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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和旧州的沧州和旧州的““关关””
■ 寇金星

沧州城本是因河而生，依河而兴。京杭大运河是繁忙
的南北交通水运要道自不细说。沧州城西部、南部码头众
多，南方的大米、瓷器、茶叶、布匹等日用品在这里卸货，长
芦盐也从这里装船运往全国各地。且运河水作为生活用水
水源，取水方便。

借运河之利，沧州城西部、南部形成了繁华的居民区
和集贸市场。这里人口稠密，商贾云集，店房繁多，居民熙
攘，街道沿运河南北延伸六七里。沧州城“五坊”除城内“宣
化坊”外，西门外、南门外、小南门外的西关、南关形成了严
崇坊、崇明坊、南钟英坊、北钟英坊四坊。

再看运河以西，地势较高，土地肥沃，地下水水质良
好，适宜水果蔬菜种植，因而村庄密布。一里一渡口，交通
方便，人员、经贸来往密切。菜市口、枣市庙就是当年运西

村民将蔬菜、梨、枣运往城里和外地的渡口。
其实，沧州城有东、南、西、北城门，也就有东、南、西、北

四关。相对南关、西关的繁华，反观北关、东关一带，历史上
就是大片盐碱地，遍野红荆，坑塘遍布，杂草丛生，坟茔遍
地。城北还是刑场，因此北门外、东门外人烟稀少，形不成
有规模的居民区。

清乾隆八年《沧州志》记载：“东门外旧有横街，今无居
民。”可见原来的东关本就荒无人烟。相传幞头城东门、西
门、南门、小南门出城道路都是直冲城门，唯有北门外有一
影壁，出城道路需绕过影壁两侧，以避讳刑场和坟地。

除此之外，运河以东地区，地势较低，土地盐碱贫瘠，导
致村庄稀少。城北、城东附近仅有吕家院、三里庄、刘表庄、
小赵庄等几个村庄。因此，城东、城北的地理环境和水环境

决定了这里形不成繁华的居民区和集贸市场。有“关”无
人，因而东关、北关的概念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久而久
之，沧州城没有东关、北关的说法也就流行起来。

解放后，北关由昔日的刑场变成了救死扶伤的人民医
院，还有环保站、防疫站。旧时的“北大荒”也建成了烟囱林
立、高塔耸天的化肥厂，沧州城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时至今日，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沧州城的面积
已经由原来幞头城的不足一平方公里增加到四外环内的
100平方公里，并逐步扩大到高速合围区内的 300平方公
里。老沧州“城”和“关”的概念逐渐被人们遗忘，湮没在历
史的洪流中。除了少数上年纪的老沧州人外，以后的年轻
人就只能在史料中寻找它们的影子了。

沧州治城自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由清池（今旧州镇）迁至长芦

镇，也就是现今的沧州市区。旧州在沧州东南20公里，形状像趴在地上

的大牛，人们叫它卧牛城。沧州城形状像顶乌纱帽，人们叫它幞头城。两

座城有着亲密的关系，有学问的人曾编过这样一副对联，“南运石碑共涟

漪，幞头卧牛紧相依”。

沧州城搬家“落”下了东、北二关
相传当年沧州城搬家时只搬了西关和南关，所以旧州

有东、北二关，沧州只有西、南二关。这里还有一个脍炙人
口的故事。

《闲话沧州》记载：“当年从卧牛城向幞头城搬家的时
候，正赶上半夜。全城的人一个挨一个，从旧州一直排到运
河边上，把旧州城上的砖，一块接一块地传到运河边。那边
拆这边垒，只用了一宿的工夫，一座沧州城就垒起来了。

“城墙好搬，住家难移”，房产、地业，锅碗瓢盆、家人老
小，东西太多，可把人们愁坏了。第二天晚上，你猜怎么着？
卧牛城的铁狮子动了起来。它来到城南，一口就把南关叼
起来，狮头一摆，不远不近，一下子就甩到了沧州的南门旁
边。铁狮子喘了一口粗气，又来到了城西。它铆足了劲，一

下又把西关叼起来，一摆头，不偏不歪甩到了幞头城的西
城门外。这时，鸡叫三遍，天就要亮了，铁狮子不得不归位。
所以到现在，旧州只有东、北二关，沧州只有西、南二关。”

那么，事实是这样的吗？的确，现今的旧州镇有东关
村和北关村，没有西关村和南关村。关于沧州城，据《沧州
市地名资料汇编》记载：“1947年 6月 13日沧州城解放，沧
县政府迁驻风化店。沧城区设沧市，分城关、南关、西关三
个区。1958年，沧镇又并入沧县，沧州镇改为城关人民公
社，建立了小王庄、白家口、菜市口、南陈屯、小赵庄、芦家
园、祝家院、城关、南关 8个管理区。”资料里均未见到有
北关、东关之说。

