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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池”故事

2021 年 9 月 4 日傍晚，华灯初上，城墙巍
峨，古塔隐现。整座正定古城被淡黄色的灯光
勾勒成一幅如梦如幻的图画。

此时立于城墙之上，举目远眺，城南滹沱
河无声流淌，城北四座宝塔掩映在秋色之中，
脚下城墙马道如双臂揽怀，向东西蜿蜒而去。

城市是“城”与“市”的组合词。“市”是
进行交易的场所。“城”则是为了防卫，并且用
城墙等围起来的地域。

现代城市的城建边界，会以某条路或者某
个特殊分界线来界定。而在古代，城市首先是
由城防体系来明确划定势力范围的。

西扼井陉口，南临滹沱河，曾经的正定，
一直是府州郡县治所，唐后期起，更成为河北
中部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正定古城墙，
则是内城、瓮城和月城的总称。正定古城墙始建于
东晋十六国时期，有 1600 多年历史。现有城墙是
中国目前现存较少的明代城墙遗存。如今最被人
熟知的长乐门，就是正定四座城门之一的南城门。

城墙，勾勒出古代城市的基本轮廓，拱卫了古
代城市的安宁与繁荣。而一般情况下，古代城市的

城墙体系，都是与护城河体系共同发挥作用的。
“古时多用‘城池’这个词，‘城’
是城墙，‘池’是护城河。”河北省

古建筑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郭
建永说，“城墙、护城河是

最基本的城防体系，
有的高级别的古

城，还会兼有瓮城、关城、哨城、卫城等。”
2021年7月21日，邯郸永年广府古城。
清晨，溽热未至，神清气爽。斑驳古城墙

上，身穿白色练功服的人们气定神闲，缓缓推
出双掌，这是太极拳里一招“推手”。

永年广府城有 2600 多年的历史，历史上曾
为曲梁县、广平郡、武安郡、广年县、永年
县、洺州、广平路、广平府治所，故称广府，
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广府古城墙作为军事防御设施，其瓮城、
角楼、马道、城门洞、千斤闸、城门楼都有保
存或遗迹存在。而广府古城最负盛名之处，却
是其保存完整的护城河体系。

事实上，广府古城是中国北方唯一的旱地
水城，四周是面积达4.6万亩的永年洼湿地。围
绕广府城墙四周是5公里多的护城河，两岸遍植
垂杨柳，由四座吊桥沟通内外，形成一座坚实
的城堡。

在古代城池建筑体系之中，护城河的防御可
谓重中之重，几乎所有的大型城池都有护城河。

但最能够体现古代城市军事防御功能的，
一定是山海关。

2020年10月26日，山海关兵部分司署。
游山海关，位于山海关广场上的兵部分司

署旧址，会被大多数游客忽略，也许因为比起
雄伟的山海关镇东楼来说，它显得过于狭小了。

但 在 明 代 的 历 史 上 ， 兵 部 分 司 署 的 地
位 相 当 高——它是明王朝唯一在京城之外设立
的军事机构，直属明朝兵部管辖。

“山海关的城防体系，可谓中国古代军事城防
建筑的集大成之作。”山海关文保所原所长郭泽民
说，有明一代，山海关由一个规模宏大的军事堡

垒，发展成一座颇
具规模的城市。单
就 关 城 局 部 而
言，在老龙头至
角山 8 公里的地
带，两翼张开，辅
以五大关口、六大

城堡相拱卫，“城墙
墙体高大厚重，护

城河水盈池深，外围
哨城、墙台、敌台、烽燧

星罗棋布，层层设障，加
之重兵布防，这才紧紧锁住

了辽西走廊的咽喉。”
也正因如此，此处才需要设立

兵部分司署这样一个军事与行政相结合
的决策部门在山海关城楼前，来实现最大限度地

“靠前指挥”。
从原始环壕聚落、土围聚落到相对成熟的夯

土城堡，再到后世砖石筑城、掘水为池，城防体系
的升级历史，也是人类城市发展的历史。毕竟，守
护生民，才是城市出现并壮大的最初原因。

庙堂之高

2021年7月30日，保定直隶总督署。
从“公生明”高大仪门之下走过，依然能感

受到当年这座省级衙署的威严肃穆。
直隶总督署作为清代军政衙署建筑，是清代

直隶总督的办公处所，是直隶省的最高军政机
关，也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一座最完整的清代省级
衙署。

