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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济夫

鲁西南明珠东平湖，碧波荡漾，自古
享有齐鲁“小洞庭”的美誉。

东平湖原是济水故道和大野泽、梁
山泊余流，时至今日仍有“游览水泊梁
山，不荡舟东平湖，不成其游”之说。东
平湖是山东省第二大淡水湖，还是黄河
流域唯一重要蓄滞洪区，是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和京杭运河复航工程的重要枢
纽。

清代咸丰五年，黄河夺淮入海700多
年后改道北流，横截京杭运河，东平湖因
黄河顶托，成了山间湖泊。细说东平湖的
由来变迁，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大野泽时期(公元前1000年—公元
前481年 )：最早见于《左传》，鲁哀公十
四年“春，西狩于大野。”《禹贡》也记
载：“大野既潴，东原底平。”“东平”这
一名称即起源于此。秦汉时称为“巨野
泽”，到了唐代，《元和郡县志》记载：

“大野泽在巨野县东五里，南北三百里，
东西百余里”。

梁山泊时期(1019年—1181年)：北
宋建隆元年到太平兴国九年，黄河多处
决口，北宋末年黄河改道南流140年，其
中溃决有35年之多。黄河决口后多沿济
水、濮水故道流入巨野泽，洼地淤高，泽
泊北移。据《资治通鉴》记载：后周显德
六年“覆汴水，浚五丈渠，东过漕、济、梁
山泊，以通清、郓之漕”。《宋史·杨戬传》
说：“梁山泊、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
元代于钦的《齐乘》也说“(巨野)泽即梁
山泊也”。

北五湖时期(1181年—1855年)：南宋
建炎二年，黄河决口后南流，这时黄河极
不稳定，梁山泊也随之变化，水至“漂没
千里，复成泽国”，水退“涸为平陆，安置
屯田”。梁山泊洼地形成了南旺湖、蜀山
湖、马场湖、马踏湖、安民湖五个湖泊，也
被称作“北五湖”。

近代形成期(1855年—1987年)：清
咸丰五年，黄河于河南铜瓦厢决口后，
于张秋穿过运河，过东阿、鱼山夺原济
水、大清河入海。据《旧县志》记载：“安
民山屹立洪波中……纵横数十里，民田
汇为巨泽。”黄河改道后，小清河、宋金
河、京杭运河等形成了新的积水区，积
水北行2 5里至清河门，后因黄河口淤
高，水流不能北注，形成的湖泊始称大
安山湖，清末因属地在东平，便易名为
东平湖。

东平湖因地处山间，风景秀丽，晋代
文学家阮籍在《东平赋》中说：“薮泽逶迤
漫衍”“川泽捷径洞庭”。唐代大诗人李
白、杜甫、李邕、高适等，曾在此同游唱
和，一时成为文坛佳话。司马光、李商隐、
韩愈、文天祥、元好问、辛弃疾等文学家、
诗词大家也曾先后来到这里，或做官，或
游览，或过路，留下了许多佳作名篇。

李白《送梁四归东平》一诗中有
“……汶水起垂竿。莫学东山卧，参差老
谢安”的诗句。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始
建于隋仁寿元年的“清水石桥”，比赵州
桥还早五年，唐代诗人高适留有名句：

“沙岸泊不定，石桥水横流”。宋代文学家
苏辙曾泛舟夜过梁山泊，写下了“更须月
出波光争，卧听渔家荡桨声”的佳句。元
代诗人陆友的诗中说：“我尝舟过梁山
泊，春水方生河渺漠。或云此是碣石村，
至今闻之犹褫魄。”

清代文学家王渔洋在《蚕尾集序》中
写道：“兖郓之境多湖泊，而小洞庭最著，
湖之左有蚕尾山焉……而其湖山之胜又
旷邈靓丽，能使临汛者徬徨，登眺者迟夸
怡怅而忘返，于是小洞庭之名与源明之
诗共传图牒。”王渔洋还在《游小洞庭》诗
中写道：“积雪明蚕尾，浮云下洞庭。明朝
新霁好，回首数青峰。”这诸多诗词佳句
都表明，东平湖山水明丽多姿，堪称齐鲁
大地的一颗明珠！

