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静

春节放假归来，邮箱里挤满了和春天相
关的稿件，写春柳的，念春风的，看春景的，
让人在密闭的办公室里忍不住起身眺望，咱
们泉城，可否有了点点花红，可否有了丝丝
柳绿，可否有了春的消息？

“家家泉水入清河，千里长流到海波。历
下堪称天下最，河源出在市心窝。”徐北文先
生诗中所描绘的也正是古城济南这一独特
的自然景观：“一繁华闹市中心居然为一条
通海长河之源，诚全球所仅见，允为世界之
最矣。”今天B1版的《小清河究竟是条什么
河》是一篇作者通过多方文献、资料考证出
来的文章。对于这条就在家乡身边流淌的

“母亲河”，我之前也分不清它是人工河还是
黄河改道而来，而作者综合分析认为，小清
河干流自历城以下，大致与古济水流经地区
相同。小清河是古济水河道，并不是人工开
挖的河流，在元、明、清及民国时期，河道屡
有变迁。

老照片《庄维石先生的回信》则记载了
近四十年前一段师生间的深厚情谊，读来让
人感慨万千。记得之前也曾编写过庄维石先
生弟子的怀念文章，作者说，庄先生有两位
恩师 ,一位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钱玄同 ,鲁
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写过的金心异便
是。他力劝鲁迅写文章来毁坏黑暗的铁屋子,

便有了小说集《呐喊》的问世 ,折射出钱先生
在鲁迅生平中的重要作用。他的另一位恩师
是高阅仙先生。他曾以感恩的心高度评价这
两位恩师“不独是书师,而且是人师”,足见他
们不仅是授业的业师,更是人生的楷模。

节前收到一位七十多岁老作者的来信，
一直让我惦念着。这位老读者陆续给我们报
纸写了几年稿件，来信中有时寥寥数语说说
她的身体状况，于是，我知道她几年前做了
一次肿瘤手术，去年又经历了心脏支架、搭
桥三次大手术。可每次手术恢复后不久，她
就会写来一篇看似波澜不惊却情真意切的
回忆文章，让我感叹老人家的乐观与豁达。
于是，我在节前给老人回信说：“等春暖花
开，我一定去家里拜望您！”这就是我们的作
者，可亲可敬的作者，正是他们的努力，才有
了我们“青未了”搭建出的人文平台，展现着
齐鲁大地仁人志士的壮怀悲歌，也承载着普
通百姓的酸甜苦辣。我们也常会收到热心读
者对稿件的中肯点评和建议，这些，都是我
们继续前行的动力。在这个春天里，希望我
们一起再出发！

刊前絮语

春天里

是天然河还是人工运河 是曾巩开凿还是刘豫开挖

小清河究竟是条什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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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清河是古济水下游自

济南入海的一段

曾有媒体报道说，“当年，曾巩在
大明湖北岸筑汇波楼，疏通城区积
水，过了几年又开凿小清河，将济南
北部积水引入渤海，城区由南向北逐
渐涸为平陆。”这是把小清河说成是
曾巩开凿的人工河。问题是，小清河
是降金的伪齐刘豫时期才出现的名
称，刘豫1130年建伪齐国，亡国于1137

年。其间刘豫筑堰导泺水东流才有小
清河名称。曾巩生于1019年，逝于1083

年。就是说，“小清河”名称是在曾巩
逝世后40多年才出现的，而且是刘豫
所为，与曾巩毫不相干。再说，“开凿”
一词也不妥，若小清河果为人工河，
也应该用“开挖”，不能用“开凿”。

实际上，小清河是古“四渎”之
一的古济水下游自济南入海的一
段。济南即因其地处济水之南而得
名。这是古已有之的河道，也无需人
工开挖。也有媒体报道说，小清河是
刘豫“历时8年”开挖的“新运河”，这
是把伪齐刘豫政权存在的时间错当
成开挖小清河的时间了。还有影响
较大的一种说法是：“南宋初年，大
齐皇帝刘豫从公元1130年到1137年
将山东境内古济水残留的部分故道
进行了疏通整治，导入济南的泉水，
经现在的淄博、滨州、东营、潍坊，在
今寿光市境内注入渤海的莱州湾，
全长237公里。人们给这条人工运河
取名小清河。将北面的清河改称大
清河。”这段话的问题是：小清河既
不是“人工运河”，大清河名称也不
是在有了小清河后“改称”的。

那么小清河的沿革究竟是怎样
的呢？《尔雅》曰：“江、河、淮、济为

‘四渎’。”济即济水，小清河原是古
济水自济南至莱州湾的入海河段。
济南即因在济水之南而得名。济水
在唐代时，由于黄河浸淤，上游已湮
没。《水经注》：“济枯渠注巨野泽，泽
北即清水。”《禹贡锥指》曰：“唐人谓
之清河”。这时，山东以上已无济水。
唐人为区别黄、济两河，将山东境内
的济水改称清河。

