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德古道南北纵贯任丘全境，是清朝五条官道之一。这条官道始自都城北京，是
连接北京和山东德州的交通要道。千百年来，古道历经沧桑，与京杭大运河一样，始终
在交通运输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见证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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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花园——给生活加点糖

14 悦览——为心灵减负

15 非遗——献县传统京胡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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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头、出头、想头……

沧州老俗话

动词词根+“头”的俗词，例

如：看头、出头、想头……

（知微庐主）

\ 你说我说

知微庐主：盼头，琢磨头。

王维方：搞头，吃头。

曲炳国：没吃头：指东西不好吃或没
有营养。例如：都说鱼翅好，我看也没吃
头，跟个粉条似的，还那么贵。

曲炳国：来头，此人大有来头。

马金铃：奔头这个词好，非常典型。

曲炳国：长(zhǎng)头，指看好或不看
好，通常指成长过程中的人或物。例：这孩
子爹妈个子都不高，我看他也没多大长
头。都到了秋分了，才结了这几个小冬瓜，
我看这也没有大长头了。

扔头：指不能利用、需要扔掉的部分。
例：赶紧去老张那里买白菜啊，新拉来的，
都是不带老菜帮子的，一点扔头都没有。

看头：看头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是
指好看。例如：梅兰芳的戏就是有看头。二
是指有人情。例如：以前你大哥当厂长，大
家都敬着你。现在你大哥退休了，你自己
可要着意，人家没看头了。

有守株者：熬头，多指重病的人坚持
的时间长。你看他得重病好几年了，现在
瘦得脱形了，还真有点儿熬头。

曲炳国：去头，指值得去的意思。例
如：这事张三可以帮忙，可咱们已经去了
好几次了，他都没有应口。你想去找他，我
看也没有啥去头，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马金铃：去头、找头、问头、办头，意思
基本相通，读音都是前重后轻。最常用的
说法是：这菜没吃头，这地方没玩头。

冯姐：多头，“这两个孩子吃喝穿戴就
要了我的命了，这又来了个多头子”。

有守株者：干头，“这个活没干头，利
太小”。

飞鸿：有嚼头，是说食物弹牙，有韧
性，还有一层意思是水平高的人说话或者
文学作品含义深刻，越品越有味道。

冯姐：这大白馒头蒸的，到嘴里越嚼
越多，真有嚼头。

冬东：恋头，指两人有矛盾要离婚时受
屈的一方，“离就离了吧，也没嘛恋头了”。

冯姐：打头，“两口子天天抬杠拌嘴，
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打，有嘛打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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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德古道的变迁京德古道的变迁
■任史

泊头五龙堂泊头五龙堂：：五龙抵御洪水的故事五龙抵御洪水的故事
■刘秀纲

泊头市洼里王镇有个村子叫五龙堂，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具有一抹传奇色彩。

明朝永乐年间，这里叫邓家庄，村里有
一位远近闻名的善人，人们叫他邓员外。邓
员外家大业大，为人和善，百姓们无不称
赞。邓家庄连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
安居乐业，勤奋耕种。

后来，村子改名为五龙堂。相传，这个奇
妙的村名有一段非常不寻常的来历。

传说，有一年秋天连降大雨，河水猛
涨，地里积草成荒。老员外叫家人到集上去
雇短工，找来了五大三粗的弟兄五人。他们
个个强壮，但是脾气古怪，给他们安排的活
儿都嫌小，不好好做。这可难住了邓员外，
到底什么活儿算大呢？

第三天，运河决堤，大水淹没了附近的
村庄，冲走了房屋木料。洪水涌来，眼看就
要淹到邓家庄，邓员外慌了手脚：“天哪，如
此大祸，如何是好！大水冲了我的房产家业

事小，这全村几百号人的性命可怎么办？”
正当邓员外焦急无奈的时候，家人凑到跟
前说：“员外，我们雇的那五个人不是要干
大活吗？咱去问问他们有没有办法。”

员外很无奈，一边传话叫家人全体出
动，筑埝挡水，一边随家人来到东厢房。只
见，这五弟兄正鼾声如雷，睡得香甜呢。家
人上前喊醒，五个人这才伸伸懒腰，打个哈
欠坐了起来。

老员外将大水淹村的事说了一遍。五
兄弟听后哈哈一笑，说道：“员外不必惊慌，
这活儿我们五个包了，保你万无一失。你就
静候佳音吧。”

五兄弟到了村外，走到人群当中，其中年
纪大的一人说道：“乡亲们，你们不用着急，都
回家去，这活交给我们弟兄！”随后他吩咐，

“老二、老三，你俩把守东西两面。老四、老五，
你俩把守南北两面。我到屋里再睡一觉。”

