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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序

主编李洪岭教授，是我的挚友、好兄弟，当我知道他受一级组织委托写《禹城

南街志》时，也非常高兴，并表示全力支持。一是我早对禹城南街有深厚的感情，再

是我相信洪岭老弟能写出真实的南街，能把街风之淳朴、环境之和谐、民众之团结、

村民之睿智勤劳及南街人宽容纳士的风尚、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厚德载物的高尚品

德、战胜困难的非凡勇气、 改革创新的聪慧才智写出来。

我对古史哲、地理特感兴趣，早闻知现禹城老城南街地面，是古时候禹迹大丘的

南麓，早在4000年以前就是宝地。 西面有黄河水由南向北奔流，北面有漂水河由西南

向东北缓缓入海，南面有高津水缓缓而至。 北、西有疏水、挡风、防止侵袭的屏障;

南、东有肥沃士地、丰茂森林，阳光充足，风和日丽，是人类栖身的物华天宝之地。

自古至今，帝王、精英在临此地者众多 。 其后多有人才辈出，翰林刘氏家族兴旺375

年，成为典型的例证，在南门大街矗立380多年的皇赐龙凤牌坊，是南街兴旺的象征。

洪岭弟虽然一贯处事低调沉稳，但是也有感情激动不已时。 2014年仲夏的一天晚

间 10点，我已经准备入睡，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让我到他家去一趟。 我到他家后，方

知他正在为得到翰林刘氏家谱而兴奋不已 O 这可真是无价之宝啊!里面详细记载了明、

清时期刘氏家族史，其中有12篇皇帝浩命、政封稿件，洪岭弟、马鹏举讲师，对其内

容作了详细注解。 已经69岁的我，看了刘氏族i普及注解点评，也兴奋起来了， 一口气

看了两个小时，其后我们又兴奋地议论稿件，不知不觉到了夜间2点，在我夫人二番五

次的电话急催下，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他家。 回家后还是兴奋的不能入睡，其后竟闹

的两天身体不适O

还有一次，副主编马鹏举把明朝万历年间翰林刘士骥的"陈蝉轩草"文集给我

看，里面有300余篇诗作、诏书、上表、奏章、敷封、 i告命，情真意切，韵律准确完

美，诗句如歌如画，情调婉转缠绵，令我陶醉，激情洋溢之时，又是昼夜难眠。

《禹城南街志》编写过程中出现变故， 一度陷于中断，我深感半途而废太可惜。

写出具有正能量的方志，是我辈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我重新组成写作班子，全面支



O 禹迹南麓志

持编志工作 。 为了能更全面地写出古今发生在南街地面上的故事，特将书名更定为

《禹迹南麓志)) ，前后内容没做大的变动。

洪岭老弟带着情感主编这本志书，每逢写到精彩处，总是情不自禁地先让我看一

遍，特别是"中国五香脱骨扒鸡的起源与传承"及"养蜂人家的激情赞歌"两段，令

我百读不厌，也算是一种情操陶冶与享受吧!

全稿完成后，洪岭老弟让我审阅，我也是熟读多遍，爱不释手。 老弟及参与编写

的丁志峰副主任、马鹏举副主编及众编委，都要求我作序，我也愿意评论几句，特作

序言，以表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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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科技职业学院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国材

2015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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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概述

鲁西北重镇禹城市，曾是大禹治水的指挥中心，有禹息故城城堡而得名 。 明朝

万历二十七年( 1599 )圣上钦赐，禹城镇南街建修"秘书承恩"刘家牌坊，以表禹

城南街籍人士徽仕郎、通议大夫刘贵、陕西按察使刘中立父子之功德， 一时间，贤

哲书圣、达官贵人、侠客义士、能工巧匠、商家艺技等名人多有往来汇聚，禹城镇

南街成为闻名晋冀鲁豫的重镇旺街。 万历二十五年，刘士骥任翰林院检讨，禹城镇

南街又成为才子辈出的文化名镇 。 至清晚期，禹城南街人王明奎创造出"五香脱骨

扒鸡"制作工艺，后流传于中华大地，成为中国扒鸡精致工艺制作的原始发源地。

从此，禹城的五香脱骨扒鸡生意通达五湖四海，名扬中华大地，载入1919年《山东

各县乡士调查录)) 0 

康熙十二年，据《山东通史》记载，山东省禹城镇酿造的黄酒，美味甲天下， 实

指流传数千年的禹城镇杨家黄酒店酿造的黄酒，历代被定为进贡皇家的贡酒。 至 1984

年，杨家酒店唯一健在的传人杨同路，投奔南街人安家落户，后在南街人的劝导下，

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把秘方交予国家，并且亲自指导工艺操作，使这一绝迹多年的

美味黄酒，又在中华大地的饮食业斑斓生辉。

今 8 ，禹城境内的文化教育事业、大型重点企业、壮丽豪华公园、高档住宅

区、高档宾馆饭店，绝大多数落户于禹城南街地面，呈现出繁荣富强局面。 人言，

禹城南街"得天独厚，近水楼台先得月 。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o 也算是禹城南街

