村里 700多亩
土地进行了流转，加上附近村庄的部
分土地，打造了千亩牡丹园。每年的
四五月间，这里牡丹盛开，娇艳欲
滴，姹紫嫣红，成为运河沿岸一道美
丽的风景。游客慕名而来，花海中穿
梭，赏花拍照，尽情享受美景，很是
惬意。

再往南走，就是安陵镇政府驻地
安陵村了。运河岸边的安陵，历史悠
久，有安陵古郡之美誉。《吴桥县志》
（1991年版）记载：“西汉景帝中元三
年（公元前 147），置安县。故址在今
安陵。东汉废。晋泰始元年 （公元
265），置安县于故址，后更名为东安
陵县。北朝又更名为安陵县。”在吴桥
有这样一句谚语：“五十年吴桥看桑
园；八百年吴桥看铁城(城关)；两千
年吴桥看安陵。”《北吴歌》云：“旧治
安陵自汉出，水环城外验非虚。吴桥
县自吴川置，始信九河经禹疏。”自西
汉以来的历史变迁中，它设过省、置
过县、为镇至今。按照当地村民的说
法，在安陵想要找点没有砖头瓦片的
净土和泥都很难。村民取土时经常能
挖出锅台、墙基、器物残片等遗迹，
挖地窖时，还曾在地下三四米处挖出
多层由残碎砖瓦组成的文化层，可见
安陵久远的兴盛繁荣。

四

一路抚今追昔，一路感慨万千。
“到五季公园了！”同伴的呼喊让我们
精神一振。放眼望去，蜿蜒曲折的大
运河在前面不远处突然大转弯，与河
滩形成了如耳朵般的轮廓，五季公园
就建在了“耳廓”上。行程已过半，
我们放缓“行军”速度，步入五季公
园，置身河滩地几千亩的玫瑰树、九
月药菊、金银花树之中，虽然玫瑰
花、金银花都已谢了，但余香犹存，
淡淡的香气弥漫在运河堤内，沁人心
脾，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花团锦簇最怡情，碧毯铺就富农
路。吴桥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为重
要抓手，加强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的同
时，大力发展农旅产业和特色农业项
目，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农
民就业增收，绘就了一幅多彩的农业
种植观光风景画。站在运河边上，可
以看到不同种类的树木和花草依运河
走势形成五季风光：春季云上田园、
夏季香草岛、秋季蝶花谷、冬季酒湾
和第五季秀园。每季皆有不同风情，
两季有果、三季有花、四季有绿、五
季有景。与此同时，还形成了集种
植、观赏、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
链条，实现了农文旅一条龙，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双丰收。目前，这里已成
为全市县级层面第一个省级水利风景
区，游客在此可欣赏田园风光、体验
生态采摘、品尝地方美食、夜宿乡村
民居，走进记忆中的乡愁。

出了花海，便进入了桑园镇。《吴
桥县志》（1991年版） 记载：明洪武
二十六年 （公元 1393），诏天下州邑
卫所植桑枣，是时桑园镇一带桑柘丛
生，故名桑柘镇，后又有柘园镇、柘
镇、桑儿园，交替使用；光绪三十四
年（公元 1908）建津浦路，取名桑园
站，故改名桑园镇沿用至今。桑园镇
原属山东德州，是当时德州七大古镇
中最为发达的一个，20世纪50年代划
归河北，成为吴桥县城所在地。

实际上，桑园一名的由来与其很
早就有植桑种棉的优良传统密不可
分。在《北吴歌》中有诗：“此间十亩
果闲闲，不种桑麻种木棉。乍认牡丹
真失笑，总因人唤作花田。”秦汉至盛
唐蚕桑业相当兴盛，丝织品十分精
美，其生产重心始终在黄河流域，此
时期隶属于山东的桑园镇是全国最发
达的植桑养蚕地区之一。靖康元年
（公元1126年），金人攻宋，索绢1000
万匹，因嫌浙绢轻疏，一定要产自桑
园的“北绢”，其珍贵价值可见一斑。
只不过是随着后来的战争破坏，以及
朝廷的避乱南迁，桑蚕丝绸业才在江
南发展起来。桑蚕业式微后，明洪武
时诏“令益种棉花，率免其税”，桑园
一带的棉花种植又从南方“引渡而
来”。在时称“御河”的运河水滋养
下，这一带的棉花绒长、质柔、籽
香，适于与羊毛混纺，享有很高的声
誉，又称“御河棉”。常年、科学、大
面积的种植，使吴桥成为中国优质棉
基地县和出口棉基地县，“银吴桥”美
誉由此而来。

为了追回之前“赏花”耽误的时
间，我们开始了新一轮的冲刺。一路
经过第四屯、宋家院两个省级美丽乡
村，在“戍漕军屯”“吴桥码头”合影
留念后，快速向南推进，直到大第九
村的大运河民俗文化展馆再次吸引了
我们的目光，止住了我们的脚步。该
展馆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历史
文化遗产、坚定文化自信为宗旨，以

“传承文化、留住记忆、体验民俗、发
展旅游”为主题，打造了全省村级民
俗文化旅游的亮点工程。走进展馆，
一层为运河人家，展示了运河两岸祖
辈留下来的件件实物；二层为大运河
文化民间集珍馆和交流厅，摆放着吴
桥杂技艺人沿大运河走南闯北带回来

的珍宝；三层为青少年活动基地，为
中小学生提供运河文化研学平台。一
路观赏、一路感慨，这里传承传播了
运河传统文化，展览展示了运河沿岸
的乡土文化和民俗风情，让吴桥的运
河文化薪火相继、代代相传。