老大交代完，就又回到屋里休息去了。

人们再看这哥儿四个既不推车，也不动锨，
一翻身躺在土坝上哼起了小曲。村民们眼
看大水围住了庄子，一个个面如土色，哭喊
呼号。说也奇怪，人们只见水涨，却不进村
子，四周围筑起了一道透明的水墙，任大水
怎样冲刷都巍然不动。

雨下了一连七天，天晴水落，村子保住
了，村民们都毫无伤损。邓员外带领全家和
乡亲们来向五弟兄道谢。这时，忽见祥云四
起，瑞气冲天，五弟兄将身一跃，化作五条龙
飞到半空。

他们对员外道：“邓员外行善于百姓，我
等奉父王之命，特来帮你度过水灾。如今大水
已落，我等回宫啦。”说完，只见五道金光往东
南而去。老员外忙率众礼拜，感谢神龙保佑。

为了纪念五龙弟兄的救命之恩，邓员外
让人在村东修了座五龙庙，在村西修了一座
娘娘庙。逢年过节，人们都去祭拜，并将村名
改为“五龙堂”，一直流传至今。

任丘京德古道遗址

《任邱县志》记载了京德古道在任丘境
内的具体走向，全段长约51公里。

为保证这条重要道路畅通无阻，自元
代以后，沿途便设有驿站、铺舍多处，专供
朝廷传递公文和往来官员途中换乘坐骑或
住宿。清代，任丘境内共设有鄚城驿和新中
驿两座驿站及枣林庄、黄垒、石门桥等 8所

铺舍，共派驻铺兵，专门负责道路维修与管
理，查办损坏道路的行为。

皇帝出巡前，地方官吏都要认真整修桥
梁，设置渡口，平整路面，还要净水泼街，黄
沙垫道，以供车马、御辇顺利通过。

这条古道在汉代的踪迹至今仍有留
存。2013年，考古工作队在任丘市北辛庄乡

香城铺村发掘出了自东汉至明清的“古京
德御道”遗迹，其中的马蹄印、车辙印依然
清晰可见。

任丘域内京大公路的前身就是京德
古道。数百年来，风雨沉浮，这条古道几
经变迁，也促进了任丘的经济繁荣和人
文昌盛。

京德古道的起源

京德古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秦代。
据考证，其主要段落极有可能是秦朝修
建的驰道的一部分。据史书记载，西汉
末 年 ，鄚 县 也 就 是 鄚 州 一 条 南 北 向 大
道 ，北 至 临 易（今 河 北 雄 县 、容 城 一
带），最终抵达涿郡（今河北涿州市），
并延伸至广阳郡（今北京）；南下则经过
瀛 州（今 河 间）、乐 城（今 献 县）、蓚 县
（今河北景县）、鬲县（今山东德州市），

最终到达济南的国力城（今山东济南历
城区）。这条道路基本上就是后来“京德
古御道”线路的雏形。

京德古道 是 在 远 古 人 行 小 道 的 基
础上逐步形成的，汉唐时期部分路段已
比较宽阔，至金代则已全线连通。明代
前期，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把南京作
为陪都，时常往来巡视。京德古道作为
南京到北京的陆路交通部分，便成了南

七省北上进京的通衢。
历史上，御道是专门给皇帝用的，比

驿路的规格高。任丘过去流传着这样一
个顺口溜：“南京到北京，御道十八弓。”
弓是旧时的长度单位，约合 1.66 米。御道
十八弓，路宽可达 30 米。纵观整条御道，
在当时那可是超规格的，可以想象那车
轮碌碌、冠盖连云的盛景。

京德古道的变迁

宋元时期，由于战事需要，这条古道沿
线的许多地方都成为边境或战场。如今任
丘的辛中驿就是元朝设立在任丘境内的一
个驿站。

明朝初叶，修路是国家的一项重要任
务。朝廷迁都北京以后，应天府（今江苏南
京）仍设有六部衙门。两京之间官员往来、

公文传递尤为繁忙，原来的京德古道成为
两京往来的通衢大道，而任丘则为必经之
地。

当时，明成祖朱棣经常南巡，也多走这
条南北官道。任丘城西的哑叭庄行宫就是
这个时期修建的。清代，康熙帝和乾隆帝多
次巡幸江南。他们沿着大运河，也行经“京

德古御道”。
1949年后，国家对这条道路进行了多

次修复和拓宽。因路线延长至开封，这条路
又称“京开路”，成为了 106国道的重要部
分。

地名里的沧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