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屯”的由来
据《吴桥县志》记载：“洪武九年

（1376），境内设第四屯、第五屯、第六屯，
用于屯军。”

明朝实行寓兵于农军制，编为军户
的农民世代为兵。政府把他们按照卫所
的编制组织起来，进行屯田。沿边卫所三
分守城，七分屯种。他们自力更生种田养
兵，战时奋勇杀敌，始终没有丢弃军人的
血性。

明洪武九年（1376），德州卫左所一
名百户长率领 100名军士，赶着牛羊，推
着木轮车，背着粮食种子，拿着农具，从
德州出发，顺着运河岸一路向北。走出近
50里，来到河堤边一块长着荒草的平坦
地，百户长一声令下：“咱们就在这里屯
兵种地！”于是，军士们卸下车上的物资，
开始搭建营房，埋锅做饭。从此，站岗的、
放哨的、犁地的、除草的……大家分工明

确，各司其职，虽和农民没什么两样，但
他们实行军事化管理。营房门口前有士
兵把守，竖立着红缎子镶边的大旗，上
写：山东济南府德州卫左所第六屯。

春种秋收，等金灿灿的谷子堆满了仓
库，他们又把远在家乡的妻子儿女接来。
就这样，一代一代军屯人在这里繁衍生息，
直到清朝末年，军屯制度彻底废除。但第
六屯这个村庄保留了下来，并绵延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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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里的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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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岸边古军屯运河岸边古军屯
■赵金刚

子牙河流经河间，曾是繁忙无比的
水运通道。曾经，围绕子牙河水运，河间
境内也有两个以桥兴起的小镇：一为沙
河桥镇，二为留各庄镇。沙河桥镇在河
间市闻名已久，只是留各庄镇已划归廊
坊市大城县管辖。

子牙河因其丰沛的水域和独特的
地理环境，自古就成为一条商业航道，
形成了北方少有的水乡繁华。元代时，
子牙河已成为华北地区的重要航道，也
是本地重要的水陆要津，向东、向南通
沧州、济南、淮阴、扬州，直至南京、上
海；向西、向北通保定、北京、张家口，
直至内蒙古。人们在河畔兴建码头，往

来商贸。
过去留各庄镇就是重要的通衢码

头，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商贾。据史料
记载，老留各庄镇商贸区共有数百家商
号，山西乔家大院和本地恒聚号商贸合
作，在老商贸区建天祥酒厂，烧酒销往天
津、北京、山西、衡水等地，发行的吊票在
全国多个地方通行。

而沙河桥也是辐射周边的水陆码
头。据《清实录》记载，康熙四十三年
（1704 年）四月，康熙皇帝乘船巡视子
牙河，命令地方官员截留漕米二万石，
收贮于河间沙河桥镇，“以备平粜”。清
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康熙皇帝亲

自到河间府巡查滹沱河、子牙河堤防，与
地方官员商议治水方略，并从国库拨付
银两，修筑子牙河堤，从献县、河间至大
城、静海，长达二百余里。直到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从沙河桥乘小火轮船可直达
天津。

如今，子牙河已经失去了航运功
能，但历史是有传承的。现今的留各庄
镇与邻近的河间束城镇，保温材料产品
行销全国，沙河桥镇的电线电缆，成为
一方支柱产业。今天留各庄、沙河桥两
地人们在经营方面的思想与头脑，或许
也是受到先人们在子牙河桥边闯江湖
的强烈影响吧。

亲亲故故，沧州话里是关系比

较密切的社会关系。亲指亲戚，故

指故旧。比如：“这几年出去打工，

老不回家，亲亲故故的都不怎么走

动了！”

（知微庐主）

你说我说

知微庐主：亲亲故故，亲朋故旧的意
思。

远歆：应该亲戚里道的意思。

王吉仓：亲故亲故，有亲有故，亲情、交
情。还有亲顾亲顾，照顾，互相照应的含
义。亲戚就得照顾。这是求人照顾，或让人
照顾别人的话。

李双盈：亲，表示有血缘关系的；故，表
示朋友熟人关系。

冬东：类似亲戚里道，以及老庄乡、世
交、老盟亲等，出现在口语中。

老兵李：亲亲故故，就是亲朋故旧。亲，
一般指亲戚，有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的人
们。俗语有“是灰热其土，是亲三分相”。
故，指故旧，包括老旧的亲戚和老朋友。比
如盟兄把弟，没有亲缘关系，但相处得很
密切友好。

