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以想见，一部以实
名济宁拍摄的，镌刻了济
宁风俗与故事的电视剧，
会给济宁乃至各地观众，
带来什么样的注目与创
想。

这是我收看电视剧
《运河风流》之后，发出的
设问。这部由张新建执
导，高满堂总编剧，《闯关
东》原班人马历时五年潜
心创作的电视剧，一经山
东卫视黄金时间播出，便
引发了济宁各界强烈反
响和广泛共鸣。

京杭大运河济宁段，
这一人工开凿的古老河
流，千百年来滋养、成就
了运河济宁的乡土风流，
如今正逐渐成为中华传
统文化的时代顶流。新
时代古运河的风姿、风
韵、风采，就藏在这河流、
风流、顶流之中。

古老河流，运河之都风姿绰约

古老而灵动的运河，从历史流向未来。京杭大
运河从开凿到现在，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它南
起余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途经今浙江、
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贯通了海
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运河的开
凿，最初的目的是漕运，即通过水路运输货物。漕
运自隋唐时期开始兴起，通过漕运进行持续畅通的
粮食和物资运输，从而实现全国资源的调配，尤其
是通过南货北运，保证了王朝皇宫的衣食无忧。大
运河见证着历史王朝的兴衰更替，对中国南北地区
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
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大运河济宁段，也就是电视剧《运河风流》里的
“主角”，位于纵贯南北的中间位置，通航里程1100
公里，覆盖10个县市区，占山东省内河航道里程的
70%左右。在电视剧中，以水运为生的“船帮经
济”，映射的是那个时代济宁城的发展，济宁“运河
之都”的美誉由此兴起。然而，铁路的兴起发展，工
业经济的雏形初见，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是注定
的，这也让大运河从“舟楫满帆”变得“千里静波”，
风姿绰约的背后，是整个运河古城的发展变迁。

乡土风流，孔孟之乡风韵卓绝

运河贯南北，文脉承古今。济宁，因运河而兴，
凭文化而盛，是孔子、孟子、颜子、曾子、子思子五大
圣人的故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
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三孔”、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
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曲阜、邹城的加持，让“孔孟之
乡”与“运河之都”的印记，闪亮济宁上空。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基因，是一座城市的根与
魂。这根与魂，贯穿了整部《运河风流》的剧情。官
者黄子荣、商者宋鲁生、文者杨春早三位豪杰人物
的生涯，便是对“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孔孟
儒家文化最好的诠释。

人生茫茫，行业林立，无外乎为官、为商、为学、
为兵、为医、为艺等等，在每个行业里若都能“走正
道、有正气、守正义”，难得可贵。

剧中三位扮演者，正是将官之正气、商之义气、
文之骨气表达得恰到好处。人物背后所贮藏的文
化底蕴，犹如一条无形的河流，源远流长，涓涓不
息，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济宁人。孔孟之乡的卓绝风
韵，在剧中淋漓呈现。

时代顶流，济宁港航风采别致

运河从历史中走来，向新的未来奔去。习近平
总书记曾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
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
好”。纵贯济宁的大运河，焕发着新时代的生机。

作为水运资源大市的济宁，济宁港是全国28个
主枢纽港之一，全市港航资源丰富，大大小小的港
口企业五十余家。济宁又是一座传统的煤炭资源
城市、制造业大市，是全国八大煤炭基地之一，传统
的煤电、煤化工产业面临转型发展的局面，纵贯济
宁的大运河，成为了推动济宁转型发展的重要支
点。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就如同剧中演
绎的那样，民国时代，漕运船帮被公路铁路取代，而
今新时代的中国，公、铁、水、空一体化现代化综合
交通体系的建设，已形成可自主选择、可自由转换、
寻求最优运输路径的局面。

济宁市委、市政府着眼依托大运河、保护大运
河、传承大运河，充分挖掘大运河“黄金水道”优势，
近年来成效卓著。

2022年，全市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5800万吨，
居全省港口第五位、内河港口第一位，集装箱吞吐
量5.85万标箱，梁山港入选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
程，成为山东省唯一上榜的内河港口项目。

济宁港航经济势头向好，港航生产稳步增长，
港产融合不断加速，港航已成为济宁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支撑。古运河正焕发着新的活力，济宁城正
崛起新增长极，运河港航正成为济宁这座城市时代
潮流中的顶流，风采别致。

运河虽古，时代赋新。运河滋养繁华，文化传
递自信，永远忘不了剧中多次出现的船行运河之上
的镜头。在大运河保护和文化“两创”的时代背景
下，愿运河赓续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新辉，共享时代
荣光。 ■成岳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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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卫视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运河风流》，
通过“济宁三杰”各自的命运选择和情感纠葛，
地地道道展现出民国时期的济宁风貌。许多
观众在收看《运河风流》时，对其中的济宁元素
和人物原型充满了期待。

