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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保存完整的清代粮仓

在衡水深州市区博陵路上，
有一座青砖灰瓦、与周边现代建
筑风格迥异的传统四合院式古建
筑群。

这座建筑群，便是著名的清
代粮仓建筑——深州盈亿义仓。

深州历史悠久，汉初设县，
隋 初 置 州 ， 1913 年 改 州 为 县 ，
1994年6月撤县建市。悠久的历史
让深州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今天的深州不但有大德昌钱庄、
马君起造像碑等众多历史文化遗
迹，还有久负盛名的形意拳、梅
花拳、老丝弦等国家级、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最负盛名
的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深州
盈亿义仓。

何谓“义仓”？在清代粮食仓
储 制 度 中 ， 粮 仓 分 多 种 ， 如 义
仓、常平仓、转运仓、社仓、军
仓等。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一
直是一个以农业为根本的农耕社

会，粮食对于每个王朝来说至关
重 要 。 为 了 防 范 可 能 出 现 的 粮
荒，国家往往会储存一定的粮食
在灾荒发生时用于赈灾或投入市
场以平抑粮价。

和 由 国 家 设 立 的 常 平 仓 不
同，义仓是民间自发储存粮食的
仓 库 。 义 仓 自 隋 朝 开 始 广 泛 建
立，经过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熹的
改 良 开 始 逐 渐 流 行 起 来 。 清 朝

“康乾盛世”时期，全国人口急剧
增长，粮食需求激增，粮食安全
更显重要，义仓也随之兴起。

关于深州盈亿义仓名称的由
来，目前史料已不可考。从字面
上理解，“盈”是充盈的意思，

“亿”是多的意思。据此推断，该
义仓起名“盈亿”，寓意人们祈盼
粮仓充盈、天下太平。

根据现存的 《深州义仓记》
《深州新建盈亿义仓碑记》《深州
盈亿义仓图记》 三通石碑记载，

深州盈亿义仓为清光绪二十四年
（公元1898年） 所建。此外，石碑
还分别以图、文形式详细记载了
深州盈亿义仓当时的建设过程及
最初的布局结构。

整体来看，深州盈亿义仓建
筑风格为我国北方传统的四合院
式，占地 3428 平方米，分东西两
院，共有房屋 51 间。其中，东院
为管理区，由北向南依次坐落着
门庭、东西厢房、宴休堂 4 座建
筑；西院为仓储区，包括南仓、
北仓、东仓、西仓及听事房。

与义仓东西两院的结构相对
应，义仓有东西两门，西门是粮
食运输的门，东门为管理人员出
入 的 门 。 据 《深 州 盈 亿 义 仓 图
记》记载：窖榖一万五千石。

义仓仓储区由几座青砖灰瓦
的砖木结构仓库构成。仓储区的
北 端 和 南 端 ， 坐 落 着 北 仓 和 南
仓。南仓和北仓体量相同，都是

面阔十一间，进深七檩七柱。西
仓，面积相对较小，面阔七间，
进深七檩七柱。

有些令人惋惜的是，在仓储
区东侧，本应与西仓遥相呼应的
东仓，由于在 1942 年被日军飞机
炸毁，如今仅剩下几个柱础石。

仓储区的中心位置，是听事
房。这里，是当时义仓收粮、放
粮时过秤、记数的地方。

宴休堂是义仓理事和账房先
生等管理人员办公议事的地方，
厢房是他们值班时的住处。在东
院外，沿东院轴线往南有一座仓
神祠。

深州盈亿义仓保存完整，吸
取了我国历代建筑防护技术的经
验和方法，体现了我国古代工匠
的 智 慧 ， 具 有 较 高 的 科 学 、 历
史、艺术价值，2013年3月5日被
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粮仓系国脉，民心定乾
坤。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中
国古代，粮食问题在历朝历
代都是国家头等大事。在古
代，农业生产主要“看天吃
饭”，为了防止因天灾导致的
饥荒，国家逐渐建立起粮食
仓储制度。

据史料记载，大规模建
仓储粮始于汉代初期。秦朝
灭亡以后，汉王朝为了巩固
和发展封建制度，采取了“轻
徭薄赋、与民休息”等一系列
政策，加之铁制农具的大量
使用，使农业生产有了较大
发展。为了更好地储存这些
粮食，大规模的粮仓也随之
建立。

在古代，粮仓主要分为
常平仓和义仓。常平仓始建
于汉代，它的基本运作流程
是，丰收时粮食比较便宜，国
家就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大
量买入粮食，避免谷贱伤
农。等粮食歉收时，国家再
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大量抛
售，抑制粮食价格上涨，防止
饥荒发生。

义仓的出现晚于常平
仓，但也始于汉代，在南北朝
时期得到发展，在隋唐时期
兴盛。义仓是由地方所设立
的粮仓，和常平仓不同的是，
常平仓通常是运用官府的资

金进行粮食和实物囤积，而义仓是在官府的组
织下，按人头和田亩抽成进行征收和采购。

宋朝义仓最初在 963 年由皇帝下旨建设，
地方官员控制。同唐朝时一样，义仓粮食主要
通过土地附加税的方式征收或采购。

到了明朝，大多数社区义仓又改称社仓。
1529 年，明朝中央政府下令各省建立农村粮
仓，每25-30名农户为一组，由“正直的富户”担
当头头，每个头头配两位合适的助手管理粮
仓。纳税者有义务存入与其应纳的土地税比例
相应数量的粮食。

