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便利的水陆交通，远近闻名的水旱

码头，促进了兴济古镇的商贸经济，造就

了兴济古镇曾经的辉煌。清末民初，古镇

是繁盛的商埠，市廛排列，商贾云集，历史

人文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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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济古镇兴济古镇：：人杰地灵人杰地灵 商贸繁盛商贸繁盛
■张杰

献县四十八村献县四十八村

清朝第一位举人葛世清朝第一位举人葛世璿璿的故事的故事
■白丁

兴济县虽小、存世时间也短，但是在明
朝这里却成为了“龙窝”。出生在这里的张氏
成为明孝宗朱佑樘的皇后，并且两人非常恩
爱。

除了张皇后之外，民国时期西北军的统
帅冯玉祥也出生在这里，他在《我的生活》一
书中说：“生我的那年，正是父亲到兴集
（济）镇的次年——一八八二年，即光绪八年
的秋天。”

沧海桑田、岁月流逝，兴济古镇人杰地
灵，声望远播。城里老字号的善举更是令人
称道。张家修筑十字街的排水设施、修缮古

庙、赈济灾民等善举记载在民国《青县志》
中。张家“宝记号”在 1949年前每年举办一
次“掩骨会”，将古镇周边村庄因贫困没钱
掩埋的、客死他乡亡故的人，出资将他们的
尸骨收集掩埋起来。

宁家掌门人宁世福，原籍是青县大兴口
人。他在大运河畔修建惠诚小学堂，惠泽乡
民，更是有口皆碑。如今的兴济小学原址就是
宁家捐资修筑的。

兴济有闻名方圆几百里的大集市，俗
称兴济大集。每逢阴历的初一、初六开集。
自开立以来，兴济大集始终没有迁散。兴济

集的牲口市、辫子市、鞭炮市、鱼市、粮市等
是支柱贸易。有句俗话称，臭鱼烂虾是兴济
的姥姥家，是说兴济市场上无所不有，应有
尽有。

曾经，古镇每逢庙会，便人声鼎沸、车水
马龙。运河里大船小船穿梭在水面上，运河
水的波涛声、车马把式的吆喝声、小商小贩
的叫卖声相互交织，可谓人山人海，盛极一
时。

古镇有底蕴厚重的历史，也有曾经的
繁荣，观局部可见全貌。有些东西虽已过时，
但我们也有必要记录古镇曾经的辉煌。

清 朝 时 期 ，献 县 是 直 隶 省
的科举大县，在河间府十县一
州中名列第二。但是出现举人、
进士的区域分布不均衡，多数
分布在献县城东。献县西部的
四十八村由于生活贫苦、文化
落后，到光绪中期都没有一人
中举。

光绪十九年（1893 年），王家
庄的葛世璿中举了，终于填补了
这个空白。葛世璿成为了清朝时
期四十八村的唯一一位举人，成
了葛氏家族、王家庄、乃至四十

八村的荣耀。民国时期，人们还
把他编入了民谣里，“王家庄出
了一个举人头”，赞扬的就是葛
世璿。

葛世璿，1861 年出生，字蕴
斋。明永乐二年，葛氏家族由山
西洪洞县迁居到王家庄。葛世
璿的前几代中并无人做官，但
他曾祖父到父亲这三辈都有捐
赠的记录。从这一点来看，他的
家庭当时应该是富有的。前几
辈积累了财富，也为他提供了
学习的条件。

葛世璿兄弟四人，他排行老
二。他和他的哥哥葛世琦都以优
异成绩考取了河间府的府秀才。
1893 年，葛世璿榜上有名，位列
第 122 名，由此打破了献县四十
八村整个清代无一人中举的局
面。

1905 年，清政府废除科举，
葛世璿再无机会考取进士，因
此后来他一直以教书为业。献
县 很 多 人 仰 慕 他 的 人 品 和 学
识，纷纷聘请他作私塾老师。献
县著名的方志专家、民国版《献

县志》的编纂者张鼎彝也是他
的门生。后来，师生二人交情甚
厚。

葛 世 璿 文 笔 犀 利 、仗 义 执
言。1881 年，李鸿章在四十八村
西部开挖滹沱河减河。减河无南
堤，每遇雨大的年份，四十八村
一片汪洋，给村民们带来沉重的
灾难。为此，减河南北两岸的村
庄为保堤互挖对方的堤岸，经常
发生械斗。

