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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清河汇省城济南百泉之水，领岱阴千山万
壑之诸流，东流五百里，注入渤海莱州湾。自金齐
王刘豫下令在华不注山麓刨下第一锹，浩浩近千
年。许多历史人物为其安澜畅流，消除水患，正本
清源，匡正历史，奉献了卓越的智慧与贡献，与其
结下不解之缘。小清河的流光波影里，泛映着他
们历史的名字。

开挖小清河第一人
《齐乘》载：古泺水自华不注山东北入大清

河，伪齐刘豫乃导之东行为小清河。《齐乘》，元代
于钦纂修，是山东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书。

刘豫(1073——— 1146年)字彦游，景州阜城(今
属河北)人。北宋元符中进士，宣和六年判国子监
授河北提刑。金军南侵时，刘豫弃官避乱于仪真。
南宋建炎二年任济南知府。同年冬，金军攻打济
南，刘豫在金军的利诱下，反谋杀害了主张守城
抗金的宋朝名将大刀关胜，投降金军，是《宋史》
叛臣传中的重要人物。

南宋建炎三年，金兀术徙任刘豫知东平府，
以刘豫儿子刘麟知济南府。黄河以南，使刘豫统
辖管治。建炎四年，刘豫被金人立为“大齐”皇帝，
建都大名。金立刘豫为齐王后，遂将宋朝的南京
降为归德府，把淮宁、永昌、顺昌、兴仁府都降为
州。让刘豫统治河南、陕西之地，配合金军攻宋。

刘豫在位主政期间，横征暴敛，口碑恶劣。然
而，刘豫作为老济南知府，深知自齐以盐铁成就
霸业以来，青州沿海盐业的巨大利益和济水故渠
作为海盐内运通道的巨大价值。因此他老谋深
算，为支持金对宋的南北战争和自身政权运行的
巨大财政需求，做齐王后就下令征集数万民工修
筑下泺堰，把岱阴泺水的丰富水资源导入济水故
渠，开通了航运，为别于大清河，将济水故渠始称
小清河，这在山东河流史上留下了影响深远的一
笔。

始开支脉沟第一人
唐澞(约1423——— 1488)，字源洁，福建闽侯县

尧沙村人，少年时耕作负薪，励志勤学。当地传
说，唐澞18岁时，他老师向闽侯县瓜山官宦世家
郑仲雍家推荐说：这孩子聪明非凡，日后必成大
器，可以择为女婿。郑家听后不胜欣喜，婚议遂
定。不想订姻之后，唐澞却多年未能考中，郑家遂
产生了退婚的想法。女儿得知后却对父母说：穷
又有什么不好呢？由于女儿态度鲜明，郑家遂不
再提退婚之事。

唐澞24岁那年乡试魁中四名。翌年春，登进
士第，授南京户科给事中。他遂奏请皇上恩准回
乡完婚，然而不幸其父病逝，只得待到服丧期满
后始才迎娶成婚。35岁时，他因弹劾户部失职，忤
逆权贵而被锦衣卫课刑六载，几于濒死。40岁，他
东山再起，升迁广东参议。丁继母忧后，改山东参
政，分守青、登、莱三郡。

明代，小清河水患不断。成化九年，参政唐澞
力请治理小清河。朝廷允准后，他遂利用青黄不
接的时节，征饥民为民夫动工。他躬任其责，焦劳
靡宁，拥节宵征，相视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循刘
豫时开挖的故道疏浚，皆复其旧，又多置闸所，水
大则开闸分流，以杀其势。旱则闭闸，以利蓄水灌
溉。自历城浚至堰头，入至乐安，使小清河畅通。
自张秋浚至平阴之滑口，使大清河畅通。如此大
小清河畅通，水循故道，退出邹平等县邑膏腴可
耕之田数万顷，浚通水路五百里，人民皆大欢喜。
于是青州的船可达济南，济南的船则直达张秋，
东西转输的人们大称便利。因河运兴旺，志书载
当时博兴居民半移今天之湾头店，滨河而居。可
见，这次治理卓有成效。

唐澞治理小清河，从薛渡口开减河一道，自
薛渡口滚水坝分小清河洪水入陈恺沟下泄。因此
沟以支分古百脉水为目的，又称支脉沟。支脉沟
由此成为小清河上游之水的一条分流通道。康熙
五十八年，博兴界以西至军张口小清河堙塞，新
城以上小清河水从军张口改支脉沟入海，直到光
绪十七年盛宣怀大规模治理小清河，在长达170
多年的时间里承担了小清河上游泄水的重大历
史作用。支脉沟始名至今已有五百余年的历史。

