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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盐的黄金水道
刘豫开挖小清河之后，因为

河流封冻期比较短，所以这条河
渐渐成为济南到附近各县的水
上交通要道。

小清河上能承载各种各样
的帆船，运输的主要货物是食
盐，这是因为鲁北渤海的滩涂盛
产食盐，而通往大海的小清河正
好流经于此，于是这条河流便承
担起了食盐运输的任务，还赢得
了“小盐河”的美称，济南也因此
成了盐运大码头。

当我来到这个码头的时候，80
岁的李德成老人正在长廊上。他
说，所谓的盐仓码头，就是原先的
黄台港，这里曾经是山东省内最大

的海盐集散地。
老人说，黄台附近有个火车

站，就叫黄台火车站，是胶济专线
的一个货运站。当年为了把黄台港
卸下的海盐运向全国各地，政府特
意在黄台港修建了一条铁路，使之
直通黄台火车站，不过这条铁路

“现在已经没用了”。
根据老人指点的方向，我在盐

仓码头的东侧找到了残存的一段老
铁路，铁路并不长，也就十多米的距
离。当年，一列列火车就是从这里满
载着货物奔向四方的。

除了这处盐仓码头，另一处见
证过小清河辉煌的是泺口。

泺水最初由华不注山东南注

入济水河道，两河的交汇点被人称
作泺口。熙宁十年的那场洪水，使泺
口成为黄河边上的要塞。小清河通
航后，泺口的水路运输开始兴盛。到
了元代，郭守敬疏浚了京杭大运
河，运河与黄河在聊城、德州交汇，
小清河、黄河、运河的水路完全打
通，处于三河交汇之势的泺口由此
变成一个繁华的码头。

当时，泰安、聊城、济宁、临沂、
菏泽等地的食盐，都要从泺口转
运，木材、药材、毛皮等货物也在这
里集散。每年春夏之交，海鱼、海
虾、海蟹等海鲜也从渤海湾经小清
河转运到泺口，让济南人尝到海鲜
的美味。

我国自古有盐铁专卖的传统，
私自贩卖海盐是犯法的行为。盐税
自古以来就是国家和地方政府财
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所以，小清河
这条以运输海盐为主的航道，得到
了历代政府的高度重视。

小清河的畅通，意味着国家和
地方政府财源滚滚。历代地方政府
都对这条运河进行认真的维护和
及时疏浚，以保证运河的畅通，使
运盐船舶源源不断地将海盐运到
济南。正像《智取威虎山》里说到夹
皮沟的小火车，只要通向森林的小
火车一通，就会“火车一响，黄金万
两。”小清河的畅通，意味着地方政
府财源源源不断。

>> 西门桥下的帆船
已故济南文史专家严薇清在他

的《济南掌故》中曾提到，在小清河
西门段，曾经是可以走帆船的。

根据严老的记载，在上世纪二
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小清河的船只
可以溯流而上，直达西门桥下。当时
西门外护城河的水位很高，河身也
宽，河中可以并列两排船，从桥下往
北，前后接连不断，直到山东造纸厂
东厂的门前。船只停泊之后，把跳板
搭在岸上，可以随时装卸货物。从岸
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船上的人在船头
做饭及船工们用拖把打扫船舱。

如今再到西门附近，四周都
是高楼大厦，遍地都是商场店
铺，已经看不到船的痕迹了。而
且作为小清河的上游，西门护城

河的水也实在太少了。
从古至今，水源一直是影响小

清河航运的关键问题。
小清河是运河，它所依赖的水

源是泺水。而泺水的源头，则是趵突
泉，众所周知，泉水的水位很不稳
定，趵突泉在历史上多次停喷，这直
接导致小清河水量的不稳定，影响
了小清河航运的通畅。

1904年，为补充小清河水源以利
通航，政府在济南西北的玉符河东
堤修建了睦里闸，引玉符河河水东
流入小清河。

玉符河在一定程度上扩展
了小清河的水源，但是毕竟玉符
河也不是什么大河，水流量一
般，二十年后，小清河再次遇到

了水源危机。
1925年到1926年，张宗昌督鲁时期

在今天天桥区境内开挖了一条长近
七公里的人工河道，在凤凰山下建凤
凰闸与小清河相通，当时称之为新引
河，后来称之为工商河。这条河流虽
然沟通了小清河、黄河与火车站之间
的交通联系，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影
响了小清河的水量。

后来，在韩复榘统治济南期
间，为了保证船只来往济南城下，
曾在小清河北岸重修了“五柳闸”，
采用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关闸蓄
水，每天定时开闸放行，勉强维持
了一段时间。此后，小清河的水位
逐渐下降，关闸蓄水也无济于事。
后期，外地来济南的船只只能停泊

在济南东北郊的黄台港，再也来不
到西门桥下。

水源紧张，让济南老城的人
再也看不到千帆竞技、万船扬波
的景象。

如今小清河要复航，而且要
跑千吨的大船，水源问题依然是
人们关注的焦点。根据《小清河
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规划方
案》，小清河开展引水补源工程，
主要补水措施包括：利用玉符河
补水；引黄河水补水；利用东平
湖通过济平干渠补水；利用小清
河沿线五大蓄滞洪区补水等措
施，以增加河道生态流量。政府
认为这些措施完全可以满足航
运用水的需求。

