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间瀛州书院草图河间籍在京书法家胡胜利根据戈涛诗
中描绘创作了这幅“飞刀书画”作品，左侧为
戈涛诗作。

沧州风物

河间瀛洲书院
■赵华英

“从藏书楼向南眺望，高大巍峨
的城墙若隐若现，青翠茂密的瀛台遥
遥相对；放眼书院四周，一棵棵青槐
树环绕着围墙，树影投射于水塘之
中，婆娑摇曳，尽显妩媚……”这里说
的并非江南古镇，而是清代诗人戈涛
在诗中描绘的河间府瀛州书院全景
图。如此美景，也吸引着人们探寻瀛
州书院的来龙去脉。

明代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河
间知县王遇宾首建瀛州书院，后来
却遭废弃。清乾隆九年（1744年），知
府徐景曾重修河间城，将书院安置
在城北门外的寺庙中。乾隆十三年
（1748 年），知府张九钧又将书院移
到府学正殿明伦堂西侧的斋房中。
四年后，知府王检聘请教师为生员
授课。

清代的书院发展，从顺治年间
的极力抑制、康熙年间的控制松动、
雍正年间的极力支持，发展到乾隆
年间，终于迎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
期。无论如何，瀛州书院在斋房中凑
和着，实在交待不过去。

在乾隆十七年（1752）十一月，江
苏江都（今属扬州）人杜甲任河间知
府，这位杜知府以崇文尚德著称，在

河间方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乾隆
版《河间府志》，即由其主持编修。杜
甲来到书院，看到狭窄破败的屋舍，
不禁叹息：“斋房岂能当成生员学习
的场所？”

第二年，杜甲上书朝廷，申请在
别处另建书院。得到批准后，于春天
挑选地点，购置材料，聘请工匠，共需
银钱 1855两。杜甲带头捐银 125两，
各县主官、学者纷纷捐钱，最后由知
县邹云城亲自督办，三个月即告竣
工。

有一幅《瀛州书院图》，也应是杜
甲在河间任知府时，河间画家感慨而
作。清代河间才子戈涛，乾隆十六年
进士，官至刑部给事中。既是诗人，又
是书法家，其有诗《题瀛州书院图》：

桃李吹春风，披图已色喜。不有
慈惠师，孰为弦诵理。吾乡汉名邦，文
献有遗轨。寂寂诗经村，悠悠广川里。
久废固将兴，今复其始矣。日惟太守
贤，广舍劳经始。其南面层城，瀛台郁
相峙。缭垣树青槐，影落泮宫水。其中
祀毛公，厥配惟董子。蔚乎髦誉俦，观
感以兴起。德造日有成，风声浩盈耳。
恨不与其间。观彼揖让美。抚卷三叹
息，作诗寄仰止。

于理外，有时候也读作“于
了外”，或简化为“于外”，沧州
话里是有些出格、不遵守规矩
的意思。 （知微庐主）

你说我说

王吉仓：俺们老家说，予溜外（音)。个
人感觉有预料外、意料外的意思——出乎
意料，没想到。还有简化的说法，于外
（音）。

王维方：俺们说“于了外”，就是有些
出格的意思，不遵守规矩。“这个人太于了
外了”，或者“这个事儿揍得太于了外了”。

秦建萍：“于了外”有点“过分”“出格”
的意思吧？

秦云峰：于外，超乎情理；不于外，合乎
情理。我们那儿说“于外”和“不于外”。

秦建萍：我个人感觉“于理外”是最
讲得通的。“逾理外”有些牵强，“逾”本身
就有“超出”的意思，后面直接加名词，不
再加方位（位置）副词。“从心所欲不逾
矩”，后面不再加“外”！于情理之中，情理
之外，所以“于理外”更恰当。“老翁逾墙
走，老妇出门看”。“逾”后面名词后也不
加副词。这里“逾”本身就有“翻出到外
面”的意思了。

吴树强：我理解就是“过分”的沧州特
色表达，跟见外无关。

孙克升：于理外，有时习惯也叫“于
在外”如：这事咱也别忒于在外喽，不差
大理儿就行。单说“于在外”则又有另外
的意思。

于理外

沧州老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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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花园——童年

14 悦览——他人事，关系再好都别管

15 非遗——景泰蓝水晶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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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轶事

沧州城有 5个城门：北门、南门、小
南门、东门、西门。日本侵略者占领沧州
后，为了方便掠夺和统治，在东城墙上又
开了一个城门，也称东门。为了区别于原
来的东门，老百姓称原来的东门为老东
门，新开的城门为新东门。

这 5个城门原本都冠有名号：北门
称拱极门、南门称阜民门、小南门称迎薰
门、西门称望灜门、东门称镇海门。这些
城门名字老百姓了解得不多，一般习惯
地按城门方向而称为北门、西门、南门、
小南门、东门。相对于小南门而言，老百

姓称南门为大南门。
这几个城门的大约位置是：北门在

维明路与清池大道的交叉口、大南门在
解放路与清池大道的交叉路口，小南门
在一百商场西门略往南，老东门在文昌
街（现东风路）与建设大街交叉路口，新
东门在新华路与建设大街交叉路口，西
门在新华路与水月寺大街交叉路口。

