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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

有人曾将大运河与长城相提并论，因为
二者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浩大的工程。
只不过，长城早已迈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
运河申遗却仍在进行着紧张的冲刺。

“不要看惯了运河的平淡，以为它缺少雨
季的怒吼，缺乏震撼人心的湍急，就忽略它、
漠视它。”《运河文化拾萃》栏目上周启动之
后，相关的稿件得到了不少读者的肯定。今
天，我们邀请运河专家崔建利教授介绍运河
史上最为人称道的几位东河总督，想不到鼎
鼎大名的林则徐还曾担任过第50任东河总
督，且工作作风是一贯的清廉。因为山东运河
系人工河，地势崎岖，水源不足，沿河闸坝众
多，因此东河总督共存在173年，是三河督中
存在时间最长的。这些河督有的以治河世家
著称，有的以清正廉洁名世，成为灿烂运河文
明中的一道别样风景。分享这些历史背后的
种种过往时，也期待生于运河边、长于运河边
的读者朋友，拿起手中的笔写一写您所知道
的运河文明中的别样风景、平凡生活。

本期“人文齐鲁”第二版刊登的《田野调
查触摸到的“鲁班圣迹”》一文，其作者是位老
有所为的鲁班研究专家王中老先生。读罢此
文，您会发现，鲁班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技
艺精湛，更在于他的德艺双馨。这篇文章将带
领读者一同领略千古巨匠背后的仁爱之心与
惠民之德，这或许是我们在建构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的今天，更值得珍视与传承的民
族瑰宝。值得一提的是，老人家的研究成果不
是在故纸堆、电脑旁的闷头钻研，更是通过田
野调查得来的一手资料。在如今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开发、研究、弘扬引起人们的重
视以后，掘地三尺的“文物考古”已经拓展为
传说民俗、风土人情的挖掘采风。其实，每个
人，不论年龄大小，阅历深浅，职位高低，都曾
经有过有意无意的田野调查行为，谁没听人
讲过几个民间故事？谁不能哼唱几句古老的
民歌民谣呢？

●人文齐鲁，寻觅的是过去，观照
的是今日之发展脉络；挖掘的是人文，
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精神家园。如果你
热爱齐鲁文化，如果你热爱这样的探寻
和追溯，那么，请联系我们吧！

●稿件请发至：q lw bx u j i n g@
sina.com

枣刊前絮语

乡间采风

河道总督(简称河督、总河)是明清时期由中央政府直辖的管理运河及相关的黄河、淮河、永定河
等河务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职位同地方总督。因为山东运河系人工河，地势崎岖，水源不足，沿河闸
坝众多，从一年一度的河道清淤到诸泉脉的维护，再到日常过往行船管理，无论哪个环节出问题，都
会影响京杭运河大动脉的畅通无阻。此间共经历了91届东河总督，这些河督有的以治河世家著称，有
的以清正廉洁名世，成为灿烂运河文明中的一道道别样风景。

大运河上最为世人称道的东河总督———

林则徐力除河弊
“栗大王”以砖代埽

东河总督存在
173年

明成化七年(1471)在济宁初设
河道总督，作为督治京杭大运河及
黄河河务的机关。

雍正七年，为进一步加强对运
河的管理，清政府将京杭大运河全
线分设三河督，即江南河道总督(又
称南河总督)，管理江苏、安徽两省
黄、淮、运河事务，驻清江浦；河南山
东河道总督，又称河东河道总督或
东河总督，管理山东、河南两省黄
河、运河事务，驻济宁；北河河道总
督，管理海河水系各河及运河事务，
驻天津。

三总河中，北河总督任务最轻，
存在时间也最短；南河总督处理的
险情最大，主要是防汛期黄河与运
河交汇处决堤；东河总督虽主管河
南、山东两地河务，但河南河务主要
是防止河南境内黄河在汛期决口东
流冲坏运河，而对山东段运河的日
常运营与维护则成为东河总督最为
繁琐的日常事务。

从雍正七年(1729)三月嵇曾筠
被任命为第一任东河总督，到光绪
二十八年(1902)张人骏出任最后一
任东河总督，东河总督共存在173

年，是三河督中存在时间最长的。
东河总督是个肥差，但时刻面

临黄河决堤的危险，有些河督往往
因为突发河患获罪丢官，或者因营
私贪污而被革职。但也有许多河督
任内兢兢业业、两袖清风，革除河务
管理积弊，广受后人赞誉。

第50任东河总督

林则徐力除河弊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福

建侯官人。林氏更多是以力禁鸦片
的民族英雄为世人所知晓和铭记
的。其实，他还是第50任东河总督，
并以作风清廉、力除河弊而著称。

从道光十一年十月至十二年二
月，他共担任了一百多天的东河总
督。任内忠于职守，兢兢业业，“绘全
河形势于壁，孰险孰夷，一览而得。
群吏公牍，不能以虚词进。风气为之
一变。”经常冒风雪核查垛料，惩处
贪官，力除河弊。连道光帝本人也不
得不赞叹道：“向来河工查验垛料，
从未有如此认真者。”林则徐大刀阔
斧地铲除河政腐败之举，触动了利
益集团及相关官僚的利益，不久便
被调离东河。但他力除河政腐败的
那份改革精神和坚强意志，却久为
后人称道。