清政府对粮食仓储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改进
和调整。顺治初年，清朝就明确规定，在各府、
州、县设常平仓，在市镇设义仓，在乡村设社
仓。此外，在东北地区还增设了旗仓和营仓，或
以便民，或以给军。

清政府对负责管理这些粮仓的官员要求十
分严厉。康熙四十三年确定“州县仓谷霉烂者
革职留任，限一年赔完复职；逾年不完，解任；三
年外不完，定罪，著落家产追赔”。

乾隆时期，一些地方政府又增设了县仓、学
仓和留养局。据深州地方志记载，深州旧有五
局，后增至十二局，“有仓之村皆有局，留养局皆
傍大道，以养他州县之流移者”。

咸丰同治时期，各地粮仓建设逐步走向衰
落，虽由当地政府屡次修缮，但由于战乱、水患、
地震和管理不善等原因，大多遗弃无存。也正
是因此，修建于清末光绪年间并保存至今的盈
亿义仓也就显得弥足珍贵。

除保存较为完整的盈亿义仓外，2016 年，
我省临西县文保部门工作人员对辖区内的隋唐
运河故道进行调查勘探时，还在该县仓上村村
南发现了一处大型粮仓遗址，出土了柏木立柱、
陶瓮、执壶、碗盏、粮食碳化物、古钱币等。

据专家学者研究推断，此处粮仓遗址建于
唐代，毁于北宋后期，距今已有 1100 多年的历
史。

据介绍，这一唐代粮仓遗址，长约 280 米，
宽约185米，面积近5.2万平方米。从目前发现
的均匀分布的19个单元仓囤底部轮廓来看，仓
囤系圆柱形，直径6米到10米不等，四周仓壁为
夯土，中间由柏木立柱支撑仓顶，这样的粮仓构
造既防潮、防鼠，又坚固、耐用。在唐代，整个粮
仓容积在150万石左右。

历史文化研究学者杨遵义认为，此处粮仓
遗址就是在唐代素有“国之北库”之称的粮仓所
在地。杨遵义介绍，在唐代，临西县境域属“贝
州”下辖的临清县。当时，贝州就有“国之北库”
之称，对此，《新唐书》《食货志》等历史文献中均
有记载：“国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钱帛于彼，以赡
北军，谓之‘国之北库’”“各州于邑择其便地，别
置以贮之”。同时，临西县是唐代临清县城所在

地，隋唐大运河贯通南北的唯一通道永济渠
穿境而过，交通便利，属于北方运河重镇。

加之这里地处高阜，地势开阔，成为当时
唐王朝储备国家战略物资的首选地。

据介绍，此处唐代粮仓遗址，建
制比较完善，规模较大，在河北省及
周边地区少见。它的发现，进一步
印证了隋唐大运河在历史上的重
要军事、经济功能，对于研究唐代
时期的运河漕运文化、国家战略
储备机制、仓储建筑构造等都具有
重要的参考佐证价值。

整理/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它始建于清，屡经修
缮、历经沧桑而不倒，是中
国古代粮仓制度的见证
者。

它规模不大，却选址
科学、设计合理，附属物及
建筑装饰技术体现了高超
的建筑艺术，具有很高的
研究和保护价值。

它就是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深州盈亿义
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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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自建成伊始,便直接暴
露在大自然环境中,难免受到风、
雨、火和地震、虫蚁的侵害。它
能否长期保存下来,取决于能否适
应和抵御这些因素的影响。在清
代众多粮仓建筑中，深州盈亿义
仓能成为极少数被完整保留至今
的一个，离不开其合理的选址和
高超的建筑防护技术。

选址，是建筑施工前最关键
的一步。深州盈亿义仓是如何选
址的呢？

对于粮仓的选址，当时的清
政府有严格的规定,“府州县设常
平仓,市镇设义仓”。也就是说，规
模 较 大 的 常 平 仓 建 在 府 州 所 在
地，规模相对较小的义仓则设在
下面的市镇。

那么，深州盈亿义仓为何最
终建在了当时的州治之所深州呢？

究其原因,这是由深州一带的
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深州地处黑龙
港流域，明代属真定府,州治于静安

（今深州贾城西村,在今城区西南
13.5公里）。永乐十年（1412年）滹沱
河泛滥,深州城被洪水淹没,遂迁于
吴庄,即今深州城区所在位置。

清同治以后，深州地区又连
年遭遇水患灾害。据 《深州新建
盈亿义仓碑记》记载，“九河逆潮,
淀泊内阏,上壅下溃,灾以岁闻……
而畿南州郡独深境高上,唯深州治
所免遭泉川交注之灾。”