今日东平湖总面积626平方公里，其
中老湖区南北长13 . 5公里、东西宽10 . 3公
里，面积2 0 9平方公里，常年积水面积
124 . 3平方公里。湖区水质肥沃，无污染，
因此浮游生物繁盛，水生动植物多，是天
然的养殖良场。东平湖有鱼类50多种，年
产量3000吨左右，最高达万吨。湖中还出
产荸荠、莲藕、苇、蒲、鳖、蟹、蚌、螺等多
种野生动植物。

1958年兴建东平湖水库时，新筑100
公里的环湖围堤和十里堡、徐庄、耿山口
三座黄河蓄洪进湖闸，同时把东平湖与
黄河、运河用围坝涵闸分开，扩大和提高
了老湖区的蓄洪能力。1963年扩大、修建
了二级湖区，新建了石洼蓄洪进湖49孔
闸，这是黄河下游最大的蓄滞洪区，确保
了黄河防汛安全。

东平湖建成“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
调蓄水库后，为保证良好水质，整个湖区
及周边严格治理，清除各种污染源，加强
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使东平湖区自然
环境和古迹胜景更加秀丽，1985年被山
东省政府公布为首批省级风景名胜区。

东平湖西岸群山起伏、峰峦叠嶂，其
中林木葱茏的腊山峻险挺拔，被称为“小
岱峰”。山上有“八仙台”“老虎洞”“平云
桥”“双日对出”等奇观，崖壁镌刻着“阿
南屏翰”“高山景行”“气象万千”等石刻。
腊山已被评定为“国家森林公园”，现为
腊山林场驻地。

东平湖因属梁山泊余流现存最大
水面，东平县在湖畔东岸建造了水浒城
(影视基地)，后又在西北岸的六公山建
造了水浒大寨：一是水寨，包括3000平
方米的码头、栅栏、瞭望台和万亩湿地；
二是吊桥，共计2 1 6级台阶，代表3 6天
罡、72地煞、108将；三是山寨，包括寨墙
(下宽8米、上宽6米、高18米 )、寨门、三
关、瓮城、忠义堂等，俨然一座水浒山
寨！

腊山之南，东昆仑山耸立，俗称昆
山。据《东平县志》记载，周穆王游猎至
此，为寇所困，趋避山林，饥渴难忍。周穆
王坐骑长嘶一声，奋蹄刨地，忽有清泉涌
出，解了周穆王之困，因此称此山为“困
山”，泉名为“马刨泉”，后改名为昆山、马
跑泉！如今与东平水浒城影视基地连接
起来，建成新的游览观光景点，颇具水浒
风韵，再现齐鲁“小洞庭”的优美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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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玉河

作为传统的纺织原料，
北方多产棉花，南方多产蚕
丝，在北方，与棉花生产相
比，蚕桑属于小众。不过，由
于清末民初的“实业救国”，
一时大兴农桑，在此背景下，
德州平原县这个北方县城，
蚕桑业发展得有声有色。

山东蚕桑业历史悠久，
早在商周时代就达到相当水
平。清末山东具有近代意义
的蚕桑业振兴，就是以一批
蚕桑管理、推广机构及“平原
县乙种蚕业学校”的建立为
标志。

清代光绪二十七年，山
东巡抚袁世凯设立“农工商
务局”，这是山东最早的实业
管理与推广机构。清光绪二
十九年，山东巡抚周馥通令
各地设“农桑会”，并于同年
在济南设“农桑总会”，随后
山东各府、州、县纷纷成立

“农桑会”。
平原县农会始创于清光

绪三十四年，会址在平原县
署东常平仓旧址。在大力推
广桑树种植的形势下，清光
绪三十年，平原县知县姚诗
志在西关大寺旁购地8亩，创
办苗圃，栽种桑树秧2万余
株。民国四年又在公署后东
偏处，计官地14亩，由农会筑
起院墙，分设苗圃，乘时播
种，以便分布乡区。民国九年
又把“学田”(旧事办学用的
公田)20亩作为苗圃。

据民国《续修平原县志》
中关于民国六年的统计，这
一年平原县全县拥有桑树
76900株。由此可以推断，当时
平原县民间养蚕已有一定规
模，平原县不但发动种植桑
树，而且培育桑苗，以促进蚕
桑业发展。

养蚕收益颇丰，也是农
民积极养蚕的动力所在。史
料记载，当时山东农户有3亩
土地才能养一个人，而种桑
养蚕每0 . 75亩土地便可养一
个人。清末山东平均每人有
田3 . 7亩，按每家五人中有两
个劳动力计算，一个劳动力
可耕田15亩-20亩计算，农户
家庭劳动力已明显过剩，而