奠定小清河近代格局
小清河地势南高北低，一面受水，每年山洪

猝发势必浸淹北岸，明清两代高苑、博兴人民倍
尝河患带来的灾难。支脉沟初开之时或因规制太
小，流路过短，以后不见了踪迹。因此，开通支脉
沟以渲泄小清河之水，为居南岸的新城(现桓台
县)所坚决主张，为居北岸的高苑(现高青县)、博
兴所竭力反对，以致终明一代，支脉沟不复议开，
小清河亦久废不治。

清康熙五十五年至五十八年对小清河有一
次大规模治理，并提出一系列的治水方略和思
想，这些治水方略和思想闪耀着一位县令的智慧
和思想。时任博兴县令李元伟深谙小清河整个流
域与博兴的利害关系，不讳邻邑历史积怨，正视
河患现实，力排众议，主张：把七县千山万壑之水
分为二道来解决，章丘、邹平、高苑及长山、新城
迤西之水，聚于清沙泊，下开支脉沟至乐安燕儿
口入海，解决来自西南洪水的出路以消除小清河
北的水患。淄川、临淄及益都迤西，长山、新城迤
东之水，聚于麻大湖，下开田家口由预备河入淄

河归海，解决来自东南洪水的出路以消除小清
河南的水患。小清河居中仍为干流，以融汇南
北之水，分解水势。他认为，上游既然不可与
其争，莫若开支脉沟以防备军张道口之决口，
开预备河以防备乌龙河堤之决口。与其每年疏
筑聚讼纷纷，我们为什么不以被淹之地开挖一
条河，以图一劳永逸之计呢？

李元伟的主张得到了山东巡抚李树德及济
东道参政申大成的赞许，决议北开支脉沟，南
辟预备河，构筑三河并行泄洪格局。

工程实施未浚六成，总理者济东道参政申
大成被朝廷擢调贵州。关键时刻，李树德遂以
七邑所未完成河工、军张口建闸事宜和预备河
开挖工程全委以博兴县令李元伟总理督办。李
元伟接委重任不敢自恤，奔走于烈日暴雨、星
月风露之下，历两月而告成。是岁，七月大
雨，孝妇、大清诸河横溢，独小清一河清晏无
虞。这次小清河治理的思路和格局一直沿用至
今。小清河治理之后，李元伟总结以往经验，
上呈“河工并建闸善后事宜六则”，为巩固小
清河治理成果和发挥长久效益提出了系统的管
理原则和方略，已雏具现代河道管理思想的萌
芽。

光绪十二年盛宣怀任登莱青道时，高苑博
兴乐安洪灾频发。盛宣怀是近代史上洋务运动
的重要人物，在小清河治理上有卓著成效，为
历史所标记。光绪十五年，盛宣怀查勘受灾各
县河道后，禀请山东巡抚张曜修浚小清河。他
们采取劝捐助款，以工代赈的方式，高苑以东
至海由盛宣怀负责，新城以西至玉符河口由张

曜负责。
施工前，盛宣怀先委知县何景贤测量地

势，以候选知府徐金绶、南绅候选训导严作霖
总负其责。根据地势借洼行河，旧河不合者，
则开新河，由母猪沟循小清河南经石村至博兴
金家桥心，计140余里，并挑浚预备河30余里。
工程未浚张曜猝死于黄河。新任山东巡抚福润
又委盛宣怀接任挑浚上游小清河，由新城西，
北穿高苑清沙泊、经长山、齐东、章丘、历
城，至省城东北黄台桥，计150余里。全河一律
深通，分段实施，历时三年，总计修浚400余
里，用员绅百数十人，用夫数十万余名，耗70
余万金，并全为募捐而来。至此断航170余年的
小清河全线复航，船只可从羊角沟海口直达济
南黄台桥。清代二百年间两次大规模治理，基
本奠定了现代小清河的规模，小清河的航运也
从此兴盛繁荣了近百年。

