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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流经山东的部分，占整条运河三
分之一，沿途经过五座城市，我们选择了其
中四个，一路南下德州、聊城（临清）、济宁
（南旺），以及枣庄。这些城市都位于鲁西，
所以我们就把这一行取名《鲁西游记》吧。

此次运河行主题扣在“寻宝”上。寻
宝得有“宝”，有“宝”才能讲故事，否则
所有故事都是空中楼阁。但“什么是
宝？”是我们一路探寻的答案。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见识了“新闻人
的执拗”。济宁，我们一度要放弃的一座城
市。因为还有不到一天就要到地采访，但
还没有联系好找谁。后来的进展要得益
于德州的文物专家，我们通过德州的文物
专家找到了南旺的文物专家，相当于先有
了“民间交流”，后来才等来“官方授权”。
新闻从业者不等不靠，一路都在想办法。

说是 6 天 4 座城市，其实是 6 座。其

中有一天我们印象特别深，早上在南旺，
下午在济宁，晚上已经到枣庄了。而且
在这个过程中要写出 2 篇稿件送审。尤
其是前两篇，几乎容不下我们回来补采，
现场搞定才是最高的效率，这就需要争
分夺秒，明确采访目的，布局谋篇全在心
中。话说回来，“执拗”。我们最后没有
放弃济宁，也没有留下遗憾，争取了一个
下午的采访时间。事实也证明济宁确实
精彩。没有这份执拗，便成就不了这一
篇好故事，而且这里我们挖到了一位个
性非常鲜明的人物——杨义堂。回忆起
整个山东段，这位文物局老局长的形象
依然鲜明，如今我们仍记得他讲到历代
治水精神时，拍案而起的样子，这也让我
们对运河人的气质，治水抗争的民族精
神有了更具象的认识，当然这也让我们
的文章多了些血性和人情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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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前面几站，我们其实已经有些
“饱”了，但汶上就和它作为大运河最高点
的地理地位一样，又一次刷新了我们的认
知。走在南旺水利枢纽的河床上，古老的
河道诉说着大运河的历史，而坚决甚至有
些执拗地守护着它的人，就走在我们身
边。济宁市汶上文保中心副主任黄登欣
在说起文化遗产保护时的模样让人肃然
起敬，申遗之前，他用头脑记下了几大柜
子的文件资料，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在
说“保护”二字时蕴含的力度。同时，济宁
市汶上县委宣传部的张明和姬生帅也陪
同我们在汶上转了一大圈，给报道补充了
许多素材。

虽然行过南旺，可此次报道却没有走
“下坡路”。在济宁，我们得到了济宁市委
宣传部的杨昆老师和济宁日报朱柯和李
玲两位“同行”的帮助，顺利来到济宁市博
物馆，和博物馆党委委员、运河专家李广
芳与讲解员李金灿一同看了堪称“镇馆之
宝”的 38 门元明清铁炮。不过，要说宝
贝，济宁市政协常委、文史委副主任、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杨义堂可谓“活宝”，不管是
他笔下的“运河三部曲”，还是他本人的讲

解，都让采访团一扫旅行的疲敝，被那股
从大运河里孕育出来的澎湃活力和热情
深深感染，讲到激动处时，杨义堂拍案而
起，让我们立刻放弃了之前的报道预案，
重新规划文字。

大运河是要行船的，可采访总是在车
上，直到枣庄的台儿庄，我们才在摇橹的
摆荡间与运河水有了“亲密接触”。枣庄
市委宣传部新闻一科的张宗标科长、蔡玉
恒副科长、干部周杨为我们在鲁西的最后
一站做好了铺垫。一到枣庄，枣庄市博物
馆副馆长尹秀娇就用丰富的馆藏资料揭
开了枣庄地区的悠久历史和跟大运河紧
密的关系。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王忆青
主任、刘志凯副总编辑和记者甄宗奎带着
采访团穿梭于台儿庄古镇。山东省大众
讲坛运河文化主讲嘉宾、古城品牌宣传人
时培京一路上的话不多，可每每开口，讲
的都是要掏出纸笔赶快记录的重要“知识
点”。没有这些热情的人们，我们的报道
会少去多少生趣啊！

