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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条河来，一座座桥，一条条船来，一个个仓，你数桥来我数仓……
同学们要想长知识，利用假期走出去，跟着运河去寻仓！”

快板《跟着运河去寻仓》，是后南仓小学《寻仓探蕴》特色课程的序幕，
这套课程由校长崔淑仙和紫运校区校长吕桂红组织编写，范亚芳老师参与
编写和开发。

“总会有学生好奇，学校叫‘后南仓小学’，那这里曾经有个仓库吗？‘后’是
方位吗？有没有‘前南仓’？”范老师告诉记者，必须让同学们知道这座城的历史。

于是，范老师设置了中仓路的实践点。这条不起眼的道路深处，藏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中仓仓墙遗址。如今，遗址已被保护起
来。这段150米左右的残墙经过修缮后呈锯齿状。此外，遗址内还存有一
些大石碾、台基条石等仓廒（音同“遨”）厅舍建筑构件；北墙外保存古槐一
株、仓神庙碑身一块。

几百年间朝代兴衰更迭，通州老城几经变化，大浪淘沙般留下了这段
残墙。它像现代社会里的一个楔子，标记着那段“仓城岁月”。在遗址不远
处的通州区博物馆内，学生们则可以了解更为具体的历史。

范老师说：“通州过去被称为‘仓城’。之所以叫通州，也是取‘漕运通
济’之意。实际上，仓城的兴衰也经历了一段波折。”

自金代起，朝廷便在通州设仓。元王朝在此建立了十四仓，后皆毁于
战火。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前，漕粮转运至北京，不需要供应皇家。这使得
通州作为“天子之外仓”的功能消失，仓储量及漕运地位有所下降。

转机出现在永乐迁都。漕粮转运除了军事用途外，还需要供给皇家。
于是，朝廷在通州创建了三座大型漕仓，总称“通仓”。明正统元年（1436
年），朱祁镇根据三仓方位，分别定名为大运东仓、大运中仓和大运西仓。

这就是通州三大仓的故事。它展示了漕运给通州带来的重要影响。然
而，仓城的故事还没讲完，波折也并未休止。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即将登场。

到了明天顺四年（1460年），朝廷又在大运西仓南侧新建一座粮仓，名
为大运南仓，也称“后南仓”。这个“后”并非指方位，而是修建的先后。此
后，通州仓之间几经并转，直到清乾隆十八年，西仓和中仓的规模在京、通
十一仓群中跃居第二。

浏览明朝万历年间通州粮仓一览表会发现，由于大运东仓并入大运中
仓，所以“通仓”共分为大运南仓、大运西仓和大运中仓，这三处粮仓又分为卫
仓近20座，仓廒共计近300座。这个数字在清朝康熙和雍正年间得以打破。

范老师告诉记者，仓的历史几经演变，但贯穿其中的精神从未改变。“我们
祖辈勤勤恳恳守护着这些粮仓。从简单的运输等体力活，到防潮防火防水的
设计，以及严苛的出仓入仓管理，都体现着‘仓城’人民奋斗进取的精神。”

这些历史和精神，被编入了后南仓小学的实践课程中。
遥远的历史、现代的城，最鲜艳的颜色和最年轻的学生，将续写更多的

运河传奇。

鲜活鲶鱼鲜活鲶鱼，，留中段切成留中段切成22厘米宽的马牙丁腌制厘米宽的马牙丁腌制55小时小时。。经过挂糊等步骤经过挂糊等步骤
后后，，即将来到小楼鲶鱼最核心的步骤即将来到小楼鲶鱼最核心的步骤：：炸炸。。

油锅翻滚油锅翻滚，，大师傅田胜熟练地提着鱼块放进锅中大师傅田胜熟练地提着鱼块放进锅中。。油温升高油温升高，，不可避免不可避免
地会让鱼肉水分流失地会让鱼肉水分流失。。为此为此，，小楼鲶鱼在炸制过程中发明了特殊的方法小楼鲶鱼在炸制过程中发明了特殊的方法。。

““我们形象地称这叫我们形象地称这叫‘‘燉燉’’一会儿一会儿。。””方法很简单方法很简单，，油面出现大泡时把锅拿油面出现大泡时把锅拿
下灶台下灶台，，等油泡变小了再放上去等油泡变小了再放上去。。如此反复三次如此反复三次，，即即““三上三下三上三下””。。

