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一山一水一圣人”是山东历史文
化的写照，那么齐河的历史文化可以概括为
“一河一陶一贤人”。

一河即黄河，她是齐河的母亲河，流经县
境63公里，滋养了这片土地，哺育了这方人
民；一陶即黑陶，她是齐河辉煌文明的象征，
齐河是中国重要史前文化——— 龙山文化的核心
区域；一贤人即晏婴，他是齐河大义精神的源
头，齐河在春秋时是齐国名相晏婴的封地，故
县城驻地谓之“晏城”。

“齐河”县名由来就与此河此人有关。

官道要冲、九省通衢之地

我国古代把四条有独立源头并能独流入海
的大河(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合称四渎，可
以享受诸侯国等级的祀礼。四渎之济水、黄河
均与齐河相关。

济水发源于河南，流经山东入渤海。今河
南济源，山东济南、济宁、济阳，都因济水得
名。历史上，齐河也曾因济水流经而称济河。
随着历史的推移和地貌的变迁，隋唐时期，河
南段至巨野泽的济水河道被淤塞，仅存巨野泽
东北至入海口的河道流畅，此后，该段济水亦
称大清河。

两宋之后，济水不再，大清河从此流经齐
河八百多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
口，夺大清河河道入海，大清河从此消失。现
在黄河下游的河道就是原来济水和大清河的河
道。

千百年来，大河赋予了齐河生机与灵气，
留给齐河无数的历史文化积淀。无论是大清河
之大清桥，还是黄河之南坦，都是齐河历史文
化之大观；无论是早清查慎行诗作《大清
桥》，还是晚清刘鹗《老残游记》之南坦观
凌，都成为描述齐河的传世之作。

水是一切文明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古

今中外概莫能外。齐河更是因水而成、因河而
兴。济水、大清河的水运通畅保证了商贸的发
达，又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早在商周时期，济
水就是运送海盐到中原地区的主要通道。到宋

金时期，大清河成为一条运输粮食等生活物资
及军事物资的重要河道，国家在沿岸设有二十
多处城镇，齐河镇名列其中。元明清时期，大
清河沿线与运河沿线同为山东经济最发达、人
口最密集和文化最昌盛地区。在寿张县与大运
河相交的大清河，通向山东海滨的制盐之地，
并经渤海连接了东北地区。食盐、棉花、棉
布、干果、豆类通过大清河运往大运河，再流
向南方、北方地区，顺大清河而下的粮食、竹
木材、石料、丝绸、瓷器等物资也都路过齐河
境域。大清河在明清时期因作为山东运盐通道
而称“盐河”，明代曾在齐河设立监督盐运的
闸口和储存官盐的墩台。因通商之利，齐河曾
盛极一时，文献盛赞齐河：“商业最盛时期，
远在乾嘉之际。人歌乐际，世至承平……而布
庄铁货之列肆于镇者尤多，冀南、岱北，固俨
然一著名都市也。”历史上，济水、大清河的
畅通航运决定了齐河的水路码头地位，而渡
口、桥梁的存在决定了陆路咽喉地位。

战国时期，燕将乐毅率六国联军自此过济
水，攻破齐都临淄。东汉开国名将耿弇在此渡
济水讨张步，此地始称耿济，后称耿济镇。宋
时改称济河镇，继称齐河镇，“齐河”第一次
作为地域名载入史册。金天会八年(1130年)在齐
河镇的基础上扩大而成齐河县。可见，齐河县
名就与济水有关。

而明代所修大清桥则使齐河区位优势更显
突出。因为有了这条河，有了河上的桥，加之
毗邻省会，齐河就成为后世连接中国南北地区

的“官道要冲、九省通衢之地”，也奠定了今
日齐河的交通枢纽地位。大清桥自建成之日
起，就成为交通要冲，控扼南北。南来北往的
官宦商贾、文人墨客络绎不绝，留下无数咏颂
齐河的华美词章。

黑陶久负盛名

黑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继仰韶文化彩陶之
后制陶业出现的又一个高峰。在人类文明的初
期，彩陶文化延续了若干年之后，于公元前
2500年——— 公元前2000年黑陶已然出现，但直到
1928年才在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重见天日，黑陶
文化亦称龙山文化。

随后，在鲁、陕、豫、冀等省的多个地方
都有发现。齐河与龙山镇一河之隔，亦有大量
黑陶出土，境内迄今发现的22处古遗址中，有
尹屯遗址等龙山文化遗址4处。黑陶的出土足以
证明齐河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是氏族聚居地，并
处于当时文明的最前沿。

