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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时代的真沧州 综述·经济篇

宋城沧州的经济生活（下）
■殷毓平

“东郊劝农”种田忙

宋代沧州的经济生活，除盐业享有“特区”政策、沧酒闻名
遐迩、丝绸业发达外，在农田耕种、交通运输、对外贸易、铸造等
方面，亦表现不俗。

自从汉代渤海太守龚遂在沧州
鼓励农桑，让人们“卖剑买牛，卖刀买
犊”之后，沧州渐渐形成了“东郊劝
农”的风俗，任职沧州的官员要带领
一众官吏百姓在东郊进行劝农的仪
式和活动，来鼓励人们发展农业生
产。

北宋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沈括曾
赞誉过熙宁年间沧州一带的“美
田”——

深、冀、沧、瀛间，惟大河、滹沱、
漳水所淤，方为美田；淤淀不至处，
悉是斥卤，不可种艺。

沧州人充分利用河水多年冲积

而形成的淤田，精耕细作。因为有濒
海的盐碱之地，所以沧州人十分珍
惜因历史河道淤积形成的“美田”，
对每一块可以收获的土地，种植小
麦、谷子、大豆等。沧州人还响应号
召，在北方种植南方“七月熟”早稻
品种，获得了成功。“顺安军以南濒
海广袤数百里皆为稻田，即有莞蜃
蛤之饶，民赖其利”，成为端拱元年
（988年）的独特风景。

欧阳修在任河北都转运使时就
赶上了河北的丰收之年，在奏疏《乞
催纳放外税物》中写：“况今年河北大
丰熟，三二十年未有如此丰岁。”

宋徽宗大观初年至政和二年
期间，诗人赵鼎臣描写了当时河间
的丰收景象——

东家载豆如山岳，西舍割禾无处
著。父老欢呼南陌头，打鼓吹箫相燕
乐。

此外，沧州红枣既是观赏树木
又是经济作物。沧州栽培金丝小枣
有 3000 多年的历史，始于商周。冬
枣种植已有近 3000年的历史，黄骅
聚馆古贡枣园最古老的一棵“嫡祖
树”已有 740多年历史，可以上朔到
宋金时代，被誉为中国冬枣的“活化
石”。

交通便利，水、陆、海运四通八达

在交通运输上，沧州段的大运
河、沧州渤海湾的码头，繁荣了宋代
交通运输，在漕运和海运上大显身
手，这在包拯、欧阳修的奏疏中都有
论及。

大运河沧州段的漕运有着重要
作用。北宋年间，河北、河东、陕西
三路的租税和田赋，不足以支持当
地庞大的军队费用。朝廷每年要从
国库中拿出粮食货物等运往这三
路。

在河北路，“河北船运至乾宁军，
河东、陕西路运至河阳”，当时的乾宁
军（今青县）是个重要河务码头。

包拯任户部副使时，就十分关注
大运河的漕运。当时，河北军粮的需
求量很大，却供不应求。朝廷专门派
包拯前往河北，统筹解决军队的粮食
供应问题。包拯在《请于怀卫籴米修
御河船运》中说，御河是河北的交通
运输大动脉，这条河上的官船有三四
百只，但大部分损坏搁浅，不能使用。
于是请求打造船只，使运河上下舳舮
往来，让怀卫地区便宜的粮食，源源
不断地运到河北。

包拯还发现了沧州海运的重要
性，倡议海运粮食到沧州。在奏议《请
支拨汴河粮纲往河北》中说：“其京东

三十五万石，令转海往沧州，虽闻和
雇客船一运只装载得三万余石，一年
可发得两运，亦未见报起发次第。”

这里，包拯不仅关注到了沧州，
还提到京东的粮食从海上运往沧州，
说明当时沧州不仅有大运河上的漕
运，还有海上码头的存在，并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这为近年来沧州学者提
出的“沧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北起
点”，提供了又一佐证。

欧阳修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时，
也十分重视大运河的漕运功能，他请
求朝廷加派大运河上的运粮官员，一
位设在大名府（今邯郸市大名县），一
位设在乾宁军（今青县）。

近年来，沧州在大运河几次发现
宋金时期的沉船。2003年，在东光县
码头镇发现的宋代沉船，出土了北宋
末年磁州窑瓷器和残片 160件。专家
认为当时沧州是当时北方一个重要
的瓷器集散地。202121年年，，沧州文物部沧州文物部
门在南川楼建设工地文物巡查中发门在南川楼建设工地文物巡查中发
现宋金时期沉船现宋金时期沉船，，发掘出土了陶器发掘出土了陶器、、
铜钱铜钱、、多件瓷器和水滴形板状石锚多件瓷器和水滴形板状石锚。。
文物工作者从瓷器品相文物工作者从瓷器品相、、沉船完整度沉船完整度
以及出土位置与大运河的距离推断以及出土位置与大运河的距离推断，，
这可能是宋金时期运河码头附近遗这可能是宋金时期运河码头附近遗
弃的残船弃的残船。。20212021年年，，在吴桥大运河段在吴桥大运河段