的真实写照。

一个城镇街道的兴起，固然与它占天时(国家大政方针)、地利有关系，同时又

与祖上厚德文明文化的传承、英杰人物套萃及人们的勤劳、睿智、民风纯朴等，密不

可分。

一、宽容纳士风尚

禹城南街这块热土，水甜土肥、风和日丽，自古至今都是社会精英套萃之地，具



O 禹迹南麓志

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与万物和谐相处的厚德，融会了多民族不同文化的传承。

现在的禹城镇，是公元前3000年前后形成的。 曾是古黄河的南岸大堤，这是一处

高数百米、方圆二十平方公里左右的高丘。 居南街高丘的南麓，属于背靠高地，南面

平川的宝地，曾是西部华夏民族与东夷族沿古黄河相互迁徙的枢纽之地。 因此，自古

禹迹南麓，是贤圣精英义士汇聚的地方，并逐渐形成了宽宏大量、 德厚诚信、容纳天

下有识之士的文化氛围与传统。

公元前2090年左右，东夷族首领虞舜率众由泰、沂山脉向西迁徙，曾在南街驻

足数年，受到生活在此地的有穷氏族款待，并很快相互融合，共同开展兴农、制陶、

建城堡等活动。 曾挖水井数口，现遗留一步两眼井， 一是甜水，一是苦水。 祖传为舜

井，位于现大禹公园东北角的八棱亭子南侧，已成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

公元前2090年-2000年前后，禹城镇地面曾是较发达的高国都城，先是有穷氏族

在此地居住，后东来的有高氏族、西来的薄姑族共同居住，其后融汇为一族，统称有

高族，祖辈在此地繁衍生存。 古代禹城西门名画津，以示对上古画国的垂念。

公元前2087年秋天，大禹率众徒治水来到高国境内，家住在南街的高国首领伯

要(史记大禹治水后曾为舜帝的近臣、音乐官) ，热情接待了大禹，随后带领本族

人积极参与了大禹治水活动，并日在南街设立了治水指挥中心 。 古代禹城南门名称

禹迹门，现位于禹城南街的公园名大禹公园，就是因为纪念大禹住在南街指挥治水

而得名 。

夏朝时期，画国曾是少康复国的主力军，史书记载靡自有面氏，收二国之

烬，以灭泥立少康。 "说的是，高国首领伯靡在高国积极做灭寒准备，收留了斟灌、

斟寻ß两国的残余力量。由于有高氏的参与、斟氏族的奋勇当先，寒?足之乱很快被平

定，并i朱杀寒1足父子于禹息故城西门外。 有高族是平定内乱的主力军，高族的强大势

力，成为少康复国的坚强后盾，也是夏王朝稳定局势的基础力量。

历史著名的面津河，通于南街城外侧护城河，通过护城河穿城而过，护城河北岸

曾是夏朝重臣、 有高族首领伯靡的住地。

商汤灭夏，曾屯兵于高国故城，周武王伐纣也曾在此大会诸侯。 齐、鲁、晋国

称霸，禹城地面也曾是反复争夺的富饶之地，南街一度驻足过很多王侯、将帅级别

人物。

时至明隆庆、万历、泰昌年间，是南街历史上又一繁荣昌盛的顶峰时期 。 文IJ贵 、

刘中立、刘士骥祖孙二人，先后在朝延做官，且非常关心家乡禹城南街的发展，致力

兴办农、学、工、商、建、林、养殖、运输、交通、酿造事业。

刘中立是进士，刘士骥之父 。 刘士骥是翰林，曾在翰林院任观政、检讨，为太

子、皇子的老师。 父子二人都是饱学之士、才华横溢之人，在家乡操办学堂，培养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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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贤哲名家且有真才实学之人。