直隶总督署的建筑布局，既承袭了前代衙署
的特色，同时又受到了明清北京皇家宫殿建筑布
局乃至民居建筑规制的影响。

“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
直隶总督署所标示的，不仅仅是古城保定在

清代直隶省的首府地位。自清雍正八年直隶总督
驻此，至清朝灭亡，直到清亡后废止，曾驻此署
的直隶总督共 59 人 66 任，如曾国藩、李鸿章、
袁世凯、方观承等，诚可谓是清王朝特别是中后
期的某种历史缩影。

如果说直隶总督署作为封疆大吏的衙署有些
高高在上，那么经常在戏文里出现的县衙则显得
更加接地气一些。

2021年9月6日，邢台广宗。
“广宗好大堂，威县好城墙，巨鹿好牌坊。”

广宗为人熟知的，除了沙丘平台，还有一处尚存
的明代县衙建筑主体——广宗官署正堂。它始建
于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是全国少见的保存
完好的县衙正堂。

据史料记载，广宗县衙主体建筑有照壁、钟
鼓楼、仪门、大堂、二堂等，现在，其他建筑都
随着历史湮没了，只剩下了大堂。大堂又叫公
堂、正堂等，是县衙的主体建筑，是知县发布政
令、举行重大典礼、公开审理重要案件等重大活
动的场所。

衙署代表古城的政治功能，标定古城在当时
的政治地位。

由于保存下来的衙署屈指可数，今人已无法
直接从现实建筑中体会这些古城当年的地位。实
际上，暂不说邢台、邯郸这类曾经贵为“国都”
的城市，燕赵大地上，千百年前声名显赫的古城
可谓比比皆是。

比如大名，在历史上曾为府、路、州、道、
郡治所在地。宋仁宗庆历二年 （公元 1042 年）
甚至在此建陪都，史称“北京”，人口达百余
万，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国都汴梁。

而现在的张北县馒头营乡仍有元中都遗址，
元中都始建于元大德十一年 （公元1307年），与
当时的元大都 （今北京）、元上都 （今内蒙古正
蓝旗东）齐名。

而定州、沧州、霸州、涿州、深州、晋州这
些现代地名中保留的“州”字，以及“保定府”

“正定府”这些至今遗留在民间记忆深处的旧时
称谓，标定的则是古城在某个时代的行政地位。

“牧守一方，教化万民”，除了衙署的行政司
法职能，承担着教育、考试等重要职能的文庙和
贡院系统也是古代城市中重要的构件。它们的规
格，也往往是标定城市地位的符号。

2020年9月28日，孔子2571周年诞辰。
9 时 58 分，承德热河文庙按照惯例,隆重举

行庚子年祭孔大典。
热河文庙大成殿高台上，36 个舞生，身着

佾舞传统服装，头戴礼帽，手持羽籥，按周礼
制，分六行六列而立，随宫乐跳六佾舞。

位于承德西大街城隍庙东的热河文庙，建于
清乾隆四十一年，规模之宏大，仅次于曲阜孔
庙，为全国三大孔庙之一。

文庙是祭祀孔子的庙宇,也是古代官府学堂
的所在地，有礼制和实用两方面的功能。在古
代，文庙一般都是每一座城市的文化教育中心，

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尊敬。
定州市刀枪街，与定州塔遥望相邻，定州文

庙也赫赫有名。
步入文庙“棂星门”，但见院内两棵古槐，

相传为苏东坡任定州知州时亲手所种植，故称
“东坡双槐”。虽有近千年树龄，古槐依然枝繁叶
茂、浓荫蔽日。

定州文庙始建于唐代，是我省现存规模最宏
大、建筑格局保存最完整的一处孔庙建筑群，素
有“中山庙学甲天下”的美誉。经唐以后历代修
葺，定州文庙如今现存东、西、中三个毗邻的北
院，以及南部的节孝祠等建筑。

从文庙向东越过衙署，则是定州另一处古
迹——贡院。

贡院，俗称考棚，是科举时代士子应试的考
场，也就是开科取士的地方。在定州，现存着我
国北方保存最好的州属贡院——定州贡院。其始
建于清乾隆年间，从建成至科举制度废除，一直
是封建社会考取秀才和贡生的场所。

这座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坐北朝南中轴对
称式布局建筑群，依次为影壁、大门、二门、魁阁号
舍、大堂、二堂、后楼等主要建筑，东侧武场区原有
演武厅、文昌宫、后宫等建筑，每座建筑自成院落，
院落间按使用需要，或多或少建有一些附属建筑，
大门外还建有兵房、执事仪仗房等以壮观瞻，整个
建筑布局有张有弛，富于变化。