这 5 个城门都建有很雄伟的城门
楼，到 1947年沧州城解放时，这些城门
楼、城门等还都基本上保留下来，保存最
好的是小南门。

最繁华的要属小南门，这里城里城
外都是沧州商业最繁华的地方，可以说
这里就是当年沧州的王府井。

每天从这里进城出城的人特别多，
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尤其是每天早上开
城门的时候，早已等候在城里城外的人
相互拥挤着通过城门，进城的、出城的，
担担的、推车的、徒步的，络绎不绝。人们
都争先恐后地想过城门，至少在十点钟
以后才算消停。淘气的男孩子们也会去
凑热闹。挤掉帽子，踩掉鞋，满不在乎，挤
出一身汗，才觉过瘾。每遇到人多的地
方，稍有拥挤，人们总拿小南门对比，说：

“这点人挤着算什么，怎么也不如挤小南
门的人多吧！”所以沧州有句俗语——挤
小南门。

西门外不远是南运河，有白家口摆
渡。老东门外没有人烟，到处是大水坑，
有一条窄路通向火车站，路两侧都是红
荆条等。大南门外往南有南门外大街，往
东有义和街和清真寺，往西有牛市街。南
门外附近是回民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
北门外比较荒凉，过了护城河有一条东
西路。

老沧州城的城门
■杨崇凯 “聚宝盆”的传说

■无铭

“聚宝盆”的传说在沧县大白洋桥三村南排河和大
运河的交汇处，那里有一片池塘，池塘里种植了近百亩
的荷花，这片荷塘，被人们称为“聚宝盆”。

说起“聚宝盆”的来历，这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故
事。

话说在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第三次南巡，主要
是为运河漕运减少水利灾害而来。当时，天津以北的北
运河决口，水犯京城，这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高度警觉，
他下决心要根治运河隐患。

乾隆皇帝沿着大运河自北京出发，一路上，虽然运
河两岸风光无限、景色宜人。但乾隆皇帝因为有心事，
却也无暇欣赏，一路上都在苦苦思考运河如何减少水
利灾害的事情。

当时陪伴乾隆皇帝的有纪晓岚和直隶总督杨廷璋
等大臣，大臣们想尽办法，都想逗乾隆皇帝开心。但乾
隆皇帝一路上都在忧国忧民，大臣们都束手无策。大臣
无法想出良策为乾隆皇帝分忧，因此就越发不敢打扰
乾隆皇帝了。就这样，一行人沿着大运河来到了捷地减
河。

乾隆皇帝登高，看到碧波荡漾的减河,眼睛一亮,
一下子有了主意，遂决定加大捷地、兴济减河的泄洪
量，从而在根本上解决漕运，减少水利灾害。纪晓岚
和直隶总督杨廷璋等大臣听了，都称赞乾隆皇帝英
明。乾隆皇帝龙颜大悦，遂决定继续南巡。这个时候，
乾隆皇帝的心情好了，便津津有味地欣赏起沿途的
运河美景来。

这天，乾隆皇帝乘船来到了沧县大白洋桥，但见大
白洋桥的东南方向，有一片池塘，约 1000多米长、100
多米宽，面积大约有个几百亩。池塘里，一湾碧水擎起
接天荷盖，荷花灼灼芙蕖红艳，芦苇蒲草摇曳生风，清
脆鸟语悦耳动听。

那荷花水灵灵的，顾盼生辉，高贵淡雅，分外好看。
乾隆皇帝顿觉心旷神怡，饶有兴致地抬眼远眺。一群白
鹭跳跃嬉戏，扇动白羽，忽而振翅低飞，越过芦苇蒲草
巡游一河青碧，俯瞰陂塘翠荷红莲。它们忽而扶摇直
上，飞跃大白杨林。一群欢乐鸣唱的水鸟沿着杜甫的诗
思，排成“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韵脚……乾隆皇帝不由
得拍案叫绝：“好！好！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纪晓岚对自己的家乡，还是十分了解的，他见乾隆
皇帝高兴，忙近前解释说:“万岁爷，此地名叫大白洋
桥，种植荷花的历史很是悠久了。村民们夏秋采莲，冬
春挖藕，采出的莲藕节儿长、个儿大，皮白肉嫩，藕身修
长光滑，白晰圆润，恰似少女手臂。切开后，藕的切口有
着缕缕藕丝，似春蚕吐出的银丝一般，微脆且甜，被村
民称为‘大白藕’。”

纪晓岚正说着，就见池塘里，有一位漂亮的村姑恰
好正在采莲，那少女伸出的手臂，白白的，修长光滑，
白晰圆润，像极了“大白藕”。乾隆皇帝眼睛一亮，赞
不绝口地问:“纪爱卿，这些‘大白藕’是不是会顺着
这运河运往外地呀?”“万岁爷英明。”纪晓岚接着
说，“大部分莲藕在运河岸边码头装船，销往北京、
天津等地。”乾隆皇帝微微颔首说:“这些莲藕可不是
什么‘大白藕’。”纪晓岚忙问:“那皇上您说是什
么?”乾隆皇帝脱口而出:“这片荷塘分明就是一个大
大的‘聚宝盆’。”从此，“聚宝盆”这个名字就流传了下
来，直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