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3月16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马艳 责任校对 汤娜 技术编辑 崔敏

12
13 花园——又见梨花

14 悦览——心态的力量

15 非遗——飞虎拳

桑园新桥与老桥
沿吴桥县城黄河路向西，经过吴桥

杂技大世界，就来到了南运河的东岸。一
座水泥大桥通向西岸，连通了 G339 国
道，成为吴桥与景县重要交通线。当地人
习惯称这座桥为新桥，河北省南运河河
务管理中心则称其为玉泉庄桥。这座桥
南侧二三百米的地方，还有一座水泥桥，
被称为桑园老桥，还叫第七桥、七北桥
等。

到达桑园新桥的时候已是午后，看到
桥下聚集着一些垂钓爱好者，也有人在河
边游玩，画面赏心悦目。内心自然也有了
冲到河边一看究竟的想法。

平时很少到桥下来，从桥头向下走
时，让人感觉这桥修建得很雄伟。桥下，晴
天可防晒，雨天可防淋，真是一个难得的
垂钓之所。

这座新桥修建于 1996年前后，桥长
120米，桥面宽12米。

桑园老桥，既然称为老桥，自然是有
些年头啦。这座桥位于桑园镇西北角南运
河上，也是一座钢筋混凝土桥。

《吴桥县水利志》记载，原来这里只是
一个渡口，1958年“大跃进”期间，为沟通
吴桥和景县交通，繁荣经济，在这里建了
简支梁结构木桥，有 12孔，全长 79米，修
复两次。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桥头两侧的地
基还是用红色的土砖砌成的，从脱落了砖

头的地基到水中桥柱底部的腐蚀痕迹，我
们能深深地感受到，岁月在这座桥上留下
的痕迹。

良店驿、桑园码头
沿桑园新桥东岸的堤顶路北行不

远，在运河岸边有一处新修建的吴桥
码头，欣赏美景的同时也不由让人产
生了一些追问，过去这里有驿站或码
头吗？

据资料记载，现吴桥县城驻地桑园
镇，明清至 20世纪 50年代一直属于德州
（德县）管辖，它曾是老德州最北边的运
河古镇，也是当年德州境内最繁华的街
镇。

明清时良店水驿就设在运河东岸，
专供过往官船上的客人歇息休憩。私
人旅店多达四五处，其中最有名的当
属杨家店，漕运繁忙的时候几乎天天
客满。

良店水驿现已踪迹全无，一些专家
学者曾考察过良店水驿的遗址，根据

“距离桑园较近，河道宽度能够容纳较
多过往船只停靠，南面必须有修建宽宅
大院的足够空间”等修建驿站的条件，
再结合当地老人指认老渡口（码头）等
情况，可推断现在的桑园镇北街街口可
能就是良店水驿的遗址所在。现坐落在
此处东北角的一家副食店，即民国时期
的澡堂子所在地。

清康熙年间，顺河街上茶叶店多，杂

货铺多。这里紧靠运河码头，各类船舶汇
聚于此，桅杆林立，帆如风墙，船如梭织，
船工们上岸来歇息、吃饭、购物。

1960 年，桑园架设木桥后才撤销运
河码头和摆渡，渡船淘汰。河道两边有纤
夫走的道，一条船一般需要十几个拉纤
的人，主要是运粮、盐。有时在此卸货，
没有机械，都是用人工，搭个跳板，扛夫
就扛过来。

桑园土城与四大姓
桑园旧时有土城一座，建城时间不

详。分析可能在明末清初。
当时桑园有四大姓：吴家势力大，谢

家地盘大，孙家人员多，张家生意大。
明初，南街谢家已在此定居，种桑养

蚕，进行粮食交易。人称“南北双合”的张
家，祖籍西安，是在运河用船贩运中药材
的。有一次，在桑园北翻船，当地人积极
施救、打捞。张家深受感动，觉得当地人
厚道可靠，就在桑园安了家，还引来不少
人。

桑园东南角小李庄的吴家大地主，看
中了运河边的风水宝地，买下了现在东到
镇医院，西至老武装部，南到育才街（旧称
小集街）这块地方，搞起粮食生意，开有“斗
行”。买卖双方均由这里“过斗”记数，交换
粮款。吴家还买了两只船，雇人在运河为过
往行人撑摆渡，主要是河西来卖粮食、蔬
菜的。后来，南街出了几家斗行，专给吴家

“鸿雨顺”粮庄收粮。

传说故事

桑园桥畔故事多桑园桥畔故事多
■■郎文生郎文生

不加力

沧州老俗话

不加力，沧州话里是不
得劲儿、不给力的意思，指腿
脚不够麻利或说话不够灵
活。

（知微庐主）

你说我说

王吉仓：昨天在岳母家，岳母说，她
最近手脚、说话“不加力儿”。

马金铃：不加力，我们常用，就是不
跟劲儿、不给力。

知微庐主：不加力的通常解释，就
是使不上劲儿。

王吉仓：举 几 个 例 子 ，比 如 ，天
冷，腿脚冻得不加力儿，迈不出腿，
或站不稳。手不加力，拿不住筷子。
说话不加力儿，发音含糊不清。

知微庐主：不加力，是不是“不假
力”？

海客：这个词儿我一直没明白怎
么写。加力、假力，哪个好些？假，就是
凭借，如狐假虎威。半文言句式常说，
假某某之力。加，与方言音吻合。假，
字义没问题，发音不太合。手不假力，
就是不能靠手使上力。似乎都说得
通，但从构词角度，假力显得古雅，但
字音不合。

