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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花园——拥抱春天

14 悦览——总有人不爱听真话

15 非遗——河间剪纸

滹卫合流滹卫合流：：泾渭分明泾渭分明 曾为奇观曾为奇观
■本报记者 马倩

沧州老俗话

沧州话里是指一个人气场足、权
威大，能把底下寻衅挑事的人镇住，起
到重要的稳定作用。引申为物品、工具

等，有给力、顶用的意思。

（知微庐主）

你说我说

曲炳国：压 cá，二声，指有身份地位
的人在活动中起到稳定作用，可以团结内
部，镇慑对方。

王吉仓：我们说压cǎ，三声。

知微庐主：是指人有震慑力，稳定性。

彩云：压茬，不光指人说话办事。比如
说，三马子在玉米地里往外拉棒子槌没
劲，直颠哒，不走正道。换了大拖车进了
地，拽上一车棒子槌，突突的，不费劲。人
们就会说“还是这家伙压茬啊”。还有的说
缝纫机，扎好几层布都不跳针，就会说：

“这机子真压茬啊！”

毕振澎：码垛堆高的时候，每层之间
要压茬，压不上茬容易倒。

刘之龙：割韭菜，压着茬走，一茬一茬
的。

刘之龙：形容人的时候，说明此人能
镇住大家，尤其是在维护公共秩序时。

吴桥李双盈：以前在场院里轧完麦
子，堆麦秸的时候，大人们一再叮嘱要压
好茬。只有压茬了，麦秸垛才稳，才能堆得
高。

朱玉升：我觉得压茬和找茬是一个问
题的两个方面。能把找茬的人镇住，谓之
压茬。压茬的人在场，生是非的人连找茬
的勇气都没了，这叫压茬！

秦云峰：压茬，人事关系方面，我们这
儿说压事。

王吉仓：压茬跟压事，似乎略有区别。

郑树彬：如果从说话水平方面理解，
压茬，指文化水平高。在乡村中，这类人一
般辈份大，善于了事，说话做事公平公正。

吴树强：“压茬”指有威信。比如，路遥
《人生》中有这句话，“他父亲笑嘻嘻地对高
明楼说，‘全凭你了！要不是你压茬，那一天
早上肯定要出事呀’”！

孙克升：出河工时仗着孙某某了，真
压住茬了，没敢闹事的。

曲炳国：是不是因为有人压茬，所以
才没有人找茬？如果把压茬和找茬这两个
词结合起来分析，意思更明白些。茬口，是
重要节点或关键时刻。这个时候容易出现
各种问题，如果有威望高的人在，可以避
免这些风险。

朱玉升：压茬的人其实就是镇得住，
我觉得和公平公正没有必然的联系。

马金铃：还有一个找斜茬儿，更形象，
就是无故寻衅。只有压茬的人能镇得住。
还有不一定有人找茬，有气场有威严的人
物出现，给人以威慑，令人产生压迫感，并
折服，也算压茬。

压茬

虽然滹卫合流造就了独特的景观，但
也带来了一定的隐患。“由于滹沱河水的
注入，加重了运河的负担，运河下游地区
常发水患。方圆数十里被河水淹没成一片
汪洋，百姓苦不堪言。所以，当时治水是迫
在眉睫的事。”赖宝国说。

乾隆二十九年（1764），时任直隶总督
的方观承在盘古庙西北十里开挖一条东西
方向的引河，引滹沱河注入陈圩河，又堵住
了鲍家嘴的河口。从此，滹沱河与南运河分
流而行，滹卫合流的景象也就此消失。

方观承在总督任上政绩卓著，称得上
是一位治河专家。《清史稿》中说方观承

“以兼理河道，治水尤著劳勚”。赖宝国告

诉记者，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
相传青县小泗河村有个教书先生叫

王式恭。他有胆有识，敢做别人不敢做的
事。他看到乡亲们因水患流离四散，非常
着急，于是多次往返于天津和保定，上书
多次也没能解决水患的问题。

有一年夏天，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
王式恭正在教学，忽见一人从马上跌落下
来。他把这人搀扶到家中，细心照料。细问
后，原来此人叫方观承，进京途中淋了雨，
在此晕倒了。

