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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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名里的沧州

犯相

沧州老俗话

沧 州 话 里 是 说 两 人 属 相 不

合 ，引 申 指 两 人 性 格 不 合 ，三

观不同，做人做事格格不入。

（知微庐主）

\ 你说我说

马金铃：两人不投脾气，性格不合，就
说两人犯相。

敬仪：意思就是说谁和谁上不来，两
人犯呛。

马金铃：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相似的词
是顶眼，“看见这个人我就顶眼”。

知微庐主：我们还说这两个人不对
眼。

飞鸿：不对脑袋也是这个意思吧。

刘之龙：指两人性格不合，三观不同，
有时也指两人不在一个频道。犯相好像是

《易经》里面的词演化来的，有相克的含义。

知微庐主：小时候，听大人说谁谁家，
大人一见孩子就打。大年初一，爷俩儿不
能见面，得躲几年，才能好。这叫犯相吗？

刘之龙：是这个意思，爷俩儿犯克。有
的夫妻打了一辈子，就说：咱俩犯相合不
来，趁早别插伙。

曲炳国：老人们都说猫和狗犯相，说
猫是奸臣，狗是忠臣。

孙克升：指双方不对付，拧着干，你说
东，他非说西。如，“张某和李某犯相，到一
块儿就打”。

王玉营：犯相，我觉得最早是指夫妻
间属相相克，后泛指人和人不能和谐相
处，平时纷争多。

马金铃：犯相，表现为不铧头。铧头，
耕地犁子的翻土部位，有了铧头，就能把
土翻到同一方向。如果不能把土翻到同一
方向，就是失和。以此借指志趣不投，合不
来。比如：别看他俩同事多年，但一个张
扬，一个低调，两人一辈子不铧头。这句话
的意思就是说两人上不来，顶眼、犯相、不
对付，差不多都是这个意思。

任丘400多个行政村中，有

300多个是明代建立的，占全市

行政村的将近 80％。远道而来

的移民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

开垦土地，发展经济，在这片土

地上挥洒汗水，作出了自己的

贡献。

来自漠北来自漠北，，来自浙江来自浙江，，来自山西洪洞……来自山西洪洞……

揭秘明朝时的任丘大移民揭秘明朝时的任丘大移民
■任史

沧县最西面有个村庄叫相国庄，位于
沧县和献县的交界处，归崔尔庄镇管辖。

该村始建于唐代。据《献县志》载：五代
四朝宰相冯道曾居住在此，所以用他的官
职取村名为相国庄。后来冯姓后人去向不
明。明永乐二年（1404），毕姓由山东潍县马
金乡迁来定居，高姓于永乐三年（1405）从
献县北漳河村迁入。高姓居南、毕姓居北，
分别称前后相国庄。1930年，两村合并为一
个行政村，称相国庄。

冯道（882年—954年）是五代十国时期
的著名宰相。他出生于沧州一个耕读之家，

家境虽不富裕，但他自幼勤奋好学，善写文
章。冯道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相对
混乱的时期。那时候，皇帝轮番上台，百姓
的命如同草芥，谁也不敢保证能活多久。就
是在这种环境下，冯道凭借自己的实力在
轮换的皇帝之间屹立不倒，被称为“官场不
倒翁”。

冯道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十朝
元老”，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先
后效力于十一位皇帝。

历代文人用儒家的道德标准评价冯
道，说他立场不坚定。

冯道能够被每一位皇帝欣赏并重用，
不仅仅是因为他左右逢源的社交手段，更
重要的是他确实非常有才能。

后周广顺三年（953年），也就是沧州铁
狮子铸成的这年，冯道主持的《九经》全部
刻印完成，前后共历时22年。冯道主持国子
监对《九经》进行刻板印刷，是中国历史上
首次大规模以官方印刷套书。

由冯道的官职“相国”命名的相国庄，
随着历史的演变也有了不同的含义。如今
的相国庄早已没有了冯道的后人。现在的
相国庄村民和睦，过着勤劳幸福的生活。

明洪武、永乐大移民

中国古代移民基本分为两种：官方移
民和自然移民。

官方移民是指政府由于政治、经济、
军事诸多原因，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
移民。自然移民则多是因为躲避天灾、人
祸、战乱等，社会各阶层自发迁徙。

