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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牌坊，位于东门内
大街。初建于明代万历三
年(1575)，后在清康熙和民
国年间多次重修。它是文
庙的配套建筑，上书“德配
天地”“道冠古今”。牌楼由

两根高大木柱支撑，
木柱上方为三层横额
和雕龙华板，并通过
制作精美的斗拱撑起
三座“五脊六兽”的阿
瓦顶。这两座牌坊不
仅是天津仅存的过街

古牌坊，同时这种二柱三楼
式木结构，亦为其他地方所
罕见。

2009年随着文庙的大
修，两座古牌坊也实施了落
地重建。

●老景观素描

东门牌坊
张 建 文并绘

天津是一座开放的
城市，不少外地的画家曾
在此展示才华。

杨 天 壁 （1796-
1850），字宿庭，号绿亭，
清嘉庆、道光时上元（今
南京）人，诸生。工山
水、花卉、竹石。杨与天
津宿有渊源。天津博物
馆 珍 藏 有《水 西 庄 图
卷》，此卷分三段，前两
段分别为孙雨卿和天津
画家陈靖所绘，第三段
《津门柳色》即为杨天壁
所绘。《津门柳色》作于
“道光辛卯”（1831）。图
卷中的《海角春帆》出于
陈靖之手，亦为辛卯年
所绘，由此可知，天津
画家陈靖与杨天壁为
同时代人，亦可探知在
天津，画家们存在交往

及绘画艺术方面的相互
影响。

还有一位是安徽怀
宁人，名为姜筠，清光绪
时举人，官礼部主事。
山水专学王翚，笔墨浓
重，间作花卉，兼善篆
刻。姜筠与善画人物的
天津书法家黄宝廉等相
友善。姜来天津，“尝主
其家”（陆辛农《天津书
画家小记》）。而黄与马
家桐、赵芷仙等书画家
亦有交往，由此姜筠更
多了一层与津人接触的
机缘。从流传于世的山
水作品来看，姜还有与
尹溎等津门画家的合笔
之作。1913年，梁启超
在北京万牲园，举办文
人雅集，姜筠曾作画记
录了这一盛事。

外地画家在津门
章用秀

毛永柏任天津知县
的时间，其《小红薇馆吟
草》诗集可印证。“甲辰
首夏，君将之官津门，出
其小红薇馆诗集见示”，
诗 集 卷 前 ，方 廷 瑚 撰
《叙》写道。清道光二十
四年（1844），岁次甲辰，
距今整整三个甲子。毛
永柏又有《小红薇馆拾
余诗抄》。

清代地方志记载，
毛永柏在津“有惠政”
“次年升任去，犹捐廉寄
津，以助‘延生社’善
举”。官场风气不好，从
毛永柏诗作可读到洁身

自好，如《衙署即事》写
道：“得俸厨奴催昼食，
典衣舆隶怯晨寒。亦知
志洁终违俗，敢为名微
不惜官。”清者自清，拒
绝 同 流 合 污 ，并 不 容
易。任期仅一年，毛永
柏能获好口碑，这或许
是其中原因吧。他的
《题宁河县廨壁》：“风俗
还淳古，歌呼乐太平。
最难经历处，共道宰官
清。”一句“共道宰官
清”，所谓最难，还是难
在“志洁终违俗”。

毛永柏景物诗，动感
的画面撷取：“停桡拟扣
酒家扉，帘影风翻出钓
矶，春水潺湲流不住，杨
花如雪满船飞。”此诗题
目为《子牙河棹歌》。

知县毛永柏
吴蓬莱

在桂林，游览靖江王
城，会看到三元及第石坊，
那是表彰陈宏谋玄孙陈继
昌的。距繁华市区不甚
远，临桂区横山村，陈氏祠
堂楹联“高祖当朝一品，玄
孙及第三元”，上联指陈宏
谋，他是清雍正元年恩科
进士，贫寒苦读而官至大
学士，是这个家族科举入
仕第一人。

乾隆三年（1738）季春，
陈弘谋来任天津道。在津
三年，赶上府、县都修志。
县志卷首是他的序，所言
“自古运会所开，日趋于盛”
“比年来，户口倍增，科名林
立，而节孝忍恤之行，亦指
补胜屈”，讲津地社会和民
风。为府志序，“天津拱辅
神京，水陆交会，又东邻大
海，饶鱼盐之利，四方商贾
往往占籍而居”，说区位与
经济。

