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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河下梢九河下梢””的的河流网络是怎样形成的河流网络是怎样形成的，，黑龙港河与沧州有哪些黑龙港河与沧州有哪些不解之缘……不解之缘……

沧州历史上曾有一条沧州历史上曾有一条沧州历史上曾有一条“““水上长城水上长城水上长城”””
本报记者 魏焕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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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庄，是南皮县最靠东的一个边
远村庄，东与盐山毗邻，南与山东乐
陵隔漳卫新河相望。有地不足 2千
亩，1000来人。自古是个文化村，
闻名遐迩，往哲时英，代不乏人。乾
隆年间，有父子二举人，郝子明与
《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同榜，在
纪家做教师长达20年。民国单声三
在家乡办学，创办马村三高，任南皮
县教育局长，举办县师范学校。

早期共产党员、津南农民自卫
军司令张隐韬，津南党组织的创建
人刘格平，中共沧州第一个党支部
书记郝树模、泊镇九师党支部书记
郝兰汀，或为郝庄人，或与郝庄有
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隐韬1902年生在南皮县唐家
务村一个贫困农家，父亲张安文在
他出生前扛活累死，母亲抱着张隐
韬到郝庄外祖家生活。张隐韬 10
岁，姥姥送他到本村郝梦山办的私
塾读书，1914年转入单声三开办的

小学，因家庭贫困，单不收他的学
费。1917 年，单声三又办起高小
班，张隐韬考入高小班，并于1920
年毕业，因无力升学，便到天津求
人谋到了一个铁路见习警察的差事。

共产党人于树德在天津办了一
所工人业余补习学校，还请来了天
津一中毕业的兰秀山当教员。兰秀
山，南皮张古风村人，曾在郝庄高
小教授数学、地理，是张隐韬的老
师。其实这里是天津早期共产党人
于树德、于方舟、韩麟符、刘清
扬、邓颖超等人的地下联络站。张
隐韬经常来这里看望老师兰秀山。
中共北京区委负责人罗章龙也经常
到这里工作，与张隐韬逐渐有了接
触，经过斗争考验，1922年初介绍
张隐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 9月，张隐韬在补习学
校介绍在这里学习的沧县进步学生
刘格平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随后张隐韬在党的领导下，在北方

广大地区组织工人运动、发展中共
党员。1924年，党组织介绍张隐韬
考入黄埔军官学校学习，张隐韬
1925年回津南组织创建津南农民自
卫军，1926年被反动军阀镇压，壮
烈牺牲，年仅24岁。

刘格平，津南地区党组织的创
建人，是现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堤东
村人。他和郝庄也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除了张隐韬是他的革命引路
人，还因为是郝庄人拯救了他。

郝庄有一个远近驰名的前清秀
才、大医郝和哉，刘格平的父亲刘
云镜与其交好。刘格平常随父亲来
郝庄，郝和哉膝下无子，见刘格平
聪明上进，颇有文韬武略，很是喜
欢，便收刘格平为义子。刘格平来
郝庄更频繁了，还结识了郝兰汀、
郝树模、单玉烛等热血青年。

1922年刘格平在天津经张隐韬
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后，1924年计划把父亲的民团教育

训练成革命武装，上课，跑操，训
练、讲共产主义。这触怒了驻扎在
沧县、泊镇的奉军，当时驻泊镇的
是旅长张宪，奉军将刘格平哥儿俩
抓捕到泊镇，刘格平的父亲四处托
人周旋，义父郝和哉、大律师单玉
烛找到张宪说情，并设法免除了刘
格平哥儿俩的死罪，最后救出刘格
平哥儿俩。不久，刘格平在津南各
县发展党的组织，成为津南地区党
组织的创建人。

晚年刘格平将这些写入《回忆
录》。原来郝庄人认为张隐韬是国
民党员、老军阀。1980年初，经刘
格平介绍，才知张隐韬是中共早期
党员。1985年刘格平捐资，为张隐
韬立碑于南皮烈士陵园。