河臣之冠“栗大

王”以砖代埽
栗毓美(1778—1840)，字含辉，

山西省浑源县人，道光十五年被任
命为第52任东河总督。

栗氏值得后人赞誉之处主要
是他的精诚敬业及创新精神。《清
史稿》曾对他的治河作风作如下
描述：“风雨危险必躬亲，河道曲
折高下乡背，皆所隐度。”他深入
群众了解治河的症结及经验，并
在实践中因地制宜，创造了“以砖
代埽”的堵口方法。当时河工实践
中主要用“埽”(即将杂草和沙石
装入麻袋 )护堤或堵口，栗毓
美经过探索发现用砖筑坝效
果比埽要好，且可节省大量
资金，便在治河实践中大力
推广，并就此写出一部专著《砖工
记》，为后人治河提供了经验。

清人评价他“实心实力，卓为
当时河臣之冠”。咸丰时期，栗氏被
封为“诚孚栗大王”，作为众河神之
一附祀于山东郓城神庙内，成为后
人称道的“栗大王”。

东河总督的几个

之最
东河总督世家：首任东河总督嵇

曾筠具有丰富实践经验，注重开凿引
河以避险情，更重视各类闸坝对运河
水量的调节作用，素有“嵇坝”之称。
乾隆三十二年，嵇曾筠之子嵇璜由兵
部尚书都御史调任东河总督。在任期
间，他精减坝夫，密植堤柳，使闸务管
理和沿河生态得到较好改观。嘉庆七
年，嵇曾筠之孙、嵇璜族子嵇承志又
被委任东河总督。嵇氏三代任东河总
督，可谓东河总督世家。

任职时间最长的东河总督：第
5任东河总督白钟山系汉军正蓝旗
人，前后两次任职东河总督。雍正
十二年，白钟山由江南副总河调任
东河总督，乾隆十九年三月，第二
次任东河总督，前后共任此职12

年，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东河总
督。白氏深受乾隆帝信赖和称许，

《赐总河白钟山》一诗，表达了这位
勤政帝王对白钟山的称许和勉励：

“司河最称久，自是悉防修。”白钟
山平生治运40余年，熟悉河工利
弊，存有《豫东宣防录》、《南河宣防
录》等重要治河文献。

任职次数最多的东河总督：浙
江钱塘人吴璥(1747-1822)系第十四
任东河总督吴嗣爵之子。吴璥受父

亲的影响，不但自小就熟悉河
务，而且特别关心河事。乾隆
五十九年，吴璥正在充当某乡
试的监考官，听到河水暴涨的

消息后立即走出考场前去救防，乾
隆闻听后对其精神大加赞赏。嘉庆
四年便任代理东河总督，不久又被
正式任命。此后又分别于嘉庆十一
年、十九年、二十五年被委任东河总
督，是历任东河总督中被委任次数
最多的。

□崔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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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摄于1981年3月，

拍的是黄河以北周遭乡村的
孩子，现在已忘了当时那个
村庄的名字。那时的穿着很
简朴，照片上可以看出，孩子
们还穿着束裤腰腿的棉裤、
打补丁的棉袄。他们很好奇
地看我拍照，我便把他们集
合起来排成队，拍摄了这张
合影照。

1980年秋，我用攒了三年
的零花钱，到当时的泉城路
百货大楼买了一架天津产东
方s-4型135照相机。当时我的
月薪是25元，虽说相机只有
一百多元，可在那个年代也
算是稀罕物了，当时普通家
庭里还很少有购买照相机
的。那时主要是用黑白胶卷，
为了省钱，我都是买了相纸
和药水，自己在家中冲洗和
放大。

我经常骑着自行车从泺
口渡船到黄河北岸，或和中
学同学去打鸟、捕鱼，或和女
友去郊游。那时还没有浮桥，
摆渡船的票价大概和坐趟公
交车差不多。黄河两岸，充满
了野趣，稻田满地，河渠纵
横，空气清新，乡民淳朴善
良，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三月初的济南，乍暖还
寒，尤其是黄河以北的郊外，
气温还很低。我蹬着自行车，
坐摆渡船到了黄河北岸。在
一个村庄边，有群孩子，有的
还穿着棉袄、棉裤，照片上最
右边的孩子却穿着单裤。但
是，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乐
观的笑容。孩子们穿着打补
丁的衣服，那个年代不单是
乡村，城里的人也有穿打补
丁衣服的。

如今33年过去了，不知
道他们过得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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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北岸的孩子(1981 . 3)

济宁东河总督衙署曾经的恢弘景象

林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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