作为龙山文化发祥地之一，齐河黑陶久负
盛名。齐河黑陶选用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纯净细
腻的胶土为原料，经手工淘洗、拉坯等数十道
工艺，采用独特的“封窑熏烟渗碳”法烧制而
成，黑如漆、明如镜、硬如瓷、声如磬，达到
当代中国黑陶的最高境界。

当今社会，黑陶已超脱了远古黑陶实用功
能的束缚，升华为一种精神的界于工艺和雕刻
之间的纯艺术品，走进现代的生活空间，走进

人类审美的心灵。作为率先巡展国外的黑陶艺
术品，齐河黑陶已成为对外文化交流和展示中
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现代黑陶由齐河走向
世界。

晏城千古属斯贤

齐河人杰地灵，贤人辈出。晏婴是齐河贤
人文化的奠基者和引领者，也是大义精神的积
极践行者和率先垂范者。晏婴，春秋后期齐国
国相，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受封于晏(今齐
河)。历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辅政长
达50余年，“内安社稷，外靖邦邻”，实现齐
国的复兴。晏子仁政爱民，清廉节俭，尊贤尚
功，不辱国格。司马迁非常推崇晏婴，将其比
为管仲，为二人并列作传。《史记·管晏列传》
评价两人：“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
霸，景公以治。”

后人在晏城北建晏婴祠，南建晏公庙，以
示纪念并岁时祭奉。清乾隆皇帝南巡至此，作
诗《晏婴祠》曰：“彰君赐固服桓子，执彼鞭
犹慕史迁。羸马敝车一时耳，晏城千古属斯
贤。”

德厚流光，历代贤人义士竞现。战国时期
齐国无盐女钟离春，中国历史上“四大丑女”
之一，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著名女政治家。载
入史册的还有元代孝老爱亲、乐善好施、济人
睦邻而闻名一时的处世典范訾汝道；明朝中叶
北阻胡虏、南挡倭寇的英雄总兵尹秉衡，文能
治国、武能安邦、立德立功的官吏楷模房守
士；清末鸦片战争中以身殉国的抗英名臣韦逢
甲，甲午战争中血染沙场的抗日名将左宝贵；
还有近代著名教育家王祝晨，世界著名数理逻
辑学家王浩；更有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全国
道德模范、“舍己救人模范军官”孟祥斌。

历史和现实昭示，贤人文化日新，大义齐
河永恒。

齐河：一河一陶一贤人
□ 李文豪

福州、邢台、邹城等多地有河曰白马河，皆
系天然河流，独郯城的白马河系一条人工开挖
河流。郯城白马河，自东北向西南纵贯县境，河
道总长38 . 8公里，经江苏省邳州市流入沂河。

白马河，最早由明代张景华筹资、调集人工开
挖。明万历年间，时任左都御史的张景华因不满
奸臣严嵩专权乱政，辞官回到他的诞生地郯城
县北涝沟村，从此开始用多年做官的积蓄甚至
变卖家产组织乡人开挖白马河，将朝廷给他盖
的堂楼也拆下变卖。相传当时他的义举感动了
上天，派来天神化作一匹大白马，在夜间出来帮
助民工开河，用大嘴巴拱一下，河道就变得又宽
又深，白马河的名字从此而来。

张景华，字时美，号白溪。郯城县人，明正德
五年考中举人，正德九年考中进士。初任江西吉
水县知县。历官大理寺右寺丞、都察院右佥都御
史。他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曾上疏弹劾宠臣武
定侯郭勋，直声震于朝廷。后升任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处地方、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他同情百姓疾苦，敢于为民请命，终
因触犯朝廷权臣而罢职归里。他工诗能文，曾写
下许多赞美家乡山水的诗歌。所撰《山西奏议》、

《樵枚琐谈》、《摄心录》、《双槐解》、《穿杨中的
说》等文，短小精悍，论理明快，风格刚健，流传
于世。据清乾隆《郯城县志》和都堂族系《张氏族
谱》等史料记载，张景华在朝为官期间，清正廉
洁，政绩卓著，至今被《山东通志》列为“历代名
臣”，其率众开挖白马河，时间可追溯到明嘉靖
十九年辞官归乡之后。

白马河在明朝以前只是一条无名的小溪，
每年雨季大量的雨水汇集在郯苍平原，因河浅
道窄，无法将这些水排到沂河入海，常常造成淤
洪，使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淤洪最严重的地方，
当数郯城县的北涝沟村和南涝沟村，两处村名
即因此得来。