“蚕桑见效最速，获利最巨”
“以田亩之桑育春夏秋三季
之蚕，辛苦只数十天获利可
百数元之多”。就柞蚕业来
说，以前柞蚕丝每百斤只值
银300两，到清末每百斤价格
在银700两以上，而且“尚苦
缺货”。这势必影响农户的选
择。

科举时代本无职业教育
一说，自洋务运动兴起后，各
地创办了一系列专门学堂。
后又逢清末新政，朝廷设立

“学部”，制定的《钦定学堂章
程》将实业教育纳入中等教
育阶段，并自成系统，蚕桑、
商务、农林等实业教育逐渐
兴起。

清光绪二十二年，山东
省在济南东关设立“农林学
堂”，清光绪三十二年改为

“山东高等农业学堂”，内设
蚕业科，并曾筹设“蚕业讲习
所”。

民国四年，“平原县乙种

蚕业学校”成立，校址在平原
县淳熙寺，学校共有桑树700
株，土地5亩，每年招收一个
班，学制三年。到民国七年

“平原县乙种蚕业学校”共有
三个班，学生1 5 0人，教师7
人。课程有国文、算术、历史、
地理、理科、修身、养蚕学、栽
桑、蚕体生理、蚕体病理、缫
丝、土壤学、气象、英语。办学
经费由平原县拨发，学生书
费由学校负担，末期每年每
人还发了一套操作服。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平原县
乙种蚕业学校”师生上街发
动群众抵制日货，声讨卖国
贼罪行。

民国十五年，“平原县乙
种蚕业学校”与“商业学校”
合并，改名为“平原县立职业
学校”，有蚕科两个班。

恩县(旧县名，在山东省
西北部，1956年撤销)于清代
宣统三年建“农学堂”，校址
在恩县县城旧学宫西边，有
一个班，学生40人，教师3人。
民国三年改名为“恩县乙种
蚕业学校”，招收三个班，学
生1 2 0人。民国十八年改称

“恩县职业补习学校”，后不
再设立蚕科班。

这些学校校名中的“乙
种”，是相对“甲种”而言的。

“甲种实业学校”施行完全普
通实业教育，分农业、工业、
商业、商船四种，每种都分设
预科及本科，预科一年毕业、
本科三年毕业。“乙种实业学
校”则施行简易的普通实业
教育，城镇、乡及个人也可以
设立。“乙种”学校同样分为
农业、工业、商业、商船四种，
一般三年毕业。

平原县民间养蚕历史悠
久。据明代万历年间的《平原
县志·物产志》“虫之属”记
载：“而蜂、蚕最民所利，赖者
养之甚多。”在“枲之属”中记
载：“有丝绢……”在“货之
属”记载：“有桑皮……”

清乾隆年间《平原县志》
也有类似记载，而且在“虫之
属”中，把蚕放在第一位。除
了“木之属”记载了桑树外，
在“货之属”中还有桑皮纸，
这是桑树的高附加值产品。

新中国成立后，平原县
蚕桑业一度中断，上世纪60
年代中后期恢复发展。1966
年4月，平原县供销社组织
五个基层社派人去聊城蚕
校学习放养蓖麻蚕技术，回
来后推广。1967年收购蚕茧5
万公斤，居全省之首，受此
影响，德州各地开始大力推
广植桑养蚕和蓖麻养蚕技
术，1970年桑园面积5900亩，
蚕茧产量211562 . 5公斤，其
中蓖麻蚕茧占全部蚕茧的
75%以上。

1978年平原县还从浙江
聘来7名技术员，传授植桑养
蚕技术。全县桑园面积发展
到1000多亩，主要分布在十
里铺、恩城、腰站、城关、尹
屯、王凤楼等公社。1 9 8 1年
后，棉花奖售政策优厚，棉花
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植桑面
积锐减，1984年减到97亩，收
购蚕茧5000公斤左右。此后，
植桑养蚕基本淡出平原县的
农业生产。

2023年7月6日 星期四 A11青未了·人文齐鲁

清
末
民
初
平
原
县
的
职
业
教
育
学
校

︻
故
地
往
事
︼

投稿邮箱：
q l w b r w q l @ 1 6 3 . c o m


	A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