由此可见，当时深州治所地
势较高,历年洪患所未及,是建仓储
粮的理想之地。因此，于此地修
建盈亿义仓也就无可非议了。

义仓具体的修建位置是经过
周密筹划、设计的。义仓选址在
深州城的东南侧，这里是当时州

治 之 所 的 最 高 处 。 此 地 南 临 坑
塘，每逢下雨，义仓的积水都能
够 借 助 强 大 的 排 水 系 统 顺 利 排
出，这就避免了水灾对粮仓的危
害。据了解，义仓原有的排水管
道和下水口，历经一百多年，至
今仍在发挥作用。

除正确的选址外，义仓在仓
房通风、防潮、防碱、抗震等方
面也有许多科学、合理的设计。

存放粮食，需要解决的一个
重要问题是防潮。冷空气从房墙
基 下 的 通 风 孔 进 入 地 面 下 的 风
道，再进入仓内，最后热空气从
天窗排出，起到良好的通风防潮
作用。

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深州
土质盐碱较重。为防止盐碱对墙
体的损害，义仓内各建筑墙体在
距地面约 0.6 米处，都装有一道

厚度达 6 厘米的通长木质腰线，
可以有效阻止盐碱沿墙体上升蔓
延。

历史上，深州曾多次发生过
地震。为了加强建筑的牢固性，
义仓内的建筑不仅在山墙处增加
柱子数量，而且在墙体和每根柱
子之间，都用两到三个铁锔子牢
牢地固定，大大提高了建筑的抗
震能力。据了解，深州盈亿义仓
建成至今，前后共经历了4次较强
烈的地震，全无大恙，与这一防
震设计有很大关系。

“深州盈亿义仓展示了清代粮
仓在存储、防潮、防碱、抗震等
方面采取的科学措施，体现了当
时 人 们 在 此 类 建 筑 上 的 技 术 水
平，为研究清代仓储制度和建筑
防护技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
资料。”有文物专家如此评价。

义仓选址合理，储粮设计科学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
这句诗的意思是，你吃的每一粒
粮食，都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
出来的。他们很不容易，所以我
们不能浪费粮食，要勤俭节约。”

8 月 1 日，星期六。深州盈亿
义仓北仓内，来自衡水市区的侯
女士正带着6岁的女儿进行参观。

如 今 ， 深 州 盈 亿 义 仓 已 经
“变身”为粮仓博物馆。这座曾作
为储粮之所的北仓，也被改造成
以 “ 天 赐 粮 缘 — 粮 食 生 产 文 化
展”为主题的展区，用以展示中
国农耕文明的发展进程。

成为粮仓博物馆的盈亿义仓
不但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还发挥
了收藏、展示、教育功能。对于
这座有百年历史、历经沧桑的义
仓来说，实属不易。

了 解 、 追 溯 盈 亿 义 仓 的 建
设、发展历史，才能体会到义仓
可以保留至今并重新焕发新生，
是多么难得。

深州盈亿义仓建成时已是清

末，社会剧烈动荡。清朝灭亡之
后，义仓又历经民国时期的军阀
混战和抗日战争。幸运的是，义
仓在连年兵燹中保存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深州盈亿义
仓曾经长期作为深州市粮食局办
公场所和仓库使用。其间，在维
修房屋过程中，曾使用过水泥、
红砖、玻璃等现代建材，直到盈
亿义仓成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后，深州市粮食局才搬迁出
去。

成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后，人们对深州盈亿义仓的保
护意识有所加强。但由于义仓建
成时间太久，部分坍塌和损毁现
象仍不可避免。

这 一 情 况 从 2013 年 开 始 改
变。当年，盈亿义仓成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经国家
文物局同意、省文物局核准，从
2014 年开始对深州盈亿义仓进行
整体维修，2019年7月，完成整体
修缮。

在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还

在 义 仓 门 厅 后 围 墙 处 意 外 发 现
了刻于民国时期的一通 《华北救
灾协会拯灾颂》 石碑。该石碑主
要记述了民国九年，深州盈亿义
仓 作 为 华 北 赈 灾 委 员 会 分 会 会
址 赈 济 灾 民 的 历 史 ， 充 实 了 近
代 深 州 盈 亿 义 仓 使 用 沿 革 方 面
的资料。

深州市粮仓博物馆以修
缮 之 后 的 盈 亿 义 仓 为 依
托 ， 在 原 有 的 北 仓 、
南仓、听事房等建筑
内开设了“天赐粮
缘 —粮 食 生 产 文
化 展 ”“ 饮 食 人
生 — 粮 食 文 化
展 ”“ 节 制 兴
利 —粮仓制度
文 化 展 ”“ 仓
盈 廪 实 — 古 代
粮 仓 文 化 主 题
展 ”“ 祈 丰 盼
收 — 祭 祀 文 化
展 ” 等 5 个 专 题
展 区 ， 展 区 共 计

1100 平方米，彰显了“国保”清
代粮仓的底蕴，如今已经成为深
州市集收藏、展示、教育、科研
于一体的文化基地和深州全域旅
游新亮点。

成为粮仓博物馆，展示中国农耕文明

游客在深州市粮仓博物馆
（盈亿义仓）游览。

河北日报通讯员 高占峰摄

完成修缮的深州市粮仓博物馆（盈亿义仓）。 河北日报通讯员 高占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