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孕育了生命，水孕育了文明，水也孕育

了城市。 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都与水相生相

依。 天津更是一个与水血脉相连的城市。“九

河下梢，天子之渡”，这些对天津的诗意描述，

无不提示着这座城市与水的不解之缘。“七十

二沽”同样也是一种对天津特色自然和历史的

代表性解读。

虽然“沽”字本义为水，但“七十二沽”的

“沽”不是简单的对自然之水的描述，而是在纵

横交错的水网之上，概括出天津人文发展的精

彩结点。“七十二” 也未必是一个精确的数量

统计，而更可能是对数量繁多的一种象征性描

述。

“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

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 ”直沽、大沽、

葛沽、汉沽……每一个“沽”都代表着一个与水

相伴的生机盎然的聚落，记载着天津不同时期

发展演变的精彩故事，也折射出中国历史发展

的一幕幕生动场景。

“七十二沽”记载着津沽聚落的生长。由于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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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退海之地，河网密布，加上海潮上侵，所以天津历史上一

直是制盐的天然宝地，特别是直沽、汉沽等大河沿岸具备

优越的制盐条件。 早在金代以前，就出现了沿河设灶煮盐

的营生。 元朝指定在三汊沽创立盐场招户煎造，使得直沽

地区成为北方的盐业中心。 汉沽地区自汉代起就已经是盐

业重镇， 至今仍然保留着大面积的盐场。 咸水沽、 葛沽

……，海河两岸“万灶沿河而居”，使得这里成为盐业重地。

盐业成为支撑天津聚落生存发展的产业，西沽一百多米长

的盐店街就曾是盐商聚集之地，他们在天津发展过程中产

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七十二沽”给天津带来了繁华兴盛。 发达的水系和入

海口使天津成为水路运输的重要通道和枢纽。 泥沽口由于

是三大河系的入海口，从唐代起就成为接纳海运军粮的重

地，从此有了军粮城。 随着金元先后在北京定都，天津更成

为京畿门户，大量物资从南方源源不断地经过直沽运往京

师，航运的繁盛使天津真正成为了商贾云集的都会。 元代

诗人写道：“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生动描绘了漕运带

来的空前繁荣。 至明代定都北京以后，天津做为卫城进入

了又一个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 清代史料评价天津“名虽

为卫，实则即一大都会所莫能过也”。 及至近代，天津又成

为了通商口岸。 三千吨的外国货船从大沽口径直上行到市

中心，沿河两岸、大小直沽遍布码头，运输、制造、金融蓬勃

发展，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城市在这里诞生。

“七十二沽”见证了津门的兵戈征伐。 北宋与辽以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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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刀兵对峙，港沽寨、泥沽寨、葛沽上演过杨家将的故事，

