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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丘自古以来地理位置

优越，交通比较发达。明清时

期，朝廷定都北京后，河北成

了京畿重地。而任丘又处于北

京南大门，自然也就成为皇帝

南巡的必经之地。明清时期，

任丘境内供皇帝出行驻跸（帝

王出行时沿途停留暂住）的行

宫有4座，分别是：圈头行宫、

赵北口行宫（以上两个地方今

属河北安新县）、哑叭庄行宫、

沙村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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湮没在云烟中的任丘行宫湮没在云烟中的任丘行宫
■李富丛 揽花生

沧州老俗话

揽，沧州话里指花生、红薯等

农作物在收获之后，人们用特殊

的工具，去地里捡拾剩余农作物

的行为。

（知微庐主）

\ 你说我说

飞鸿：我们老家叫 lan 红薯，lan 花
生。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跟着大人干这样
的活儿，有时候一块花生地能倒腾好几
遍，找到一个，太有成就感了。

知微庐主：lan花生应该是揽，是收
取、采摘的意思。现在我们说快递员揽
件，就是收件。

王吉仓：我们这里也说翻（四声）。
刨跟翻是有区别的，刨红薯、刨花生、
刨胡萝卜，都会有遗漏在地里的，就
要把它们翻出来。还有晾晒花生，就
是上下翻翻（晒），没有从土里翻出的
意思。

刘之龙：刨花生、刨红薯，是指收花
生或红薯，不是拾取落下的花生和红
薯。

冬东：收获叫刨，捡漏叫揽。

王吉仓：捡漏，我老家一般是说
fàn，也有一些老人说揽。现在说揽花
生、揽红薯的不多了，我们平时说“拾la
儿-la儿”（落儿落儿）。

刘之龙：我们这里没有揽花生这
个说法。收花生、红薯，也不说收花生、
红薯，而说刨。等大量的作物都收完，
各户家就开始拿着二齿挠子、小三齿
等工具去翻。每到这时，地里的人多了
去了，男女老少，大人孩子齐上阵，很
是热闹。

宁津祝华东：我们这里说“拦山芋、
拦长果”，拦字应该不是正字，但音没问
题。

张砚台：我觉得就是“揽”这个字，
揽花生，揽枣，揽红薯，是捡拾的意思。

秦云峰：翻地，将生土地翻个个儿；
刨红薯，刨花生，是收获；揽红薯，揽花
生，是捡漏儿。

皇帝的行宫

行宫是在京城以外，供皇帝出巡时居
住的场所。行宫的分布和兴建与皇帝出巡
的路线密切相关。行宫虽然都是皇帝出巡
时的临时居所，但由于距京城的远近、皇帝
的喜好不同，其使用频率也不同。有的行宫
自建成后皇帝一次都没有居住过，有的则
在历史上起到过特殊的作用，如避暑山庄，
就是世界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

明清时期，任丘境内坐落着圈头、赵北
口、哑叭庄、沙村四座行宫。其中，圈头、赵
北口行宫都建在白洋淀附近。其兴建目的
有两个，一是为了皇帝在这里举行水上围
猎（俗称“水围”）活动，二是为了皇帝视察
白洋淀河工。

2013年，任丘市北辛庄乡香城铺村，发
掘出了明清时期的“京德古驿道”部分遗
迹，上面清晰可见马蹄印和车辙印。古驿道
最窄的地方 12米，最宽的地方 19米。驿道
是皇帝和高官通行的“国道”，它的规模和
规格是最高的，沿线及其附近各种建筑和
配套设施都很齐全。由此可见，当时皇帝经
常在任丘出行暂住。

圈头行宫里听乐曲

圈头行宫建于康熙年间，位于圈头乡
政府南侧，坐北朝南，三面环水。行宫占地
9.12亩，东北方向与赵北口镇依水相连，东
与鄚州隔水相望。

行宫建有正殿 5间，皇后宫 3间，西朝
房8间，南朝房5间。南有御林军驻地、北有
息舟坊、东北角有望围楼、西南角有庙宇，
东南各设宫门。整个行宫碧波环绕，风清水
秀，尽显华贵优雅的风格，为典型的清代建
筑。行宫几经水患、战乱，如今已不复存在。

《安新县志》记载，明、清两朝都有帝王
曾驻跸圈头村。明永乐帝朱棣曾建“乐驾
台”，清康熙帝玄烨在白洋淀水上围猎近40
次。行宫所在的村子早年称富家屯，乾隆年
间改称圈头，后来在白洋淀附近有了“金圈
头”的美誉。