小楼鲶鱼无疑是饭店最热销的菜品小楼鲶鱼无疑是饭店最热销的菜品，，更是新客必点菜更是新客必点菜。。看着食客们仔看着食客们仔
细品尝细品尝，，田胜总是意味深长田胜总是意味深长：：““都说要守正创新都说要守正创新。。今天的我们在守住老味道今天的我们在守住老味道
的同时想有所创新是很难的的同时想有所创新是很难的。。但不创新但不创新，，‘‘一招鲜一招鲜’’吃几辈子也是不可能吃几辈子也是不可能
的的。。通州三宝既是金字招牌通州三宝既是金字招牌，，更是这座城市的名片更是这座城市的名片。。””

作为漕运通济之地的通州作为漕运通济之地的通州，，南来北往的客商数不胜数南来北往的客商数不胜数。。招待这些远方招待这些远方
的客人的客人，，没有点真本事是不行的没有点真本事是不行的。。于是在几百年大浪淘沙后于是在几百年大浪淘沙后，，小楼鲶鱼和大小楼鲶鱼和大
顺斋糖火烧顺斋糖火烧、、仙源腐乳被冠以仙源腐乳被冠以““三大美食三大美食””的称号的称号，，人们亲切地称之为人们亲切地称之为““通州通州
三宝三宝””。。选材严格选材严格、、工艺讲究工艺讲究、、顾客至上顾客至上，，造就了丰富的口感和绝佳的消费体造就了丰富的口感和绝佳的消费体
验验。。最早可追溯到崇祯年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崇祯年间的历史，，更是让更是让““三宝三宝””的文化味沉甸甸的文化味沉甸甸。。

历史最久的是大顺斋糖火烧历史最久的是大顺斋糖火烧。。相传创始人叫刘大顺相传创始人叫刘大顺，，是来自南京的回是来自南京的回
民民。。崇祯十三年崇祯十三年（（16401640年年），），刘大顺举家落户市井繁荣的通州刘大顺举家落户市井繁荣的通州。。他做的糖火他做的糖火
烧香甜可口烧香甜可口，，颇受欢迎颇受欢迎。。到后来到后来，，刘大顺用攒下的银钱盘下间铺子刘大顺用攒下的银钱盘下间铺子，，成为坐成为坐
商商，，取名取名““大顺斋大顺斋””。。一是根据自己名字一是根据自己名字，，二是寓意买卖顺利二是寓意买卖顺利。。清朝乾隆年清朝乾隆年
间间，，大顺斋的生意已经很兴旺大顺斋的生意已经很兴旺，，规模扩至五间规模扩至五间，，两间当铺面两间当铺面，，三间当作坊三间当作坊，，产产
品也丰富起来品也丰富起来，，除了糖火烧以外还增加了南派糕点除了糖火烧以外还增加了南派糕点，，故名故名““大顺斋南果铺大顺斋南果铺””。。

万通酱园稍晚些万通酱园稍晚些，，在民国七年在民国七年（（19181918年年），），由本地回民资本家马兆丰创由本地回民资本家马兆丰创
建建。。老店在最繁华的闸桥一带老店在最繁华的闸桥一带，，也是前店后厂也是前店后厂，，自产自销仙源牌腐乳及各种自产自销仙源牌腐乳及各种
酱菜酱菜。。后来万通酱园还为吴佩孚的军队后来万通酱园还为吴佩孚的军队、、冯玉祥部张芝江的部队供货冯玉祥部张芝江的部队供货。。解解
放初期万通还把产品大批供应到密云水库等建设工地放初期万通还把产品大批供应到密云水库等建设工地，，生意越做越大生意越做越大。。
19561956年公私合营年公私合营，，万通酱园改为国有万通酱园改为国有，，几经易名之后归入通州酿造厂几经易名之后归入通州酿造厂。。

传承百余年的小楼饭店原名传承百余年的小楼饭店原名““义和轩义和轩””，，是家地道清真餐馆是家地道清真餐馆。。开业之初开业之初
靠清真肉火烧吸引不少食客靠清真肉火烧吸引不少食客。。后来也扩大了规模后来也扩大了规模，，由原来的一楼一底扩展由原来的一楼一底扩展
为两楼两底为两楼两底。。掌柜的遍请名厨加工精致清真菜肴掌柜的遍请名厨加工精致清真菜肴，，以选料严格以选料严格、、制作精良制作精良、、
高汁红芡高汁红芡、、色香味俱佳而声名大噪色香味俱佳而声名大噪。。人们甚至忽略了人们甚至忽略了““义和轩义和轩””的字号的字号，，直接直接
称称““小楼饭店小楼饭店””。。小楼菜肴也引领了京东餐饮潮流小楼菜肴也引领了京东餐饮潮流，，成为清真菜的成为清真菜的““领军领军””。。