驻军屯田使本来贫瘠的土地逐步变成良田。明代为了拱卫

京畿，天津先设卫后筑城，揭开了城市建设的序幕。大沽口

自古即是海防重镇，被称为“海门”。 历史上素有“南虎门，

北大沽”之说。因为是入京咽喉，所以历朝历代倾力建设海

防。 大沽口炮台是鸦片战争浴血抗击外辱的精神象征，只

可惜最终难以逆转封建王朝的衰落命运，未能抵挡西洋的

坚船利炮，在一纸合约下顷刻间灰飞烟灭。 残破的遗迹让

人扼腕叹息，反思历史不堪回首的一页。

沽水使天津开放包容。“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粟越布满

街衢”，运河交汇，海陆衔接，随着物资商品而来的是多种

文化的交融。 听听那源自安徽的天津方言，看看江浙格局

的四合院，让人相信天津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 开

埠之后，西洋船舶载着现代工业文明源源不断地在这里登

陆，与东方文化不期而遇，激烈冲突的结果是精彩的中西

合璧。 在一般人看来是“西洋景”，但仔细琢磨就会发现已

经融入浓浓的东方韵味。 九国租界的各色洋楼争奇斗艳，

这里既有李爱锐、胡佛穿梭的身影，也有袁世凯、冯国璋暗

战的行踪。

沽水使天津领异标新。 洋务运动随着国门的洞开在这

里艰难起步，机器局、造币厂、劝业工场等，开启了现代民

族工商业的进程。 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西学学堂（天津大

学前身）、北洋水师学堂、北洋医学堂、南开学校等开辟了

现代化教育的天地，培育无数中流砥柱。《大公报》、《国闻

3



报》、《益世报》等媒体在天津引领潮头，启迪国人心智。 李

鸿章、袁世凯、周学熙、严复、严修、张伯苓……在天津实践

他们改变中国的梦想。

沽水使天津平易淡泊。 在这里，生活节奏变得轻松惬

意、安定舒缓。 亲情凝聚总是重于打拼奋斗、社交应酬。 天

津人的性情就如同这些静静流淌的河水， 恬淡、 平和、亲

切、淳朴。 即便是政商名人，一入津门也隐居在深宅大院之

中。 人们一边感慨城市似乎缺少喧闹熙攘的活力，一边也

不舍得放弃这越来越稀有的温馨感觉。

沽水使天津婉转灵动。 自古以来，这座城市与艺术就

如影随形。 汉沽的飞镲、葛沽的宝辇花会一代又一代传承

着民间的创意和欢乐。 戏曲、相声、曲艺沿着水陆汇集至

此，让南来北往的有识之人品头论足。“北京学艺、天津唱

红”，这里是艺人成角之前的最后一个考场。 西学东进带来

了西方现代艺术，使天津从“鱼盐武健之乡”变为“文明声

明之地”。 话剧在这里首开先河，电影从这里走向大众。 浓

厚的艺术氛围和肥沃的艺术土壤，造就了李叔同等一位又

一位大师。 当代从天津走出的不可胜数的歌唱家，是不是

得益于沽水的滋润呢？

沽水是天津的基因，更是天津的灵魂。 虽经沧桑巨变，

津沽大地依然到处可见沽水留下的深深印记。 如今海河两

岸已经给直沽注入新的活力，滨海新区让大沽以开放的姿

态展现拥抱世界的胸怀。

现代化的浪潮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似乎要用它荡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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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豪情， 抹掉这座城市的脉和根。 可是当喧嚣平

息，躁动落幕，我们会不会在无尽的失落中怅然，寻找

“七十二沽”在内心深处的积淀，发现那才是赐予我们安

定自信的源泉？

本书作者长期在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工作，一边描绘

着城市发展的蓝图，一边不忘探寻城市深厚的文脉。 特

别是对天津的历史沿革、地名文化进行着长期的研究和

积累。 作者对这些资料做了系统化的整理，从一个角度

对“七十二沽”进行解读，以使更多人能较为全面地了解

这一内容。 也许并不权威，也难免有遗珠之憾。 但令人

感动的是，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像作者一样，热心于收集

整理天津的历史文化资料，并致力于城市历史文化资源

的发掘和保护。我相信这样的力量会推动我们的城市在

迈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同时， 依然能牢固自己的根基，

自信地展示自我个性，从而给现代化和国际化添加精彩

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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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天津诗人查昌业的《即景》中曾这样描绘海河两岸

的景色：“寻芳步步踏青来，柳外何人筑钓台？ 七十二沽春水活，

午景声里野桃开。 ”同样是清代的天津诗人梅小树为鼓楼撰写的

楹联也形象地描绘了天津这一景象：“高敞快登临， 看七十二沽

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 ”二百多年前的天

津野景，早已不复存在，但“七十二沽”作为地域名称，却流传

至今。

天津所谓七十二沽，名声大的如城西北的丁字沽、西沽，城

东北的小直沽，东、西泥沽，海河入海口的大沽等。 有人说，天津

地名之所以号称七十二沽，是因为沽水①穿境而过，沽水两岸村

庄多以“沽”为名。 那么，天津号称九河下梢，哪条河才是沽水呢？

有人说是蓟运河，有人说是北运河，还有人说是潞河，莫衷一是。

那么，我们不如先来看看九河是哪九河。

一、九河下梢

天津九河下梢中的九河是指哪九河？ 其实，这里的九河是一

种泛指，即言河流之多。 现在的天津位于海河流域下游，是海河

第一章 沽水寻踪

① 又叫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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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支流南运河、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的汇合处和出