除了以上种种，此次鲁西之行我们还
有太多未尽之言，在此再次感谢此次报道
中为我们提供了帮助的人们！

此次运河行，我们永远在寻找答案。
什么是保护？什么是活化？这一路我们
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做法。保护修缮是一
种方法，复原活化是一种方法，我们还忽
略了一种，就像济宁篇里这位退休后依然
保持热爱的文物局老局长杨义堂那样，提
起笔杆子让运河文化在文坛活了起来。

在他笔下，苏禄王墓活了。他翻阅明
朝藩属国所任官员的日记，通过演绎的方
式讲述了苏禄王——这位外国君王如何
来朝，弥补了史料的空白——他当时经过
安南、真腊和渤尼，也就是今越南、柬埔寨
和文莱，写了他们怎么骑大象，如何参与
当地的丰收节一块割麦子，和当地土族斗
争的故事。在他笔下，总督府也活起来
了。他写了几代总督治水的故事，并加入
了当时的民俗风情，比如水虎牌，现在济
宁公园里的大爷大妈还在玩。他把他的
研究成果演绎成小说，读起来津津有味，
至今念之。

寻宝也是寻一座城。采访过程中，我
们不忘探索这座城市的魅力，仿佛穿越到
明朝体会风土人情，仿佛看到了历史上的
济宁：它官衙众多“七十二衙门”，商贾云
集，围绕运河形成了 100多条商业街大部
分都保留了下来，一块 300年的金字招牌
玉堂酱菜一直挂到现在。这些都回答了
我们出发前的那个疑问——每个城市在
历史上究竟是什么地位？就拿济宁来说，
当时的税收全山东省第一，超过了今天的
济南、威海、青岛，甚至超过了当时的上
海，这就是大运河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机
遇。这就是大运河的能量，这就是我们寻
找的答案。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一行人始终探讨
的问题。修旧的古城、建筑、雕塑算宝贝
么？台儿庄导游的一席话，我们的内心才
得到安宁。“不只是历史留下来的、经过岁
月沉淀的才叫文物，台儿庄这块九龙壁堪
比文物珍贵，你们必须保护好。”这句话出
自故宫博物院老院长单霁翔之口，一下，我
们就释怀了，今天的故事，就是明天的历
史，令人感慨的技艺，哀叹的历史，都是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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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此次鲁西之行，虽然不免有一些小沟小坎，却没有
经历太大的波折，这全有赖一路上为我们提供帮助的人们。

还记得我们人还没到德州，德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
习委员会主任王德胜、德州市文化旅游事业发展中心文物
保护服务科科长程小明、德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博物馆科的
王宪令老师和德州市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的张婷婷副
主任就已经替我们联系好了德州市博物馆和各个采访“关
节”。德州市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经济部的记者朱美琳
在德州市博物馆和我们合拍了我们采访的第一个视频，拉
开了采访的大幕。在德州市博物馆，博物馆宣传推广部主
任李晗艺向采访团介绍了一件件馆陈“瑰宝”的故事，我们
报道中的“祭红釉宝顶”正是由此展开。

接下来，我们顺着“宝顶”的线索，来到苏禄王墓博物
馆，得到了博物馆宣教部主任安静和苏禄王第十八代后裔
安立柱的帮助，这才补全了“宝顶”的前世今生，将它完整
呈现在报道中。此外，德州的“手艺人”们也给了我们很多
帮助，德州扒鸡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李文敏、德州梁子
黑陶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梁丽霞向采访团详细介绍了扒
鸡和黑陶这两项“德州特产”，只可惜采访日程紧凑，我们
无暇仔细品味扒鸡的滋味就奔赴了临清。

