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7月10日 星期三

人文齐鲁 A10-12
阅 / 人 / 文 知 / 齐 / 鲁 主编：李康宁 责编：李皓冰 美编：陈明丽

┬文/片 许志杰

府城济南

淌出清清小河

近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小清河生态廊道建设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
出，力争在2028年年底前全面建
设完成后，小清河将成为集生态
屏障、文化弘扬、休闲观光、生态
农业于一体的复合型生态廊道，
成为和谐安澜、水清水美、畅通便
捷、赏心悦目、画意乡愁的幸福生
态绿脉。

小清河是一条奇异的河，它
的源头是济南城区，这在世界河
流的地理演进中，以及河流存在
的历史上实属罕见。毫无疑问，
这与济南水系发达，尤其是泉水
丰裕、植被适于蓄水密切相关。
不仅如此，小清河从潺潺溪水
起，就与中国第二大河流黄河并
驾齐驱、携手东进，并没有因为
体量不可比拟就被无情吞噬，反
而承载着沿河百姓福祉，以无可
畏惧之势奔向大海，形成小清河
独立水系。

小清河是一条古老的河，与
1855年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后才改
道山东的黄河相比，小清河在山
东的历史很悠久。

史料记载，小清河之名开始
于南宋初年。

在这里首先需要解释一个历
史疑点，很多文章在写到小清河
时，会提到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
叫刘豫。说到刘豫，又总是在前面
加一个“伪”字，称他为“伪皇帝”，
这是什么意思呢？刘豫是永静军
阜城(今河北阜城)人，北宋元符
年间中进士及第。南宋建炎二年
刘豫被任命为济南知府，宋高宗
赵构想让刘豫守住济南府，阻止
金军南下，但刘豫本就是金军手
下败将，在任河北西路提刑官时
闻金军南下，弃官逃跑。拜济南府
不几日，刘豫得知金军将挥师南
下，再次企图弃官南下，被南宋朝
廷拒绝。气急败坏的刘豫杀害了
誓死抵抗金军的大刀勇将关胜，
投降金军。当时，金军与南宋政权
在山东、河北、河南一带展开拉锯
战，金军为了避免与南宋军队正
面对决，于建炎四年扶持刘豫建
立“大齐”国，封刘豫为“大齐皇
帝”。由于南宋政权被视为中原正
统，被金人拉扯起来的“大齐”和

“皇帝”刘豫，就是伪政权、伪皇
帝。

刘豫当了“大齐”皇帝，就离
开济南到大名府上任。济南人对
刘豫素有恶感，当初他胁迫百姓
出城门投降金军时，没有人听命。
刘豫当了皇帝离开济南府更是遭
人唾弃。

现在很多文章中引用相关
文献，认为小清河的形成来自

“伪齐王刘豫”“金朝之附庸齐王
刘豫”。通行的说法是，刘豫登上

“大齐”皇帝宝座的那年，为了运
输莱州湾出产的海盐，他下令于
济南华山之阴筑“下泺堰”(遗址
今济南市历城区华山镇堰头
村)，将济南众泉形成的泺水，向
东导疏，引入济水故渠东流入
海。这条新开的河道傍依北清
河，为加以区别，北清河改名大
清河，新开掘济水故道叫小清
河。所谓刘豫疏浚小清河是为了
运送产自莱州湾的海盐，纯属妄
自猜测。这是因为，在1855年黄
河铜瓦厢决口改道之前，大清河
一直是运输产自渤海莱州湾一

带海盐的主要河道。
很显然，“刘豫修建小清河”

是一个荒谬结论。前已有述，刘豫
做了“大齐”皇帝后，离开济南到
大名就职，根本没时间在济南疏
浚济水古道。根据《齐乘》记载：

“古泺水自华不注山之东北流入
大清河。”“堰泺水东行入济故道，
名曰小清河。”清乾隆时期印行的

《历城县志》亦记载：“济水，自东
平以下，唐人谓之清河。至宋，又
有南、北清河之名。南清河即泗
水，北清河即济渎。南渡后，北清
河又有大小之分，盖自刘豫导泺
东行始。”因此，事实很清楚，泺水
自古以来就是由华不注山以东北
流入北清河。后来因为河道阻塞，
在华不注山以东形成堰塞湖，不
能与大清河相连。刘豫所做的事
不过是对形成堰塞湖通了一条水
道，解决了泺水淤塞的问题，与小
清河开凿及运输海盐，没有丝毫
关系。

史书上的表述是，刘豫任职
济南府知府那个时期，济南百姓
对泺水河道加以有效疏导，持之
数年，以古济水河道为雏形，打造
成具有运河性质的小清河，只是
时间节点的巧合，而非刘豫本人
为之。

通和润物

两岸福祉

小清河源头约定俗成的是济
南城区，有文章干脆确定小清河
发源于济南趵突泉。近年来经过
科学考察分析，小清河源自济南
市槐荫区的玉符河，玉符河的水
源采自南部山区泰山脚下，所以，
小清河源头是济南南部山区。流
经济南市区补充大量泉水，水量
加大，形成泺水。出济南后又有巨
野河、孝妇河、乌河、淄河等支流
汇集，确保小清河长年流水不减。