《郯城县志》记载，康熙七年七月郯城大地
震时，暴雨如注，地震造成马陵山崩裂，使原沿
马陵山东麓南行直接入海的沭河因河水暴涨，
夺断裂口拐向马陵山西，借白马河流入沂河。至
此可以看出，对于沭河暴涨泛滥和“满陌季田水
涨流”，这条人工开挖的白马河，在郯城大地震
中起到了分流和下泄水灾的作用，生灵免遭荼
毒。

建国初期，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沂沭河治理
工程开始。其东调工程，就是将沂河水东调沭
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几期工程是动员民工最
多、施工期最长、施工场面最宏大、完成工作
量最多的施工高潮期，有许多著名人物莅临导
沭工地，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来此视察；著名国
画大师、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先生在导沭
工地作画，并为《导沭报》题词；苏联科学院
院士、地理研究所所长撒伊奇斯可夫来工地参
观、考察，并参加了导沭整沂工程落成典礼大
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又进行了分沂
入沭扩大工程，先后调集临沂、临沭、莒南、
郯城、莒县、日照、苍山、费县、沂水等9县
56万人次参加施工，成立水利大军，综合治理
了分沂入沭河道及两岸的华大沟、李公河、白
马河等也就是这次大会战，在白马河的上游郯
城县境内的岭红埠村东向北开挖至分沂入沭河
水道，从而使白马河的洪水也流入了沭河。至
九十年代，郯城县又在白马河下游清淤，由于
地势的缘故，至今在岭红埠村南的白马河有一
个分水点，一侧向西流入沂河，一侧向东流向
分沂入沭河，这更增加了白马河排泄洪水的能
力。

白马河开挖后，在沿岸广植银杏树固土护
堤。解放后，北涝沟村一带，因为地势偏低，
排灌便利而被列为水稻种植区，如今的郯城县
有了“中国银杏之乡”、“鲁南粮仓”的桂
冠。

白马河
□ 郭 庆 王学师

■ 海岱一方

中兴公司董事会在汉口作出决议：“绝不与日人合作！”并责令连云港分厂经理浦禹峤炸毁码头、装煤机等设备，

用中兴轮船公司“中兴号”、“大宝号”、“盖荪号”三艘巨轮沉船封港，以阻止日军的侵略步伐。

日军侵占枣庄中兴煤矿始末
□ 秦绪颜 华 光

创建于1878年的中兴煤矿公司，到1936年已
成长为拥有3座大型近代化矿井和台枣、台赵、
临枣3条运煤铁路，兼营中兴轮船公司等资产超
过千万元的大型综合型企业。这块香气四溢的
“肥肉”，引来日本入侵者垂涎欲滴，并于
1938年占领了中兴公司。直到1945年10月25日，
铁道游击队受我鲁南军区委派，在津浦路微山
湖畔举行受降仪式，枣庄一带700余名日军低头
缴械投降，枣庄矿区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与英国松白煤相仿的优质煤

中兴煤矿公司创建于1878年，最初定名为
“峄县中兴矿局”。这是李鸿章亲自支持创办
的第三家洋务民用企业。

经光绪皇帝朱批，清廷选派直隶候补知县
戴华藻为总办，联络直隶候补道张莲芬等一批
官员，会同金铭、朱采等枣庄当地绅商，先后
筹集股银7 . 6万两，购置机器，凿窑出煤。经金
陵、天津制造局烧试，煤质“较日本上等煤尤
佳，与英国松白煤相仿”，“远近争先购
用”。但终因采煤技术落后，于1893年酿成半
截筒子小窑透水事故，造成300余矿工死亡，引
起乡民骚动。1896年1月，山东巡抚李秉衡为平
息事态，经清政府批准封矿。

1897年，德国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州租
界条约》和《山东煤矿章程》，取得了山东境内铁
路修筑权及其沿线30公里内的矿山开采权。中兴
公司所在的枣庄煤田正好位于德、英两国获得津
浦铁路修筑权的沿线30公里以内。条约墨迹未
干，德国人就先后派4批人来购买煤田，皆被中兴
矿局的股东们以《条约》不包括“既开之矿”为由
严辞驳回。

1898年，原中兴矿局股东、天津道台张莲芬，
为防止“外夷占夺佳矿”，在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
鸿章、直隶督宪荣禄、直隶矿务督办张翼等重臣
的支持下，经慈禧太后允准，与德人天津税务司
德璀琳达成议案，复开中兴矿局。1908年，公司股
东会呈报清政府批准，定名为“商办山东峄县中
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兴煤矿公司”)，
改总办制为总理制，张莲芬任总理，成为中国第
一家民族资本独资经营的煤矿企业。