田胜如今是小楼饭店的主厨田胜如今是小楼饭店的主厨。。在烹制美味菜肴的同时在烹制美味菜肴的同时，，他也对通州三他也对通州三
大美食的历史有所思考大美食的历史有所思考。。““我一直好奇我一直好奇，，这三样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菜这三样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菜，，为什为什
么能被南来北往的食客如此认可么能被南来北往的食客如此认可？？””

终于终于，，田胜找到了答案田胜找到了答案：：““就在这就在这‘‘南来北往南来北往’’里里，，藏着三大美食经久不衰藏着三大美食经久不衰
的答案的答案。。””

原来原来，，通州的美食与大运河串联起的丰富物产密不可分通州的美食与大运河串联起的丰富物产密不可分。。大运河沟通大运河沟通
南北的漕运功能南北的漕运功能，，保证了这些原料的供应保证了这些原料的供应。。““而这些新鲜而这些新鲜、、便利的原料便利的原料，，让普让普
通的三道菜成为了通的三道菜成为了‘‘通州三宝通州三宝’’。。””田胜举例田胜举例，，大顺斋本身就是南果铺大顺斋本身就是南果铺，，创始人创始人
也是举家沿运河搬迁至此也是举家沿运河搬迁至此。。万通酱豆腐的胚料万通酱豆腐的胚料，，历史上全部购自浙江绍历史上全部购自浙江绍
兴兴。。胚料在绍兴装船后经杭州启运胚料在绍兴装船后经杭州启运，，沿着运河水溯流而上时一路发酵沿着运河水溯流而上时一路发酵，，到达到达
通州需时月余通州需时月余，，故而细腻爽口故而细腻爽口，，别有风味别有风味。。至于小楼鲶鱼至于小楼鲶鱼，，则直接取自北运则直接取自北运
河河，，活水养鱼味道鲜美活水养鱼味道鲜美。。

几百年传承下来几百年传承下来，，三宝的制作技艺甚至选材都或有调整三宝的制作技艺甚至选材都或有调整，，但祖辈流传下但祖辈流传下
来的匠心却从未动摇来的匠心却从未动摇。。

““我们的宗旨是百年传一味我们的宗旨是百年传一味，，一味传百年一味传百年。。在严格遵循老味道的基础在严格遵循老味道的基础
上上，，始终把顾客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始终把顾客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比如这两年比如这两年，，我们把整条鱼炸改成了切我们把整条鱼炸改成了切
成小丁炸成小丁炸，，就是为了提前给顾客剔掉鱼刺就是为了提前给顾客剔掉鱼刺。。””

这天这天，，田胜怀着忐忑的心情调整了淀粉的使用田胜怀着忐忑的心情调整了淀粉的使用。。““过去我们都用玉米淀过去我们都用玉米淀
粉粉，，现在按照一定比例加了绿豆淀粉现在按照一定比例加了绿豆淀粉。。这样炸制出来的外壳更酥脆这样炸制出来的外壳更酥脆。。””只是只是
修改了这一处做法修改了这一处做法，，田胜就慎重考虑了很久田胜就慎重考虑了很久。。

““样品出锅后样品出锅后，，同事的评价很高同事的评价很高””，，但田胜明白但田胜明白，，最终的评价还是得看消最终的评价还是得看消
费者是不是满意费者是不是满意。。为此为此，，他特意请了一位老顾客他特意请了一位老顾客。。

看着食客细嚼慢咽看着食客细嚼慢咽，，田胜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田胜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就怕吃过的人说就怕吃过的人说‘‘不是不是
那个味儿了那个味儿了’’。。””

““好好！！外壳的油腻味儿又少多了外壳的油腻味儿又少多了，，里面鱼肉的嫩劲儿一点没少里面鱼肉的嫩劲儿一点没少！！””听到这听到这
评价评价，，田胜终于放下心来田胜终于放下心来。。

为了丰富小楼鲶鱼的味道为了丰富小楼鲶鱼的味道，，田胜还创制了大蒜烧鲶鱼田胜还创制了大蒜烧鲶鱼。。基于类似的方基于类似的方
法法，，他又做出了焦熘鲶鱼他又做出了焦熘鲶鱼、、焦熘肉片焦熘肉片、、焦熘咯吱焦熘咯吱，，并称并称““小楼三焦小楼三焦””。。