>> 复航再造海洋梦
如今，小清河又肩负了一项新

的使命，那就是实现济南的海洋梦。
因为污染和水源不足，小清河

在1996年船运完全取消，至今，已经
有了21个年头。

在小清河盐仓码头，李德成对
我说，以前的小清河和现在的京杭
大运河一样，每天河里都有货船来
往，基本上都是从济南到羊口的。码
头上还有很多工人往返搬运货物，
十分热闹。

有统计显示，在上世纪60年代，

济南黄台港(今小清河盐仓码头)到
羊口港之间常年通航100吨内河船
队，通常从羊口港到济南的船队是
运盐，而从济南出发的船队则装建
材、煤炭到淄博、东营、潍坊地区，
历史上最大年货运量曾经达51.7万
吨，周转量达到6898万吨公里。

当然，小清河不仅可以进行货
运，也可以进行客运。

在小清河泺口段附近，我曾遇见
一位七十多岁的岳姓老人。老人在十
几岁的时候，曾经坐船往返过济南与

桓台。据他回忆，从桓台到济南的船
票有五六块钱，不过不太好买，船上
的人非常多，夹杂着很多的盐和虾
酱，到济南大约得一天时间。

听到小清河就要复航的消息，
老人很是高兴，说等到通航的那一
天，他不仅要坐船去一趟桓台，还要
去看看大海。

对于老人来说，小清河复航可
以实现自己的“海洋梦”，那对于这
个城市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按照规划，小清河复航之后，将

会修建济南港和章丘港。济南港是
小清河复航段的起点，在荷花路跨
小清河桥下200米处，属于济南临港
开发区管辖。港口距离济青高速非
常近。为了与机场建立联系，济南港
与遥墙机场之间还要修建一条临空
大道。

有人说，小清河复航，相当于再
造了一条胶济铁路。如果一切成真，
可以预见的是，到2020年小清河通航
之后，济南水、路、空联运的优势将
得到进一步显现。

>> “傀儡皇帝”做好事
与济南境内其他河流不同，小

清河是一条人工运河。主持这项工
程的人叫做刘豫，是金朝庇护下的
一个“傀儡皇帝”。而他挖小清河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治黄河水患。

黄河自古以来，改道频繁，水患
颇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河水中
裹挟了大量的泥沙所致。这些泥沙
在通过河南龙门之后，因水流速度
减缓，逐渐沉积到河床。河床的高度
逐渐超过了地平线，黄河成为高悬
城市头顶的“地上河”，一旦遇到雨
季，极容易发生洪涝灾害。

时间到了北宋神宗熙宁十年
(1077)。这年七月，河南濮阳的降水
非常多，大量的雨水冲进了黄河，
沿河大坝扛不住日益增长的水
位，在一个叫做曹村的地方，黄河
决口了。

决口的黄河如咆哮的骏马冲
向了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到了
梁山附近，洪水分为两路，一路向
南，与淮河并驾齐驱，一路朝北，
夺济水的故道北流。

小清河的诞生就与北边这一
路洪水有关。

黄河夺济水故道北流，具体来
说，是夺了东阿至济南历城这一
段，不过黄河并没有按照济水的河
道入海，在历城东北，也就是现在
华不注山一带，黄河脱离了济水的
故道，东北流经利津入海。

黄河这种走法，使得济水历城
以下的河段，基本上处于断流状
态，河道逐渐荒废，防洪的设备也
渐渐消失。这可直接害苦了周边的
老百姓，一到雨季，从黄河处便会
涌来大量的河水，由于没有防洪设

施，洪水如猛兽一般任意吞噬周围
的农田、村舍乃至人命，人们叫苦
不迭，但是无计可施。

终于，这一切在金朝天会八
年(1130)得到了解决，当时金朝封
的“齐皇帝”、原北宋济南府知府
刘豫为解除济水下游故道年久失
修、洪涝灾害频繁和交通不便之
患，在华不注山南侧修筑了泺堰，
将泺水导入济水故道，并沿着济
水故道，挑挖疏浚，使之直通大
海。这条新挖出的河流就是小清
河。刘豫希望这条河流在排涝防
洪的同时，兼有舟楫之利。

当时小清河的大体走向是从
趵突泉北流，至西门的护城河，汇
集周围江家池、五龙潭、古温泉附
近名泉泉水后，经过三道虹桥一直
向北，而后折向东流，流经大明湖

东北原汇波门外，连通大明湖的湖
水向东北流向华不注山，接着经过
章丘、邹平、桓台、高青等县在潍坊
羊口入海。

之所以叫小清河，是因为当
时还有条大清河。清河，是东平以
东济水的别称，熙宁十年的那次
黄河夺道，让济水在历城分了岔，
一支向北流向了济阳、利津，一支
向南走原河道。当时人们把从东
平到利津这一段济水叫做大清
河，而将这条济南新开的河流称
之为小清河。

不过，由于刘豫挖河，放走了
鹊山湖的湖水，因而破坏了历史
上有名的鹊山湖。鹊山湖的湖水
源源不断被导走，湖面面积持续
萎缩，到了清朝，鹊山脚下已是一
片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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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小清河

依然繁忙。

▲民国三十年小清河上的民

间摆渡。

济南是个
内陆城市，但
是却有一个面
向海洋的梦想，
而承载这一梦
想的，就是城
市北部一条不
起 眼 的 小
河 — —— 小 清
河。济南人称
这条河流为“母
亲河”。按照山
东省政府的规
划，到2020年，
小清河将全面
复航，济南人
清波独运，河
海复通的梦想
即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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