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站：临清站

C06 2014年7月3日 星期四

编辑：焦守广 组版：肖婷婷

今日聊城

临清所产贡砖筑起明清紫禁城

近近440000座座贡贡砖砖砖砖窑窑仅仅剩剩下下1100座座
明清时期，临清沿运河一线和中洲古城内都出现了一些以运河流通为依托的手工业生产，并且渐成规模、形成特色。这这

其中，既有官办手工业，也有民间手工业。
官办手工业一般都分布在运河岸边，贡砖烧制、铸造钱币等。尤其是贡砖，史载，明清两代修建北京紫禁城、明十三陵陵和

清东、西陵，用的砖绝大部分是临清所制。沿袭至今的临清贡砖制作技艺已作为国家非遗项目加以保护和继承，临清贡贡砖雕
刻工艺也被列入临清市非遗项目。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王传胜 杨淑君

【贡砖】 明清贡砖砖窑近400座
一句“万座皇窑清烟袅”描

述明清时期临清贡砖厂密布的
宏大场景。“明清时砖窑近400
座。”临清市博物馆馆长魏辉介
绍，为方便运输，明清时期，临
清砖窑都依运河而建。从今临
清城区西南15公里的东、西吊
马桥到东、西白塔窑有窑72处，
东、西白塔窑有窑48处，张家窑
和河隈张庄有窑72处，共计192
处。每处窑址有窑2座，共计384
座窑。

临清现存贡砖厂已不足十
家，再难企及明清时期。但在各
地修复古建筑和建造仿古高档
别墅区的大潮中，各贡砖厂的
贡砖供不应求，很多大订单因
为砖厂规模有限不敢接单。

钞关旁边，一块刻有“临清
贡砖雕刻艺术中心”字样的砖
雕镶嵌在墙壁内。走进院落，随
处可见大小不一、花型各异的
贡砖砖雕。49岁的牛丙华正拿
着刻刀雕刻一块花纹为“乾隆

通宝”的方形贡砖，“这批砖雕
订单有500块，是一家公司私家
订制的，纯手工雕刻，很费工
夫。”因为规模有限，砖雕厂也
经常推掉一些大订单。

史载，自明永乐起，成祖朱
棣为了迁都用了十五年时间在
北京大兴土木，营建皇家宫苑
城池。临清官窑砖业即创设于
此时。明清两代修建北京紫禁
城、明十三陵和清东、西陵，用
的砖绝大部分是临清所制。

【铸币】 为官方铸币前后近500年
钞关院内，一块老石碑立。

魏辉说，这是《重修户部分司公
堂记碑》，记载当时钞关不光征
收船税，还铸新币、熔铸官银。

“早在明正德年间，临清就开始
铸钱。相当于现在的印钞厂。”

雍正年间，临清“宝临铸钱

局”裁撤，但铸业并没停，而是
开始铸“宝济铸钱局”(山东省铸
钱局)制钱，管理机构也改名交

“临清官钱局”，在后关街碾子
巷。现在宝济局的制钱在济南
很难找，而在临清却遍地是，有
时候还有窑藏出土。

“同福临东江，宣原苏蓟昌。
南河宁广浙，台桂陕云漳。”原临
清市广电局副局长靳国军背诵
了一首康熙年间的诗，“诗中包
括当时国内的24个铸钱局中的
20个局名，第三个字“临”就是临
清州局。”其它铸局都设在省城

或县府，只有临清设在州县一
级，说明明清两朝临清有很重要
的社会、经济、文化、军事地位。

靳国军说，从明正德15年
到清末(1520—1911)，临清铸币、
做官银前后延续了近500年，铸
银、钱亿万。

【造船】“临漂”聚集成工匠街巷
时光回到明初，临清那时

是漕船修造基地。“临清的卫河
船厂和南京的龙江船厂、淮安
的清江船厂，是明朝最大的三
个船厂。”临清运河文化保护协
会的刘英顺说，古船厂给临清
留下的印记是与古船厂有千丝
万缕关系的老胡同。

《漕船志》记载，“永乐七年
(1409)，淮安、临清肇建清江、卫
河二厂。”也就是说，临清造船
厂在1409年建厂。当时的规模很

大，除了总厂的二十多间房屋
外，从南厂街向东依次分布有
18个分厂。

船厂大，工匠也多，据记
载，当时的工匠有2184名，大部
分不是临清本地人。而临清也
形成一批有卫河船厂工匠特色
的街巷。临清有很多专门为古
船厂提供“零部件”的作坊街
巷。

嘉靖三年(1524)，卫河船厂
被裁撤，并入淮安的清江船厂，

随后沉寂数百年。
数百年来，临清都是漕运

大码头。漕运停止多年后，临清
河上还能见到各种样式的船
只，最常见的是漕船，叫粮划
子，大的能装上千石粮食。经过
临清的船只每年约有3000艘，临
清造的船约占7%。如今临清市
民贡献的陈列在临清市博物馆
的一张卫运河的“船员证”，从
其制作之精细，也可略见当时
临清运河航运的兴盛。

如今的胡家湾船厂已经
不可寻，但在卫运河河边散
落着众多精美瓦片，令周围
的村民们不时能“淘宝”。当
地部分村民家中有淘到的精
美瓷器碎片。临清三和博物
馆内还陈列着众多胡家湾出
土的瓷片。

“胡家湾实际是一处遗
物丰富的古瓷窑址。”马鲁奎
说，元代以前，卫运河是会通
河开通前的运河河道。而瓷
器不便于运输，容易碎掉、坏
掉，“靠着卫运河烧窑，好运
输。”

“临清并没有瓷土，但却
有磁窑烧瓷，瓷土应该是从
生产瓷土的山上运送过来。”
马鲁奎介绍，这些古瓷窑存
续时间很长 ,应该在唐宋时期
就已经形成相当大的烧造规
模 ,直到元代才逐渐废弃。这
处古瓷窑的年代可溯及唐宋
时期 ,有望填补中国瓷器发展
史上的空白。

瓷窑遗址最初在1 9 7 2年
对卫运河退堤展宽、裁弯取
直工程时暴露出来的。遗址
地表遍布陶瓷器物残片。

经考古学者考察 ,临清胡
家湾古瓷窑遗址在河道中呈
带状 ,东北至西南向长约 2公
里 ,河床中心距河坡两地西北
至东南向宽60米。该遗址距地
表6至7米 ,占地120000平方米。
瓷 窑 陶 器 造 型 美 观 , 品 类 齐
全。在遗址的北临大王庙附
近发现有青花瓷器 ,多为碗盘
器 ,是元代的典型器物。

清代临清窑制花砖。

【瓷窑】

唐宋形成规模

元代逐渐废弃

临清博物馆市民捐献的船员证。

“临清贡砖雕刻艺术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制作砖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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