到了临清，扒鸡的遗憾很快消弭于山东省临清市博物馆
魏辉馆长的“滔滔不绝”，从河道历史到考古发掘，鳌头矶、临
清钞关的种种在他讲来如数家珍。在临清塔下，魏馆长回忆
修塔经历的神情配合着黄昏中的塔影如同一幅油画。

匆匆在临清掠过，采访团如迁徙的候鸟般南下到了聊
城。聊城市传媒中心视觉传播部主任于博、聊城市新闻传
媒中心办公室副主任贾立华对我们的到来打开“方便之
门”，热心地向我们推荐了大运河在聊城的各个文化“节
点”。等我们到了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博物馆公共
服务部主任纪又方和讲解员窦欣已等候我们多时，聊城大
学运河学研究院的周广骞副教授更是抽出时间，当起了采
访团的“解说”。我们越是了解，就越是感叹于大运河的积
淀，如果没有这些“运河人”耐心、细致的说明，报道肯定无
法像如今这般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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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宝？
大运河告诉我

寻宝也是寻城 更是寻找人生
■ 曲经纬

感谢你，大运河
谢谢你们，运河人

■ 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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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水安宁孔孟乡
一条黄金水道浇灌了经济命脉和民生命脉，唤醒了“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济宁。竹竿巷、总督府、玉堂酱菜……这些济宁的城市标签，无一不和运河有关。

济宁因“居运道之中”，成为“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和“控引江淮咽喉”地带。同时，这里又是大运河全线的制高点“水脊”所在地，17世纪工业革命前，世界土木

工程技术的最高成就南旺枢纽应“运”而生，引汶济运，分水南北。一系列结构缜密的配套工程，确保了运河漕运连续500余年畅通无阻。

正因为济宁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元明清三代都派设最高司运机构常驻济宁，使济宁成为无可争辩的运河之都。

大运河穿济宁城而过，成就了100多条商业街，保留下来的胡同肌理，印证了“江北小苏州”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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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运话说运河河 探寻瑰宝探寻瑰宝
““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跨区域采访跨区域采访··济宁篇济宁篇

济宁

枣庄枣庄

徐州徐州

宿迁宿迁
淮安淮安

运
河
瑰
宝

运河人读运河写运河

无论是运河之都，还是孔孟之乡，在济宁文博系统里，能把济宁这两张名片讲得生动深
入的人，非济宁市政协常委、文史委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杨义堂莫属了。2014年至
2022年间，他写了中国大运河文学三部曲，被中国作家协会誉为黄河大运河的文学巨浪。
半日采访，让记者深深感受到了运河边上运河人的运河情怀。

2012年，全国正在推进大运河申遗的时候，杨义堂调任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彼时，他
发现平日里这条每日买早点都要经过的河，正被全世界关注着。他开始怀着一腔热血去读
这条河、写这条河。

当他望着河面上缓缓南下的货船，感受到民生百态；当夕阳的余晖泛起粼粼金光，又让
他感到诗意和浪漫；当他站在南旺水利枢纽，不禁为古人的智慧赞叹不已。于是，杨义堂开
始写“运河三部曲”之一《大运河》。

采访当天，当记者与之聊到运河畔人民的风情与治水故事时，杨义堂兴奋得“拍案而
起”，对于运河文化的自信和身为济宁人的自豪感，让这位文化人充满力量。

“《大运河》虽然写的是两岸风情故事，但它也是传承千年文化的载体，更是人们不屈不
挠精神的体现。”杨义堂说。

越研究越痴迷，杨义堂感叹：波澜不惊的运河见证了多少人间佳话。于是，他又写下第
三个运河故事《北游记：苏禄王》。这是一部从外国人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小说。

在杨义堂看来，《北游记：苏禄王传》不仅仅是一本“看热闹”的小说，它也体现了中华文化
特征中的和平性、包容性和开放性。比如书中就记载了明清时期外国使团均需经宁波这一处口
岸入关，经浙东运河、京杭大运河北上进京，两岸州府热情接待，供给粮食、米酒、羊肉甚至大明
宝钞以及白银的场景，是当时朝廷“协和万邦”“厚往薄来”外交政策的生动写照。