郦道元、胡渭、黄仪的贡献
济水是中国古代四渎之一，下流经山东齐

青入海，小清河为济水故道。1500年前，北魏
郦道元著《水经注》时对济水有过详明的考
订，尤其对历城以东济水的流路考订十分详
实，详明城邑、故址、诸山、河流、湖泊、泉
水及祠庙达七十余处，每座故城、遗址的历史
渊缘，历史典故等等都有详尽的解释和出处，
如著名的公会齐候于泺、鞍之战、舜耕历山、
耿弇战张步、齐桓公过谭、胡公徙薄姑、齐景
公与晏子遄台论和同等，其考订之济水流经流
向，与现代小清河的流经大致相同。郦道元父
郦范做过青州刺史。郦道元随父在青州居住多
年，其途经济水，或漂舟往来青齐与中原之间
的亲身经历，确立了他对济水流路考订的历史
可信度和权威性。

明清以来，志家皆沿《齐乘》其说：即以
大清河为古济水，小清河为刘豫所创。唯清地
学专家黄仪独出己见，他以《水经注》、《元
和志》、《寰宇记》三大地理名著考之，发现
济水居最南，漯水居其中，河水即黄河居最
北。由此，他得出结论：今者，小清河所经，
自历城以东，如章丘、邹平、长山、新城、高
苑、博兴、乐安诸县，皆济水所行；而大清河
所经，自历城以上至东阿，皆济水故道；而自
历城东北，如济阳、齐东、青城诸县，则皆古
漯水所行；蒲台以北则故河水(黄河)所经。因为
宋时，黄河曾行漯渎，及黄河退去，则大清兼
行河、漯二渎；其小清所行断为济水故道。此
说，深得清代大地理学家胡渭的赞同，胡渭在
《禹贡锥指》一书中指出：此论，足正三百余
年积传之谬。胡渭最终以黄仪之卓识而使小清
河回归为郦道元《水经注》所考定济水故道。
自此以后，近代山东通志、民国水利专家、现
代辞书均采此说。特别建国后举全国各部门精
英专家之力编纂的现代大型辞书《辞海》，其
济水条基本原义采用了黄仪、胡渭之结论。

胡渭，浙江德清人。清康熙三十六年 ,撰
《禹贡锥指》 2 0卷。此外还著有《易图明
辩》、《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四十
四年,康熙南巡,御书“耆年笃学”4字赐之。黄
仪，字子鸿，精舆地之学。清地学专家阎若璩
曾叹其地学之卓识曰：“郦道元千古后一知己
也！”清代徐乾学奉皇命修大清一统志，黄仪
与阎若璩、胡渭、顾祖禹任分纂，皆地学专
家。黄仪又订正晋书地理志。兼工诗词，著有
纫兰集。以上看出，郦道元、胡渭、黄仪对于
小清河的人文历史和地位有着特别重要的意
义。

士燮(136一226)，祖先为鲁国汶阳(今泰山南)
人，全家为躲避王莽之乱而移居交州。《三国志·
士燮传》说：“六世至燮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
守。”士家族已经发展成为交州一带的地方豪族，
颇有政治实力。

士燮四兄弟稳定交州
士燮少游京师，饱学经书，察孝廉，补尚书

郎，后因公事免官。其父死后，士燮举茂才，除巫
令，并迁回交州，当上了交趾太守。士燮有3个弟
弟，大弟弟士壹，当初做过督邮，恭敬勤恳，为刺
史丁宫所欣赏。丁宫后来调回京城，担任司徒，想
重用提拔士壹。可等士壹到达京都，丁宫已被免
官。当时继任的司徒黄琬，对士壹礼遇有加。由于
董卓作乱，士壹后来便逃回了交州。当时交州刺
史朱符被夷贼杀死，州郡一片混乱，士燮请求朝
廷任命大弟弟士壹领合浦太守，二弟士领九真太
守，三弟士武领南海太守，以便平定动乱。建安八
年(203)，朝廷奏准了士燮的请求，士燮兄弟四人
各领一郡，很快平定了内乱，稳定了交州，显示出
士家族强盛的政治实力。当时的交州共有七郡：
南海郡(今广东东部)、苍梧郡(今广西东部)、郁林
郡(今广西中西部)、合浦郡(今广东西南部)、交趾
郡(今越南交部)、九真郡(今越南中部)、日南郡(今
越南中南部)，其中士燮掌管的交趾郡最大，人口
为南海郡的八倍。“此时的士燮，以娴熟的政治手
段获得了曹操的支持，加之诸弟羽翼，实际上已
经牢牢地控制了交州地区，俨然成了交州的皇
帝。”