五

出了大运河民俗文化展馆，走上
河堤便可遥望云臻金陵杂技酒店。它
紧邻吴桥杂技大世界，整体建筑以隋
代风格为主，融汇吴桥杂技文化和运
河文化的精华，完美诠释大运河的源
远流长和灿烂文化，是吴桥重要的杂
技研究、交流和接待地，被称为大运
河畔的“香格里拉”。

杂技是中华民族一项古老的表演
艺术，在中华古典艺术中独树一帜，
其最明显的特点是古朴大方、道具简
单、技巧动作简明却突出难度。秦汉
时的“百戏”，隋唐时的“散乐”，杂
技都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唐宋后期为
区别于其他的歌舞、杂剧，才称为杂
技。在我国古文献中，很早就有关于
杂技文学的记载。秦二世在甘泉宫看
角抵戏的情形，已被记载在司马迁所
著《史记·李斯传》中。南朝·梁·任昉
《述异记》卷上记载：“﹝蚩尤氏﹞头
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
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
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
戏，盖其遗制也。”这描述的就是古杂
技的雏形。

吴桥杂技，来自于当地人们的生
活体验，是从生产、生活中提炼出来
的民俗艺术，在久远的传承过程中，
形成了独具中国民间特色风格的节目
内容和表现形式。民谣说“上至九十
九，下自才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
有一手”。杂技文化深深地影响着吴桥
的千家万户，是平常百姓家中不可缺
少的娱乐形式，造就了吴桥人民“不
掏本儿、不误事儿，自制几件家把什
儿。农闲走出庄稼地儿，走南闯北耍
把戏儿”的文化传承。

绕城而过的大运河，是杂技文化
天然的“传送带”。运河古道，岁月沧
桑，吴桥杂技艺人沿大运河走江湖、
闯南北，成为大运河文化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柴归垛，粮收仓，一家老小
离故乡，江湖道上交朋友，杂技魔术
震四方”，说的就是他们沿河四处跑码
头卖艺的经历。在吴桥杂技艺人中还
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小小铜锣圆悠
悠，响遍天下闯九州。南京收了南京
去，北京收了北京游。南北二京都不
收，运河两岸度春秋。没有麦子吃白
面，不种高粱喝辣酒。财主种有千顷
地，老子玩耍不侍候。黄金有价艺无

价，铜锣一响夸海口。别听艺人夸海
口，玩命受罪在前头。”这简短的“铜
锣词”，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艺人们的流
浪生活和豪放性格，体现了尚武好
义、百折不挠的吴桥杂技文化精神。

作为中国杂技艺术发祥地和世界
杂技的摇篮，在吴桥人民的不断传承
与创新下，吴桥杂技形成了主要由肢
体技巧、道具技巧、乔装仿生、驯
兽、马术、传统魔术、滑稽7大类486
个单项组成的传统节目，写就了“没
有吴桥人，不成杂技班”的神话。20
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出访西欧十
四国时，所到之处，华侨中无不有吴
桥杂技艺人，周总理欣喜赞叹道：“吴
桥真不愧是杂技之乡！”“杂技之乡”
因而得名，响遍神州。

接近正午时分，虽是深秋微凉，
我们却已走得汗流浃背，此次的吴桥
运河行也接近尾声。俗话说“行百里
者半九十”，考验体力和毅力的时候到
了，我们铆足了劲继续南行。粉刷一
新的民房错落有致地紧靠大运河，从
旁走过，飘来淡淡饭香，引得一行人
口舌生津。不由自主地聊起了吴桥的
美食：粗粮饹馇入口即化、贡品宫面
鲜香细滑、酒头老酒回味悠长、五香
扒鸡金红油亮……尤其说到吴桥宫
面，它还流传着一个故事。相传光武
帝刘秀起兵讨伐王莽匡复汉室，因起
初力量弱小反被王莽追杀，路经吴桥
西张庄村时，已是精疲力竭，不得已
藏进一家程姓面食加工作坊，躲过了
王莽大军的追杀。主人在为刘秀疗伤
过程中，用家做的手抻细丝空芯面佐
以滋补药材招待刘秀，使其很快伤愈
恢复。刘秀坐稳天下后，念念不忘久
吃不厌的细丝空芯抻面，于是吴桥抻
面走进了汉室宫廷，成了皇帝钦点的

“贡面”。末代皇帝的胞弟爱新觉罗·溥
杰曾写诗赞曰：“化旧为新夸妙腕，流
长源远继真传。昔日只借宫廷馔，今
喜全家乐寿筵。”在对吴桥美食的无限
畅想中，我们行至吴桥与德州市德城
区交界处，完成了吴桥运河行的最后

“攻坚”。
大运河沧州段全长 216公里，是

沧州的母亲河，也是沧州人的文化
源泉和记忆符号。悠悠千载运河水
滋养着两岸人民，留下了数不胜数
的历史遗存，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
化底蕴。我 6次分段丈量，终于全部
走完，切身感受了她的伟岸、温
暖、宽广、神奇……因河而生，因
河而兴，因河而美，在全市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沧州
人民正以自己的方式反哺着这条母
亲河，让她再次焕发青春，以崭新
的面貌继续向世人讲述多姿多彩、
原汁原味的中华故事。

吴桥第六屯村风情吴桥第六屯村风情 王少华王少华 摄摄

桑园镇河道桑园镇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