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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第一庄
流淌的运河记录着辉煌的过往，也见证了抗战的烽烟。

作为大运河山东段的南端，枣庄运河水道担负着渠通南北的重任。以台儿庄为中心的枣庄运河河段历时400余年，起到了南粮北运、物资流通、排涝泄洪等多重作

用。现如今，台儿庄城中古运河河段河水不息，漫步古城仿佛置身江南烟雨之中，难怪枣庄台儿庄古城会有“江北水乡”的美誉。

台儿庄地处京杭大运河南北中点，是运河文化的活化石，中国民居建筑的博物馆。八大建筑风格在此并立，南北文脉在此汇通。3000米的京杭大运河中河台儿庄段

（月河）古河道和明清时期的古驳岸、码头错落其中，如今还能通过城中水道摇桨逛遍全城，被誉为“活着的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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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建筑群看一世繁华

“商贾云集通四方，下扬州观花路过台儿庄……”在台儿庄古城谢裕大茶行，一段字正腔圆
的鲁南小鼓正唱述着运河重镇台儿庄昔日的光景，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而在一处徽派建筑
中，又飘出了运河酒坊孕育的酒香，引人步入其中一探究竟。

大运河改道台儿庄，成就了其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也带来了南北不同的文化信仰和建筑
风格。明清及民国中前期，台儿庄古城及闸区内的建筑之可考者，计有水门6座、哨门7座、碉堡
8座、官署9座、药栈（医院）18座、庙宇33座、学校40座、其他商铺百余家、民居六千多栋。许多
建筑均傍河而筑，前有临街的店铺，后有运河码头。如今的台儿庄古城原址原建，拥有北方大
院、徽派建筑、水乡建筑、闽南建筑、欧式建筑、宗教建筑、岭南建筑、鲁南民居等八种建筑风格，
使古城成为汇集东西南北贯穿古今中外的“民居建筑博物馆”。

其中，晋派建筑以万家大院最具代表性。万家大院又称扶风堂，是旧时台儿庄燕、尤、赵、万
四大家族之一的万家所建，就位于古运河河畔。晋派大院外围屋顶多为“半面翘”，这种独特的
结构可以防寒保暖，下雨时雨水基本上流入自家院内，避免雨水打到路人，后演绎为“肥水不流
外人田”。但台儿庄的晋派建筑在半面翘外多出三分之一翘，主要原因是台儿庄雨水较多，体现
了天时的哲学思想。

万家大院沿运河再往前走走便来到了福建会馆。清朝闭关锁国，许多福建商人依托古运河
北上经商，将福建的建筑和信仰带到了台儿庄城，建设了福建会馆。1938年的战火将这里夷为
平地，现在看到的是原址原貌复原的场景，是台儿庄古城复建造价最高的建筑，仅仅在工艺上的
投资就高达数千万元。门口花岗岩实心盘龙镂空石柱便显示了它的贵气，仔细看龙头打磨稍显
粗糙，可行家一眼就能看出精细之处，这并非机械打磨，而是纯手工一点点凿出来的。当年从福
建请来的师傅年事已高，年龄最大85岁，最大程度复原了建筑实属不易。

进了门，台阶上的九龙壁之精美更让人称奇，青石薄脆，一个小缺口都会导致整块石材报
废，而九龙壁雕工之精细令人叹为观止。北京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曾说：“不只是历史留下
来的，经过岁月沉淀的才叫文物，台儿庄的这块九龙壁堪比文物珍贵，你们必须保护好！”

一座城市，就这样，曾因运河而繁华，因运河而包容。如今，运河水仍生生不息地流淌在城
市中，为运河文化活态传承交出了最好答卷。

“活着”的古运河河道

“台儿庄古运河之所以被叫做‘活着的运河’，是因为自
明万历三十二年通航以来，河水有 400 多年未曾断流。
1959 年，国家对京杭运河进行改造，将原运河取直，这段
运河保留在旧城内，成为景观河。”山东省“大众讲坛”运
河文化主讲嘉宾时培京站在运河岸边，骄傲地讲述着水
流不减的古运河河道。

据记载，枣庄段运河上共有八道闸坝蓄水通航，其中的
第一道，就是台庄闸。“台庄闸的位置位于古城3000米的古河
道内，兰婷书寓东南方向150余米的位置。”时培京指着宽阔的
水面，他口中的船闸此时正静静躺在古运河中，“2011年，古运
河河道清淤，我们在河底发现了台庄闸的踪影，船闸的宽度据
史料记载为二丈三尺二寸，就在这个位置。”

说起 2011年的那次发现，时培京还记得一个有趣的细
节，“一般运河河道清淤，如果发现瓷片或生活器都很正常，
但我们在台庄闸的附近不仅发现了这些，还发现了煤炭样
本。这不仅是山东煤炭运输时期的纪念，也是大运河枣庄段
始终在承担着运输功能的佐证。”光绪三十年版《峄县志》记
载，乾隆嘉庆盛时“县当干道，商贾辐辏，炭窑时有增置。而
漕运数千艘，连樯北上，载煤动数百万石，由是矿业大兴。”运
河河道里几枚小小的煤炭样本，背后是一段恢宏的历史。

漕运兴盛之时，古城内水网密布，上下船舶离不开码头，
目前，古城中还保留着13座私人码头，其中11座在大运河申
遗过程中，提供了有力的遗产支撑。

汉代画像石联结枣庄和通州

“这件汉代画像石不仅可以在枣庄看到，它的拓片数字展品也授
权给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使用。”枣庄市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尹
秀娇说。这块联结起北京、枣庄两地博物馆的画像石叫《胡汉战争画
像石》，它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曾用名——“水陆攻战图”。