1884 年 ，滹 沱 河 减 河 又 一
次发生洪水，南北岸两村又一

次发生严重械斗，出现了人员
伤 亡 ，惊 动 了 朝 廷 。朝 廷 派 人
进行镇压，判定四十八村为叛
民 ，遭 到 四 十 八 村 的 强 烈 反
对。

四 十 八 村 联 名 上 京 城 请
愿 。当 时 ，只 有 23 岁 的 葛 世 璿
仗义执言，写下洒洒数千言的

《万民奏折》，遗憾的是这份珍
贵的手稿遗失。据葛氏家族知
情人士回忆，这份《万民奏折》
条理清楚、感人至深。

兴济曾设县
存在500年

兴济镇的历史沿革可追溯到春秋
时期。春秋时期，这里是晋国范宣子的
封地，因西邻卫河且河上架有木桥一
座，故名范桥。后来木桥久废，设有渡
口，于是更名为范桥渡。

据记载，宋金时兴济县的县官即
负责管理运河漕运一事，主责就是催
检漕粮运输，维护运河堤岸，确保漕
运通畅运行。由此可见，兴济县就是
在宋金时期，朝廷为了保障运河漕粮
运输而专门设置的县。可以说，兴济
县因运河而兴、而置。

据明嘉靖《兴济县志》记载，当时兴
济县的管辖范围，东至今清水白一带，
西至卫河（大运河）西塔寺庄，南至沧州
界（今赵官屯一带），北至青县界。兴济
县管辖 69个村庄和 43个屯所，编户十
一里。

清顺治十六年（1659 年），兴济撤
县，并入青县。撤销的原因大概是因为
它地处大运河岸边，是漕粮运输的要
地，自然也就成为改朝换代战争中被
重点攻掠与防守的地方。经过战争的
破坏，兴济县本来就是仅有 11 里编户
的小县，人口就更加稀少，已不能成为
一个县的建制。所以，撤县就成为了必
然。从设县到撤销，兴济县共存在了
500多年的时间。

商贸大镇 商号众多

虽然兴济县被撤销，但是它却一直是对
周边影响巨大的商贸大镇。民国后期，兴济镇
的商业老字号达60多家，青县商会就设在兴
济。

时至今日，一些老字号一直被乡人赞誉
称道。龙头老字号当数张家“宝记号”、宁家

“怀德堂”、董家“宝泰昌”、陈家“万源德”
等。

张家“宝记号”是首屈一指的大商号，创
办人叫张鹏元。“宝记号”主要经营盐业、粮
食、毛鬃等商品，总店设在天津，兴济有一家
较有规模的分店，日常经营都由住店伙计打
理。“宝记号”的业务吞吐量很大，货物沿大运

河往北运往天津、北京，往南运至长江流域，
和国外也有贸易往来。

张家在兴济还有一片豪宅，都是清一色
青砖石灰垒成，砖缝狭小、磨砖对缝、方砖铺
地，占地数十亩。

宁家“怀德堂”、董家“宝泰昌”是继张家
“宝记号”之后崛起的商家。宁家“怀德堂”
的创办人是宁世福。怀德堂的粮栈临运河而
建，一个个圆顶粮囤高大壮观，地上的散粮
堆积如山，装载粮食的货轮南北往来，穿梭
不断。

董家“宝泰昌”的创办人是董国治、董国
恩兄弟，主营酒坊、粮行、猪鬃、草辫等实业。

董国恩于清末曾入太学读书，后弃文经商。董
家在运河边有自己的码头，岸边码头酒瓮堆
积如山，运货大船靠岸，酒坛整齐地码放到船
上，甚为壮观。随着船老大一声“开船了”，岸
上鞭炮齐鸣，气势恢宏。

在兴济古镇，规模不一的老字号星罗棋
布，遍及大街小巷。最繁华时，建国街的柴家
胡同、南街的宫济道、南关外，都是当年街市
贸易主要市场。戴记“东、西恩记”，经营杂货，
货物齐全；邵家经营“泰丰”粮栈；董家“三义
成”经营酱菜、酱油干醋等产品；周记包子铺，
馅料肥而不腻，敢于和天津狗不理包子相媲
美……

人杰地灵 底蕴深厚

15471547年年《《大明舆地图大明舆地图》》中的兴济县中的兴济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