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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城城那那些些桥桥 俗语说，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聊城作为江北水城、运河古都，自然少不了桥这一
历史悠久的建筑造型。“长桥卧波”、“复道行空”，一些桥已经成为水城河湖景观的一
种代表，这些桥虽然历经重建，不少仍沿袭着古名，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闸口桥】

百姓戏称
“困镖桥”

20日，城区闸口桥上车水马
龙、人流如织。这里历史上曾经
是京杭大运河古老码头，如今桥
下早已没有了沉舟侧畔的景象。

“闸口是明代建造的，以前叫做
通集闸，“那时闸就当桥用，闸上
有很多高30厘米的木板，取下来
就能过人，之后才变成桥，闸口
桥也就是这么来的。”聊城市文
物局工作人员介绍。

这名工作人员说，元代时运
河建造过一些闸口，但是因为滑
坡太大，始终没发挥作用，到明
代，加强对南方的控制治理，又
重新建造闸口，聊城的闸口就是
其中的一个。

闸口桥的来历和传说故事
有很多，这名工作人员说，“闸口
桥原名叫通泽桥，老百姓却戏称
为困镖桥，这是根据一个故事说

的。”
元、明、清时，运河上的通行

商船络绎不绝，河道上最威风的
要属押运皇纲的镖师，过往的商
船见到镖师的船都要落帆。康熙
年间，有位刘镖师经过时，见聊
城商户赵良堂没落帆，便毁了他
的船还杀死了他的随从。这事没
人敢管，可是赋闲在家的傅以渐
傅阁老却为赵良堂伸张正义。傅

以渐派人在闸口等着刘镖师经
过这里，拦住了他的去路，刘镖
师到傅以渐家中闹事，没想到傅
以渐家中摆着康熙皇帝的御书
楹联，刘镖头害怕因此事丢了官
断了性命，求傅阁老不成，去求
知县，知县知道傅阁老的用意，
也没理会，无奈下刘镖头找到赵
良堂，赔了损失，傅阁老这才放
行。

【崇贤桥】

专为民间才子

修的一座桥

在流经城区的古运河上，
有一座连接山陕会馆和聊城
一中的桥，人们称它为“崇贤
桥”，这座桥的历史可上溯到
公元1774年。

据聊城市文化局工作人
员介绍，民间相传，在清朝乾
隆年间，东昌府有个叫罗士廉
的读书人，此人满腹经纶，但
却屡试不中，以在启蒙馆中教
一些富人家的孩子读书来维

持 生 计 。因 为 罗 士 廉 生 性 放
荡。1 7 7 4年，来东昌府经商的
晋商和陕商，已经把山陕会馆
建造得初具规模。当时主事的
人请罗士廉免费来写对联。却
不料寿张王伦起义军马上就
攻到东昌府。为了救救这些无
辜的商人以及辛苦建造的山
陕会馆。罗士廉建议把“会馆”
改成“关帝庙”。因为起义的人
举得是“替天行道，杀富济贫”

的旗帜，他们都相信关帝爷，
如果在会馆内摆上关帝爷的
塑 像 ，起 义 军 就 不 会 来 骚 扰
了。

于是，罗士廉挥笔写下了
“本是豪杰作为，只此心无愧
圣贤，洵足配东国夫子；何必
仙佛功德，惟其气充塞天地，
早已成西方圣人”这样一副对
联，然后又让来唱戏的戏子打
扮成关羽、关平、周仓的模样

站在戏楼上，冒充塑像。
起义军杀到山陕会馆前，

在关帝庙外面跪拜了一番，就
继续北上了。

后来，为了方便住在运河
对岸的罗士廉到会馆走动，就
集资在会馆东面建造了一座
桥，起名“崇贤桥”。据了解，因
为 没 有 史 料 记 载 ，罗 士 廉 和

“崇贤桥”的故事只是在民间
相传。

【六知桥】

南关、北关桥

两座桥一个名

一座楼、四条街、四面环绕
的东昌湖，古时候，古城的城墙
和城门楼都有很强的防御功能，
城门外的桥也不是现在的模样。
在古城南、北两个大门外分别有
一座桥，俗称南关桥、北关桥。