郝庄人郝树模，与刘格平交往
甚密。1926年 9月，刘格平受中共
天津地委委派，到沧州发展党员，
创建党的组织。刘格平到直隶省立
沧县第二中学 （今沧州市第一中

学），发展老相识郝树模和曲作
民、王佩琪等进步学生加入中国共
产党，建立了沧州第一个中共党支
部——沧县二中党支部。郝树模任
党支部书记，并迅速开展活动。

郝庄人郝兰汀，早年读私塾，
曾以家屋为学，教授村童。后考入
省立泊头第九师范。1926年刘格平
到九师发展郝兰汀、傅炳瑞、姜春
田等进步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建
立沧州第二个中共党支部，郝兰汀
任党支部书记。九师党支部先后在
校内和校外码头工人中发展了50多
名党员，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

郝庄培养了早期中共党员张隐
韬、刘格平、郝树模、郝兰汀，他们
为津南党组织的创建作出不可磨灭的
贡献。郝庄的红色记忆流传至今。

近日，笔者在采访马合意、吕永
森、王立成等我市多位地方文史研
究者时，他们都不约而同提出，要
深化对地方历史文化根源的探索，
首要之举便是系统整理地方基础历
史文献。笔者对此深表认同。

文献的整理被视为文化传承和
历史保护的关键环节。汉代刘向编
纂 《战 国 策》、 唐 代 颜 师 古 注 解

《汉书》、献王刘德大规模搜集整理
图书……这些历史活动，不仅保存
了宝贵史料，也给予了后人解锁古
人智慧、打开精神世界的钥匙。

历史文献的系统发掘与整理同样
是史学研究的基石。2022年，苏州启
动了全国首例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在
发布的八大重点课题中，苏州地域文
明历史文献研究居于首位。同样作为
大运河沿线城市的沧州，也拥有丰富
的地方史志，如 《沧州志》《沧县
志》《河间府志》 等。这些地方志，
犹如一面面镜子，映照出沧州历史的
深厚底蕴，记录着一方土地上的风云
变幻。

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还包
括著名人物的著作、记述重大事件的
专书以及家谱等，也应进一步挖掘整
理。任丘文史学者马合意在系统校勘
明清两代任丘县志的同时，还精心整
理点校了任丘人李时和边连宝的专
著。这样的工作，有力地传承和丰富
了地方历史文化的内涵，为地方发展
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文献发掘
整理过程中，我们必须秉持“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的唯物主义原则。面
对那些陈旧且带有落后观念的文献，
该扬弃的就要扬弃，不能沉迷于故纸
堆中不知变通。历史的脚步从不停
歇，我们既要尊重历史的连续性，又
要积极面对活泼生动的新世界、新秩
序、新理念，要和食古不化的学术态
度坚决说“再见”。

近年来，伴随着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的热潮，无论是古迹背后的故
事，还是历史名人的事迹，抑或是
流淌在 《诗经》、武术、运河中的文
化血脉，我们均收获了研究成果，
但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文献整理分散
且碎片化、缺乏整体性和连贯性的
问题。应借助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激
起的探源风气，进一步强化基础文
献的系统发掘与整理，以保障后续
学术活动的权威性和精确性，希望
每个县都能建立起完善的当地历史
文献数据库。

系统地挖掘和整理地方文献，是
对历史的深情致敬，也是对未来的长
远布局，能够帮助我们真正把握住沧
州文化的精髓，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
的生命力，进而为沿海经济强市建设
提供无穷的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撑。

日前，由市群艺馆主办的 2024 年全
民艺术普及春季公益课汇报演出举行，
200多位学员参加汇演。

边志明 摄

沧州，这个坐落在“九河下
梢”的城市，境内河流纵横交错，
大小湖泊如繁星点点，雕琢出独一
无二的地貌，滋养了深厚的文明根
脉。如今正值汛期，这些河流的故
事再次唤起人们对大自然与日常生
活关系的思考。