“你得研究社会生活，才能鲜活。小说情节不是杜撰的，均有据可查。”杨义堂说，大运
河的故事讲不完，也写不完，他在运河文化推广的路上，也会一路前行。

绝无仅有的38门铁炮

来到济宁博物馆，先寻镇馆之宝，却发现不在馆厅内，而在
馆区的铁炮展示长廊。“我们馆藏有元明清铁炮38门，数量在全
国居先，而且有两门粗短大口的元代铁炮，因此十分珍贵，堪称
镇馆之宝。”济宁市博物馆党委委员、运河专家李广芳颇为自豪
地介绍，铁炮大批馆藏济宁，与此地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军事地
位分不开。济宁为何能有如此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大运河
功不可没。

大运河流经济宁约230公里，由于地势起伏，水文地质条件
复杂，水位不平衡，加之黄河冲淤等情况，使济宁成为扼守运河
咽喉的中枢地段，元明清三朝均在此设有最高司运机构河道总
督衙门，政治地位就此奠定。济宁的军事地位，也因大运河的
开通而凸显出来。元至正十年（公元 1350年）朝廷设济宁兵马
司，明清两代，凡是边防要地、重要城镇，都要设卫进行镇守。
一般情况下，一地设一卫，而济宁却同时设有两卫。济宁博物
馆的铁炮馆藏量大，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大运河的最高司运机构，据记载，济宁河道总督署占
地5公顷，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设有大堂、二堂、三堂，书
院、射圃、演武厅等，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气势威严。据清制，
只有部院级衙门才有这样的规格。衙门的主要官员为总督，据

《明史》《清史稿》记载，官秩为正二品，个别总督兼挂御史衔的，
官秩为从一品。它是朝廷六大部之外唯一在京城以外的一个
部院级衙门。

至清代，运河沿线曾设有三个河道衙门。其中，济宁河道
总督署存在时间最长。600 多年间有 188 位河道总督在此任
职，其中有禁烟名臣林则徐，有一生4次来济赴任、担任河道总
督共27年的治河名臣潘季驯，也有顺治年间病死在任上、被济
宁百姓尊为河神的治河名臣朱之锡。

如今总督府遗迹虽已不复存在，但相关资料和院署平面图
完好保存在如《济宁县志》等诸多古籍文献中，在与济宁博物馆
老馆一路之隔的地址上，河道总督府遗址公园正在建设，将再
续济宁运河之都的繁荣。

天下第一剑的由来

在济宁博物馆，一些镇水器具揭开了一方水土养育下运河
人家的信仰。

“这是一尊仿制的铁剑，原件在兖州博物馆馆藏。此剑长
7.5米，重1539.8公斤，由生铁铸成，年代可追溯到康熙丁酉二月
（公元 1717年）。”循着济宁市博物馆讲解员李金灿声情并茂的
讲述，博物馆的观众开始关注眼前这尊铁剑，我国现今出土的剑
文物中，无剑能与之相较，因此其被誉为“天下第一剑”。

铁剑无疑是那个特定年代用来镇妖斩怪的“神器”，出土于
兖州的母亲河泗河，而泗河则是大运河最重要的供水线之一。
但泗河经常发大水，冲毁庄稼和城市，百姓流离失所，因此官府
在岸上铸建了此剑——用信仰的力量治河。

那么这尊“巨剑”究竟如何使用，又是谁使用的呢？原来，
铁剑并非沉在水里，而是供奉在岸边。“在科技并不发达的过
去，水患对于百姓来说，是极大的灾难。”李金灿介绍，无论是镇
水兽、镇水铁牛还是镇水铁剑，都体现了当时人们治水患的决
心，为官者保一方百姓安宁的初心。