无论从时间、地域上，还是从组织、规

模上来说，明朝移民都为中国移民史之最。
洪武三年（1370 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
年），在这近50年时间里，明朝有组织、有计
划、大规模的官方移民共有18次，其中洪武
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

为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朱元璋在全国实
行移民屯田，由此拉开了明朝大移民的序幕。

明洪武年间移民、屯田和奖励农耕的
一系列政策使中原地区农业生产得到初步
恢复。

但持续长达三年之久的“靖难之役”，
加剧了中原地区荒无人烟的局面。也正因
为如此，形成了继洪武移民之后更大规模
的永乐移民。

移民从哪儿来

现在任丘人的祖先，据史书、家谱、碑
刻等资料考证，除一部分原有土著居民外，
移民大多来自以下几个地方。

一是来自漠北（今内蒙古）一带。《明太
祖实录》记载，洪武四年（1371年），大将军
徐达、副将军常遇春扫平北方后，将迁徙到
北平山后（燕山山脉北面，今内蒙古一带）
的百姓分散到北平附近各卫府。凡为军户
的，政府给粮食。凡为农户的，政府还给予
田地。之后，政府又让沙漠附近的百姓
32860 人，到北平周边各地屯田。

明政府这次迁移的“山后之民”和“沙
漠遗民”，有一部分人迁到了任丘一带。任
丘青塔、鄚州的《曹氏家谱》记载：始祖呼拉
氏，本为沙漠民，迁任丘后为军户，后因军
功，赐姓曹氏。曹姓族人众多，主要分布在
任丘青塔乡、苟各庄镇、吕公堡镇。甚至有
人认为，以青塔为中心、方圆百公里内的曹
姓应该都是曹氏后人。

二是南方大户。明朝初年，朱元璋考虑
到中原人口稀少，下旨将江浙一带富户，迁
移到河北屯田。朱棣做皇帝后，为了充实畿

辅，下令再次迁移南方富户。这样的情况
下，南方一些富裕人家，不得已被迫迁到
河北一带来开荒屯田，历史上称为“徙大
姓”。

肃宁武垣城《黄氏族谱》记载，其祖先为
浙江处州府遂昌县人，明初“徙大姓”迁至此。
然后分支又外迁，一支迁至任丘古鄚州。这些

“徙大姓”过来的人家，由于家境殷实，善于经
营，并且都崇尚读书进仕，所以大多成为了

“耕读人家”或“书香门第”。
三是承德小兴州人。小兴州就是元代

的兴州宜兴（今承德滦平）。据记载，“洪武
中，小兴州屡遭侵患，诏尽徙其民入内地”。
永乐初年，小兴州继续向内地移民，这里的
内地就包括人少地多的任丘一带。

现存的族谱、碑刻对此多有记载。鄚州
《朱氏家谱》记载：祖先为小兴州人，明初集
体迁来鄚州居住。陈王庄《李氏家谱》记载：

“洪武四年奉诏，由古北口外小兴州迁至任
丘县城西金沙岭陈王庄”；东庄店《赵氏家
谱》记载：明永乐元年（1403年），从坝上小
兴州迁来。因村东有一客店，很兴隆，起名

叫东庄店。
四是山西移民。说到山西移民，人们必

然会想到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其实，山西
洪洞大槐树移民并非只迁移洪洞人。洪洞
大槐树是山西移民聚集地，迁出的居民是
以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为
主。

山西移民的后裔，经过了几代、十几代，
大都不知道被迁前是何地何村，但都记得“大
槐树是故乡”。任丘市部分村子的村民是大槐
树处移民的后裔。辛中驿镇的南张庄村就建
于明朝永乐初年，由山西洪洞迁来张姓人家
定居，故名张家庄，后更名为南张庄。

青塔乡的前赵各庄和后赵各庄两村的
《李氏家谱》记载：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
由山西洪洞迁来李孝先、李仲先兄弟二人，
李孝先建庄于赵王河南岸，故名前赵各庄。
李仲先建庄于赵王河北岸，故名为后赵各
庄。

明代大规模移民使任丘户数增加，人
口迅速增长，农田也得到了开垦，大片荒芜
土地得以耕种。

相国庄里的相国庄里的““十朝元老十朝元老””
■赵殿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