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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大沽河，青岛地区的母亲河!

大沽河水昼夜不息地流淌了几千年，她滋润了沿河万顷良田，

哺育了沿凋众多百姓:她载荷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撒播着无数美

妙动人的故事.

然而，在漫长的岁月里，大沽河也给沿河百姓带来过灾难。

汛期来临，咆哮的河水冲决了堤坝，淹没了禾苗，卷走了禽畜，

摧毁了农舍，人们对着汹涌的河水长吁短叹!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对大沽河

进行了多次治理.在河上修水库，建拦河坝，筑堤造林，铺设引

水管道，除害兴利，把甘冽的大沽河水送进了青岛市区的千家万

户。大沽河，真正成了青岛人的母亲河!

可是，这千秋功过谁与评说?

卢正春，一个在大沽河边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孩童时，便

听老一辈讲述发生在大沽河岸边的故事。他为侵略者在沽河岸边

的暴行而紧握双拳，更为沽河儿女为抗击侵略者争取自由解放而

英勇奋斗的精神而热血沸腾。稍长一些，他和伙伴们一起在大沽

河里摸过鱼，捉过蟹:在沽河岸边的丛林中摘过野果，挖过野菜。

他和大沽河有着不解之缘.他参加工作后，始终没有离开过大沽

河，他目睹了大沽河两岸日新月异的变化，一座座新兴的小城镇

象一颗颗明珠镶嵌在沽河两岸，一个个高新农业园区的建成给沽

河两岸增加了新的风采。更使他兴奋的是他亲自参加了沽河岸边

的建设，并成为保护母亲河青年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他对大沽

河充满了热爱之情，同时萌动了一个念头z 写一本书，让更多的

人了解大沽河，保护大沽河。

全国续修地方志工作启动后，即墨市形成了各级、各部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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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地方志的良好氛围，卢正春终于找到了实现自己凤愿的机遇。

在史志部门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他利用节假日和公休时间，沿

河徒步 20∞余公里，一面实地考察，一面访问知情人:他查阅了

各县、市地方志书等近千万字的资料，历经四个寒暑，七易其稿，

终于写出了 30 余万字的志稿。因受条件所限，在志书内容上难免

详此略彼，有所遗漏，因而未敢称志，而名之曰《大沽河志略))，

候后之有志于此者拾遗补缺，使之更加完备。

卢正春现在是大沽河岸边移风店镇政府的一名普通干部，他

对家乡无比热爱之情慷，对事业执着追求之精神，都使我深为感

动。故值此《大沽河志略》付梓之际，赘述数话，以示祝贺。是

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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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大沽河历史悠久，千百年来，她用隽丽的玉体润泽着世世代

代的青岛儿女，沿岸林立叠缀的文化古迹及秀丽景点更为青岛大

地注足了灵气。

但对于自己的母亲河各方面的情况，人们知之甚少，到目前

为止， 3000 多年来没有一本系统介绍大沽河河情的书刊出版，有

关介绍她的文章也是寥寥无几，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近日，

笔者欣闻z 市作家协会会员、移风店镇党政办副主任卢正春，从

1998 年起便着手对大沽河进行考察并撰写有关篇目，业余时间徒

步 2000 多公里对沿河的古迹遗址进行考证，走访专家及两岸知情

人士 340 多人次，历时四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 30 多万字的《大

沽河志略》书稿的编写，不日即将问梓山版。

卢正春， 1965 年出生于大沽河下游东岸移风店镇荒洼村，这

个文化底蕴浓厚的村落，四近大沽河，南靠流浩河。孩童时，他

和邻家的孩子结伴剿野菜，常常登上流浩洞的铁路大桥，俯观两

岸翠绿欲滴的片片柳林，闻赏端急的哗哗流水，留恋声声不断的

悦耳鸟鸣……和亲戚家的小弟、哥哥们常常结伴在大沽河摸蛤蝴、

游泳嬉戏……玩累时，躺在河沙上，睹赏碧波鱼游……伙伴们聚

在一起谈理想时，他谈得最多的是氏大后，也能像作家一样，写

出自己家乡的美，道出心中的故乡情。

参加工作后，少年时的理想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开始萌动。

推介大沽河，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她、拥抱她、保护她，这一责任

感时时压在他的心头。他也将此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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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春天，完成了在村庄担任挂职党支部书记任务后，卢

正春开始实施著书推介母亲河的计划，他利用业余时间，沿河逐

村逐点进行考证，搜集写作素材，休息日则往返 80 多公里，到即

墨查阅相关资料。近年来他系统翻阅《即墨县志》、《平度县志》、

《莱西县志》、《胶州县志》、《青岛市志·水利志》等志书。有时

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在查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深入到民间进