这些也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符号，甚至有些河道总督、
治河官员也被后人敬畏为神，如修建南旺枢纽的功臣、治运专
家宋礼、白英，分别被称为宋大王、白大王。此外，当地还有一
位朱大王较为有名，他就是河道总督朱之锡，担任河道总督治
水十载，41岁累死在任上。相传，人们感念他的治河壮举，在他
的官衙哭了几个月。

它为何被称为“北方都江堰”？

提到济宁段的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是绕不开的
话题，因为这里真的“高”，它是大运河制高点“水脊”所在
地，正应了那句“漕路三千里，南旺居其高”。

走在会通河（南旺枢纽段）的古河道中，河道在分水
龙王庙建筑群前南北二分。“大运河南旺枢纽建于明朝永
乐年间，是为解决大运河跨越水脊难题而建设的大型综
合性水利枢纽。从戴村坝流出的水经小汶河自此汇入运
河，为航运提供了足够的水源。”济宁市汶上文保中心副
主任黄登欣指向戴村坝的方向，好像仍能看到那滔滔而
来的水流。

如今，南旺的河道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重见天日”的
河床却向人们展示出更多“秘密”。在两河交汇的丁字路
口，有一段近500米长的砖砌河堤，青砖上楷书“弘治十年造
河道官砖”的印记还清晰可见。同时，在河道中央，还能看
到一些鱼脊似的凸起。“砖砌河堤的作用是保持河道不被水
流改变，我们看到的凸起，下面埋着许多木桩和挡板，关于
它们的用途目前还在研究当中，猜测可能和滤沙有关。”黄
登欣介绍，南旺枢纽使用时期，小汶河河水裹挟着大量泥
沙，疏通河道挑出的淤泥在枢纽河岸上堆出了四座土山，

“所以才有对联说南旺枢纽‘四山朝拱三湖月，一水绿分两
岸春’。”

四山已经随着河水改道而消失于历史，三湖同样也成
了历史名词，它们就是南旺湖、蜀山湖和马踏湖。南旺地处
运河中段，地势又最高，运河向北时常会出现缺水问题，虽
然戴村坝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水源，但治水就像中医治病，一
味药总是难以根治，需要多味药材相互扶助，才能调养好身
体。“这三座湖，和济宁以北的马场湖、安山湖，都是为了调
节运河水位而围堤修建，它们有个统一的名字，叫‘水柜’。

‘水柜’通过河道上的斗门相连。河水多了，就导入‘水柜’
积蓄起来。河水少了，就打开‘水柜’补充水源。”黄登欣站
在邢通斗门的岸边说。在南旺的南北各相距5里处，分别设
置了柳林闸和十里闸，用来调整南北的水流多寡。这样一
来，对运河水位的管理就更加得心应手。

2014年，和南旺枢纽相关的分水龙王庙建筑群古遗址、
运河砖砌河堤、柳林闸、十里闸和邢通斗门遗址、徐建口斗
门遗址等 8 处遗产点与 2 处河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这座由数代运河人累世修筑的水利枢纽，时至今日仍
在诉说着大运河中凝练的文化和智慧。

一块300年的金字招牌

东西三里，南北三里三，九里见方的济宁老城，在清代
经济达到鼎盛，买卖兴旺。如今，走在古城南门老运河边，
仍可以感受那时的繁华。济宁近代以来最早的工商企业之
一——玉堂酱园就屹立于此，300年来，那块“京省驰名 味
压江南”的金字招牌依然熠熠生辉。

1714年，在京杭大运河上，由苏州漂来一条小船，一对
年轻夫妇在济宁州南门口下来，在运河岸开办了一家酱菜
店铺；一百年后的1816年，冷孙两家合资买下了这家彼时难
以为继的店铺，官商合力建成了京省驰名的酱园；又一个百
年，1915年，玉堂产品名震巴拿马，在万国博览会冠压群芳，
一举获得6块金牌，名扬四海。

站在这家国内唯一一个300年不停业的老字号门口，可
以看到络绎不绝的顾客，人手一兜酱菜，南北口味融合是这
家酱菜的一大特点，也是大运河带来的饮食文化融合的一
个缩影。

