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泊头市大运河北部的东岸，曾有多个以“窑”字命名的村庄，如窑厂、窑庵等。这些带

“窑”字的村庄，都曾经建有为朝廷烧制砖料的砖窑，它们的兴衰与北京城的修建有着密

切的关联。据传，此地当时有砖窑72座（俗称七十二连窑），砖窑烧制的大青砖一块有21

公斤，以供修建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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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非遗——大圣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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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泊头多个村庄，为啥都以“窑”命名——

消失的明代消失的明代““七十二座七十二座””窑厂窑厂
■吕永森

挽起眼眉来

沧州老俗话

挽 起 眼 眉 来 ，沧 州 话 里 读

作“wǎng 起 眼 眉 来 ”，指 的 是

让 人 瞪 大 眼 睛 ，打 起 精 神 的 意

思。

（知微庐主）

\ 你说我说

马金铃：挽起眼眉来其中的“挽”，俗
读为wǎng。

飞鸿：我们这里也说，撩起眼皮来，都
是让人专注做事，人们的眼睛就代表了精
气神。

风轻云淡：我们也说wǎng起眼眉来，
“这行子，见了活儿就躲，忒懒了，可一见
了吃的，他wǎng起眼眉来了”。

马金铃：通过这个词，我发现从生理
功能上来说，眉毛可有可无。可一旦涉及
人的精神状态，眉毛就很重要了。要人打
起精神，就说挽起眼眉来；说人没有精神
叫死毛塌煞眼，毛即眉毛；察言观色，叫眉
眼高低；眼神交流，叫做眉目传情；高兴
了，是眉开眼笑；得意了，是扬眉吐气；尴
尬窘迫，叫臊眉耷眼。通过这些词来看，眉
的作用在表达情绪方面还是很重要的。

有守株者：让人打起精神来不说瞪大
眼睛，反倒说wǎng起眼眉来，挺有趣的。

曲炳国：我们这有“死眉耷拉眼”这个
词，表示没眼力劲儿，或者对人不热情、怠
慢。

孙克升：这个词跟死眉塌煞眼相对，
不挽眼眉就瞪不起眼来，有这么一句话
说，“三句话没说完，眼眉一挽，袖子一撸，
这就要打人”。

知微庐主：挽眼眉，其实就是瞪大眼
睛的另一种说法。

马金铃：睁眼、闭眼调动的是上眼皮，
眉毛长在上眼皮上。要睁大眼，眉毛必须
先往上拉，就是挽起来了。

马金铃：挽同绾。绾有一个意思是把
长条形的东西盘绕起来，打成结，有绾结、
把头发绾起来的意思。“挽起眼眉”和“绾
起眼眉”都对。绾，“一双玉腕绾复绾，两只
金莲颠倒颠。”古典作品中多用绾。

明代前期，各地窑厂制砖开展得如火
如荼，沧州砖厂生产的砖料基本都运进了
北京，用于京城的各项建设。为了解决运转
的问题，地方还会通过运粮船顺带砖料。

到了明代中后期，北京城大规模的
基本建设完成后，用砖量急剧减少。但小
规模及修缮式的建设仍需要定期或不定
期地供应一定数量的砖料。这时，烧砖便
变成常态性的工作，也就没有必要动用
大量人力、物力在几百里长的运河沿线
大规模烧砖了。因此，朝廷压缩规模，“减

半烧造”，后来干脆实行收缩，废弃沿运
河一线的窑厂，只保留了临清附近的。

嘉靖九年（1530 年），沧州一带的砖厂
就全部关停了。《临清直隶州志》记载：“岁
征城砖百万，后省诸处砖厂，停罢，折收砖
价。”文中记载的“省诸处砖厂”，就是关停
运河线上官办砖厂的意思。

只是，虽然这些砖厂关停了，但朝廷烧
砖的任务还会照常下达。那这怎么解决呢？

明代还有相应的“委雇烧砖”制度。朝
廷会将烧造任务下达到各地，各地再将烧

造任务承包给附近的窑厂。当时，河北、山
东、河南三省下属各府州县会将烧砖任务
转移承包给临清厂，砖料由临清烧造。比
如有的“临清砖”上刻有“嘉靖十年春，窑
户刘经为河南府造”，这就是临清名叫刘
经的窑户，专为河南府所承办的烧砖任务
而烧制的砖。

沧州一带的砖厂关停后，曾经的砖厂
慢慢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那些辛苦劳作
的窑工们也另谋出路，只留下和这些砖窑
有关系的村名了。

