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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张张秋秋运运河河东东侧侧挖挖出出明明代代铁铁牛牛
专家推断系明代铸造，当地居民担心被盗将其埋入地下

20日下午，十余名运河专家和
运河文化爱好者来到阳谷张秋镇，
在当地人的引领下，在运河古航道
以东一户人家大门前，挖出埋在地
下的铁牛。专家推断铁牛是明代铸
造，当地庙会会首称铁牛重九千多
斤，担心被盗才将其埋入地下。

在张秋镇东北角，现存一座任
大仙庙。根据史料记载，任大仙也
叫任风子，是一位济公式的人物，
乐善好施，受到人们的崇敬。当地
庙会会首刘东成的妻子，每年都在
庙会上卖一本叫做《任风子传奇》
的书，书里写的就是关于任风子的
传奇故事。

刘东成介绍，他小时候在任大
仙庙西有一座戊已山，戊已山南侧
有一座显惠庙，庙前有一个铁牛和
一个铁老鼠，日本侵华时把显惠庙
给拆了，铁牛和铁老鼠被转移到了
任大仙庙前，不料铁老鼠被盗走
了，担心铁牛再被盗，他才和镇上
几个人商议，把铁牛埋到了地下。
刘东成说：“铁老鼠有人见过，好像
在济南金牛公园(现济南动物园)。”

为了见识一下这个神秘的铁
牛，运河专家和运河文化爱好者找
来铁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挖掘和
清理，终于揭开了铁牛的神秘面
纱：铁牛卧在一个底座上，中间有
一个圆孔贯通，据称从前有一根大
铁柱子插在这个圆孔里。经测量，
铁牛长1 . 4米。刘东成说，当初用三
吨的倒链都没弄动，猜测得有九千
多斤。

刘东成说，有人出价2万想买
走铁牛，他说“给多少钱都不能卖，
卖了就是罪人”。

运河专家推断，铁牛应该是明
代文物，长期埋在地下肯定不行，
还整天担心被偷，建议他把铁牛捐
献给博物馆，让博物馆适当给予奖
励。刘东成表示可以考虑捐给国
家。

20日上午，十余名运
河专家和运河文化爱好
者齐聚聊城大学运河学
研究院，就京杭大运河申
遗与复航、运河文化与商
贸等话题举行了一个小
型座谈会。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
究院院长李泉表示，他一
直不赞成运河复航，一是
代价太大，黄河以北缺
水，复航首先要想法调
水，还要花费大量维护成
本；再就是，我国自然河
道都是自西向东流，京杭
运河是南北走向，小一些
的自然河道统统被截断，
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

李泉教授多年研究
运河变迁史，他认为运河

确实带动了临清、张秋等
商贸城镇的崛起，但也带
来水旱灾害、土地盐碱化
等生态问题。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
究院吴欣教授长年致力
于运河商贸研究，她指
出，明清时期山东没有大
商人，山东人受孔孟思想
影响，轻视商业，再就是
运河进入山东段，有很多
闸，运河流淌带来了大量
的生活来源，当地人依赖
运河做点苦力和小生意
就能养家糊口，就不愿意
长途奔波去做生意了。对
运河过于依赖，没有生发
出其他的生存来源，导致
运河断航后，当地经济迅
速衰落，重新沦为乡村。

十余专家齐聚聊大畅谈运河：

“复航运河代价太大了”

张秋运河东侧挖出的大铁牛。 本版文/片 本报记者 王传胜

张秋镇民生期盼：

“希望运河里能再见到船”
“张秋镇两半个，中

间夹着运粮河。”杜新民
老人与新中国同龄，小时
候人人会说的这句俗语，
他现在还能张口就来。

几被遗忘的京杭大
运河，因国家提出京杭大
运河申遗，在张秋、阿城
修缮了四座闸，运河才再
度走入当地人的视野，成

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杜新民似乎看到了

运河复航的希望，念想着
河里能多来一些干净水，
能用来浇地。也期盼运河
能再度兴旺起来，希望运
河里能再见到船。

张秋古镇再现当年
的繁华盛景，成为萦绕在
当地人心底的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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