元明清铁炮元明清铁炮

南旺枢纽镇水兽南旺枢纽镇水兽

镇水铁剑镇水铁剑

运河砖砌河堤运河砖砌河堤 中华老字号玉堂酱园中华老字号玉堂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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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运话说运河河 探寻瑰宝探寻瑰宝
““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跨区域采访跨区域采访··德州篇德州篇

扬州扬州

北京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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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清武清

天津天津沧州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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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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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镇江

杭州杭州

衡水衡水

德水古州安澜地

九曲洄转的原真古貌

记者一行人驱车驶向德州西北部，一路田园牧歌中，大运河在丰乐屯村
甩出一道水湾，十里翠涛，鹭鸟捕鱼，芦苇舒展……这便是德州南运河段原
生态的观景窗口，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标识碑就矗立于此。

“就是这儿，依旧保持着几百年的河道原貌，灌溉着运河故道和两岸的
庄稼。”德州市文旅中心大运河遗产保护科科长程小明说，原真性和完整性
是这段申遗河段的最大价值所在。当无人机的画面传回地面，一切语言都
显得苍白，“九曲十八弯”通过弯道来控制水流，形成九曲回转的河道，如同
一条蜿蜒的巨龙穿越德州，正如形容的那样“运河入鲁，九望德州”。

德州南运河段拥有大运河沿线城市中唯一保存最好、最具原生态的古运河
河道风貌，也就是说，回溯到600多年前，可以找到几乎一样的镜头。直至今日，
泱泱运河依旧发挥着行洪、输水和灌溉功能。以上游四女寺水利枢纽为界，大
运河德州段分为南运河德州段和卫运河德州段，其中南运河德州段直线距离25
公里，河道45公里，这多出来的20公里都是弯道，足足有39道弯。

德州是一座因运而漕，因漕筑仓，因仓设城，因城而兴的城市。德州仓
曾是运河沿线四大粮仓之一，每年 400万石漕粮在此转运北上。明朝诗人
朱德润笔下这样描述德州运河：“日中贸易群物聚，红氍碧碗堆成山。商人
嗜利暮不散，酒楼歌管相喧阗。”明朝永乐年间，德州从一座大兵营变成了一
座商贸城市，跻身全国33个重要商贸城市之列。

如果说大运河是中国一条“龙脉”，德州则是这条龙脉上的“七寸”。2022年4月28日德州境内四女寺枢纽开闸，汩汩流水奔流而至，一个世纪来，京杭大运河首次全线通水。
“如果没有大运河，每年400余万石的漕粮不可能经过德州转运北上；没有大运河，徽班进京、举子南下带来的多元文化风情就不可能在德州融合；没有大运河，德州

只能是大禹治水下的九河之地，延续的只能是黄河冲积平原上的万千农耕文化块垒之一，而不可能成为世人向往的燕齐之都。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有大运河，可
能连德州老城的诞生都是一个未知数。”德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王德胜动情地说。

德州运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的屯氏河，隋代称其为永济渠，宋、元称御河，临清至天津三岔口段也称南运河，元代时开通会通河，德州段南运河成为京杭运河贯
通南北的重要河段，是山东省唯一一段千年运河，2014年6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最难能可贵的是，时至今日德州南运河段仍保留着原真古貌，古河遗址、文风教
化，无不述说着大运河往日的辉煌，又再续着今朝的勃勃生机。

新考古发现揭露滚水坝历史面貌

历代治洪，都是国家大事。随着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德州找到了趋
利避害的水运法则。为了减轻上游水患影响，德州“减河”众多，在用
的，以穿城而过的减河、岔河最为有名，但它们的历史面貌与如今已不
同，而于去年直至今日仍在考古勘探的闸子遗址则将德州历史上第三
条减河的原真面貌揭露了出来。