为解决资金困窘，张莲芬以土洋并举起步，
任用出身于底层、有土法办煤窑经验的戴绪万为
协理，先后主持开凿煤窑26座，苦干5年，日产原
煤达300余吨，纯盈利40万元；1905年顺利招股100
万元。到1914年，中兴公司走上了近代化机器采
煤和铁路运销的崭新阶段，日产原煤迅速提高到
700余吨，很快占领了北起济南、南至浦口的广阔
市场。时《中国矿业报告》称：“能与外煤竞争者，
惟山东中兴煤矿公司”。

正当公司蓬勃发展之际，1915年2月1日，
南大井因老窑透水引发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
成499名矿工死亡，矿井被淹。公司突遭重创，
经营急转直下，中兴公司的奠基人张莲芬忧虑
成疾，于当年病世。

纯中国人的煤炭公司

1916年11月26日，中兴公司在天津总部召开
董事会，推举朱启钤为代理董事会长；1918年
被正式推举为董事会长兼总经理。朱启钤曾是
晚清和民国政府的重臣，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
始人，第一个规划改造北京城的人。凭着他的
智慧和能力，为“亟筹救济之法”，一手抓增
产增收，一手抓增加资本。曾先后任过公司董
事会长的徐世昌、黎元洪等人也鼎力相助，亲
自出面联络南北人士，增加股本；驻节徐州的
“辫帅”张勋，一出手就认股银20万两；“东
北王”张作霖认股6万两(注册长子张学良为股
东)。数年间，中兴公司“股票声价日高，一闻
有添股之举，则投资者纷至沓来”。1922年，

中兴公司股本就招足750万元，加快了矿井建
设。1924年，中兴公司资产增至917 . 1万元，产
销两旺，成为仅次于开滦(中英合资)、抚顺(中
日合资)的中国第三大煤矿。

1925年后，军阀混战，铁路营运陷于停
顿，导致煤矿停产，天灾人祸使公司陷于破产
的境地。1928年11月，中兴公司改组董事会，
董事会长朱启钤不再兼任总经理，推举江浙财
团首领、政学系代表人物钱新之担任总经理。

在钱新之的主持下，借重银行财团的实
力，公司发行债券，筹得资金，逐步恢复了生
产。1933年，公司先后垫款175万元，建成铁路
和运煤码头。1937年7月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
了中兴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推举黎绍基(黎元洪
之子)为董事长。除运销煤、焦外，同时承运其
他大宗货物和客运业务，轮船可直达日本、吕
宋等东南亚和欧美各国。

通过上述一系列举措，中兴公司步入了它发
展的鼎盛期。1936年生产原煤达182 . 37万吨，运销
量69万吨，利润446 . 2万元。这时的中兴公司，已拥
有3座大型近代化矿井和台枣、台赵、临枣3条便
利的运煤铁路，并兼营中兴轮船公司、鼎中盐业
公司、开兴城煤业公司、连云港和上海白莲泾码
头、沿运河29个分销厂和机修厂、发电厂、和兴钢
铁厂、永兴炼焦厂、洛口木材厂、水泥厂、农场、学
校、医院等资产超过千万元的大型综合型企业，
正如《连云港扩张计划》中所云：中兴煤矿公司以
优良的煤质、巨额的产量、便利的交通，成为中国

“最大最强盛”的“纯中国人的煤炭公司”。

日本入侵者觊觎已久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寇逐步控制了东三省
的经济命脉，接着又抛出了《北支那经济建设
计划》，步步向关内渗透。以“煤多质佳”著
称的中兴公司自然成了它争夺的目标。

1915年2月，中兴公司发生南大井透水事
故，矿井被淹，急需借债恢复生产。这时，日
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乘虚而入，假借到枣庄参
观为名，与中兴公司多次交涉，以放弃与德国
人合作、雇用日本技师及会计监督员等为条