海口，同时还有子牙新河、独流减河、永定新河、潮白新河、蓟运

河在天津汇集入海，可谓河海之要冲。“九河”之说《禹贡》即有记

载：“北有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降

水即为漳河， 是由于漳河上游支流有名降水者， 合流后可以互

称。 禹河即为《尚书·禹贡》中所记载的河道，是有文字记载的最

早黄河河道，这条河道在孟津以上被夹束于山谷之间，几无大的

变化。 在孟津以下，汇合洛水等支流，改向东北流，经今河南省北

部，再向北流入河北省，又汇合漳水，向北流入今邢台巨鹿以北

的古大陆泽中。 大陆泽位于广阿、宁晋、隆尧一带，越过这些地方

后，“播为九河”。

《禹贡》一书两处提到“九河”，除在描绘冀州篇目中提到该

河外，还在在兖州篇目中有“九河既导”之语。 禹河是大禹导河时

厮二渠中的一渠，另一渠是导河以前的黄河原有河道，由兖州入

海，地在齐国西北界的无棣，今渤海湾西岸南段，那里也是地势

低洼平衍，河渠纵横密布，九河正是指这种地理环境。 所以“北播

为九河”，是说禹河进入冀中平原后，分成很多支流，这是冀中平

原沟渠纵横、淀泊星罗的历史写照。

禹河在分成很多水流后，入海时又汇聚到了一起，所以《禹

贡》又称“同为逆河入于海”。逆河的得名，也是由于地理环境。禹

河入海在天津，而初成陆的天津平原极其低洼平缓，潮汐现象突

出。 远道到此入海的黄河，源远流长，尤其在经过太行山东麓北

流时，汇纳了出自太行山区的大部分河流，水大势盛。 一方面是

茫茫海潮强劲上溯，另一方面是滔滔河水沛然下泄，在禹河河口

段所在的天津平原上，形成海潮和河水往回相逆的自然奇观，逆

河之名由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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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汉末天津洼淀示意图

注：1500年前雍奴薮（今宝坻、宁河至天津）。 即鲍丘水的下游多数是“往往迳
通”，加上地势平坦形成洼淀区，即所谓雍奴薮（九十九淀）；在天津沿岸入海的其他河
流，特别是滹坨河的下游亦是“往往迳通”形成洼淀区（当时的洼淀区的标高大约 1~2
米。 现在该地区标高 5~10米左右———大沽水准）。

该图参考《水经注》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

九河之地、逆河之域的天津平原，不利于生产开发，但水草丰

茂，成为适合麋鹿等动物繁殖、栖息的场所。 麋又称“四不像”，是一

种喜欢在水草之交生活的食草动物，所以有“河兽”之称。

《史记》载，周惠王十三年（公元 664年）中国古代少数民族

山戎①侵燕②。 燕求救于齐国。 齐桓公认为助燕抗戎是其“尊王攘

夷”、图霸中原的良机，遂于十四年初，亲自领兵入燕，击退戎军。

燕庄公十分感谢齐桓公，亲自送至两国边界。 此时，燕齐两国间

① 又称北戎。
② 北燕国，都蓟，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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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疆界原是黄河，可是当齐桓公、燕庄公的大队人马通过时，竟

未发觉边界所在。 当齐桓公发觉时，已越过齐境一百余里。 齐桓

公恪守“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之礼，把禹河以南的土地，包

括今天津海河以南至沧州附近， 割赠给燕国。 这就是齐桓公救

燕。 可见燕齐疆界当时遍地水潦，连主河道也难以辨认。 这也是

天津行政归属的最早信息。

二、沽水源头

沽是一条古河名，《水经注》称沽水。 明永乐二年设天津卫，

后增设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整个地区称为直沽。 所谓的“沽”，

是在这里流入大海的小河的名称。 上古时期，此地为滨海荒地。

潞河与卫河于此汇合流入大海。 沽河故道在今通县以东，并有东

西之分。 东沽河即今潮白河、蓟运河等，西沽河即今北运河、海

河。 此外，对于沽还有两种解释：一说，沽字当水字解，水边河岸

的村庄多叫沽；一说，沽字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称河流

为“古水”，古水两字合为沽字。 所以沿沽河两岸的村庄名称多带

有沽字，像三汊沽、小直沽、大直沽、塘沽、汉沽等。 自古以来，天

津号称有七十二沽，许多村庄都以沽取名。

《水经注》称，沽河发源于塞外，在御夷镇①西北九十里的丹

花岭②下，往东南流，大谷水注入。 大谷水发源于镇北大谷溪，往

西南流经独石北界，再往南流，九源水注入。 九源水来自北川，左

右两边有八条小溪汇入，合成一条，因此有“九源”之称。 水往南

流，到独石注入大谷水。 大谷水又往南，流经独石西面，再往南流

① 今云州猫峪南。
② 今河北坝上沽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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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御夷镇西面。御夷镇是魏太和时为防北狄而设。大谷水再往东