他们二人说话很投机，方观承在此多住
了几日，每日二人吟诗作对，畅谈对饮……
方观承见他家里每日吃水草籽的饼子，便

问其原因。王式恭说道：“我们这十年九涝，吃
不上粮食。我为水患年年上书府县，但没有人
管。”方观承临行前，握住王式恭的手说：“他
日我若有出人头地时，定报答这一方人。”

后来，方观承任直隶总督，王式恭听
说后便带着此前他写下的诗，去求见方观
承。方观承见过自己的书稿，便急忙出来
相迎。方观承明白王式恭多年上书的苦
楚，当即应允治理水患。

于是，在获准之后，他主持开挖了引
河，使滹沱河与南运河分流而行，成功治
理了当地的水患。随后，周围的村庄才开
始正常地耕地种植。

●乾隆年间，滹沱河与卫河（南运河）在此处交汇，合流之处泾渭分明、清浊可辨、颇
为壮观，称为“滹卫合流”，成为“青县八景”之一；

●直隶总督方观承在此治水，使滹沱河与南运河分流而行。

“泾渭分明”一词源自自
然景观，指泾河和渭河在古城
西安北郊交汇时，呈现出一清
一浊，清水浊水同流一河、互
不相融的奇特景观。殊不知在
沧州青县域内也曾出现过类
似的景象。

大运河纵贯青县南北，历
史上运河两岸百业俱兴。青县
城南鲍家嘴村，紧靠运河且有
河湾，便于泊船，因此这里曾设
有码头，商贾云集，一派繁荣景
象。清乾隆年间，滹沱河与卫河
（南运河）在此处交汇，合流之
处泾渭分明、清浊可辨，绵延三
四里，颇为壮观，称为“滹卫合
流”。

滹卫合流 泾渭分明

青县段运河位于沧州大运河的最北
端，南自陈嘴乡吴辛庄入境，北至流河镇
李又屯出境。由南至北流经青县 6 个乡
镇，全长约45.12公里，在沧州境内流经里
程是最长的。

历经千百年的岁月变迁，青县运河沿
岸的文化积淀厚重，资源丰富，有着许多
美丽风景和动人故事。沧县人赖宝国曾带

领我们走过滹沱河故道，探访单桥和登瀛
桥。今天，他继续带领我们探寻滹沱河与
运河碰撞出的故事。

宋时，滹沱河就曾汇入运河，交汇口
就在青县境内。据《宋史》记载，“滹沱河
源于西山，由真定、深州、乾宁，与御河
（运河）合流”，文中的“乾宁”指的就是青
县。

滹沱河改道频繁。清乾隆年间，滹沱
河在青县盘古庙折向东北，流至今青县清
州镇鲍家嘴处，与南运河（卫河）交汇，二
水会师，湍流汹涌。源于山西的滹沱河水
质清亮，而分流黄河的卫河水质浑黄，合
流对冲之处泾渭分明、清浊可辨，绵延三
四里，非常壮观。

被列为“青县八景”

几百年前，远道而来的滹沱河与大运
河相遇，让这一方百姓欣赏到了“泾渭分
明”的奇观。

清代文人姚景骥曾在诗中细致生动
地描绘了两河相遇时的景象，“苍茫万里
两流冲，为共朝宗此会同。滹卫恰宜纡岸
里，浊清不紊怒涛中。南来江练天双白，东
逝海门日一红。最爱参军鲍氏处，夹村明

镜玉玲珑”。
苍茫万里、滹卫合流、浊清不紊……遥

想姚景骥站立在两河交汇处，看着奔涌而
去的河水，内心该是怎样的激荡，而诗中的
鲍氏是借指滹卫合流处的鲍家嘴村的村
民。正是因为这难得一见的汇聚，滹卫合流
这一景象也被归入“青县八景”。

“青县八景”一说来源于青县八景诗。

这组诗最早出现于康熙十二年（1673）由知
县杨霞主编的《青县志》中。青县八景诗都
是七言律诗，题材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为
人文景观，如《帝阁中央》《古井金声》，一种
为自然景观，如《滹卫合流》《长堤晚照》等。
诗中描写的自然景致和风土人情都真实地
存在过，只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消失在
历史云烟中，我们已经无缘再见。

滹卫合流的消失

滹卫合流滹卫合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