到了宋代，又有南、北清河之
称。宋熙宁十年（1077年），黄河决于

澶州（今濮阳），济水在梁山泊分为
南、北两脉，即南清河与北清河。南
清河入淮，北清河自东平汇入汶水
后北行，在济南以上仍沿济水故道，
济南以下则改沿古漯水入海。但济
南以下济水故道并没有全河干涸，
而是以章丘的獭河为源而继续存
在，章丘以下原汇入济水的各支流
仍旧汇入以獭河为源的济水故道，
只不过水量少了，且仅济南至章丘
一段干涸罢了。由于汶水在未汇入
济水故道前，从东平至戴村一段汶
水河道被称为大清河，故汶水汇入
北清河之后，从东阿至海口的北清
河亦统称为大清河。

1855年(清咸丰五年)8月1日，黄
河决口于河南兰阳(今兰考)铜瓦厢，
河水分为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
东曹州府以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
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
县(今属河南)，至张秋镇，汇流穿运
(运河)，总归大清河入海。”这次黄河
夺大清河入海的改道，使不少后人
误以为今济南以下黄河即济水故

渠，殊不知小清河才是古济水故道。
今黄河在济南以下河道所循为大清
河，而大清河又是循的古漯水故道。

刘豫打通济南入海的水

上通道

导致对小清河沿革出现误识的
原因是刘豫对小清河的治理。南宋
建炎二年（1128年）冬，金军攻打济
南，同年刚任济南知府的刘豫在金
军的利诱下，杀害守城的抗金宋将
关胜，投降金军。宋建炎四年（1130

年）九月，被金人册封为“大齐”皇
帝。刘豫做齐王之后，在历城东北华
不注山“导泺水，筑堰于历城华山之
南（名下泺堰），拥水东流以益章丘
之流。”这样就把以章丘獭河为源的
河流向上延至泺水为源了，水量也
大增。

刘豫为什么要打通济南入海的
水上通道呢？主要就是为了把寿光
羊口盐场的盐运到济南，然后与南
宋交换所需物资，目的是为了支持
金宋战争和为伪齐政权服务。对山
东来讲，古济水和小清河的最大价
值就是盐运，故小清河又有“小盐
河”、“盐运河”之俗称。山东沿海自
古盛产盐，而济水是将海盐运往中
原的唯一水上航道。因此前已有大
清河，故刘豫把这条源于泺水的河
流取名小清河。

需要明确的几点是：第一，小清
河不是人工开挖的河流，刘豫只不
过是把泺水导入了济水故道，至多
不过新挖了很短的一段，如果这里
原没有河流而新挖一条河道，才可
说是人工运河；第二，章丘以下的济
水故道一直没有断流，只是水量减
少而已；第三，济南至章丘的断流也
仅为区区50多年，这对流淌了千万
年的河流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但正
是刘豫此举使不少后人以为大清河
才是济水故道。此说源于元朝于钦

《齐乘卷之二》之言：“古泺水自华不
注山东北入大清河。伪齐刘豫乃导
之东行为小清河。”于钦此说影响深
远，元、明和清初《山东通志》及沿河
州县诸志书多采此说。

围绕古济水和小清河历史沿革
的误说现象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人文齐鲁稿件请发至：qlwbxujing@sina.com

上世纪50年代，山东省
有一册小学语文课本开头就
是一首民谣，民谣首句为：

“小清河，长又长，山东是个
好地方。”可见237公里长的
小清河已成为山东人民引为
自豪的“母亲河”。遗憾的是，
至今我们在述说这条母亲河
的历史时很多都有错误，甚
至连小清河是天然河还是人
工开挖的运河都搞不清楚。

□傅道津

古籍对小清河的记录

□钟致帅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拨乱反正”的春
风吹向全国，齐鲁大地也春回人间。我祖父
钟观吾“右派”得到平反后，便与二十五年前
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
教授庄维石先生通信，庄先生的复信我们一
直珍藏着。

信文：“观吾同志：二十五年未见……往
事不堪回首。今日形势大好，各条战线都出
现了蓬蓬勃勃的气象，惟望努力上进，为祖
国多做一些贡献。我仍在此间中文系工作。
老了！‘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这话如果
不错，则我还不算‘素餐’，哈哈！讲义，日后
重印时，寄上。匆匆作复，即祝健康，工作、学

习顺利！庄维石 五月十日。”信封上款：“掖
县红卫高中钟观吾同志”；下款：“济南山师
十八楼105号庄缄”。

据祖父讲，庄维石先生是他一生中最钦
佩的业师。信中所提“素餐”语出有故：祖父
幼即食素，就读山东师范学院时曾与庄师有
过“素餐之论”：一九五五年祖父于山东师范
学院深造，师从庄维石先生。一日饭后，祖父
随庄师散步，闲谈中庄先生风趣地说：“《诗》
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你为何还要食
素？”祖父对答道：“《左传》有言：‘肉食者鄙，
未能远谋。’学生这是为了远谋啊。”说完二
人相视大笑。实际上，祖父食素是幼时跟随
他的祖父也就是我的高祖父养成的习惯。庄
先生于此旧话重提，足见师生情谊之深。

老师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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