行调查论证。"挂甲树"是大沽河下游著名的古迹景点，其流传来

历众说纷纭。为了向读者客观公正地进行介绍，他在大量查阅《资

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史料的同时，到"挂甲树"所在的张家

村多次召开老龄人座谈会，搜集民间传说，进行综合分析，最后

才落笔撰写。"铜傅家、铁徐家，莫斯科在朱家"是流传在大沽河

下游一系列脸炙人口的抗日斗争故事。为了让这些颇具教育意义

的民间口头故事珍品，长久流传下去，教育后代，激励青少年的

斗志，卢正春遍访了傅家、徐家沟、西朱家庄、孙家、矫家庄、

女儿村等十多个村庄的 21 位当事人和他们的后代，设出章节进行

介绍。由于人们的护河意识差，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在河堤上时

有所见，为了警示人们，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 2002 年国庆长假

期间，他徒步 640 多里，沿河从即墨移风蓄水坝徒步走到大沽河

胶州湾入口处，进行实地考察，撰写专文，提醒人们。一路上他

发现不爱护母亲河的现象屡见不鲜，倚坝制砖者有之，取滩士制

瓦者有之，乱扔、乱倒各类垃圾者有之……种种不法行为，深深

刺痛卢正春的心，也更加增强了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推介母亲河，涉及的面广、最大，是一个比较大的研究课题，

如果单个人专心投入，也将会面临取材、论证等重重困难。而卢

正春面临的困难更大，他作为一名在职的国家公务员，多年来一

直从事办公室工作，迎米送往，撰写公文材料，工作量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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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业务工作干到晚上 12 点是常有的事。尽管如此，他没敢忘记

自己的诺言。他给自己约法三章:业余工作必须挤业余时间来干，

不占用一分钟的工作时间。他常常晚上业务工作加完班后，呻口

茶水，歇上一会儿，再铺开稿纸撰写介绍大沽河的文章。一年年

过去了，打了多少通宵他无从记起，有时干到深夜 12 点实在支撑

不住了，才肯躺下休息一下，凌晨 2 点爬起来再接着干。四年来，

他双眼视力从正常下降到 450-500 度的近视。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今年三月份，历经四年多

的艰辛劳动，卢正春撰写的 30 多万字的《大沽河志略》终于脱稿，

四月份，经主管部门审定认可，获得准印证书。

历经千辛万苦，推介母亲洞的书脱稿了。但卢正春又遇到了

新的困难，厚厚的一摞手写稿，仅打印一项就要花费上千元。书

号费、出版费……没有几万元的启动经费，是办不了事的。数万

元经费，对于一个上有 7 旬老母，下有两个上学孩子，月薪只有

900 多元的他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经济的拮据在他来看无所

谓，最让他着急的是对母亲河的责任。

采访即将结束时，卢正春坦诚地告诉记者，相信困难一定会

克服的，近期他将申请银行贷款，负债也要让推介母亲河的书面

世，尽一位爱河之人的应尽之力。

(本文原载于《即墨日报>> 2003 年 6 月 24 日第七版记者:

蓝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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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书编写宗旨以全面推介青岛母亲河，达到让社会各界

了解母亲河，熟悉母亲河，关心母亲河，保护母亲河之目的，使

母亲河在两岸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本书采用类目体形式编排，设《历史溯源》、《河情浏览》、

《古迹遗址》、《大事述略》、《民俗风情》、《人物撤英》、《故事传

说》、《河畔明珠》、《流域文化》、《流域小考》、《附录》共十一类，

类下设目，各目独立成篇。

三、本书采用了记、志、传、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记叙大

沽河流域内的大事要事。

四、《人物撮英》中主要采录了大沽河干流两岸己故名人，以

其卒年为序排列。

五、本书时限上溯至有史可考，下限至 2003 年 10 月。

六、本书记述的范围本着全流域记述，以青岛市为主、以水

为主的要求，综合记述。在流域范围上，不受行政区划所限，依

次记述，而所述内容则以青岛市辖区为详。在问道界定上，臼招

远市阜山镇西观阵庄村至莱西市马还庄镇四巨家村为上游:白菜

西市西巨家村至莱阔市望城河口为中游:白菜西市望城河口至胶

州市营海镇码头村入海口为下游。在流域界定上，根据行政辖区

适当外延。

七、资料米源。除笔者亲临其境作实地考察、调查和搜集外，

部分米自《青岛市志·水利志》、《即墨县志》、《平度县志》、《莱

西县志》、《胶州市志》、《螃山县志》及档案馆、统计局等单位的

档案资料，均加鉴别，稽实求真，不注山处。

八、各类之内容交叉或重复者则根据各部分之侧重点采取此

详彼略的方法处理，尽量减少重复。《故事传说》部分中之民间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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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均根据在流域内流传广泛、乡土气息浓郁且与大沽河有关的

故事编辑。

九、本书采用公元纪年， 1911 年以前之年份，夹注历史纪年.

十、统计数字用阿拉伯数码记写， (河情浏览》中的数字采用

《青岛市志·水利志》中的有关数据:其他各类数字以《青岛市

统计年鉴》统计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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