那么，剧中有哪些济宁元素？“济宁三杰”
到底有没有人物原型？4月10日，《文化周末》
独家创意的“追踪《运河风流》背后的故事”来
到第二站——大槐树身边的老博物馆，专访了
济宁市博物馆原馆长朱承山。

据朱承山介绍，《运河风流》编委会成员来
过济宁两次，专门举行座谈，了解济宁的历史
沿革和相关情况；而在剧本创作过程中，编委
会成员与朱承山电话沟通十几次，他向对方介
绍并提供了许多济宁历史常识和资料。

济宁县长、知县与知事

“比如1928年以前，济宁县长不叫‘县长
’，叫‘知县’，1928年后才改为县长。”朱承山向
《文化周末》记者介绍，通过多次电话，向《运河
风流》编委会着重介绍民国时期济宁的机构设
置和官职，这一点就原原本本地呈现在了《运
河风流》当中。

民国时期的政权机构性质有别，曾存在民
国政权机构、共产党政权机构、日伪政权机
构。民国政权机构又分为北洋政府统辖的（北
京）地方政权，以及国民党管辖的（南京）地方
政权，可见当时的混乱动荡局势。

民国元年（1912年）设立济宁县，县公署在
今西门大街中段路北，东邻河道总督署旧址，
门前今称县前街，县署的主官称作县知事，或
称知县。截至1928年，共有朱猛、张敬承、徐
德源、卞宗弼、卢润书、金荣桂等17任知县。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打败了北洋军
阀，夺回政权，建立南京政府，并命令将各县名
称改为县政府，主官称作县长，以显示政体革
新，先后有黄华堂、刘镜堂、赵国桢、朱汉生等
13任县长。

此外，县级之上还有济宁道，驻济宁河道
总督署大院，管理25县。

《运河风流》第一集中，有济宁要搞选举的
戏份，其实也体现了民国时期民主、自由、选举
等进步思维对济宁的影响，这些内容都是实实
在在发生过的。记者查看了朱承山提供的民
国时期《济宁县志》，“自治篇”中记载了正议
长、副议长、参议员、议员、城议事会董事会“在
铁塔寺院”等史实。其中的正议长杨毓泗，曾
任山东省资议局议长。

享誉世界的济宁皮毛业

《运河风流》中“济宁三杰”之一的宋鲁生，
是经营皮毛业的商人。像宋鲁生这样的皮毛
商，在当时的济宁并不罕见。民国时期的济
宁，主要加工鲁西南山羊和绵羊皮毛，技术成
熟，历史悠久，是济宁出口的主打产品之一，备
受外国商人的青睐。

朱承山告诉《文化周末》记者，1910年以
后，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在济宁开办联络处
17个，这些联络处或与济宁本地商户合作，或
单独开办，专门做皮毛进口生意。

皮毛业的兴起与济宁所处的地理、交通、
物产条件密切相关，但更有它独特的原因。

其一，济宁河流湖泊众多，土质优良肥沃，
植被茂盛，适于饲养牛羊，盛产大黄牛。鲁西南
大黄牛属国内优良品种，青山羊皮在国际上称
为“济宁路山羊板皮”。济宁饲养业历代都很发
达，尤以村村户户饲养青山羊为盛，附近各县年
产150万只以上，连同菏泽等其他各县总计年
产三百多万只，皮毛业的原料非常充足。

其二，运河畅通，商贸繁荣，济宁回族人众
多，清未民初已近万人，又多集居在商业发达
的南关越河两岸。回族人食牛羊肉，自古多从
事皮毛业。皮毛加工技术是他们的传统技艺，
代代相传，沿至近代，皮毛技艺有很高的水平，
产品质量优良，驰名全国。新中国成立后，全
省各地和江苏、河南一带的皮毛畜产等企业
中，济宁籍的回族制皮工人都有不少。济宁皮
毛业的兴起和发展，与运河及本地回民技艺高
超有着密切关系。

济宁皮毛业，起于元而盛于明。元代几次

西征，由我国西北带来一些皮匠，安居济宁，习
皮毛业，是为济宁皮毛业之始。元时为官办垄
断，或贵族出资，或放高利贷，回民经营，工匠
世袭。回族人民喜集居，后又有各地回民迁来
济宁，聚居在济宁南关、越河两岸一带，遂聚众
而成业。

明至清代中叶，经几百年的发展，济宁皮
毛业已相当发达，制作工艺日臻完善，市场也
逐渐形成。至清道光、咸丰年间（1850年左
右)，大作坊已经出现。据记载，当时有马家作
坊等多家。

马家作坊是马氏兄弟两人开设的，雇工百
余人，制作皮衣，运往江南苏州，由皮庄收购包
销。苏州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皮衣市场，年产、销
量数额都很可观，官宦富商多在那里购买皮衣。

清末光绪年间，济宁皮毛生产有了更大的
发展，较大作坊有二十余家，其中以马振兴、牛
养和、王增盛三大作坊最为有名，其他季节性
的小作坊与自产自销的家庭手工业就更多了。