刘家广纳天下贤能之人，在禹城开办铁匠铺、马车队、酱醋店、药材店、榨油

坊、木作铺、染坊店、贸易货械等。 现在南街很大一部分人的祖上都是明、清时期从

全国各地投奔刘家谋生的能工巧匠，在刘氏家族的妥善安排下得以落户、谋生、繁

衍。 刘家自古有祖训iI ，要尊重匠人、艺人，善待下人，不得慢待客家人，与村民、村

镇乡邻和谐相处，多少年来，这也成为南街的传承村风。

1937年秋黄河决口水淹鲁西北大地、 1961年闹水灾，各地民众纷纷涌进禹城南街

躲避水灾，南街人都尽最大能力给予安排、救济，体现了德厚心宽的仁者风度。

解放初期，农村一些有才艺技术的人进城创业，南街人积极提供方便条件，帮助

安家立业，使他们很快融入南街村民中 。

改革开放前，在外工作的一部分原禹城籍人士，因遭政治迫害，被强制遣送回家

劳动改造，南街都毫不含糊地接收，并且给予妥善安排，尽量保护她(他)们免遭新

的苦难。

改革开放前，非农业户籍限制严格，在政府、企事业、工业、建筑部门的一些工

作人员，夫妻长期两地生活。 南街干部通过落户南街农业户籍，让他们把妻子儿女接

进城里，帮助一大批人解决了进城团聚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 一大批有才学技艺的农村人，进城创业。 初进城市，安家立业困

难重重，户籍无着落，心不安宁。 南街干部全力给予帮助，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改革开放前期， 一些企事业单位相继创建，大家都仰慕南街的良好风尚，因此绝

大多数选择了落户南街。

20世纪80年代中期，禹城市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60年代

初期离家到外地谋生的人们，纷纷要求迁到家乡生活，南街人责无旁贷地统统予以接

纳，并且给予安排宅基、落实户口 。

西街人杨同路，早年参加国民党，官至团长，解放战争时随部队起义。 解放后到

新疆建设兵团工作文革"时入狱。 1978年平反恢复名誉 ， 当时他已经76岁了 。 党

和政府非常关心他的生活，南街人程宪章夫妇接纳了他，细致地照料他的生活。 南街

村委会为他们盖了新房， 一家人幸福地生活着。 杨同路的身体也逐渐恢复健康。

西街杨家自古代起就开黄酒店，现已传承数千年。 相传山东禹城是酿酒故乡，就

是指的杨家黄酒店 。 而杨同路是杨家唯一健在的继承人，秘方都在他的心里记着，如

果他不外传，此酿酒术就绝迹了 。 幸福的晚年生活，使杨同路深深感恩，他最后将秘

方献了出来，传给一个酿酒厂，并亲自指导工艺制作，使这一古老的酿酒工艺流传下

来了。

从古至今，南街以宽容心性接纳各界不同阶层、不同类型人士。 并不是完全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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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贤纳士，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 从而起到了聚集社会精英的效果，