南流时，尖谷水注入。 尖谷水源出御夷镇东北的尖溪，往西南流

经镇城东面，往西南流，注入大谷水，乱流往南注入沽水。 沽水又

往南流出峡谷，有两座城夹岸对峙，人们称为独固门。 因为这里

有险要难攻的地形可以依靠，易于固守。 两旁岩石壁立高耸，而

中间则可以通过，犹如门户，因而得名。 沽水又往南流，在左边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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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隋代海河水系形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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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干溪水。 干溪水引北川往西南流，经一个老亭东面，又往西南

注入沽水。 沽水又往西南流经赤城东面。 赤城位于山丘上，城下

便是深涧，溪名也因城名而改变，因此亦有赤城河之称。 赵建武

年间（335—348年），并州刺史王霸被燕国打败，曾退守赤城。 沽

水又往东南流，与鹊谷水汇合。 鹊谷水有两个源头，南面是阳乐

水，发源于且居县。

据《水经注》记载，沽河源头的御夷镇西北九十里丹花岭应

在塞外，即长城以北，但离长城不会太远。 御夷镇曾为北魏六大

军事重镇之一，属今赤城县。 赤城县位于北京北部，河北省西北

部，潮白河水系白河流域，北依坝上草原，南邻北京。 全县总面积

5287平方千米，周长 420千米，列张家口市第一位、河北省第四

位。 县辖 9镇,9乡，440个行政村，1318个自然村，28万人口，其

中农业人口 25.8万。 赤城古为黄帝部族缙云氏地。 汉置女祁县，

北魏设御夷镇，唐置龙门县。 明置卫、所、堡，清设赤城县，历代即

为兵防重镇，自古就有“宣府肩背、独石咽喉”之说。 长期以来又

是长城内外主要贸易集散地。

沽水的一条支流阳乐水，世人称为横水，又称阳田河。 往南

流经大翩山、小翩山，过女祁县老城南，流向东南与候卤水汇合。

候卤水发源于西北山，往东南流经候卤城北面。 候卤城在居庸县

西北 100千米，太和年间（477—499年）改名为御夷镇。候卤水往

东南流时，在女祁县注入阳乐水。 阳乐水在赤城西面折向城南，

然后往东南流入赤城河。 赤城河接着往东南方向流去，向西与高

峰水合流。 高峰水发源于高峰戍东南面，水往西南流后，向东

南，入沽水。

沽水流经渔阳县老城西面，向南流时汇合了七度水。七度水

发源于北山黄颁谷，因此又称黄颁水。 合流后往南流，渔水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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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水发源于渔阳县东南，源头泉水往西流经渔阳县老城南面。 应

劭说，渔阳县在渔水之阳。 查阅其他地理著作，都没有这个说法，

但沿着河流探寻，却又确实从那里流过。 如今渔阳在渔水之阳，

与应劭说法相符，渔阳的地名应是由此而来的。 秦调派乡里贫民

驻守渔阳，指的就是此城。 渔水在往西南流时，注入沽水。

渔阳县，一说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 283年），燕大将秦开

击退东胡，并在此地设郡县，郡县址在今密云县统军庄村南的南

城子。因其位于渔水①之阳，故郡县称之为渔阳。王莽时改称得渔

县。 东汉恢复为渔阳县。 西晋初，郡、县均废，改属燕国，后又复

郡、县之置。 故城在今怀柔县梨园庄东南。 北齐废。《地理志》存

此说。 另一说称，秦设置无终县，故城在今天津市蓟县，其西北部

在今北京市平谷县境。 隋改置为渔阳县，隶渔阳郡，郡、县同治，

即今天津市蓟县。唐改渔阳都为蓟州，渔阳县隶之。明初，省渔阳

县入蓟州。 民国初年，蓟州改为蓟县。

三、鲍丘水

与沽水密切相关的，还有鲍丘水。

《魏土地记》说，城南五里有螺山，水往西南注入沽水，沽水

又在南面流经安乐县老城东面。 往南流过渔阳郡狐奴县北面，往

西南与湿余水汇合，称为潞河；沽水往西南流经狐奴山西面，又

往南流经狐奴县老城西面。 沽水又南流，阳重沟水注入。 阳重沟

水发源于狐奴山，转弯往南流经狐奴城西面，这就是王莽时的举

符。 阳重沟水傍着城边南流，在右边与沽水汇合，沽水又往南流，

① 现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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