闸子遗址又称哨马营减河滚水坝遗址，位于南运河德州段东（右）
大堤下，是南运河德州段一处重要水工设施遗存，也是德州段大运河沿
线重要遗产要素哨马营减河重要组成部分，是明代永乐十年前后挖掘
的一条减河，但在清末因为黄河冲击淤堵严重而废弃。

这次考古调查勘探，基本查明了闸子遗址由滚水坝、减河及两岸河
堤、码头等遗迹组合构成，在现存南运河右堤地表下约5至6米处，发现
南北近百米的青石坝基建筑分布区。这是继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以
来，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重要河段——南运河河道上的一次重要考古
发现，今年年初已完成一期考古，二期考古将进一步挖掘其文物性质和
文化价值。大运河纵观古今的故事，仍在不断挖掘中。

失而复得的清真寺宝顶

在德州市博物馆，有一件明代藏品，它可谓“命运坎坷”。它，一袭包釉
“红衣”，人头大小，名叫“祭红釉宝顶”，令人不好揣测用途。可别因此小看
了它，这“宝顶”不仅来历传奇，它的故事更叫人称绝。

要讲“宝顶”的故事，就先要明确它的用途。这枚“宝顶”是个建筑部件，
原是清真寺的尖顶。清真寺的尖顶何以跑到博物馆里了呢？“祭红釉宝顶原
本是北营村清真寺的尖顶，是一件明朝时期的文物。”苏禄东王后裔理事会
会长、苏禄东王第十八代后裔安立柱介绍。

苏禄王墓坐落于德州市城北，是中国境内唯一一座保存完整且有后裔守墓
的外国国王陵墓，也是京杭大运河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留下的重要遗迹。

苏禄王是古苏禄群岛上苏禄国东王的简称，位于如今的菲律宾。德州
苏禄王墓中埋葬的苏禄王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自海上丝绸之路入大运
河抵达北京朝见明成祖朱棣，后经通州、天津、沧州返回途中病逝于德州城
以北 30公里的安陵镇。“苏禄王身边带着王妃和三位王子，病逝后，大王子
回国继承了王位。王妃、二王子和三王子长留德州守陵，死后也葬在了这
里。朱棣亲自为苏禄王撰写了碑文悼念，赞扬了他为两国友好所做的努力，
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块。”在德州市苏禄王墓博物馆外的广场上，安立柱看着
历经600年风雨的石碑说。

600年前，大运河带来了来自海外的国王，这位异国君主的后代为他守陵
而在运河边“生根发芽”。清代雍正九年（1731年）以两位皇子名字首字赐温、
安两姓，后代们正式归化为中国籍。如今，苏禄王墓旁的北营村仍是苏禄王
后裔的宗族所在，北营村清真寺也是为尊重苏禄王后裔的信仰兴建。

故事到此只是一半。虽然北营村清真寺的建造时间可追溯至明代，但
“祭红釉宝顶”却是民国时期才落户德州的。将宝顶带来这里的人，叫做安
树德。“他是苏禄王的第十五代孙，曾于民国时期跟随冯玉祥。蒋冯中原大
战后，冯玉祥战败下野，安树德弃甲还乡。传说宝顶就是那时由安树德从故
宫里带回来的。”安立柱说。

时间一晃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苏禄王墓的传奇故事和宝顶的经历经由
媒体报道被公众所熟知，同时也引来了居心不良之人。“上世纪90年代的时
候，宝顶一度失窃。”安立柱说。追回宝顶的过程一度陷入困境，但半年后一
个文物贩子的落网让事情峰回路转，“从他的住处搜出了许多文物，其中就
包含宝顶。后来经过商议，就交给了德州市博物馆馆藏。”

运河带火的“中华第一鸡”

在多数人的印象里，德州的记忆来源于绿皮火车停靠的德州站一声
声“德州扒鸡”的叫卖声。殊不知，早在铁路运输兴盛之前，“德州扒鸡”
已随着大运河名扬南北，这与“大德之州”是京杭大运河上重要的枢纽地
位密不可分。古往今来，运河早已与德州沿岸百姓生活融为一体，因

