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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之河遗产丰厚 江北水城文脉传承
运河文化基因深深镌刻在古城聊城的血脉之中

文/片 记者 时培磊
李静 王开智 李家澍

40年收集运河民间文化

聊城阳谷县阿城镇赵店村62
岁的赵中田是一位普通的农民，
但他用40年的时间，干了一件让
他的小学老师竖大拇指的事儿。

走进赵中田的小院，他从屋
里的各个角落把那些“宝贝”翻了
出来，各种笔记本摞了足足有一
米多高。他花了40年的时间，除了
种地之外就干了一件事：收集大
运河民间文化的相关材料。“一共
有42部，包含民谣、童谣、夯歌、民
间故事等等。”

因运河而生的民俗文化让赵
中田“着了魔”，尽管到了花甲之
年，他不是在寻找收集资料的路
上，就是在家整理注释资料。赵中
田的小屋只有十来平米，除了一
张床、一个柜子、一张书桌外，没
有一件像样的家电，他也不需要，
在家的时候，他就半靠在床上，一
笔一笔注释这些民谣的来源、含
义。越收集，他越是感觉到运河文
化之丰富。“这些东西实在是太好
了！”

赵中田从小在运河边长大，
父亲曾常年在运河做工，母亲在
家守夜做活时，就给他唱民谣。这
些歌谣，很多都跟大运河相关。

“大运河上的劳作多是集体劳动，
它必须写号子，唱起来，大家才能
劲往一处使。”

高中毕业后，赵中田没考上
大学，不甘心之下开始搞文学创
作。母亲就告诉赵中田，自己会唱
很多民谣，知道很多故事，足够写
一本书。本想为自己的文学创作
积累点素材，赵中田将它们记录
下来越琢磨越有意思，“比我写的
东西有价值多了。”

在母亲的支持下，赵中田踏
上了收集民俗文化的苦旅。他自
带干粮，骑着自行车，沿着大运河
外出采风，从老一辈人那里收集
民间歌谣、故事。夏天就睡在路
边，冬天就住进几毛钱一晚的厂
房地铺。

几十年下来，光车子就骑坏
了好几辆，赵中田却不觉得苦。每
当从上了年纪的人那里采集到新
东西，他都会生出一种巨大的幸
福感。2005年，母亲去世后，赵中
田怀着对母亲的亏欠，愈加坚定
要做出点名堂来。

“这些文化都是老百姓实实
在在创造出来的活文化。”赵中田
说，大运河文化不仅仅存在于书

本里，它更应该体现在老百姓的
生活中，这些民谣、故事等，就是
最好的体现。不断地研究让他理
解到，运河文化不仅仅是农耕文
化，它就像糖葫芦一样，把江淮文
化、闽浙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
化等串到一块，这几种传统文化
相互交融，形成了一种新型文化。

赵中田要做的，就是把这种
文化记录并传承下去。这项事业
已经成了他最坚固的信仰。“不管
多难，只要我还能动，就不会停下
来。”

酱菜里留存着运河味道

从赵中田记录的成千上万首
歌谣里就可以窥探到，当年运河
带给聊城何等繁荣的景象。据聊
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副院长郑民
德介绍，明清时期聊城运河沿线
的经济非常发达，虽无法与南方
的苏州、杭州、扬州等相提并论，
但在江北地区是首屈一指的。临
清、张秋（阳谷县境内）都是江北
地区著名的商埠和码头，其他的
小型城镇更是不计其数。

位于聊城临清市的运河钞关
遗址是全国运河八大钞关唯一现
存的遗址，这里曾是朝廷收取关
税的直属公署。据临清市博物馆
副馆长李赛男介绍，在明朝万历
年间，临清钞关一年的收税达到

了117000余两，占全国运河税额
的1/4，位居运河八大钞关之首。
当时船只来来往往，河面到处都
是片片白帆，颇为繁华。

济美酱菜是聊城人熟知的老
字号酱菜，它始建于1792年，就是
运河繁华时期的产物。据济美酱
菜厂总经理周广普介绍，厂子创
始人王永春是安徽人，本是上京
赶考的，顺着运河来到了临清，后
来就留在了这里经商。

北方的腌菜多用盐腌，王永
春独辟蹊径，融合南方菜的口味，
采用酱腌的方式，提升了酱菜的
档次，腌出来的酱瓜晶莹剔透，口
感清脆带着甜味。“这里会聚了南
来北往的人，酱菜对南北方的口
味都有所照顾，很受欢迎。”

当时济美酱菜腌制的腐乳就
是沿着大运河一路北上到达京
城，向朝廷进贡，有了“进京腐乳”
的美名，是济美酱菜至今都在主
打的品类。也是通过大运河及穿
行在运河之上的人们，济美酱菜
由临清走向了全国。在清朝，江北
有四大酱园，其中就包括临清的
济美酱菜。

走进生产车间，一口口贴着
封条的大缸散发出发酵的味道，
在这里仍能寻找到运河味道。每
年，数万斤酱菜从这里走上全国
人民的餐桌。“这是大运河留给临
清的遗产。”