海客：《辞源》第三版这样解释：亲
故，亲戚故旧。

《礼记·檀弓下》有：亲者毋失其为
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

《史记·吴王濞列传》有：至吴，吴
楚 兵 已 攻 梁 壁 矣 。宗 正 以 亲 故 ，先 入
见，谕吴王使拜受诏。

《宋史·吴玠传》有：选用将佐，视
劳能为高下先后，不以亲故权贵挠之。

《红楼梦》中有：（贾母）知探春远
在他乡，一无亲故，心下伤感。

《礼记》中都有这个词，可见亲故的说
法也是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

亲亲故故

沧州老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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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 600 多年的风风雨雨，

这个“屯兵”的村子是如何续写

着它的故事，诉说着它的今生前

世的呢？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大

运河进入沧州后流经的第一个村

庄——吴桥县第六屯村。

军屯人的血性
第六屯是明初军人所建。毫无疑问，

这里的人们绝大多数是军人后裔，虽然
历经 600多年的风霜雨雪，“但使龙城飞
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将士风骨还
在，保家卫国的雄心犹存。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烧杀抢掠，经常
逼迫第六屯村民修公路，筑铁路，稍有怠慢
便皮鞭抽打。当地村民对日伪军恨之入骨。

第六屯农会组织年轻力壮的村民
积极配合八路军抗日。每到月黑风高之

时，村里的小青年们便摸黑到津浦铁路
去，抄镐轮锹，在铁路地基下掏洞挖
沟。载着日军武器装备的列车驶入此
处，整个列车翻倒在地，大家便卸货
物，砸火车，使日军运输受到重创。

“叮当叮当，我去第六，你去东光”
“叮当叮当，我去第六，你去东光”，

这句从清末流传至今的口头语，蕴藏着
一段传奇故事。

运河绕村而过的第六屯，留下很多
故事和传说。据说，清末一姓王的道士沿
运河北上，路过该村，看到绿树掩映，清
水绕村，甚是欢喜，于是决定在此建阁。

他四处化缘求助。黎民百姓念其心
诚，纷纷捐款，最后共筹得白银千两。阁
楼由本村一付姓师傅带领能工巧匠完
成。塑像和彩绘由本屯远近闻名的工匠
李怀德绘制，整个工程费时两年。

阁楼坐南朝北，分上下两层，下层供
奉地藏王菩萨塑像，上层供奉着玉皇，

泥塑贴金，庄重华丽，栩栩如生。院内栽
种一棵柏树、一棵龙爪槐。柏树高大挺
拔，巍然屹立。龙爪槐枝条弯曲如龙，四
散疯长，样如巨伞。

修得玉皇阁，便有奇事出。
玉皇阁落成没多久，有天深夜，人们

听到运河岸边有“叮叮当当”的悦耳响
声。有人循声望去，见运河漂来两口大
钟，并有声音传出“叮当叮当，我去第六，
你去东光”。人们到了岸边，果真有一口
大铁钟停靠在水边。

人们把这口300斤重、一人高的大钟
抬上岸后，悬挂在玉皇阁西侧的柏树枝
上。每到节日或集市日，村人就会敲响大

钟，为食不果腹的穷人放粮施粥。这口大
钟响声浑厚悠远，好像在为这个古老的
军屯祈福。

更令人惊奇的是，没过多久，这棵挂
钟的柏树枝叶逐渐干枯，可只有挂钟的
树枝依然翠绿繁茂。

有了玉皇阁和这口神奇大钟，第六屯
开始热闹起来。吹拉弹唱的，耍把式卖艺
的，烧香求签的，做买卖的，纷纷从各地来
到这里。

这里的玉皇阁及后来修建的关帝
庙、吕祖庙、娘娘庙、真武庙、三官庙、白
衣庙、土地庙，后来均被拆除，今天早已
踪迹皆无。

沙河桥镇与留各庄镇
■赵华英

运河边的吴桥第六屯村运河边的吴桥第六屯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