行至其中，我们既可领略雄伟壮观的建筑群
落，又可想象当年宏大的考试场面。

定州贡院保护管理处主任张立介绍说，清朝
时期，定州曾先后管辖曲阳、新乐、无极、深泽等
县，这几个地方的童生考取生员的考试，都在定州
贡院进行。

取得生员资格的考生，还要在贡院经过岁
试、科试两次考试，选拔一定数额的生员参加在
所在省城举行的乡试。定州辖区内的岁试和科
试，也在定州贡院举行。

“作为重要的古城，定州文庙、衙署和贡院保
存得相对完整。这三个构件基本上紧挨着，共同组
成了定州古城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张立说。

市井烟火

2020年8月25日，大境门长城文化旅游区。
“明德口街”开街仪式正在举办。
马头琴、手风琴等户外乐器表演和鸣，口梆

子、吉他弹唱、呼麦乐队表演呼应，杂技、小
丑、动漫人偶等表演穿插，广场舞、俄罗斯裙摆
舞演员翩翩起舞……

“口街”试图再现当年大境门辉煌商贸情
景，但此时的人声鼎沸，仍远不及数百年前“互
市”盛况。

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张彦台表示，明朝中后
期，在张家口大境门长城外形成的“贡市”和“茶马
互市”边贸市场，沟通了内地与边塞的贸易。

互市中，来自蒙古高原的牲畜、皮毛、药
材、毛织品、银器、口蘑、发菜等通过张库大
道，运到来远堡市场、西沟市场、元宝山市场，
在这里以易货贸易的形式换成丝绸、茶叶、粮
食、瓷器、白糖、棉织品及小百货等，从张库大
道运到库伦 （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恰克图 （今
蒙古国阿尔丹布拉克）、毛斯格洼 （今俄罗斯莫
斯科） 等地。

参加“互市”贸易的有汉、藏、满、回、蒙
古、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及日、英、法、
美、俄等国的商人。这些商人在大境门内外修建
了商行店铺1500多家，其中有国外洋行44家，年
贸易额最多时达白银1.5亿两。

正因为“茶马互市”互通有无，使张家口堡这
座边塞城堡商业活动日益繁荣兴旺。也让张家口
在当时真正成为一座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口岸城
市。如今，张家口堡也被视为张家口城市的起点。

无论哪个年代，城市总归是人聚集生活的地
方。对于名城古镇，后人其实更想探究那个时空
中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状态，嗅探历史时空中普
通人的生活气息。

“市”是古代城镇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
是判定一个城市是否繁荣的重要条件。古人的衣
食住行、柴米油盐，尽在其中。

大多数保定人的早餐并不一定是驴肉火烧。
一小碟槐茂酱菜，配上一碗白粥，或许最能开启
熨帖的一天。

2021年9月12日，保定永华大街，“中华老字
号”槐茂酱菜的店面不大，但“味道”格外浓郁。

据说，槐茂酱菜前身是槐茂酱园，位于保定
市西大街路北一棵大槐树底下，因槐树紧靠门脸
故起字号“槐茂”，象征兴隆茂盛之意。

槐茂酱菜开业于清康熙十年 （公元 1671
年），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光绪二十九
年，慈禧途经保定，品尝槐茂酱菜后连声称好，
并赐名“太平菜”。从此，槐茂酱菜身价涨了百
倍，当时，一斤酱菜的售价高达1.7两白银 （折
合人民币500元左右）。

(下转第十一版）

古镇名城的“气质颜值”

（上接第九版）
到宋辽金时期，这个地处战乱对峙前方的码

头，迎来了一次南北经济和文化的大融合。宋
代，苏洵沿运河故道北上，将南方种植水稻、莲
藕的技术传入这里，使东淀广阔水域呈现一派芦
稻相映、菱荷飘香的美景——“胜芳古貌媲苏
杭，百里莲泊鱼米香”。

真正令胜芳完成一代商贸雄镇飞跃的，则是
北运河的贯通。

元一统中原后，耗巨资修筑北运河，不仅令
大运河全线贯通，更将冀中地区的水系南北贯
通，使胜芳经济政治文化等均纳入京畿辐射范
围。胜芳，正是借此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繁盛，在
明清两代一跃而成“直隶六大重镇”之一。

