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运河浚县段的卫河自浚

县新镇镇入境
!

流经新镇镇
"

小

河镇
"

黎阳镇
"

城关镇
"

屯子镇
"

王庄乡
!

个乡镇
!

贯穿浚县南

北
!

全长
"#$#

公里
!

由淇河
"

汤

河等多条支流汇集而成
#

#%&&

多年前
!

曹操为了军

事上的需要
!

在浚县西南部
$

遏

淇水入白沟
%!

从而使淇河脱离

了黄河
!

流入了它的故道白沟
#

曹操创修的白沟水运工程为后

来隋炀帝开通永济渠
&

卫运河

的前身
!

以下统称卫河
'

打下了

基础
(

浚县文物旅游局的张富民

在介绍中国大运河的历史演变

时说
!

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末期
!

当时统治长江下游的吴王夫差

为了争霸中原
!

调集民夫开挖

邗沟
!

把长江水引入了黄河
!

邗

沟便是中国最早修建的一段运

河
(

隋朝在洛阳建都后
!

为便于

控制江南及北方广大地区
!

隋

炀帝下令开挖从洛阳到涿郡的

永济渠
!

从洛阳到江苏的通洛

渠
!

从江苏到浙江的江南运河
!

贯通南北的中国大运河就此诞

生
(

元代定都北京后用了
#&

年

时间开挖了洛州河和会通河
!

把天津到江苏淮阴之间的天然

河道与湖泊连接起来
!

与邗沟

和江南运河贯通
!

这样
!

大运河

不再绕道洛阳便直达杭州了
(

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利用

了邗沟
"

白沟这样古代早期的

人工河渠和一些天然河流
!

通

过前赴后继地开凿
"

疏浚
"

拓

宽
"

整修最终形成
(

走在卫河大堤上
!

记者反

复品味着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诗

句
!

若有所思
!

该诗云
)$

尽道隋

亡为此河
!

至今千里赖通波
(

若

无水殿龙舟事
!

共禹论功不较

多
( %

皮日休说话还算公允
!

没

有人云亦云
(

因为不能以
$

水殿龙舟事
%

来全盘抹杀隋炀帝的功绩
(

当

年隋炀帝举全国之力打造这项

空前浩大的水利工程
!

修通了

世界上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
!

他的名字与运河永远联系在一

起
!

谁也无法把这两者分开
(

隋

朝的国力虽然很快被耗尽了
!

但是仅就修通大运河来说
!

隋

炀帝的功绩可以与治水的大禹

相提并论
(

我们身边的卫河曾在上千

年间连接着国家的经济和军事

大动脉
!

这条大动脉为加强封

建集权统治和维护国家统一起

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

它的开

通让中国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融会贯通和大统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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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河的漕运在历史上受

到了历朝政府的重视
!

并由专

门的管理机构来负责
( %

浚县的

文史工作者冯国相向记者介绍

了从前卫河的漕运情况
(

冯国

相说
!

漕运是指利用水道向京

城和军队调运粮食的方式
!

是

一项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措施
(

漕运的船只称漕船
!

漕船载运

的粮食称漕粮
!

运送漕粮的军

队和民工称漕军
"

漕丁和漕夫
(

卫河作为一条运河早在曹操攻

打邺城时就开通了漕运
(

到了

隋朝
!

隋文帝杨坚下令在浚县

建黎阳仓
!

以储备漕粮
!

并设置

专门机构负责黎阳仓的漕粮运

输
(

隋炀帝开通了永济渠后从

黎阳仓调漕粮运往北方供应征

战辽东的大军
!

书中称当时的

情景
$

舳舻相次千余里
%(

唐代
!

由永济渠向京师漕

运储粮
!

每年约
'&

万石
!

浚县

的卫河与黎阳仓继续发挥着巨

大的作用
(

宋代
!

卫河得到进一

步疏浚和整修
!

成为南北运输

的交通枢纽
(

元
"

明
"

清时期
!

浚

县卫河的航运持续不衰
!

河中

$

舳舻云集
!

不下数千艘
%!

沿岸

的淇门
"

新镇
"

城关
"

屯子等集

镇的渡口和码头长期兴盛
!