黑龙港是宋辽时代“水上
长城”东端

黑龙港河是沧州人非常熟悉
的一条河流，对于沧州市图书馆
特 藏 部 主 任 吴 树 强 来 说 更 是 如
此，因为他的家就在离黑龙港河
不远的沧县杜林镇。他对黑龙港
河的记忆，满载着高耸的大桥、
陡峭的河堤、宽阔的水面、茂密
的芦苇以及捡拾的一枚枚洁白的
贝壳。每逢听到 《我的祖国》“一
条 大 河 波 浪 宽 ， 风 吹 稻 花 香 两
岸”的旋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
黑 龙 港 河 。 这 份 深 厚 的 乡 土 情
感，引领他不断探索包括黑龙港
河在内的诸多河流的历史。

吴树强对于黑龙港河历史的关
注点聚焦于宋代。他通过分析《宋
史·河渠志》《大清一统志》《续行水
金鉴》《河间府志》 等诸多史料文
献，勾勒出黑龙港河的概况：黑龙
港河有3个分支，没有源头，发生洪
水的时候河间和献县的一些洪水都
会集中到黑龙港河道，然后通过这
条河道流向静海方向，最终入海。
在这些珍贵史料中，他认为最值得
关注的是《宋史·河渠五·塘泺缘边
诸水》中的一条记载——

塘泺，缘边诸水所聚，因以限
辽。河北屯田司、缘边安抚司皆掌
之，而以河北转运使兼都大制置。
凡水之浅深，屯田司季申工部。其
水东起沧州界，拒海岸黑龙港，西
至乾宁军，沿永济河，合破船淀、
灰淀、方淀为一水，衡广一百二十
里，纵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深
五尺。

吴树强引用北京大学教授邓辉
等人的研究结果，阐释了“塘泺”
的含义。原来，塘泺是北宋时期分
布在冀中平原中部的巨大湖泊群，
由大小数十个湖泊组成，东西绵延
260 公里，今天的白洋淀、文安
洼、东淀、团泊洼、北大港，均属
于“塘泺”的遗流，是北宋在特定
的政治、军事条件下，利用天然地
理条件修建的水泊防御体系。“缘
边诸水所聚”，就是沿着边境的各
种水体，河流、湖泊，聚集到一
起，“因以限辽”，是说在它们的基
础上因地制宜，来阻挡辽国步兵、
骑兵的侵扰。

“河北屯田司、缘边安抚司皆掌
之”，掌管这个军事设施的机构是河
北屯田司、缘边安抚司，这些湖泊
就成为北宋的边关防御设施。“以河
北转运使兼都大制置”，也就是由河
北转运使总督军务，统揽全局。这

也是为什么包拯、欧阳修、司马
光、苏迈和曾巩等诸多历史名人都
与沧州有着密切联系的主要原因之
一。这段记载明确指出，塘泺最东
端起自沧州界距海岸黑龙港，往西
就到乾宁军，即今天青县的兴济镇
一带，这些都充分彰显了沧州战略
地位的重要性。

何承矩的塘泺屯田智慧与
历史影响

“塘泺”策略实际上取得了显著
成效，那么是谁首先提议利用天然
湖泊作为北部边防屏障的呢？

经吴树强考证，答案指向了北宋
时期沧州地区的军事指挥官何承矩。
他在988年写的《上太宗论塘泺屯田
之利》中详述了屯田的益处——

臣幼侍先臣关南征行，熟知北
边道路、川原之势。若于顺安寨西
开易河蒲口，引水东注至海，东西
三百余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
泽，可以筑堤贮水为屯田，以助要
害，免蕃骑奔轶……且有国有家，
以足兵足食为本，水田之盛，诚可
以限戎马而省转粟之费，实万世之
利也。

何承矩的倡议既有着重大军事
意义，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使得
这条“水上长城”延续了百年之久。

对此，北宋史学家、工部尚书
宋祁评论道：“塘水东西斜六百里，
其阔百里，或五十里。夏浪冬冰，
浅不可载舟，深不可乱而济，足以
挫敌骑突怒，省亭堡之防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塘水蜿蜒六
百里，宽百里或五十里。夏季浪涌
冬季冰封，水浅不宜航舟，深处则
不利于敌人骑马通行，减少了堡垒
的防卫需求。可见塘泺确实有用。
但同时宋祁也指出了设置塘泺的弊
端——