优化了人口结构，带动了南街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高速发展，加快了科技文化进步

的速度，从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时·至今日，禹城市的著名教授、高级工程师、

高级农艺师、主任医师、国家一级演员、高级教师、企业家，创业成功人士，很多都

曾经落户南街或驻足过禹城南街。 这些人士中，很大一部分在人生的低点时期，得到

过南街的鼎力相助，同时这些人的文化修养，对于南街村民也影响巨大。

二、先进创新意识

早在舜、禹、高国时期，人们选择高丘的南麓居住，走出洞穴，伐木筑士搭建房

屋，建成南街。 南街南面一片平川 1 ，北面有黄河水滚滚东逝通海，西面有徒骇河向北

川流不息 。 人们又引进南来的高津河于南街南围，修建津门、桥梁、渡口 。 这样使南

街在干旱时，不但有充足的水源，又能及时排除火灾;涝淹时可避免水灾，同时还利

于网鱼、养殖、种田、交通。 这在当时也是较为先进的生产、生存方式了 。

早在唐乾元年间，南街就有学堂，其后历朝历代，南街都设有学堂。 明万历初年

开始，刘家开办学堂，除了刘家子弟必须上学外，其他姓氏子弟也可以到学堂学习，

后来多有学成考取功名者 。 清乾隆四十六年，知县任增劝谕绅士出资，于南街建起

"迁喜书院规模在鲁西北也称上等。 清朝贡生张清莲，于1914年，在南街建立禹

城县女子国民学校，这是有史以来，禹城第一座县级规模的女子学校。 其后禹城开办

各种类型的女子学习班，师资多数来自女子国民学校。 如今的禹城技工学校、禹城一

中、禹城齐鲁中学，都建在南街，与南街历史上重视教育、文化传承有很大关系。

清末，城北名医菌延佛到禹城开办医药行，禹城南街人张中行无偿赠送基地，建

成医药行。 后行医规模越办越大，至解放后合营到禹城县人民医院。

解放后禹城第一座戏园子就建在南街，后来禹城县吕剧团住地也建在南街。 刘家

后人刘恩、芳 ， 是禹城第一批获得国家一级演员称号的，他是县吕剧团的台柱子，曾任

团长，在山东省文艺界有一定的名气。

现在闻名禹城的接骨推拿师宋同利医师也是南街人。 上推至五辈至清代就是禹

城著名的接骨推拿师、武侠，曾在南街开过武馆、办过推拿培训学校， 声誉佳传禹

城大地。

早在明清时期，禹城南门、棋盘、公安二条大街上，商行、店铺、作坊、会馆、

私塾、学堂星罗棋布， 一片繁荣昌盛景象，尤其晋冀豫商家的进入，更增加了欣欣向

荣的气氛。 其中有山西会馆、 山西染坊店、河南皮货商行、河北骤马市场等。

生产火硝曾是南街的一大亮点，早在清康熙年间，禹城南街就以淋盐闻名，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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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出盐中提取硝的工艺 。 火硝是炸药配制的主要原料，进入清朝末年，国际国内战

争频繁，炸药市场火暴，利润丰厚。 民国初、中期，火硝生产最红火时，南街80%的

农户都从事火硝生产，工艺较为先进，带来了殷实的经济效益。

清光绪十七年，禹城南街籍人王明奎，独创定型五香脱骨扒鸡工艺，这是对中华

民族餐饮文化的又一贡献。 王家祖上原是城北月牙弯人，自明清开始做扒鸡生意，先

是销售五香扒鸡，至王明奎辈搬进城里人籍南街，开始研究五香脱骨扒鸡工艺，经多

次实践，最终研制成功。 如今全国的扒鸡制作，多数仍然沿用此工艺。 国人皆知山东

德州市是扒鸡之乡 ， 实际是指德州市下属的禹城市，也就是禹城镇的南街。 与王明奎

同时制作五香脱骨扒鸡的还有李家和屠家两家，他们都是南街籍人，最初都在南街设

店铺，现已在全国很多地方设置分店。

自古南街祖传工匠多，至清、民国时期， 工匠们的技艺就比较娴熟了，小者有

推车 、 挑担下乡修理器皿者，大者有铁匠铺，还有化银子、铸铜器、修造铁器者。 禹

城著名能工巧匠刘配然，自 20世纪40年代就在南街自己开店铺，修汽灯、补胶胎、修

车、换马草、修锁配钥匙等。 此人聪明、胆子大，为人仗义，只要有需要，就没有他

不敢修理的东西，因此他的生意非常火爆。

解放前后，禹城县第一位电工是南街籍人宋清连高级技师。 1954年，他在火车

站的仓库里搜集到一台破旧汽油机、 一台发电机。 他竟然用此发起电来。 这是禹城有

史以来，第一次用机械发电。 从此禹城的戏园子淘汰了汽灯，同时也可以用电放电影

了 。 后来禹城人都称呼其为宋电工、电老大。

南街是禹城县最早重视机械化的村级单位 也是最早购买柴油机、拖拉机的村级

单位，并且是机械使用率提升最快的村级单位。 早在1963年，政策刚刚允许，南街大

队就购买了一台拖拉机，后来逐渐增多，直到建立起运输队。 南街人杨成德，是禹城

县最早成名的机械师。

南街卓有成效地改造盐碱地，也是对鲁西北农业的一大贡献。 地处华北大平原

中部的鲁西北平原，自古土地肥沃、水源丰富，是盛产粮棉麻油的富饶地区 。 但在

1960-1964年，此地盐碱地泛滥、水灾连绵，成为鲁西北穷三区。 此4年中，禹城的农

作物大幅度减产，盐碱泛滥成灾，庄稼苗成活率非常低，成活后的小苗，也极容易被

碱死。 当年整个鲁西北地区，乃至联合国与中科院成立的改碱试验组织，都投入了大

量人财物力进行改碱，但成效甚微。 1962年春季，五队社员宋玉山升任五队队长。 此

人祖上就是种地能于，祖籍长清县人，明朝末年，投奔刘氏家族，后在禹城镇南街谋

生繁衍，祖辈在刘家负责耕种事宜，种地经验丰富。 宋玉山上任后，即刻研究土地泛

碱的原因，发现地下水位过高，在地下0.6一1.2米范围，成死水状态，是地表面泛碱的

主要原因 。 他于 1964年，带领大家治理盐碱，采用了深挖梯田沟放水的d力、法，把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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