对中央王朝忠心耿耿
交州刺史朱符死后，汉室派张津为刺史，

但张津不久又为部将所杀。汉闻张津死，便赐
命士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阯太
守如故”，士燮自此牢牢地掌握了整个交州的
军政大权，成为岭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士
燮派遣官吏张旻到京都奉献贡品，时值天下大
乱，道路断绝，而士燮并没有因此废弃进贡的
职责，对中央王朝可谓忠心耿耿。汉献帝深受
感动，特意再次下诏封他为安远将军，龙度亭
侯。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孙刘展开了对交
州的争夺。为避免战祸延及交州，士燮与诸弟

权衡利弊，决定归附孙权，被孙权拜为左将
军。黄武五年(226)，士燮去世，享年九十岁。

淑人心以礼乐
交州属岭南地区，是中国古代陆地的最南

方，《准南子·主术训》记载：“昔神农之治天
下也，……其地南至交阯。”《史记·五帝本
纪》说：“帝颛顼高阳者，……南至于交
阯。”秦统一中国，在交州设郡置县，开始了
这个地区的封建化过程。秦末南海尉赵佗建立

南越国，引入了中原地区的金、铁、马、牛、
羊，“稍以诗礼化其民”，开始了儒学的教
化。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在交州设
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建立学校，导之
礼仪”，一直到士燮执政交州前夕，交州的经
济文化相对中原来说还是非常落后。

士燮为政开明，在他的统治下，“交州一
区为当时世外桃源，居民富庶，安享太平之福
者四十余年……中原人士亦以为乐土。”许多
中原人纷纷南下交州避难，带来了先进的生产
技术和经学文化，促进了交州的繁荣发展。士
燮热爱学术，治学精微，而且胸怀若谷，宽厚
待人，礼贤下士，所以数以百计的中原名士前
来投靠他，其中名望较大的有刘熙、薛琮、程
秉、许慈、刘巴、许靖、袁忠、桓晔、袁徽、
陶璜、牟子、康僧会等人，群贤毕至交州，有
儒、有道、有佛，可谓是人才济济。

士燮喜爱儒学研究，重视儒学传播，与前
来交州避难的儒家学者一起交流儒家学术，著
书立传，掀起了交州儒学兴旺发达的局面，造
就了岭南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正是士燮的
统治和他对教育文化的重视，使得儒学在交趾
地区的传播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交趾成
为当时南方的学术文化中心。”“从这一点

讲，士燮功莫大焉。”
交州东临北部湾，包括现在的越南北部和

中部。与广东隔海相望。陆上与广西、云南、
越南、老挝毗连。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海
陆交通使交州在汉代三国时期成为中外文化交
流的枢纽，它既是中原文明对外交流的窗口，
又是了解引进外来文化的南大门。士燮掀起的
儒学热深深地影响了越南等周边国家，受到了
越南民众的高度赞赏，士燮被越南统治者和学
者尊奉为“士王”、“南交学祖”，先入帝王
庙，后入文庙，至今祭祀不绝。郭廷以评价士
燮道：“他的最大功绩，为提高越南的文化，
使其真正与内地一体。”学者黎嵩在《越鉴通
考总论》说：“士王习鲁国之风流，学问博
洽，谦虚下士，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
乐。”越南史学家吴士连盛赞士燮曰：“我国
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
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
盛矣哉！”

士燮不仅将儒学传入交州，而且对越南文
字的创造也作出了贡献。明代严从简《殊域周
咨录》说：士燮“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
国人，始知习学之业。然中夏则说喉声，本国
话舌声，字与中华同，而音不同。”士燮“为
越人创作‘喃’字，假借汉字形声演为越字，
为古越文字之嚆矢。士燮并将汉字音韵译作越
声，平仄皆有一定方式，越人之所以能吟诗聊
对者，皆因此也。”正由于此，越南人至今怀
念、歌颂士燮的功绩，越南《四字经》说：
“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
俗。”士燮传播儒学，弘扬学术，泽被中外，
其丰功伟绩彪炳千古，流芳百世。