清淤工程中清淤工程中，，文保工作者文保工作者从淤泥中清
理抢救出各类出土文物，其中赵家茶
棚段，出土了大量的宋代古币，考古
人员认为，在宋朝时，这个地方是比
较繁华的。

沧州大运河段沉船和考古的发
现，为宋代沧州运输业的繁荣提供了
佐证。

在陆路上，沧州紧临高阳关路的
政治中心瀛州。在宋辽百余年间的和
平时期，从都城汴梁到雄州之间建有
宋辽驿站，连接驿站的是可通行车马
的宽阔官道。现在的献县、河间、任丘
都是宋辽驿道的经过之地，从这里向
北，直通宋辽商贸中心雄州。

此外，沧州是平原地带，本身的
交通也十分通畅。宋代在陆路上设
有邮传、运输的机构“铺”。这样的机
构，在水上称“水递铺”，在陆路的所
有官道、州县都设有“铺”。至今，沧
州还保留着“黄递铺”等““铺铺””的村的村
名名。。上世纪上世纪 8080年代年代，，一位沧州市民收一位沧州市民收
藏到一枚沧州宋代押印藏到一枚沧州宋代押印，，上面布满上面布满
青铜器特有的青铜器特有的““红斑绿锈红斑绿锈”，”，后面有后面有
一个系纽一个系纽，，上面有九叠篆刻上面有九叠篆刻““平安家平安家
书书”。”。专家认为专家认为，，这是宋代官方驿站这是宋代官方驿站
用的押印用的押印，，也印证了宋代沧州邮递也印证了宋代沧州邮递
往来的历史往来的历史。。

铁狮子是沧州铸铁业的活名片

沧州铸铁业有着悠久的历史，
建于后周广顺三年（953 年）的铁狮
子，铸造工艺堪称典范。这件重约
31.5吨的铁狮（不包括缺失部分）是
古人采用特殊的“泥范明铸法”，分
节叠铸而成的。

铁 狮 腹 内 光 滑 ，外 面 拼 以 长
宽三四十厘米不等的范块，逐层
垒起，分层浇注，共用范 544 块拼
铸而成。凭 1000 多年前的手工冶

铸技术，能铸造出如此庞然大物，
足见其制模、冶炼、浇铸工艺的高
超。

到了宋代，东光的铁佛寺显示
了沧州铸造业的成就。始建于北宋
开宝五年(972 年)的铁佛寺，其铁佛
像闻名遐迩，素有“沧州狮子，景州
塔，东光县的铁菩萨”之称。

铁狮子附近“铁钱库”的发现，为
沧州宋代铸铁业和经济生活提供了

新的论证。1997年，人们在离铁狮子
几百米的地方挖出了重达 48吨的铁
钱垛。

钱币上，依稀可见北宋徽宗年间
的崇宁、大观、政和、宣和等字迹。专
家认为，这一方面说明沧州当时是古
代冶铁和铸造的重要场所，一方面说
明此处可能是国家造钱的地方，故当
地俗话有“铁钱库”之说。

宋建国之后，就开始和
契丹进行“缘边贸易”。太平
兴国二年（977 年）北宋在镇
州、易州、沧州、霸州、雄州等
地设置了榷场，同辽进行官
方的正式贸易。不久，宋辽战
争爆发，贸易停止。澶渊之盟
之后，双方又开辟了榷场贸
易。“平互市物，价稍优，其直
予之”。

而双方官府之间的大宗
交易，不能适应民间的需求，
所谓民间非法贸易也频繁起
来，很多平民商贩到契丹“博
买斛斗”“收买皮裘”。

在商品上，宋人以茶、盐、
布、粮食、丝织品、漆器、磁器、
硫磺、铜钱、香药、犀象等，交
换辽人的马、羊、橐驼、刀剑、
银钱、布等。

……
窃惟四民之中，惟农最苦。

夫寒耕热耘，沾体涂足，戴星而

作，戴星而息。蚕妇育蚕治蚕，
绩麻纺纬，缕缕而织之，寸寸而
成之，其勤极矣！

这是司马光在元祐元年
（1086 年）的奏疏中，描写的
农夫蚕妇辛勤劳作的情景。而
这，也是北宋沧州劳动人民的
真实写照。劳动人民辛辛苦苦
的劳作，是统治者、士大夫享
乐的基础，是映射在北宋王朝
经济图册里的血汗剪影。在北
宋沧州熙熙攘攘的经济生活
中，是勤劳质朴的沧州百姓，
成就了那个时代经济生活的
活跃与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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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边贸易”促进了沧州的开放

宋 定 窑 黑
釉白唇花口碗
（1980 年盐山文
化馆征集）。

唐宋明代器物（沧州旧城出土）。

宋代亚字形花卉铜镜
（运河内出土，码头村民捐
献）。

宋代定窑白釉划花束
腰圆形枕（沧州征集，省三
级文物）。

宋代定窑白
釉 刻 花 平 底 盘
（沧州征集。省三
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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