“运”而生的特色美食飘香在人们的一日三餐里。
德州扒鸡，酥软脱骨，鲜而不腻，用筷子一夹就能“拆分”，与河南的

道口烧鸡、安徽的符离集烧鸡和辽宁的沟帮子熏鸡并称中国四大名鸡。
“德州扒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那

时的德州作为漕运重镇，水路繁忙，便于携带的烧鸡很是流行。其中，有
一家贾氏烧鸡。一天，烧鸡铺的掌柜外出办事，让店里的伙计负责看
火。结果，小伙计在灶台边睡着了，本该早出锅的烧鸡，直到掌柜的回来
还在锅里煮着。掌柜的一看，这批烧鸡正常是卖不出去了，于是就拿到
码头边低价出售。没想到‘一炮而红’，转眼就被抢购一空。这，就是德
州扒鸡的起源。”德州扒鸡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李文敏介绍，自“过火”
之后，烧鸡铺开始反复研究，最终整理出了一套完整的烹饪工艺，即大火
煮、小火焖，火候要文武有序，用“扒”之一字便可形象地概括。同时，

“扒”字则是山东方言中“软烂”的意思。
如今，德州扒鸡制作技艺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

以说，德州扒鸡的兴盛，就是中国货运和交通形式变迁的侧写。在清代，
运河漕运的兴盛给沿岸吃食提出了便携性和易保存的要求，提供了扒鸡
诞生和流行的环境。德州扒鸡“七绝活”之一的“荷叶包”就能看到其中
的影子。据介绍，“荷叶包”是一种针对德州扒鸡的包装技术，用荷叶和
草绳为扒鸡打包，能够做到让软烂的扒鸡骨肉不散，鸡肉里的汁水分毫
不洒。这项技术的目的，就是为了照顾赶船的顾客，让扒鸡便于携带。

运河泥练就的“陶艺奇葩”

德州有着“中国黑陶城”的美称。这个在运河就地取材
制作的“陶艺奇葩”与德州扒鸡、戏曲“一勾勾”和临邑杂技并
列为德州四大国家级非遗技艺。

走进德州市博物馆，黑陶展区一件件器皿或古拙或精美，
反映先民的渔猎生活、躬耕农事、生活祭祀，别有意趣。“运河泥
土有骨有肉，比普通泥更粘更有韧性，这是所谓的肉；而其中的
小云母、石英又起到了支撑的作用，就像骨骼。”德州黑陶传承人
梁丽霞介绍说。这些黑陶以黄河、运河“两河牵手”孕育的特殊红
胶泥为原料，土质地纯净细腻，做面膜都有消炎的功效，再加以20
余道手工工艺，采用独特的碳化窑变技术精制而成，制成型后虽不
上釉，看起来色泽和表面却光滑温润似玉。

根据历史典籍和考古发掘，黑陶是中华文明史上龙山文化的代表之
作。正是在德州这片土地上，黑陶再次复活。1928年，考古学者吴金鼎
在章丘龙山镇发现黑陶，到上世纪80年代，鲁西北平原的古运河畔，德州
工艺美陶研究所的青年职工，把这些古老的工艺挖掘整理，其神秘面纱
终被揭开。从那时起，德州就率先研制黑陶，在全国引发了轰动效应，梁
丽霞就是当年德州工艺美陶研究所的青年职工。

“我们说把式（技艺）也得有家什（工具），要做最好的黑陶，就要选最
好的原料。”梁丽霞沿着运河德州段到武城，随走随骑随看随挖，反复对
比到底哪里的红胶泥最好。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原料和技艺上的精益求
精，真叫梁丽霞研发出多项黑陶工艺。2014年，德州黑陶被列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全国有60多家黑陶企业，德州就占一半。梁子黑
陶是其中最卓越的代表，研发的新品被外交部定为“国礼”，将黑陶与大
运河的故事带到了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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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运河 探寻瑰宝”融媒体采访行动给我们带来另一种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