刘豫主政期间，横征暴敛，口碑恶劣。然而，他深知青州沿海盐业的巨大利益和济水故渠作为海盐内运通道的巨大价值值。

因此他下令修筑下泺堰，把泺水导入济水故渠，开通了航运，为别于大清河，将济水故渠始称小清河。

攸关小清河治理史的那些人
□ 杨仲春

汶阳士燮用文化征服交趾
□ 刘传录

阳信建县始于西汉，《史记·孝文本纪》载：
孝文皇帝元年“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
金。”从此阳信作为县级行政区域正式载入史
册，至今已有近2200年的历史。

《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吕后病重，乃令赵
王吕禄为上将军，将北军；吕王产将南军。临死
嘱咐吕氏兄弟：“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
必据兵卫宫。”吕后死后，齐王发书信给诸侯要

“诛不得为王者”。太尉周勃欲诛诸吕，但因没
了军权不得入军中主兵。曲周侯郦商的儿子郦
寄和吕禄是朋友，太尉周勃派刘揭和郦寄一起
到吕禄府上，劝吕禄说：“帝使太尉守北军，欲
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
不认为他的好友郦寄会欺骗他，就把将印解下
给了典客。刘揭立即拿印飞报周勃。周勃持印
到北军，集合军队，让拥护吕氏的袒露右臂，拥
护刘氏的袒露左臂。军中皆露左臂，拥护刘氏。
因而周勃率北军与其他大臣和齐王等诛灭了
诸吕，迎立代王刘恒为孝文帝。文帝因“典客刘
揭身夺赵王吕禄印”封刘揭为阳信侯。

阳信侯刘揭死后，其子刘中意于孝文帝十
五年袭为阳信侯。汉景帝六年，“中意有罪，国
除。”大概在阳信侯刘中意“国除”的第二年，汉
景帝又把阳信封给了他的长女，称为阳信公
主。阳信公主是汉武帝刘彻的亲姐姐。

阳信公主见于《汉书·卫青传》：“平阳侯曹
寿尚武帝姊阳信长公主。”平阳是曹参的封国，
即今山西临汾市。阳信公主嫁给平阳侯曹寿之
后，《史记》和《汉书》就称阳信公主为“平阳公
主”或“平阳主”。按照汉朝的制度：“帝女曰‘公
主’，仪比诸侯；姊妹曰‘长公主’，仪比诸侯
王。”阳信公主到汉武帝时已是“长公主”享受
诸侯王的待遇。

阳信公主在武帝时代是一个重要的政治
人物。汉武帝结婚后，那位被藏于“金屋”的陈
皇后一直没有孩子，“陈皇后求子，与医钱九千
万，然竟无子”。武帝的姐姐阳信公主为弟弟没
有子嗣着急，这可是关系国家接班人的大事
啊！三月的一天，武帝从霸上回来，路过平阳公
主家，公主准备了十几位良家女让武帝挑选妃
子。武帝一个也看不上。这时卫子夫“为平阳主
讴者”。颜师古的注说，“齐歌曰讴”，说齐国称

“歌唱”为“讴”。卫子夫是阳信公主养的歌女。
这可以看出平阳公主和齐国的关系，和阳信的
关系，不然，山西或陕西怎么会说“齐语”呢？汉
武帝与卫子夫一见钟情，这位歌星得到了武帝
的宠幸。平阳公主便把卫子夫送给了她的弟
弟。临上车时，“平阳公主附其背曰：‘走吧，强
吃些饭，即贵，无相忘。’”

平阳公主给自己的弟弟找媳妇，得罪了她
的姑母馆陶公主，实际上是两人对皇权的争
夺。陈皇后的母亲馆陶公主责怪阳信公主说：

“帝非我不得立，已而弃捐我女，你们这不是忘
本吗？”阳信公主说：“用无子，故废耳。”很不客
气地回击了她的姑母。

后来，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卫家的人都
成了汉家天下的重臣。卫青是卫子夫之弟，
汉武帝的小舅子。后来平阳侯曹寿死了，阳
信公主就嫁给了她原来的仆人卫青。虽然史
书多称阳信公主为平阳公主，阳信公主几乎
不为人知。但事实上，生活中的阳信公主始
终以自己的封号为称。上世纪八十年代，汉
武帝茂陵东边一墓坑出土了多件铭刻有“阳
信家”的青铜器，证明了阳信公主的存在和
奢华生活。考古专家“推定这批铜器属于武
帝之姊阳信长公主家之物”。

阳信公主
□ 吴名岗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 群贤毕至

■ 山海经

小清河新貌。

士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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