呈

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

让浚县有

了
$

小天津
%

的美誉
(

为了说明卫河漕运在历史

上的重要地位
!

冯国相向记者

提供了当年河南巡抚田文镜的

*

雍正三年恳请改归属县奏

疏
+(

由于当时隶属于河北省的

浚县
,

滑县和内黄县均为河南

省漕粮运输必经之地
!

三县与

河南省的汤阴县交错接壤
!

卫

河从河南省的汲县
&

今卫辉市
'

进入河北省的浚县
!

出浚县后

进入河南省的汤阴
!

出汤阴后

进入河北省的滑县
!

出滑县后

再次进入河南省的汤阴境内
!

再由汤阴又流入滑县
!

由滑县

进入河北省内黄县后又回到河

南省汤阴境内
!

再流入内黄后

又回到汤阴境内
(

因此
!

巡抚田文镜在奏疏

中说
) $

奏为国储挽运必须协

力
!

恳请改归属县
( %

田文镜在

介绍了卫河在两省境内来回穿

插的情况后开始向雍正皇帝诉

苦
)$

两省地方极其交错
!

是以

每当运漕之时
!

豫省抚臣饬发

令箭
!

委员督催出境
!

粮道则亲

诣守催
(

而押运府佐等官
!

复系

各属之上司
!

断无不畏参处怠

玩从事之理
(

若一交直隶地方
!

事系隔省
!

毋论道府等官任意

逍遥
!

即地方各官亦视为隔省

上司无可如何
!

莫不延挨推诿

--

此豫省漕粮年年不免迟

误
!

而押运等官所以屡被参处

者也
(

臣仰恳皇上俯念漕粮攸

关
!

隔属呼应不灵
!

将浚
"

滑
"

内

黄等三县改归豫省之彰德
"

卫

辉二府
!

就近分隶管辖
!

庶归统

一
!

彼此不致掣肘
( %

田文镜的奏疏马上得到了

雍正皇帝批复
!

雍正三年七月

奉上谕
) $

直隶大名府所属滑

县
"

浚县
"

内黄三县
!

为河南漕

粮运道所经
(

地虽比连
!

而属则

隔省
!

间有呼应不灵之处
!

以至

河南粮艘年年迟误
(

粮运乃河

南专责
!

且大名府所属一州十

县
!

彰德府所属只一州六县
!

卫

辉府所属只六县
(

若以滑
"

浚
"

内黄三县分隶彰德
"

卫辉
!

则多

寡既均
!

而运使得专责成
!

亦有

裨益
(

著九卿速议具奏
(

钦此
( %

皇上发了话
!

哪敢有人怠

慢
)$

臣等伏读谕旨
!

仰见皇上

洞悉情形
!

深瞩利弊
(

若将卫河

流经之滑
"

浚
"

内黄三县改辖豫

省
!

诚于豫漕大有裨益
(

谨查浚

县为古汲郡之地
!

元至元中改

属大名府
!

汲郡即今日之卫辉

府
--

是滑
"

浚
"

内黄三县本皆

河南省地也
(

请以滑
"

浚二县分

隶卫辉府
!

内黄分隶彰德府
(

地

既比连
!

便于管辖
!

且以河南之

粮艘行河南之运道
!

凡沿途挑

浚蓄泄
!

押运诸员既易于指使
!

地方有司亦各有专责
!

军民无

推诿之弊
!

漕运无迟滞之虞
!

又

与各府分隶州县多寡适得其平

矣
( %

从此
!

浚县与滑县
"

内黄县

一起回到了河南省的版图上
(

这里不厌其烦地抄录史

籍
!

只是为了表明当年卫河漕

运受到朝廷重视的程度
(

浚县北部的屯子至老关嘴

这段
(

公里的河道是整个卫河

上最险要的一段
!

此段河道狭

窄且弯曲
!

乱石密布
!

水流湍

急
!

俗称
$

十八里溜
%(

为便于漕

运
!

清乾隆年间
!