或 问 ，弘 谋 还 是 宏
谋？他本名弘谋。乾隆名
弘历，为臣者要避讳。清
刻本《天津县志》该他署名
的地方，均署陈弘谋，但笔
画五画的“弘”作四画，讳
去末笔的一点。乾隆三十
二年（1767），致仕前一年，
他奏请“恭避御名，改用
‘宏’字”。

陈宏谋的职衔，“直隶
分巡天津河间等处地方兼
理河务布政使司参政”，简
称“直隶天津河巡道布政使
司参政”，其职所司，治河是
“主业”之一。

天津道任上，治河（包
括排积水）的文稿，陈氏文
集《培远堂偶存稿》载有39
篇之多。天津府、县志书选
刊6篇，包括《南运河修防条
议》《子牙河修防条议》《请
修天津海河叠道议》等。在
其职谋其政，这可不是清
谈，那是得实地调查和组织

实施的。
具 体 运 作 如 何 呢 ？

2003年纂修的《天津通志·
水利志》中，称他多次乘小
船沿河巡视，对南运河做了
较为深入的研究，发现民间
利用“石水斗泥”致河水含
沙量大，于是施行“放淤筑
堤”之法。他认为此法可
行 ，“ 力 排 浮 议 ，率 属 行
之”。上任当年，夏秋两季
汛期，即完成20段放淤。他
计划，三年内“全河险工皆
可放淤成功”。只是因为第
三年初夏升任离津，未能完
成。清廷对于河工失事治
罪很重，南运河又是漕粮运
道，放淤之举需勇气担当，
还要审慎操作。为此制定
“事宜七则”，技术要求、施
工方法、抢险措施，均有布
置。在任第二年，提出重修
海河叠道，也得到《水利志》
的积极评价。新世纪地方
志的这些评价，应该是专业
且权威的。

据陈宏谋《请修天津海
河叠道议》，他考察河西岸，
从东门外至咸水沽，近河有
民埝一道，本已失修，又经
上一年大水泛溢冲浸，失去
障水功能；另有一叠道，离
河岸不远，为“大沽、新城旗
民商贾往来之通衢”，虽久
坍卸，基址尚存。他建议，
参照“遥堤之义”，培修叠
道，“既便行人，又可堵水，
取土亦易”，并估算了工程
费用。

此议，经直隶总督疏
报，大学士等议复，被乾隆
帝采纳：“依议速行。”朝廷
“发帑兴修”，由东门外至
咸水沽茶棚。咸水沽以下
至新城、大沽口一段，陈宏
谋提议“劝捐继筑，一时
官、商踊跃从事”。知县朱
奎扬组织施工，工竣后有
《重修海河叠道记》。经此

工程，这条曾兼“遥堤”功
能的大道，延续至今。“海
大道”“津沽路”乃至“大沽
路”等，均是关于这条叠道
的路名。

陈宏谋诸多天津文稿
中，有一篇《恒斋记》是说官
署的。

天津道衙门本在东门
里，康熙时薛柱斗重修，颇
有规模，雍正十年（1732）让
给总督河道督察院。天津
道署迁至西门里大街路
北。其处本为天津府同知
公署。同知是知府的辅官，
级别低些，官署小些。乾隆
三年初，陈宏谋的前任张坦
熊与知县朱奎扬“奉文添
建”，增加三堂后的生活用
房。陈宏谋三月份到任后，

接续修建，自捐款项购东隅
隙地建书房，“颜其堂曰恒
斋”——挂起“恒斋”匾额，
并撰文以记。

历 来 都 说“ 官 不 修
衙”。其心理，主要是“莅
官者皆曰，官衙如传舍”，
官员流动性大，视官廨如
驿站，宁可将就，不作长久
打算。陈宏谋不以为然。
他写道，修衙并非求“高居
大厦以安逸”。他以“廨署
者，治事之所”为立论基
点，认为视廨署为传舍，
“一切作苟安旦夕之计”，
以“无恒之心”做事，心态
消极不可取。

