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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非遗——沧县哈哈腔

沧州风物

运河运河的淤堵的淤堵，，古代怎样古代怎样治理治理
■寇金星

地名里的沧州

运河弯道众多、水源含沙量大，容易导致航道淤塞、船只搁浅。为保证漕
运，历朝历代想了很多办法——

历朝历代开凿与维护大运河，其主要目的就是保证漕运。古代漕运船只

航行过程中有几“怕”：怕阻风、怕阻雨、怕大汛、怕航道淤塞、怕船只搁浅。历

代政府为了治理河道淤浅，设置专门机构“浅铺”，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探索出了一套完善的河道治理体系。

浅滩、淤浅是怎样形成的

设置机构，治理航道淤浅

古人对运河航道的清淤称为“捞浅”，属于浅铺的日
常工作。据清《高邮州志》记载可详知，每个浅铺配备四
条船，浅长一名，浅夫八名。两个浅夫使用一条船，配备
竹篙、船桨、木锨等物资。一人将船撑到岸边，另一人用
木锨挖泥沙，放到河坡上，只许加厚河坡，不许加高河
堤。用竹尺测量船下水深后，由浅长报告官府验收。

运河航道清淤工作还设立了奖惩制度：旧例：浅阻十日
至一月者，各降调有差。清除浅阻不能超过10天期限，倘若

浅铺浅夫疏浚不及时，导致运河漕船搁浅不能航行，当地地
方官员和负责漕运的大臣是要被降职的。

在今人看来，借助挖掘机、挖塘机、挖泥船，清淤航道这
类工程是比较容易完成的工作。但是在没有任何机械的古
代，却是一项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的浩大工程。正是成千上万
劳动人民的辛勤劳作，才保证了大运河航道的畅通，使南方
粮食通过漕运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

什么是“浅”呢？顾名思义，就是河道淤积造成的浅
滩、淤浅，导致船只搁浅的河段。《沧州大运河文萃·文献
卷》记载，清朝时期，沧州境内南运河吴桥至青县河段共
有浅铺 64处。《河防志》《河程记》对每一处浅铺名称都有
详细记载，其中沧州城所辖附近区域有“浅铺”七个，分别
是：朱家坟浅，华严庵浅，红孩口浅，回回湾浅，寇家圈浅，
王家圈浅，砖河镇浅。

“浅”是如何形成的呢？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南运河的水源含沙量大造成的。南运河上游水
源有三：一是黄河，二是漳河，三是卫河。众所周知，黄河含
沙量极大，有“黄河斗水，泥居其七”之说。漳河，含沙量仅
次于黄河，有“小黄河”之称。由于水源含沙量极高，造成了
南运河河道普遍淤积的状况。

其次是南运河弯道众多，沧州境内 216 公里河道有
230 个弯道，不足一公里就有一个。弯道有凹岸、凸岸之
分。根据水力学原理，凹岸容易冲刷，凸岸容易淤积。在主

流冲击和弯道环流共同作用下，凹岸不断淘刷坍塌，凸岸
不断淤积抬高。由于凸岸不断淤积抬高扩展，侵占河流航
道，形成“沙尖”或称“沙嘴”。

我市运河区胡嘴子、青县陈嘴、鲍家嘴等村庄名称，皆
因其地处运河沙嘴处（巨大的凸岸处），村庄形状像鱼嘴而
得名。“沙嘴”年复一年不断抬高扩大，就会造成船只搁浅，
影响航运。

为保障漕运畅通，历代政府设置了专门清淤河流航
道的机构“浅铺”。“浅铺”为官方机构，由国家财政供养。
据郑民德《明清运河城市的历史变迁——以河北沧州为
中心的历史考察》一文记载：明政府不仅设立了总理河
道、巡河御史、北河郎中这样级别较高的官员，而且设置
沧州管河通判官一员。

其中，每浅的具体管理者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一
十六件，岁办桩一百一十根，草八千束，树多寡不一。这些
人员主要负责物料的采购、河道清淤、河防的巡视、水利工
程的维护等。人员编制与《东光县志》描述的“九浅，额设浚
浅长夫八十一名”基本一致。

同时，仲伟帅《运河名村仲家浅——兼谈古运河“浅

铺、浅夫”文化》一文也记述了山东会通河浅铺的设置，即
老人一人，浅夫十人，守口夫二十余人。

以上提到的“老人”，就是浅铺的最高长官，相当于“浅
长”，负责管理十名浅夫、二十余名守口夫的日常活动。在
这个官署内，浅夫是主力军。

河流弯道示意图

“捞浅”保障漕运畅通

泊头市北约十公里有一个村庄叫扁渡里，位于黑龙港
河的东河岸。很久以前，河两岸就盛产鸭梨，因獐鹿野狐经
常在附近出没，沿河有许多村落名字跟这些野兽有关。但
扁渡里的村名却跟野兽无关。

话说黑龙港河西岸有一个村子，名叫李码头。每到秋
收季节，人们常把船停在这里，装上自家生产的梨运到外
地去卖。这天，有一个果农正挑着梨往船上装，突然风雨大
作。果农紧跑两步，想跑到船上赶紧把梨放下。他踏上踏板
的时候，因站立不稳，不小心掉进了河中……

这果农也算利落，急忙抓住手中的扁担，奋力地向岸
边游去。他爬上岸四周环望，发现来到一个非常陌生的地

方。当时他并不知道，这里已经是河的对岸。
他顶着风雨向远处的一片果林走去。到达果林时，风

雨骤然停歇，天一下放晴了，太阳照在地面上，地上一片金
黄。仔细观看，这原来是一片梨树林。风雨过后，熟透的梨
子掉落一地，金灿灿的，真如到了仙境一般。

他发现，这里的梨子跟自己的梨不同，个头大，成色
好。他好奇地摘了一个品尝，吃到嘴里觉得非常甜。他心里
想着，这里的梨比自己家的真的要好得多。

他继续向前走，终于走出了果林。林子外有一片高地，
他爬了上去，站在上面，远处的风景尽收眼底。他看到了河
对岸的李码头，又见河道在此处拐了一个弯，像胳膊一样

拥抱着这个地方。
从此，果农在此定居立村。因用扁担渡河至此，他本人

又姓李，因此起村名扁渡李，时间久了演变成扁渡里。
这个传说听起来确实非常浪漫，但有些资料上的说法

有些凄凉。《交河地名资料汇编》上是这样说的：该村李姓
建村。原居江江河（今黑龙港河）西岸李码头村人，因穷受
歧视，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被恶棍赶出村。夜间，他
用一条扁担为桨，坐在簸箩内，渡至黑龙港河彼岸定居，取
村名为“扁渡李”。后讹传为扁渡里。

这两种说法大相径庭，历史真相也无法还原。如果《交河地
名资料汇编》所说的年代准确，那么该村建立已经360年了。

扁渡里村：扁担“渡”来的村庄
赵殿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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