“南关桥和北关桥都是吊桥，每
天有固定的通行时间，一遇外敌

就可以把吊桥吊起，增加敌人进
城的难度。”

文化局工作人员介绍，老城
区的南关和北关两座桥又称

“六知桥”，而桥名源于两座桥
初建的故事。据传，明朝中期，
有一年东昌府地连发水灾，皇
帝划拨善款，命当地的蔡知府

和河院一起防洪抗灾。因为治
河有功，皇帝把抗灾剩下的钱
赏给了两位治水大臣。蔡知府
觉得受之有愧；河院心里却不
平衡，认为地方官只是协助，不
该分到同样的赏银。河院找蔡
知府密谋私分，蔡知府不同意。
蔡知府说，这批银子不光你知

我知，还有天知地知，本地的水
知河知，这一共是“六知”。

随后，蔡知府邀地方士绅公
议，用余钱建了南关和北关两座
桥。后来就有文人雅士是叫这两
座桥“六知桥”。聊城现存有清朝
袁庵、占鳌的七绝八首歌颂蔡知
府的廉明。

【白玉桥】

相传朱棣

在此躲过一劫

依旧在东昌湖畔矗立着的宋
代铁塔，诉说着古城区宗教兴盛
的历史。而今，护国隆兴寺遗址上
也有了修复委员会，一走进就有
阵阵檀香伴着丝丝佛音袭来，铁
塔前有一座桥，纯白如玉带，横跨
湖上，这座桥叫“白玉桥”。

聊城市文物局工作人员介
绍，明朝建立不久，朱元璋驾崩，
皇太孙朱允文继位。从此诸王争
权的战争开始了，势力最强的是
燕王朱棣。朱棣发起靖难之役
后，很快攻打到济南城下。因为
济南久攻不下，朱棣暂时撤军。

后来又派兵南下占了沧州，攻占
了临清、馆陶等地。朱允文派兵
进驻东昌后朱棣被敌人用计围
困，眼看要全军覆没，朱棣手下
周长带人杀出一条血路救出朱
棣，因为周长要堵住追兵，很快
剩下朱棣单身匹马逃跑。到达一

处拱桥时，追兵赶到，疲惫的战
马把朱棣甩到桥下，逃过一命。

据了解，朱棣登基后，听说
桥后就是隆兴寺，于是将兴隆寺
改名为“护国兴隆寺”，又名东昌
府地方官吏用汉白玉重修拱桥
并亲自命名为“白玉桥”。

白玉桥旁虽然没了护国隆兴寺，但宋代铁塔还矗立一旁。

南关桥(六知桥)紧挨古城区南城门，4月天里景色迷人。

聊城古桥知多少
对月桥：后菜市街东首跨圩河(东关土

城护城河)。十二连桥之一。现地址为花园
路与后菜市街交会处。

救命桥：前菜市街东首跨圩河(东关土
城护城河)。十二连桥之一。现址为聊城中
医院处，前菜市街东首。

戴云桥：东菜市街(陈庄路)跨徒骇河
(明清成为湄河)石桥。现为陈口桥。

崇贤桥：在聊城古运河上，有一座连
接山陕会馆和聊城一中的桥，人们称它为

“崇贤桥”，这座桥的历史可上溯到公元
1774年。

惊龙桥：在聊城文轩中学与龙湾村之
间运河上的桥原来叫“惊龙桥”，据说乾隆
皇帝南巡经过龙湾村时，由于船夫贪看一
路上的风景，没有注意运河的大转弯，船
到桥头，急忙转舵，致使乾隆皇帝受到惊
吓，所以此桥叫“惊龙桥”。

十二连桥：泛指越河水域上的十二座
桥，都在柳园路以东。

退兵桥：聊城市区东礼拜寺街北新建
的拱桥以南，原有座无名桥，后被称为退
兵桥。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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