乾隆十八年（1753 年），乾隆陪同皇太
后在圈头行宫暂住，聆听了乐工演奏的乐
曲后，大加赞赏，并御赐飞龙旗、飞虎旗各
一面和雕龙红蜡。

65次迎驾的赵北口

赵北口行宫初建于康熙八年（1669年），
不仅供皇帝水围时居住，也是东巡（山东祭
孔）、南巡（巡视江浙）和巡视畿辅河工时必经

的一站。通过对《清实录》里的驻跸记载统
计，先后共有康熙、乾隆、嘉庆三位皇帝在
此住过 65次，这在清代行宫里面也是屈指
可数的。

赵北口行宫坐落在赵北口镇西北，包
括宫殿区和苑景区两部分。行宫宫殿区
占地约 12 亩，建有大殿、皇后宫等。东南
有坐辇处，西建御花园，东大门前建有一
座石坊。从赵北口行宫向西远看，悠悠淀
水潺潺东来，向南看有十二连桥，如巨龙
腾起。

苑景区位于宫殿区西侧。乾隆四十二
年，时任直隶总督周元理为迎合乾隆皇帝
的喜好，将行宫西侧部分淀河填平，仿照江
南园林样式，修造亭台廊榭，种植花草树
木。结果，周元理的这次扩建引发了乾隆皇
帝的强烈不满，认为此次扩建属于白白耗
费人力和物力。

赵北口行宫存在100多年，迎来历代皇
帝65次驻跸，可谓是繁华一时。当地举人王
应鲸曾在诗中写道：“北口关头行殿开，龙
亭高矗水潆洄。渔舟童子垂丝钓，群唱春明
玉辇来。”可见，当时的百姓对于皇帝的驾
临已经习以为常。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行
宫就常常会迎来帝王的銮驾。

康熙、乾隆等皇帝驻跸赵北口不仅仅
都是水围，更多的是巡视。乾隆皇帝一生 6
次南巡，其中有 5次经过赵北口，并在赵北
口行宫里度过了5次元宵佳节。地方官员为
了烘托节日气氛，每次都会在行宫附近举
行烟火和民俗表演。

安静的哑叭庄

“皇帝的车马出赵北口，过鄚州城门，
沿香城铺“京德古驿道”，行走 60多里到任
丘城下，就是哑叭庄行宫。

哑叭庄行宫，位于现哑叭庄村北部。
乾隆《任邱县志》记载：“明太宗行宫旧址
在县西 3里、约 50亩。宫右有御道，自鄚市
由临河至石门。太宗幸南京，来往驻跸于
此，遗井尚存。”哑叭庄行宫原是朱棣为朱
元璋修建的，靖难之役后，行宫就归朱棣
所用。

有一年，朱棣出京驻跸哑叭庄行宫。当
地老百姓听说朱棣来了，都非常害怕。因为

“靖难之役”内战 3年，百万军队拉锯血战，
给百姓造成极大的伤害。任丘百姓遭征战、
抢掠、饥饿，死伤无数。百姓听说朱棣来了，
都心生畏惧。

有一天，朱棣和随从走出宫门，到村里
走访。他走到大街上，连个人影都看不到。
于是，朱棣和随从继续往村外走。他看到有
一个人在地里干农活，急忙让随从把这个
农夫喊过来。结果无论朱棣问他什么，他都
用手比划，一个字也不说。

朱棣让随从传唤县令问到：“这个村
子的人都像他一样吗？”县令急忙回答不
是，是村民害怕惊扰了皇帝，所以不敢作
声。朱棣听后很郁闷，随手写下：鸡不鸣，
狗不吠，婴不啼，人不语，城西庄者哑叭
庄也。然后，他对县令说道：朕今更城西
庄之名为哑叭庄，卿当志之入籍也。从
此，城西庄就更名为哑叭庄，此名一直沿
用至今。

豪华的沙村行宫

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清朝国力进
一 步 增 强 ，国 库 充 盈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1760 年），沙村行宫建成。它位于今思
贤村的西南方向，清末以后逐渐毁弃，今
已无存。

整个行宫占地面积约百亩，由假山、花
园和宫院组成。大门向东，门前有跑马道，
常年有兵丁护卫。该行宫为典型的宫院式
建筑：红墙、黄琉璃瓦，重檐飞翘、雕梁画
栋。行宫墙内分里外三层，层层回廊曲折，
互有拱门相通。

皇帝驻跸时居于中间的正宫，大臣及其
他随从分住于东西两厢。正宫后面系用卧虎
石修造的假山，上种有松柏等树木；东北角
有一池塘，内养观赏鱼类，塘上建有一座汉
白玉月拱小石桥，非常精致。

行宫一定程度上就是移动的皇宫，既方
便皇帝出行，又要显示皇家的威武。当时，沙
村行宫的建设规模和豪华程度是当地其他
建筑不能比拟的。

这个行宫所在的村子曾名“沙村”，乾
隆皇帝赐名为“思贤村”。所以，行宫又名思
贤行宫。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中，有四次驻跸
思贤行宫。

这 几 座 行 宫 虽 已 湮 没 在 历 史 云 烟
中，但曾经带动了任丘交通的发展与经
济的繁荣，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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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村（思贤）行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