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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近日，聊城市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第四次
学术会议暨第一次眼底病学术研讨会，在聊城市光明
眼科医院召开。 (刘璇)

魏家湾位于京杭运河河畔，今称魏湾镇，有着一千多年的光辉岁月，旧时镇上有七十二座古庙，两个大戏
楼，一个和尚塔，另有水陆码头、魏湾衙门，亦有“金魏湾、银临清”之说。近日，本报“行走运河助力申遗”报道
小组来到这里，寻访它的运河往事。

引
言

五五百百年年魏魏湾湾钞钞关关仅仅存存一一口口老老井井
曾经舳舻相连、帆樯如林，印证魏家湾漕运兴盛

很多人知道临清钞关，却不知道在魏家湾也有一处钞关。明清时期，每天过往
魏湾钞关的货船数百艘，到钞关交税时，舳舻相连、帆樯如林，宛如一幅美丽的图
画，故当时被列入清平县一大美景。

“以前钞关就在我们家现
在住的位置，家里还有一口井，
就是原来钞关用的。”记者在王
玉祥家见到了这口老井，井口
已经用水泥板封住，缝隙中能
见到井下水质清澈，“这口井有
十一二米深，地面以下四五米
的位置就有水。”

在当地人讲述中，这口井
很有来历。当地人叫这口井为

“三山夹一井”，位置在魏家湾
中心街中段道南，现今王家烧
鸡店院内，因一口水井被三个

房山夹在中间而得名。该井之
所以出名，因为此井水清、甘
甜，水开无渣，最适宜泡茶饮
用。王玉祥说：“原来，半个魏湾
村的人饮用此水，就连南来北
往的船只，到了魏湾都要在钞
关停船靠岸来在这口井里面取
水。”

王玉祥家几代人跟钞关有
很深的缘分。“我们家祖上就在
这里住，有钞关的时候，南来北
往的船只交税，都要到钞关来。
在外面排队时，就会到我们家

茶馆喝喝茶、吃几个包子、买点
熟食。”王玉祥拿出一个老茶
壶，他说那是祖上开茶馆时用
过的紫砂茶壶，茶壶盖上写着

“宜兴紫砂”几个字。
大约55年前，钞关被拆除，

只剩下这口井和世代居住在这
里的居民。王玉祥家的茶馆早
就不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
熟食店，王家熟肉成了当地远
近闻名的特色小吃，成了当地
文化部门备案在册的特色美
食。

原址探访>> 钞关遗址上还有一口井

临清县志记载，明宜德四
年(即1429年)在魏家湾设关，
民国二十年(1931年)撤关，魏
家湾钞关共存在502年。

临清博物馆讲解员介绍，
钞关是中央设在地方的征税直
辖机构，是国家权威的伸展。各
任钞关官员均为封建政府派出
的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而临清
魏家湾钞关开始以御史郡佐领
之元专职，后来正统成化年间
罢免了，到了景泰弘治年间又

复兴，钞关主事的是一个人，督
管船料商税，收税设定额，收的
税银，分季上交京城。嘉靖庚戌
二十九年(即1550年)，东昌府
设有一人为总管，官名叫监收
官。

临清博物馆讲解员介绍，
魏湾钞关，主收运河内船税，收
税操作方法是：在关前运河里
设一道铁索，两岸有绞盘控制，
平时把铁索提出水面，拦截过
往船只，收费后有人操作绞盘

将铁索沉落河底，将交税的船
只放行。

当时，每日过往魏湾钞关
的货船数百艘，到钞关时，它们
都是先抛锚、停靠，待检查交税
后，继而前进。站在钞关街南
望、西望，舳舻相连、帆樯如林，
宛如一幅美丽的图画，故被列
入清平县的一大美景。

据清平县志记载，魏湾钞
关年收的税额很大，相当于一
个清平县税收的三分之一。

县志记载>> 魏湾钞关存在502年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杨淑君 王传胜

“我们这里很多好东西，但
大部分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
居住在钞关的王玉祥讲述了一
个令人扼腕的真实故事。当年魏
家湾商业繁荣，店铺林立，很多
商号都有名家题写的牌匾。“有
家大烟馆，牌匾是康熙年间聊城
籍的状元郎邓钟岳题写的，邓状
元的字，连康熙皇帝都夸奖字甲
天下呢！”但商号后人用这块木
制牌匾做了切菜的案板。“一刀
刀切下去，字都切坏了。”

村里能见的老物件倒也还
存留不少。东魏村现任支部书
记梁希庆带记者到了一家古民
居，“这所民居的主人80多岁
了，他过世的父亲如果活着也

100多岁了，但他父亲都说不上
这座房子是什么时候建的。”老
民居有三间，青砖、土坯、椽子
上是青砖而不是编织物，更有
特色的是，房顶的瓦片，每个瓦
皮顶部都有花纹，远远望去，阳
光下的青瓦泛着白光，像是一
片片鱼鳞。

不能让老物件就这么消失
了啊！当地村支部一直在期待
着能够重建钞关，找回运河重
镇一点曾经的记忆。“我们正在
申请资金，希望能重建钞关。”
东魏村现任支部书记梁希庆拿
出一份手绘的魏家湾原有文物
遗址图，钞关、码头、72座寺庙
等等，标注得密密麻麻。

当地规划>> 运河古镇拟重建钞关

东魏村78岁的郭金岭
老人给记者讲了个故事：当
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有两次
住宿魏湾运河码头，龙舟就
停靠在钞关附近，临时决定
下船逛庙。

乾隆下得船游览了一
番，感到又饥又乏，草草用罢
午膳就想休息。可是，这时四
周的青蛙叫个不停，乾隆烦
躁不安，难以入睡，叫过侍
从，询问什么在叫，侍从告知
是河中蛤蟆，于是乾隆提起
御笔，在纸上写了“此地蛤蟆
停叫”六个字，抛入河中，四
周青蛙叫声嘎然而止。

当地人称，直到几年
前，这段河中仍然听不到蛤
蟆叫声。因为这段河靠近钞
关，所以就有了“钞关的蛤
蟆不叫”和“钞关的蛤蟆闭
气了”的俗语。

传说故事>>

乾隆下令蛤蟆莫叫

钞关已逝，古井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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