老兵李：不加力是常用语，就是
不 跟 劲 。有 心 无 力 ，心 里 想 干 一 件
事，体力跟不上，具体多指腿脚不加
力。

海兴韩福清：不加利是不麻利、不
利索的意思，应该是利吧？

傅世伟：加力更符合现代汉语语
法。不过，很多老俗话与现代汉语不
同。人们手脚肢体比较敏捷，常用利
索、麻利、利落来形容，那么，反义可
能用不利索来形容。提起沧州的盐，首先想到的是“长

芦”二字。长芦盐，历史上曾经赫赫有
名。昔日，这里是最大的海盐产地，有着
悠久的历史。长芦盐区位于渤海湾沿海
地带，绵延千余里。称为“长芦盐”。元
朝，长芦盐区设置盐场 22 处，明隆庆年
间 20处，清雍正年间裁为 10处，至民国
十四年（1925 年），只剩下丰财、芦台两
处盐场。丰财、芦台盐场就是塘沽盐场
和汉沽盐场的前身。

在民间，有一个关于长芦盐的美丽传
说。

相传，长芦一带海滩上压根儿没有
盐，只有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有一个海
滩生、海滩长的小伙子，一生下来就比一
般小孩儿细长、清秀，像根苇子，爹妈给
他起名“长芦”。长芦带领伙伴儿把芦苇
割下来运到海滩上，让那些心灵手巧的
姑娘们编成有着美丽花纹的席子。

一天，像往常一样，小伙子们唱着歌
你追我赶地运芦苇，姑娘们轻哼着小曲编
席子。忽然，海水像开了锅，掀起冲天大
浪，在滚滚的恶浪上出现了面目狰狞的北
海龙王。他大声吼道:“我要娶南海龙姑当
娘娘，限你们这些草民凡夫在六六三十六
天内给我织成三十六万张蓝色的苇席。上

边要镶上发光的日月星辰，像真正的天空
一样。我用它搭一个从北海到南海的大喜
棚。”

小伙子、姑娘们愤怒地喊起来:“我们
不织!我们不给!”北海龙王气得张牙舞
爪，“你们胆敢不织，我就把这芦苇统统拔
掉，把你们统统吃掉!”说完就发起威来。
顿时，狂风大作，黑云密布，无边无际的芦
苇被连根拔起，抛向无边的大海。海水卷
上来，淹没了整个海滩。

长芦冲上去，要跟恶龙拼命，但哪里
是对手，没有一个回合就被抓住了，恶龙
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吃掉长芦。突然，从半
空喷下两股剑一样的烈火。一个姑娘，红
衣红裙，满面红光，两眼喷着烈火。她指着
恶龙愤怒地说:“我是太阳的火妹妹，不许
你祸害百姓，你再不改恶从善，我要把你
活活烧死!”

北海龙王冷笑着说：“你当我怕你
这个丫头片子不成，难道你不知道五行
相克？我的水专门克火!”恶龙一抬头喷
出瀑布般的大水，浇灭了姑娘的火，揪
住姑娘，向海底拖去。只听姑娘喊道：

“长哥哥，快找我兄长，他会告诉你怎样
救我……”

长芦在大海和蓝天交界的地方，找到

了火妹妹的哥哥——金色的太阳，长芦向
太阳请教了搭救火妹妹的办法。他又找到
了一块铁，这块铁是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
一块神铁。长芦用这块铁在太阳的烈焰上
打成了降龙神鞭。

这一天，长芦回到家乡，他立即召集
小伙子和姑娘们来到了海滩。长芦站在岸
边，用降龙神鞭“啪啪”地猛抽海水。海面
上出现了一条条的鞭痕，北海龙王疼得大
声咆哮，浮出水面，苦苦求饶，老老实实地
从海底放出火妹妹。

乡亲们要恶龙把水淹的海滩变成原
来的苇滩。但恶龙没有法力恢复原来的面
目。火妹妹说:“这海水里有宝贝，长哥哥，
快用神鞭把海水围在沙滩上。”

海水很快像开锅似的变成一股股白
气，直飞蓝天，变成了朵朵白云。工夫不
大，海水不见了，海滩上留下了一层厚厚
的、像白银一样闪闪发光的东西。

长芦抓起一把，用舌尖一舔，哈，有滋
有味的!人们顿时欢呼起来，唱啊，跳啊。
阳光灿烂的海滩上堆起了一座座晶莹洁
白的银山，这就是盐。

战败的北海龙王被驯服了。人们失去
了芦苇，得到了盐。

（摘自《黄骅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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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每一座城都是有记忆的，我们

试图打开记忆的大门，寻找和沧州

有关的被尘封的故事。

本版设有沧州地理、狮城旧

事、沧州风物、老街旧巷、老物件、

传说故事等栏目，欢迎广大读者来

稿，讲讲这座城市过去那些事儿。

投 稿 邮 箱 ：czwbrw@sina.
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