清代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

九日，黄河在利津蒲家庄溃决，
改道徒骇河入海，利津全县所有
盐场淹没无存。这样一来造成两
个问题，一是黄河夺大清河道入
海，原本盐运通道被废；其二是
原来利津一带是海盐主要产地，
黄水漫滩造成盐场被淹，此地无
盐可取。

在这种情势下，清光绪十七
年，在山东巡抚张曜的策动下，举
山东全省之力对小清河进行有史
以来最大规模的开挖疏浚。实际
情况是，自南宋形式上开河以来，
小清河一直未能承担起应有的运
输功能，原因很简单，当时大清河
河道顺畅，从入海口的铁门关一
直到东平湖，以及济宁与大运河
汇合，保证盐运无阻。张曜动员调
集沿河各地10万民工，耗时三年，
对小清河进行淤泥清道、拓宽河
道、加固河堤，促进支流汇入，修
筑码头等改造提升工程。竣工之
后，小清河承担起大清河原有的
盐运任务，而寿光莱州湾畔盛产
海盐，保证海盐源源不断从小清
河运往济南黄台码头，实现二次
转运到黄河泺口。

小清河两岸成长起来多个富
裕小镇，羊角沟、田镇、孙家镇、张
店、新城、索镇商船拥挤、商贾云
集，成为商业发达的中心城镇。黄
台、泺口、岔河、弯头、魏家庄、坡
庄等码头，通江达海，将山东中部
及沿海地区盛产的粮食、煤炭、海
产品，源源不断输送到邻近省市，
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

寿光羊口镇

小清河入海口

张曜主导的疏浚小清河工程
竣工之后，民国时期还开起了客
船，沿河百姓进城、走亲戚，上船
就走，很是便利。

当时在小清河跑客运的公司
主要有济渤汽船社、泰发顺汽船
公司、华通汽船社等三家。济渤汽
船社开办于1931年，母港设在黄
台码头，起初是装有蒸汽机的木
制客轮两艘，一艘为16马力，最大
载客量60人，另一艘12马力，载客
20余人。前方甲板装有客房式船
舱，配置长条板凳，乘客既能透过
船窗观赏两岸景色，还能走到甲
板散步休闲。沿途华不注、华山
湖、马踏湖、白云湖、马踏湖之美
景尽收眼底。

不久之后，华通汽船社和泰

发顺汽船社相继开办客运业务，
其中华通汽船社有客运船只四
艘，载客都在30人左右。汽船虽
然体量不大，最高运行速度每小
时也不过 2 0公里，但其运行平
稳，相比行驶在坑洼不平土路上
的马车更加舒适、安全，很受沿
河各地百姓喜欢，一时成为省城
济南通往莱州湾沿海地区的重
要交通要道。每天开行船只趟趟
客满，方便百姓出行，极大促进
河域百姓交流，而且活跃属地经
济生活，使之成为富甲一方的风
水宝地。

端午时节，笔者驾车与小清
河相向而行，饱览沿岸胜景。笔者
一直想，如果能在小清河开行客
运航船，对沿岸百姓来说是何等
方便？其实这些游船的航线就是
在村镇之间，可以赶集购物、访友
串门，享受纯真的休闲生活。小清
河就是这样一条内陆小河，处于
人流、物流相对密集的地区，除去
大力拓展货运市场，更多地围绕
小清河的历史、地理、人文，以及
时下流行的文旅活动，开拓更多
集休闲、娱乐、文体于一体的活动
样式，前景无量。

从济南城里流淌出去的清清
小河，蜿蜒曲折230多公里，来到
寿光小镇羊口。循着河边，到寿光
看小清河入海，尽情去闻海风吹
来的那股淡淡的海味，这里万千
姿态、青春勃发。

羊口镇把守着小清河入海
口，寿光港、羊口港、渔港一字排
开，羊口渔港停满渔船，因为正值
禁渔期，人们正在检修渔船。羊口
港堆着白雪一样的大盐粒子，等
着装船远去。世界上每一条河的
入海口都有自己不一样的景色，
小清河入海口静如处子，等候着
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小清河的完美再现，不仅将
重塑沿河地区的经济、社会、人文
风貌，还会从根本上打造这一带
原生态基础。有这样一张老照片，
描述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齐
鲁大学的学生们在济南西门码头
乘船去小清河畔的华不注山春
游。

如今小清河已经完全具备开
航条件，从济南坐游船去华山，去
马踏湖，到寿光吃海鲜、吹海风，
采摘新鲜蔬菜，看小清河入海。

多么令人期待啊！
(本文作者为高级记者，媒体

从业者)

在在寿寿光光看看小小清清河河入入海海
“小清河长又长，山东是个好地方”，这是小清河沿岸地区

百姓发自内心的赞美。小清河从源头泉城济南一路东去，出历
城，过章丘，走邹平、高青、博兴、广饶，在寿光与广饶分界处流
入渤海莱州湾。小清河流经之处皆是富庶之地，而且美景如画、
民风朴实。

到寿光看小清河入海，更是一种美妙的享受，清澈的河水，
引着洁白的鸥鸟翩翩起舞。“小河萦九曲，茂木郁千章”，小清河
配得上这么美的文字。

县城旅行记③

 寿 光

羊 口 渔 港 停

满渔船。

▲小清河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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