2020 年 9 月 21 日，记者从文昌阁向北一路
前行，迥然于北方传统建筑风貌的古建筑鳞次栉
比。

中国传统的歇山顶、欧式的拱券杂糅在一
起，非建筑专业人士，往往会被胜芳古建筑的包
罗万象搞得一头雾水。

武庙前街中段的张家大院，为四进院落，东
侧一、三进两院带西洋风格，西侧二、四进两院
为中国传统建筑，是一座中西结合、南北结合、
官民结合的北方水乡典型的清代民居建筑。

再向北到中山路，雅号“师竹堂”的王家大
院始建于清光绪六年 （1880年）。这里的整体建
筑风格更加多元，汇集了西方的拜占庭、中国的
歇山坡顶建筑风格，在国内独有，被国内建筑专
家称为现代建筑美学的“博物馆”。

“胜芳建筑有三宗宝——戏楼、牌坊、文昌
阁。另有保存完好的张家大院、王家大院和杨家
大院等清代住宅。”胜芳镇当地民俗专家王晟
说，“这里建筑风格的杂糅，也充分表明当年胜
芳作为重要的商埠，兼容并包、开放繁荣的景
象。”

北运河贯通后，无论北上京城，还是南下苏
杭，交通都极其便利。明清至 20 世纪前半叶，
胜芳人多以船为生，大量船只往来于运河上从事
漕运。

但曾经繁盛一时的胜芳，最终却因运河功能
的削弱，没能“长成”如苏州、杭州一样的城市。

胜芳、泊头和沧州，是大运河河北段三座典
型的运河城镇。它们用各自的发展史，勾勒出一
幅大运河沿线城市的发育、进化图谱。

相比胜芳，泊头的城市发展又进了一步，迈
出了由“镇”到“城”的一步，甚至完成了从商
贸集镇向工业化城镇的转型。

2020年9月23日，沧州博物馆。
泊头火柴工厂不同时期生产的火花，集中陈

列在一个展橱内。大多数火花上，都有两个醒目

的 大 字 “ 泊
头”。

这 是 属
于几代人的
共同记忆。

泊 头 是
大运河上重
要 的 码 头 ，
同时东西有南
皮至交河的官道
通 过 ， 处 在 水 陆
十字交叉地带。“明
朝万历时期，泊头镇
就筑有土城，这是北方大
运河沿岸少有的镇级城池。”
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所长孙建说。

到晚清、民国时期，在运河航运尚未中断
时，沿河巨镇泊头已开启工业化的大门。

1911 年，泊镇站随津浦铁路通车而设立。
借助铁路运输，泊头的火柴制造、冶炼铸造、
雕版印刷、烧造工艺等产业，得到较充分的发
展。

但历史没有给泊头成长为大城市留足时间和
机遇。运输方式变革后，泊头的发展进程也随着
大运河的衰落而慢了下来。

沧海桑田，今天的泊头，以铸造、汽车模
具、环保设备、工业泵阀为主导产业，成为沧州
城乡经济产业链的重要一环。

脱颖而出的是沧州。
2020 年 9 月 17 日，沧州市博物馆“大运河

北”展厅。
从明清沧州古城沙盘上，已经可以清晰地看

出当年沧州古城的不俗规模。
据《沧县志》记载，沧州城池落成于明天顺

五年，城墙周长八里，高二丈五尺，阔三丈六
尺，顶宽一丈五尺。因城墙形似古装官帽，又叫

“幞头城”。
沧州市博物馆党支部书记王健爽将激光笔落

在了古城沙盘的西南角上。
“一般城门都是东西南北四座，沧州有五

座。因为沧州运河航运发达，货来货往，商业繁
华。为了出入方便就在四门的基础上留出了一个
小门，沧州百姓就叫它‘小南门’。”王健爽说。

明清时期，随着大运河码头经济的延伸，从
小南门到距离河岸更近的西门之间，形成了一个
弧形的固定贸易区，集中了一批贸易市场，小南
门一带渐渐成为沧州的商业中心。

发达的商贸活动延续了数百年。直到 20 世
纪八九十年代，那里仍被老沧州人称为沧州的

“王府井”。
如今，“小南门”则随古城墙拆除了，沧州

城区逐渐在向西部发展，沧州这座“阅尽千帆”
的运河古城正在积极转型，由大运河走向渤海
湾，转型成环渤海地区重要的港口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