另外两大美食另外两大美食，，在现代技术和管理的辅助下也得到了升华在现代技术和管理的辅助下也得到了升华。。如今仙源腐如今仙源腐
乳已是官方认证的老字号乳已是官方认证的老字号，，实现了机械化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生产自动化生产。。仙源腐乳已经卖到了仙源腐乳已经卖到了
香港香港、、西藏西藏、、新疆等地新疆等地，，““通州味道通州味道””走向全国走向全国。。中华老字号大顺斋在第中华老字号大顺斋在第1717代传代传
承人刘志国手中也有了新突破承人刘志国手中也有了新突破。。在他的带领下在他的带领下，，大顺斋糖火烧制作技术也于大顺斋糖火烧制作技术也于
20092009年被批准为年被批准为““北京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62016年底入选首届中国金牌年底入选首届中国金牌
旅游小吃旅游小吃，，再次擦亮了通州的美食名片再次擦亮了通州的美食名片。。为了让后人也能够守住这块为了让后人也能够守住这块300300年年
的金字招牌的金字招牌，，刘志国将大顺斋的历史渊源刘志国将大顺斋的历史渊源、、经营特点经营特点、、制作工艺和配方等都记制作工艺和配方等都记
录了下来录了下来。。由儿媳整理出的由儿媳整理出的77万字万字，，是对祖辈工匠精神的致敬是对祖辈工匠精神的致敬。。

赶在元旦假期前，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内的三大文化设施
揭开了神秘面纱。流淌千年的大运河畔，北京艺术中心、北京
城市图书馆和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成为承接非首都核心功能疏
解的重要载体。

走进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一张大幅照片前游客争相合
影。这张照片的作者正是张寅生。

“一座城市的文化资源，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这座城市的定
位。”张寅生最近成了这里的常客。每每介绍起三大文化设
施，他都自豪地说：“文化资源的增加，让北京城市副中心更多
地惠及了老百姓。我觉得，这是这座城市新的魂。”

但凡稍微认识张寅生的人来参观三大文化设施，一定会
叫上他。“我很早就爱好摄影，后来成了通州摄影家协会的会
员，也是国家大剧院的摄影师。”翻看张寅生的电脑，从初学摄
影到如今，几十年间，他用镜头记录了一座城市的蝶变。他
说，爱好与家乡的拔节生长并轨，是他最大的荣幸。

张寅生就是土生土长的通州人，对这里的历史了解得更

具象。“以前这就是小圣庙村，这附近造纸七厂、东方化工厂、
东亚铝业……都是厂子。”张寅生印象里，这边的“风景”都是
工厂和行色匆匆的工人。

北京城市副中心日新月异的变化，给张寅生和很多人提
供了创作素材。“我们的焦点，不再仅仅是老通州，而是一座
新城。”

作为国家大剧院的专职摄影师，张寅生还多了一个任
务——北京艺术中心的高标准建设，需要有人进入工地内部
记录这一过程。为此，大剧院特意给张寅生发了一张工作
证。这张工作证，让他成为副中心剧院的近距离见证者。“没
有多少人能随时这么近距离地靠近工地，所以我的作品成为
了三大文化设施的宝贵资料。”

四年时间里，张寅生亲眼看着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内塔吊
林立，钢结构施工封顶初具雏形，从内部装修到专业团队入驻
布展、试音……镜头焦距的长短变化间，三大文化设施已在大
运河畔崛起。

“作为通州人，我很激动。”张寅生说，就在几年前，想看场
话剧都得奔城区。“没有文化资源，生活的味道就少了一半。
所以我说，这里是这座城新的魂。”

在大运河博物馆的一层，一场名为《蝶变》的展览收纳了
摄影家们的多幅作品。张寅生的作品也位列其中。他凭借工
作身份记录下的内部建设过程，吸引了很多观众。

图书馆的“银杏树”是怎样搭建的？242根结构柱的抗震
效果怎样？观众厅的形状与声学反射和散射之间有什么奥
秘？……张寅生面对这些问题都能对答如流。“大多数人看到
的只是三大文化设施成熟的模样，我却亲历了他们的成长。”

一个繁花般的新城，牵动着每一个通州人的心。
初不经意，回首已过万重山。仓廪充实，拱卫京师，三大

仓里的天下珍品填满了一座城的显赫地位。镂月裁云，取材
南北，精致的三大美食给南来北往的客人奉上了通州人的热
情。百城之富，群星闪耀，三大文化设施面向过往和将来，以
醇厚的文化活水滋养着运河儿女。

乐
活

通
州
之

大”“

从
副
中
心
三
大
文
化
设
施
开
放

三
个
月
说
开
去

本
报
记
者

李
祥

粮
食
储
量
占
京
城
五
分
之
三

匠
心
传
承
，小
楼
大
菜

文
化
新
地
在
河
之
畔

﹃
仓
城
﹄
三
大
：

美
食
三
大
：

文
化
设
施
三
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