件，可达成借款意向。由于德国公使严辞抗
议，日方的企图才未得逞，但他们一天也没有
放弃其侵略计划。数年间，北支那经济调查
所、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日满富业协会等各路
经济特务蜂拥枣庄，以各种身份、各种借口窃
取中兴公司的情报，连篇累牍地报送日本侵略
军本部。同时，日本东京瓦斯会社、八幡制铁
株式会社、广岛瓦斯电轨株式会社，极力拉近
和中兴公司的交易，大批进口枣庄的煤炭。日
本东京瓦斯会社的社长竟公然对中兴公司的押
运员李秉坤叫嚣:“中国是我们的，中兴公司将
来也要归我们管！”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侵。汉奸
王朝宗组织“北平治安维持会”，妄图拉朱启钤参
加，遭到严辞拒绝。眼看日军已迫近鲁南，中兴公
司为保护矿井，佯装已将公司卖给德国礼和银
行，在办公大楼油绘上德国旗帜；谁料油漆未干，
即遭到日军10余架飞机轰炸。1938年3月18日，中
兴公司被日军占领，办公大楼上升起了日本的膏
药旗。23日，日军任命大桥小太郎为矿长，机修
厂、发电厂、收支处和各工段也委派了日军头目，
对矿山全面实行了军事管制。

日军入侵之前，公司办事机构已迁往武汉，
矿井全部停产。1938年4月，中兴公司董事会在汉
口作出决议;“绝不与日人合作！”并责令连云港
分厂经理浦禹峤炸毁码头、装煤机等设备，用中
兴轮船公司“中兴号”、“大宝号”、“盖荪号”三艘
巨轮沉船封港，以阻止日军的侵略步伐。5月，日
军指使伪华北实业部数次致函中兴公司上海总
部，通告限期回矿，填表登记。公司始终不予回
应。日军急于“以战养战”，遂将中兴煤矿公司更
名为“中兴炭矿营业所”。为驱使矿工下井，日军
不惜利用地痞流氓组织的“维持会”、“宣抚班”、

“流动自卫团”等汉奸特务组织，对矿工威胁利
诱，强行抓工。据《矿史》记载，至1943年，就从山
东、河南等地抓来外工16389人、里工3267人。劳工
一进矿里，便被关进四周设有铁丝网的“窑户铺”
里，大门有日军和矿警站岗，行动有特务监视，
上下井有军警押送，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

为了加紧掠夺煤炭，日军竟提出了“以人换
煤”的口号，在矿井下胡挖滥采，吃肥丢瘦，穿煤

洞，放围场，连护巷煤柱也被盗采，严重破坏了矿
山的煤炭资源，致使伤亡事故不断发生。1944年，
北井一次放围场冒顶事故，就造成34名矿工死
亡。据采矿处统计，在日军“以人换煤”的增产运
动中，就有400多矿工死于生产事故，2500多人终
身伤残。

从1899年到937年的38年间，中兴煤矿总计
采煤1914万吨；而日军仅7年零4个月，就在矿
工的累累白骨上，盗取了1333万吨煤炭，或由
连云港运回日本，或运往东北昭和制铁所，用
以制造枪炮再来屠杀中国人民。

日本侵略者残害抗日志士的罪行，更是罄
竹难书。1939年12月8日，“宪兵队”抓捕枣庄
矿区地下党支部书记鹿广连扑了个空，就把鹿
广连怀孕在身的妻子徐德兰和她不满两岁的儿
子抓进“宪兵队”。徐德兰坚贞不屈，骂声不
止。宪兵队长冈村兽性大发，竟命令于大年除
夕将徐德兰剥光衣服，绑在矿西南门外的木柱
上，先是活活劈死了徐德兰不满两岁的儿子，
又将徐德兰剖腹杀害。1943年9月30日，鹿广连
同志在“反扫荡”中壮烈牺牲，又被日伪军割
其头颅，挂在矿西南门外示众……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广大抗日军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侵略，反掠夺，
对日寇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经过八年浴血
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5
年10月25日，铁道游击队受我鲁南军区委派，
在津浦路微山湖畔举行受降仪式，枣庄一带700
余名日军终于低头缴械投降，使枣庄矿区重新
回到人民的怀抱。

1949年10月，周总理亲切接见了朱启钤和
黎绍基，详细询问了中兴煤矿公司和中兴轮船
公司的情况后说：“中兴公司的资本家是爱国
的。”1956年9月28日，中兴煤矿公司实现公私
合营，改称为公私合营枣庄煤矿；1958年8月16
日改为国营枣庄煤矿。如今，在百年中兴这方
土地上发展起来的枣庄矿业集团公司已成为跨
国界、跨行业的现代综合性大型企业，2012
年，产煤达2617万吨，企业收入达512亿元。成
为全国重要的煤炭基地和全国十大商品煤出口
基地。

晏婴

中兴公司台枣铁路使用的蒸汽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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