“水陆攻战图”顾名思义，概括了画像石上两汉时期的胡汉战争。
画像石上的战场有平地和山地，士兵中有步兵、骑兵和战车，描绘出声
势浩大的战争场景。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画像石内容里不仅有陆上战
争的场面描写，同时还在画面下方描绘了战争中水上活动的场面。

说到这块画像石出土的故事，还有些波折。尹秀娇介绍：“通州
区有个西集镇，枣庄市山亭区也有个西集镇，这块画像石所在的古
墓，就位于枣庄市西集镇，是一座晋代墓。但从晋代墓葬中出土的画
像石来自东汉。很可能是墓主人在生前得到了这块画像石，非常喜
爱，这才将它带入了自己的墓中。”

据介绍，《胡汉战争画像石》长2.7米，宽0.75米。在中国，山东是
汉画像石分布范围最广、出土数量最多的四大中心区域之一，在已发
现的全部画像石中，几乎占据了半数以上。

一张代表民族工业的证件

展台里，一张斑驳的证件引起记者注意。
这张证件上依稀能看到持有者的姓氏“张”字，其他更多的信

息已经在岁月侵蚀下变得不容易分辨。“这是一张中兴煤矿公司的
矿工证。”尹秀娇介绍，中兴煤矿公司（原中兴矿局）于 1878年创办
于枣庄，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股份制企业，也是第一家在清朝末期就
利用机械化采煤的企业。

1881年中兴矿业在上海发行了中国第一支筹集民族资本的股
票，股民有2600多人，遍及中国各地。到1906年，中兴煤矿在台儿
庄建立起总煤厂和杨闸、马头、界首、济宁、镇江、瓜州等分销厂，位
置都位于运河水畔，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市场上占据了极
大优势。可以说在中兴煤矿发展的前期，运河开辟的水上渠道为
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运输条件。

滚滚运河水，不仅为中国古代带来了南北航运的大贯通，还在
清朝末年的变革之际，为民族工业的兴起提供了助力。

大运河成就“天下第一庄”

台儿庄古城城垣始建于清顺治四年（1647 年），清咸丰七年
（1857年）又进行大规模翻修，由土城墙改建为砖城墙，建有6座城
门。古城在二战时期损毁严重，经过原有资料进行考证还原，古城
后得以重建。

最早台儿庄古城的建设，与运河赋予的重要位置有着直接关
系，这从光绪三十年版《峄县志》中，可考证一二。“台（儿）庄跨漕
渠，当南北孔道，商旅所萃，居民饶给，村镇之大，甲于一邑，俗称

‘天下第一庄’”。这里说的“跨漕渠”，指的就是为了“避黄行运”而
修建的泇河。

元代初期，纵贯南北的大运河自徐州至淮阴借用黄河河道行
运，形成所谓的“借黄行运”“漕行河道”格局。由于黄河含沙量较
高，河中有徐州洪和吕梁洪两处险滩，而且黄河又经常决口淹没淤
塞北岸会通河，该段运道成为运河治理的难点。为此，自公元 16
世纪末期（1593年）便开始规划改移运河路线，先后在南四湖东侧
接之前开成的南阳新河而开凿泇河，后又几经改造与黄河相通河
道，最终实现了运河与黄河的分离，大运河彻底脱离了借自然河道
行运的状况，实现了完全的人工控制。可以说，没有这次运河改
道，就没有台儿庄古城。

一座小城里有40多个博物馆

“商贾迤逦，入夜，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不入
台儿庄古城，谁能想到 20世纪经历战火“千疮百孔”的台儿
庄，竟是乾隆爷御赐的那个“天下第一庄”。历经沧桑的台儿
庄在 21世纪浴火重生，以“修旧如旧”的面貌重新亮相是枣
庄人民的心愿。

深入探访后，记者才知，这个占地2平方千米古城，真不愧
是大运河文化荟萃之地——在小小的古城内居然有40多座博
物馆，包括中国运河招幌博物馆、运河漕帮镖局博物馆、运河奏
疏博物馆、税史博物馆等，它们大多与大运河历史文化有关。

中国运河招幌博物馆里，将运河沿岸著名老字号场景复
原，展示了明清及民国时期 500多件招幌，再现京杭大运河
沿岸集市、商铺的繁华景象。步入展馆，餐饮、医药、日杂等
五行八作的音响招幌声声入耳，集吆喝说唱于一体，汇南北
市声于一处，好不热闹。越品越引人入胜，王婆卖瓜的“王
婆”居然是位男士，而古时商家的广告好物，也叫人拍手称
绝，不禁感叹台儿庄及运河沿线城市绚丽的文化风情。

说起运河，就离不开漕帮。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漕帮镖局
如今在台儿庄古城的南门处得到展示。运河漕帮镖局博物
馆，复原了清代台儿庄回民武术一代宗师谢玉田的谢家镖
局，展示了京杭大运河帮会严密的组织形式和规范，也介绍
了水上镖局的起源、发展，再现了古城大运河航运商业贸易
的繁荣。

台儿庄的繁荣离不开运河的开通，而大运河改道台儿
庄，则成就了台儿庄古城。在台庄闸官署旧址上的台儿庄运
河奏疏展馆一整面墙展示了台儿庄八闸图，详细描绘了泇运
河的水文形势及台儿庄运河八闸的具体位置。博物馆内有
乾隆九年（1744年）“重修台庄闸”的记事碑，天井雕塑三公像
等，明清两代大臣呈报的50多本奏疏。

《胡汉战争画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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