昔之蓄水为塘，其制日，若干
地浅若干尺，若干地掘而浚之若干
尺，相错如绣，是谓深不可度马，
浅不可载舟也。后人忘向时之制，
惟因霖潦时涨而广之，故坏民良田
无有涯极。而议者诋无涯之害，因
忘设险之利也。

这段话大意是说，当年在修
塘泺的时候是有制度的，有相关
的技术规范。若干地浅若干尺，
若干地深挖若干尺，相互交错，
像绣花一样。但是因汇聚雨水扩
大 塘 泺 水 面 ， 致 使 大 量 农 田 受
损 。 彼 时 的 沧 州 ， 为 了 戍 卫 之
需，不得不牺牲农业，在日夜关
注灌排水位的状态下，难以保证
种植出丰饶的作物。

在这段话后面，宋祁又提出疑
问，是否能找到长久有益的解决方
案？他经过思考后认为，以水自高
处流下的特性，随着时间推移，泥
沙沉淀导致地势升高，大约百年后
就会逐渐平坦。果然，北宋之后，
这片土地历经千年，逐渐变为千里

沃土。今天回溯这段论述，真如沧
海桑田般奇伟壮观。

根治海河后形成现今沧州
河流格局

吴树强提及的黑龙港河仅仅是
沧州这片土地上众多河流中的一
脉。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沧州现
查明拥有省（部）、市、县三级河道
39条，另有干支渠 922条。这在全
国范围来讲都是居于前列的。

沧州为何能坐拥如此繁复的河
流网络？在地理上又呈现出怎样的
分布？对此，长期致力于水利文化
研究的市水务局高级工程师寇金星
给记者作出了解释。原来，水从高
向低流，而沧州地势较低，恰处于
九河下梢。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
喻，沧州的地理位置，恰似一把折
扇的握柄，西边太行山麓、北面燕
山山脉的水流，一路奔流，呈扇形
最终汇入津沧，拥抱大海。

据寇金星介绍，沧州的河流大
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行洪河道，
如子牙老河、子牙新河、滹沱河、
漳卫新河、南运河、捷地减河、清
朝开挖的马厂减河等。古黄河也曾
流经沧州境内，直至 1194年的金明
昌五年，黄河南徙入淮，流经沧州
境内的历史才告结束。现今的南运
河、漳卫新河、娘娘河等河道都是
在古黄河河道的基础上开挖的。太
行山脉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
以及河南新乡、安阳、鹤壁、焦作
甚至山西忻州、长治一带山区丰沛
的水源，正是通过这些行洪河道流
入海洋的。

另一类则是排沥河道，如位于
运河以西地区的黑龙港河及其支
流、清凉江、老盐河、江江河等；
运河以东地区主要有宣惠河、大浪
淀排水渠、沧浪渠、黄浪渠、廖家
洼排水渠和新老石碑河等。来自沧
州本土，以及上游石家庄、邢台、
衡水、邯郸等平原地区的雨水，通

过这些河道汇入渤海。
然而，水能滋养生命，也会带

来灾难。寇金星指出，自古以来，
作为海河流域的下游，沧州既承受
着上游洪水之患，又有本地沥涝灾
害之困，洪水与沥涝频繁侵扰。据
统计，在 1798年至 1948年间，沧州
境内发生洪涝水灾108次。但坚韧不
拔的沧州人民，始终与灾害英勇斗
争，谱写出一曲曲抗洪赞歌。历经
漫长的自然雕琢和 1964年根治海河
的重大举措，今天沧州境内河流的
基本格局形成。

密布大地的河流不仅是沧州经
济社会的命脉，同时也是培育文明
精神的沃土，赋予民众丰厚的历史
根脉与创新灵感，恒久不竭地输送
着幸福之源。这些河流以其汇聚千
里的宏大胸怀，孕育着城市的愿
景，指引着前行的方向。沧州，这
座水泽育而成的城市，必将在碧流
的深情拥簇下，揭开其辉煌发展的
新篇章。

南皮郝庄的红色记忆南皮郝庄的红色记忆
王玉良

▲ 图为 《中国历史地
图集》 宋辽边界 （河北东
路），北宋时期黑龙港大致
位于最右侧红圈标记处的海
滨湿地。

◀ 黑龙港河
李俊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