修衙建斋，悬匾著文以
明恒心，陈宏谋在天津确实
留下不少故事。

西门里天津道署有“恒斋”
——匾额文史之二十七

吴裕成
杨村糕干是武清特

产，始于明永乐年间，由
杜氏创制，又经后人不断
改善，精益求精，驰名中
外。检索旧籍，糕干传名
颇有记述。

清末武清知县蔡寿
臻著《武清志括》云“杨村
糕干名京畿间，访之故
老，纯庙奉皇太后东巡时
进御，太后所赏故名，造
自杜姓良”。称糕干闻名
于乾隆年间，与乾隆奉太
后到山东出行有关，御舟
过杨村而进贡，为太后欣
赏而闻名。

民国年间，杜姓家
人杜赓甡作《杨村糕干
制造法》称：“前清康熙

年间，杨村作为驿站，全
国举子皆由是进京，购
食者莫不称赞，因此名
被全国。”即糕干闻名于
康熙年间，那时来自各
地进京赶考的举子都住
在杨村驿站，购食杨村
糕干后，无不赞叹，故而
名声在外。
《三六九画刊》记，北

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师
生乘火车到津演出，中途
停车，听到“糕干、糕干”
的叫卖声，武生王金璐称
“不用问，一定是到杨村
站了”，随后有演员下车
购买。由此可见，铁路的
开通，又为杨村糕干传了
大名。

杨村糕干的传名
曲振明

如今我已经八十多岁
了。前不久，再骑上那辆
已破旧的老飞鸽车，我又
找到年轻时的感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自
行车在普通家庭中是非常
重要的“大件”。当时骑自
行车，像如今开奔驰、宝马
一样威风。当然，其价亦
昂，约两百元，顶当时普通
工人三四个月的工资了。
那个年代，自行车虽贵，但
供不应求，买自行车需要
凭票。我们单位每年抽签
抓阄，能获得购车证，真成
一件幸运的大喜事。

还记得八十年代初，我

抓到购车证的那天，高兴得
一宿没合眼。那年代，自行
车作为交通工具，不仅方便
上下班，还承担运载生活日
用品的重任。我曾经将当
年最时尚的热水器用自行
车驮至我家楼栋门口，引来
四方邻居啧啧称叹。我的
一位同事恋爱时，向我借自
行车与女方约会，至今被朋
友们传为笑话。

八十年代后期，我为了
圆自己的作家梦，骑着飞鸽
车，完成了三年汉语言专业
的夜大学习。后来，经过不
断读书学习，我发表了一些
作品，最终加入了天津市作

家协会。可以说，飞鸽车，
在帮我圆作家梦的过程中，
立下了汗马功劳。

进入九十年代，自行车
已成为津城一道风景。那
时我还算年轻。五十岁的
我，曾骑车去参观西青区
的石家大院、蓟州区的白
塔和独乐寺。我还骑车去
过河北省平山县的白洋淀
革命教育基地和唐山的李
大钊故居。当时，我骑车
畅游，既锻炼身体，又徜徉
于家乡及周边省市的文化
景点中，收获颇多。

记得那时，每到春节临
近，我便购买些礼品去看
望父母、岳父母，还有老
姑。我去给老人们拜年，
祝他们新年健康愉快。当
时，我要将天津的小八件
及江南的水果等老人们爱
吃的食品分类包装，扎在

飞鸽车后座上或挂在车把
上，然后安全稳妥地推着
自行车，给老人们送去。
在此期间，那辆飞鸽车也
帮了我大忙。

转 眼 四 五 十 年 过 去
了，昔日的飞鸽车也逐渐
被人们淡忘。现在的自行
车也已今非昔比了。走上
街头，我发现有中老年的
骑行队，队员们个个装备
专业，着紧身衣、戴头盔，
骑着色彩鲜艳的赛车样式
的自行车。他们把骑自行
车当成了一种运动爱好。
还有一些上班族，骑着小
黄车、小绿车等共享单车，
在上下班时刻，冲锋在市
区的大街小巷中。自行车
文 化 ，体 现 了 新 时 代 环
保、健康和活力的新风尚，
为津城增添了一抹亮丽的
风采。

●故事天津

想起当年的飞鸽车
侯相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