建立砖窑 助建北京城

1403 年，经过四年的“靖难之
役”，燕王朱棣终于登上大明王朝
的宝座，在南京称帝。随后，他改北
平府为北京，下令迁都北京。当时，
北京受元末战火的重创，毁坏严
重，修建北京城是当务之急。

明初期，有大量工程建造，如南
北二京的都城、宫城、皇陵，以及军事
重镇的建设。这些工程都需要大量砖
瓦，再加上明代制砖技术趋于成熟，
于是官办砖窑开始兴盛。

沧州明代官办窑厂（砖厂）主要
坐落在沧州、献县、泊头（原交河）、青
县和静海（今属天津）。其中，沧州官
办砖厂有沧州窑、盐山窑、庆云窑。泊
头官办砖厂则有交河县窑、阜城县

窑、故城县窑、南皮县窑、东光县窑、
海丰县窑、武定州窑、临邑窑等。

除去静海，沧州境内明代官办
砖厂有 20座，窑 40处。所谓“七十二
连窑”，是集中了沧州地区多个县区
砖窑的说法，仅表示数量多，并非实
指。

根据那时窑址的数量及占地
面积，可想而知当时烧砖、制砖、
运砖的场面是多么繁忙。泊头运
河 边 上 的 姚 家 庵 、姚 辛 庄 、前 辛
庄、窑厂等村庄，都曾为皇家供砖
烧瓦。现在的姚庵、姚辛庄过去都
是窑工居住的地方。只是，有些村
庄后来将“窑”字改成了“姚”字，
那是后事了。

窑厂的选址

明代前期，官办砖窑分布地域广泛，窑
厂的选址主要考虑土质、水源、气候、燃料、
运输等因素。

过去的沧州每个乡镇几乎都有砖瓦
厂。《天工开物》中提到制砖的土质，“以粘
而不散，粉而水沙者为上”。沧州的土质非
常有利于烧砖。而且，沧州境内河流广布，

水源众多，符合烧砖需要耗费大量水的条
件。《天工开物》中说，“砖瓦百钓，用水四十
石”。以明代官窑一窑约 1000块到 4000块
砖计算，烧窑一次至少要用 400石水，所以
窑厂选址要靠近水源。

明代烧砖，主要用柴木、芦苇、秸秆
等作燃料，这就要求开办砖厂的地区燃

料 要 充 足 。沧 州 在 燃 料 方 面 也 是 充 足
的。

自然条件具备了，还要考虑运输成本。
我们看这些窑厂的位置就知道，它们大都
在滹沱河或者运河岸边，紧邻能够漕运的
河道。而且，沧州距离北京也近，通过漕运
便于将砖料运送进京，成本更低。

窑厂的管理

这些窑厂都是国营官办，所以经营活
动由朝廷负责。明朝永乐年间，朝廷设有专
门的部门管理各地的窑厂，由“营缮清吏
司”具体负责。

根据《大明会典》记载，沧州一带的砖
厂由山东的临清厂直接管理。朝廷大规模
沿运河设窑烧砖，为什么要由临清厂进行
管理呢？

临清地处卫河，是北上京师的中间地
带，从管控“沿河一带”烧砖事宜来看，临清
是一个最佳地点。朝廷派出的工部侍郎也
驻扎在临清，专门负责管理烧砖事宜，管辖
河北、山东、河南及军卫州县等地设立的窑

厂。
弘治八年（1495 年），朝廷将窑厂的管

理经营权下放到了地方，由地方州县主官
进行管理，直到嘉靖五年（1526年），朝廷才
再次派官员进驻临清厂。也就是说，这其中
有 31年的时间，沧州一带的窑厂是由地方
负责管理的。

具体到每座厂、每座窑，则由厂夫和
窑户们负责。而且规定烧砖的窑匠一年
一班轮换，目的是减轻烧砖的高强度劳
动。

其实，烧窑是一个很苦很累的工作，以
至于许多人会想法逃避这种劳役。早在朱

元璋时，就有“力士催砖”的规定，对烧造砖
料的工作进行监督。如果有窑厂不能按时
完成烧砖任务，锦衣卫的催砖力士就会对
这些完不成任务或者耽误了进度的工人进
行惩罚。

而且，明政府对砖的质量要求很严
格，要求“敲之有声，断之无孔，体质坚
细”。人们有时在明代的城墙上，可以看
到砖块的产地和工匠的名字。这其实是
明代的“物勒工名”制度，即要求烧砖的
工匠把自己的姓名烧刻在砖料上，它的
目的就是为了追责。

窑厂的关停

临清贡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