那么，历史上旧州城真的没有南关、西关，沧州城真的

没有北关、东关吗？
其实古代城池都有东、南、西、北四个“关”，只是沧州

城的北关、东关以及旧州的西关、南关在历史上不那么重
要，不那么知名，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遗失在史料
里。这和沧州城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水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关”的含义。“关”在字
典上的解释是“城门外附近的地方”。古代城池出于军事防
御需要，根据城市级别和规模一般设置4座或8座城门。城
门外作为交通要道，人员来往频繁，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居
民聚居区，即城关（字典解释为靠近城门一带的地方，也泛
指城区）。南门外的区域就叫南关，北门外的区域就叫北
关，东门外的区域就叫东关，西门外的区域就叫西关。

旧州城为何没有南关、西关
旧州城城南有一条浮水，又叫浮河、浮阳河、浮阳

水，大致就是现在石碑河的位置。
史料记载，战国时期沧县东关一带就有浮水，至

宋、元、明三代，浮水的走向基本未变。到清代，浮水不
复存在。旧州在浮水之阳（北岸）建城，浮水正好是天然
的防御屏障，自西南到东南包围了半个旧州城。浮水以

南是大连淀，即现今的大浪淀，常年积水，且比现在的
大浪淀范围大得多，周围更有大大小小洼淀 70 多个。

所以，旧州城的西边和南边都是河流洼地，没有符
合居民大规模聚集的自然条件。

再看旧州城东北方向，有一条沧盐公路，这条路自
秦汉以来就是沧州东南沿海一带进入内陆的交通要

道，也是长芦盐运往内地的主要陆路之一。由于旧州城
东、北方向地理位置重要，交通繁忙，城门附近自然而
然地就成了人烟稠密的市井繁华之地，也就是上面所
说的“关”。西、南两个方向没有民众聚集的条件，也没
有那么繁华，也就自然有城无“关”了。

沧州城有东、南、西、北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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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里的沧州
乡风乡韵传乡情，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每一个村落都

有着一段自己的历史和故事。出门在外，每每被问到你来
自哪里时，那个在心里默念了无数次的村名，一说出口就
觉得温暖。

千百年来，一个个村名所包含的文化符号和乡情，在
代代相袭、生生不息的血脉继承中，让生长于此的人们倍
感亲切。但是，我们身边的一个个村名，是如何而来的？作
为后来人也想一探究竟。

沧县的旧州镇有一村子叫做感化屯，村名的来历便和
一个故事有关。今年75岁的蒋大忠一直生活在村里，“我小
时候，就听村里的老人们讲我们村村名的来历。后来，我就
把老人们讲的这段故事给整理出来了。”蒋大忠说。

感化屯建村要追溯到明永乐年间，“当时，几户人家来
到此处建村，大概是因为人口较少，所以取名小屯。后来村
里发生了一段感人至深的事情，便改名为感化屯了。”蒋大
忠说。

清嘉庆年间，村里有个人名叫孙树，他家境殷实，在十
里八乡很有名气，颇受人拥戴。孙树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
儿子都老实厚道，可是三儿子却生性乖张，放荡不羁。每次想
到三儿子嚣张跋扈、桀骜不驯的样子，孙树都非常着急。于
是，孙树请来教书先生来教导儿子，希望他能有所改变。私塾
先生一个个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他们尝试一段时间后，都感
觉这个孩子没有办法改变。孙树也感到非常无奈。

正在绝望之际，有一天门外来了一个云游四方的儒
士。当他听说孙树家的情况后，自告奋勇，言说自己有办法
让他的三儿子回心转意。孙树喜出望外，把儒士请到家中
热情款待。

儒士博学多闻且非常有耐心，对孩子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引经据典，言传身教。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孙树的
三儿子居然脱胎换骨，举手投足像变了一个人。

话说有一天，孙树的老伴病了，请郎中前来号脉。郎中
诊断后开了一个药方，可是这药方需要用牛肉作药引。当

时正值夏季，一时间，市场上也买不到牛肉，一家人都非常
着急。这三儿子心中暗想，“我就是属牛的，买不到牛肉就
用我的肉当药引子吧”。于是，他便忍着疼痛从身上割下一
块肉来替代牛肉，给母亲做了药引。

后来，母亲的身体渐渐痊愈了，才知道药引原来是自
己儿子从身上割下的肉做的。这件事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
轰动，村民们都为孙家三儿子的孝心感动不已，也为他受
教化之后的改变连连称赞。不久，有人把这事报到府衙，知
州大人也为他的孝心所感动，于是将村名改为了感化屯，
并沿用至今。

“我整理这段故事一方面是为了说明村名的来历，另
一方面也是为了告诉后来人一定要孝老爱亲，传承孝文
化。”蒋大忠说。其实，许多地名穿越历史流传至今，会在潜
意识中影响、塑造着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通过
地名，过去与现在、先人与今人相互交汇，也会形成这片土
地上独特的文化与印记。

感化屯里的感人事儿
■ 本报记者 马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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