先后两次由商

人配合官府整修
$

十八里溜
%(

清光绪年间再次对这段河道进

行了大规模的整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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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卫河采访时记者原想

看看当年规模较大的浚县城关

码头
"

屯子码头
"

小河码头
"

新

镇码头及那些有名的渡口
!

可

是这些码头和渡口已经面目全

非
!

只留下一处处遗址
(

从前
!

仅在靠近浚县城西

边的这段卫河就有客运专用码

头
"

粮库专用码头
"

煤炭专用码

头和几处杂货码头
!

码头上有

票房
"

候船室和货场
(

$

如果能在卫河上看到一

只渡船
!

也算是我们的一大收

获
( %

记者说到这里时
!

随行采

访的冯国相不无遗憾地说
)$

从

前卫河上的
.

云溪燕语卫水舟
/

是浚县著名的八大景之一
!

可

惜这一美景在
)&

年前已不复

存在了
( %

不复存在的不只是
$

云溪

燕语卫水舟
%

的卫河美景
!

当年

浚县以
$

千吨万船
%

打造的中国

$

水上运输红旗县
%

也一并成为

了历史
(

采访中记者得知
!

自上世

纪初以后
!

卫河的航运业大起

大落
!

直至上世纪
"&

年代末期

彻底停运
(

对卫河的水运史研

究颇深的冯国相说
!

#(&*

年平

汉铁路建成后卫河的航运业受

到一定的冲击
!

即便如此每天

经浚县来往于天津和新乡之间

的货船仍不下
"&&

只
!

其中载

重量百吨以上的大船约占
#+)

!

船工达
)&&&

余人
(

在
#()%

年

前后日本侵占华北期间
!

卫河

航运业一度处于停顿状态
!

直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

来往于卫

河上的船只仍寥寥无几
(

卫河航运业的重新崛起是

在
$

引黄济卫
%

工程竣工的
#(*'

年
!

此后的
'&

多年里卫河航运

进入了空前鼎盛的发展时期
(

卫河沿岸的群众在接受采访时

说
!

从上世纪中期过来的人都

清晰记得当年客轮起航
,

木船

扬帆
,

渔舟撒网
,

碧波荡漾的卫

河风光
(

#(*,

年
!

天津至新乡开

通了
$

河丰号
%

客运班轮
!

每日

往返一次
(

客轮来到浚县的码

头停靠
!

南来北往的乘客或上

岸或登船
!

熙熙攘攘
!

热闹非

凡
(

#(**

年
!

卫河上出现了由一

艘机轮拖带
#&

只左右木船的

驳船
!

客运和货运兼营
!

浚县人

形象地称其为
$

水上小火车
%(

#(*%

年浚县造船厂成立
!

该造

船厂既造船又负责全县的开航

工作
!

从而掀起了全县开航和

造船的群众运动高潮
!

到
#(!#

年全县新开挖航道
)&*

条
!

航

道全长达
)&&&

余公里
!

大大小

小的航道纵横交错
!

水上运输

四通八达
(

同时全县造船厂发

展到了
*&

多个
!

共制造机动船

'&

余艘
,

木船千余只
!

年航运总

量达数十万吨
(

其中的
$

国庆

号
%

大船载重量达
)&&

吨
!

是当

年浚县制造的最大的一艘货

船
(

当时的新乡专署在浚县召

开了航运现场会
!

号召全区学

习浚县的航道建设和
$

千吨万

船
%

经验
(

不久
!

浚县被交通部

表彰为
$

全国河网船运化的一

面红旗
%!

全国各大媒体在报道

中称浚县为
$

水上运输红旗

县
%(

$

河也还是那条河
!

水已不

是那清水
( %

浚县的郭福安感慨

地说
!

上世纪
"&

年代后卫河水

量锐减
!

沿岸灌溉用水量剧增
!

卫河水位降低
!

最终导致断航
(

断航后的卫河又受到上游排放

的污水和当地居民倾倒的生活

垃圾的污染
!

这条在古时被称

为清水的卫河变成了
$

龙须

沟
%(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
$

大运

河保护与申遗
%

工作的启动
!

卫

河的保护与治理工作随之展

开
!

浚县人重新看到了卫河的

希望
(

:;<<=>?