临清贡砖重回紫禁城

行走在临清的大街小巷，随
处可见运河元素和运河留下的遗
产，那些街道、桥闸、衙署建筑，甚
至当地的特色美食，都和运河有
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其中很多
运河元素一直延续留存到今天，
仍在影响着这里的人。”

走进贡砖非遗传承人赵庆安
位于临清魏家湾的窑厂，这里很
是热闹。工人们正在将一窑刚烧
制好的贡砖搬运出来。一窑近六
万块砖，每一块都经过了四大流
程18道工序，用温火、大火烧制7
天7夜而成。

这些透着古青色的贡砖异常
坚硬，是临清的一张名片，它曾是
供给朝廷专用的，位于四五百公
里外的紫禁城，就是由临清贡砖
建造而成的。“这些砖都是通过大
运河运送到北京通州的张家湾，
再运到北京城。”在临清，当地人
流传着“临清的砖，北京的城，紫
禁城上有临清”的顺口溜。

说起贡砖的源起，赵庆安称，
“是先有了大运河，才有了临清贡
砖的辉煌历史，否则它很可能被
雪藏起来了。”明朝永乐年间，北
京古城修建过程中，当时的朝廷
从北到南沿着运河考察，来到临
清，发现这里因黄河冲积形成的

土壤粘沙适宜，细腻无杂质，用来
烧制贡砖再适合不过了。

最繁盛的时候，临清在大运
河两岸的砖窑就有数百家，参与
烧制贡砖的固定工人有近万人。

“几乎是家家户户都跟烧砖有点
关系。”这种繁盛的景象一直到了
清朝末年，漕运上的贡砖随着夕
阳一起没落下来。

赵庆安从小就在窑厂长大，七
八岁的时候给工人送饭，十来岁的
时候跟着父亲学制坯。至今，53岁
的赵庆安有着40余年的烧砖经验。
他从小就有一个理想，想把临清贡
砖烧出过去鼎盛时期的质量。

为了研究如何把土里的杂质
去干净，让土质再分化，赵庆安就
泡在窑厂，一待就是半个月。经历
过很多次失败，吃饭的时候他忍
不住大哭。“但是心里一直有这么
一个信念，没打过退堂鼓。”当他
成功研究出机械分化设备的时
候，高兴得不得了。“想着临清贡
砖能重新走进很多地方了。”

如今，不少地方的文物修复
都重新启用了临清贡砖。赵庆安
生产的贡砖，品质得到了故宫相关
修缮专家的认可，临清贡砖再度走
进紫禁城。赵庆安的砖厂还吸纳了
上百人就业。“临清贡砖不仅有经
济价值，还有历史价值，全国多个
地方的古建筑修复都是临清的
砖，我们的砖又走向了辉煌。”

京杭大运河2023年全线贯通
补水自3月1日启动，至4月4日实
现全线水流贯通。这是继2022年
经补水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水流
贯通后，京杭大运河再次全线通
水。

4日10时，位于山东德州境内
的四女寺枢纽南运河节制闸、天
津市境内的九宣闸枢纽南运河节
制闸和新开河耳闸同时开启，漳

河水、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北延工
程供水、引滦河水等不同补水水
源，流向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相
关河段。至此，运河黄河以北段
707公里实现水流贯通，运河全线
实现水流贯通。

据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2023年京杭大运河
全线贯通补水，通过优化配置调
度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北延工程供

水、京津冀鲁四省市本地水、引黄
河水、引滦河水、再生水及雨洪水
等水源，向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
河段进行集中补水，持续推进华
北地区河湖生态环境复苏和地下
水超采综合治理，助力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

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的京杭
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建造的宏
伟工程，具有防洪排涝、输水供

水、内河航运等功能。受历史演
变、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影
响，一个时期以来，运河黄河以
北河段水资源短缺，河道断流、
水生态受损、水环境污染等问
题突出。

2022年，水利部联合京津冀
鲁四省市开展京杭大运河全线贯
通补水工作，京杭大运河实现百
年来首次全线水流贯通，补水河

道5公里范围内地下水水位平均
回升1 . 33米，沿线河湖生态环境
得到改善。

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2023年京杭大运
河全线贯通补水计划5月底完
成，并根据水源来水情况尽量延
长全线贯通时长，计划补水4 . 65
亿立方米。

据新华社

京杭大运河再次实现全线水流贯通

江北水城，运河古都。这是聊城人赋予这座城的名片。在聊城临清的大街小巷，随处可以看到运河的丰厚遗产，行走在在桥
闸、衙署古建筑之间，品尝着老字号酱菜，听着运河民俗歌谣，看一块块贡砖出窑，你会有种穿越的感觉。运河文化的的基因深深
镌刻在这座历史古城的血脉之中，渗透在聊城人的生活之中，影响了世世代代的聊城人。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聊城的经济昌盛与文化繁荣便得益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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