有人说
!

大运河的堤岸是

隋炀帝用千百万民工的尸骨修

筑而成的
(

倾听着老船工们的回忆
!

让记者又看到了古老的卫河上

洒遍了一代代船工的血汗
(

今年
%&

岁的赵清海为浚

县东关人
!

他一开始是在卫河

上给资本家当船工
!

刚练习拉

纤时
!

他肩上背着
!&

厘米长的

纤板
,

手拉纤绳弯腰行进
!

到了

吃饭时站不直腰伸不直手
!

连

筷子都拿不住
(

赵清海说
!

船工

的分工非常具体
!

同样是船工
!

船尾掌舵的叫舵工
!

船头撑篙

的叫头工
!

拉纤的叫纤工
!

摇橹

的叫橹工
!

向纤工和橹工发号

施令的叫号工
(

每个工种都有

学徒期
!

就连看似简单的纤工

也要先练习走
$

对步
%!

会走
$

对

步
%!

才能与其他纤工配合默

契
,

保持步调一致
!

这个基本功

不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是掌握

不了的
(

纤工们在号工的指挥

下该迈左腿时不能迈右腿
!

该

四肢着地拉纤时手掌不能离开

地面
(

浚县城关镇桥西村的老船

工王连成当年刚练习拉纤时正

值冬季
!

由于还未学会走
$

对

步
%!

曾两次从岸上滑到冰冷的

河水中
!

险些要了命
(

王连成家

的上几辈人也曾在卫河上当船

工
!

这些年来王连成的家人还

能听到他在晚上做梦时喊起船

工号子来
(

$

嗨那个嗨呀
000

嗨那个

嗨
1 %

王连成在接受采访时异常

兴奋
!

他一次次地摆出当年拉

纤时的架势
!

口里不时地喊着

船工号子
(

当纤工不容易
!

当舵工和

头工更是技术活儿!$没有真功

夫别想吃这碗饭
%(

从前在船工

中流行这样一句话
)$

一篙金
!

一篙银
!

一篙不准坑死人
( %

特

别是船只到了急流险段时
!

舵

工或头工如果一篙把握不准
!

就易造成船毁
,

货沉
,

人亡的惨

剧
(

因此
!

纤工虽然干的是最吃

苦的活儿 ! 但是工资却低于号

工
!

更低于舵工和头工
(

当年
!

船上有许多忌讳
!

姓

陈的船工不能叫老陈
!

都要喊

他
$

老轻
%!

帆不叫帆而称
$

篷
%!

船上用的各种绳子都有专门的

名称
!

一律不能叫绳
(

半道上遇

到船只搁浅时
!

无奈的船工们

有人烧香磕头
!

有人往河里撒

小米
!

祈求河神
$

放行
%(

拉纤时
!

号工喊
$

嗨那个嗨

呀
%!

纤工答
$

嗨那个嗨
%2

号工

喊
$

嗨
%!

纤工便答
$

嗬
%!

一喊一

答
!

既为纤工们鼓劲
!

又统一了

大家的步调
#

一旦发现有纤工

偷懒或没有走
$

对步
%!

号工立

马上前对着这个纤工的脸大声

喊号
#

$

当了船工就把自己交给

了大风大浪
!

要常年风里来雨

里去
# %

浚县城关镇菜园村的老

船工周同泉说
!

当年他拉着载

重量为
#'&

吨的大船由浚县到

天津
!

来回需要
*&

多天
#

顺水

顺风时昼夜兼程一天能走百余

公里
!

逆水逆风时一天只能走

)&

公里左右
#

后来卫河上的机动拖轮多

了起来
!

纤工们应该改行了
#

可

是
!

老船工们说
!

即使没有机动

拖船
!

卫河在上世纪
"&

年代末

就不能行船了
!

纤工们还是要

改行的
#

卫河舳舻云集的时代结束

了
!

我们暂且到梦中去感受那

雄浑高亢的卫河船工号子吧
#

我们期待着卫河保护和治理工

作的有效开展
!$

云溪燕语卫水

舟
%

的美景有朝一日一定能够

重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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