大作坊雇工百人以上，全业工人有一两千
人，外地来济作短期季节工的人数也不少。济
宁越河两岸的回民，家家从业，户户作工。由
于皮毛技艺高超，做工精细，产品在各地享有
盛名，深受商贾用户称赞。

各作坊为防假冒，产品都盖有自己的戳
记，也有另盖暗记的。当时，济宁年产各种皮
衣数万件，除部分销售本地外，全国各地均有
销售。大宗的产品多由苏、杭皮庄收购包销，
苏州的增盛皮庄就专收济宁各大作坊的皮衣，
每年由该庄开盘定价，济宁也据此作为市场交
易的标准。

济宁皮毛业资本占城区商业总资本的
29%，年加工出口青猾皮三四百万张，羔羊皮
四五十万张。生皮除来自鲁中山区、鲁西平原
外，还在张家口、东北等地设点收购“口外货”，
加工出口称为“中国济宁路”皮货，在国际市场
享有较高声誉。

20世纪20年代，德、美等国商人来济宁开
“洋行”坐收，皮毛业空前繁荣。以1937年至
1938年的皮毛行栈为例，就足见其规模。

由越河南自西向东排列，就有万盛、源成、
永兴、万兴、三合龙、九通、瑞兴、协盛、朱合成、
源兴、德合、瑞盛、永兴锟、袁吉盛、王玉盛、陈
德隆、万庆、万通、瑞茂、金祥、益祥。

由越河北自东向西排列，有扈鼎昌、元和、广
通、陈聚顺、广元、石福兴、德泰、金茂、文正和、米
同昌、聚丰、德合、德聚、义兴、米同兴、同兴、文盛
永、玉龙、盛兴永、沙益龙、盛行水、同兴、龙兴、沙
义成、荣义、贵义、义享、聚龙、双成等。

小南门里越河南有义祥、沙玉龙、辅盛、陈
德隆、贵兴、玉兴、王瑞茂、桂兴、鼎昌、万顺、鸿
记等。

越河北有义隆、恒兴、文正和、沙长苓、玉
顺、增记、万兴、敬记、祥记、修记、双成、裕顺等。

据济宁县志和民国时期的工商年报记载，
济宁对外出口的皮毛产品，最高能占生产总量
的80%，在欧洲十分出名。所以，《运河风流》
中这一人物原型，完全有迹可循，且诚信、孝道
等内容，也完全符合济宁商人受儒家文化熏陶
所表现出的品质。

老济宁商贸中粮行最盛

在《运河风流》中，宋鲁生的贸易也涉足粮
食业。据记载，粮食业在济宁商贸中最为兴
盛。明清以来，由于交通便利，四方粮贩来济
宁集散，大粮行达36家，从业人员不下千人，
加上一些小型行栈，其资本占城区商业总资本
的35%。粮行分河市、旱市，运河西岸的坝口
为河市，较大粮行9家，日成交上千石，散布于

西关、北关、东关、大东关的二十余户为旱市，
规模均比河市的粮行小一些。

坝口粮行，是民国时期济宁主要的粮食交
易市场。

民国三年（1914年）有4家，分别是人和、
德和、义成、义和。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至
七七事变以前有6家，分别是人和、德和、四明、
复和、九丰、纯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以
前，日本侵占时期有11家，分别是人和粮行，
掌柜王爵民；德和粮行，掌柜郑羽宾；四明粮
行，掌柜程绪彝；纯记粮行，掌柜赵天吉；三和
粮行，掌柜周殿元；宝兴粮行，掌柜赵光亭；瑞
和公粮行，掌柜王振瑞；永和粮行，掌柜郑子
鹤；豫泰和粮行，掌柜刘玉太；德兴永粮行，掌
柜李德海；四源永粮行，掌柜韩步青。

极为兴盛的药材与杂货业

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济宁裕茂等4户
药材行栈，被赐为代给国家收缴倖禄的商号
后，名声大噪，各地药商纷纷前来经商。最盛
时，药材行栈一百多家，零售店铺五十多家，日
吞吐量达几十万公斤，济宁因此成为全国十大
重要药材市场之一。

新中国成立前，济宁药材业依然繁荣。行
栈有钱记、周豫公、恒源、洪太、信诚、瑞记、德
兴，店铺有天德堂、广育堂、济仁堂、世宝堂、赞
育堂、保合堂等，计105家。

杂货业鼎盛时期有120家，有行栈批发、
零售和果品店、海味店之分，经营商品主要是
来自外埠的红白糖、江大米、纸张、海味、调料
及祭祀供奉用品，兼营土产、干果等。零售店
有的设有作坊，经营糖果糕点。

批发行栈，年经营百多万元银币，成交额
大，与外埠结算一般都是通过银号汇兑。1949
年之前，城区内的杂货行栈有东隆昌、复聚长、
同聚、同孚、同德、和顺、德大恒，杂货铺有振
祥、春茂，果品店有如葆、兰芳斋、宝康、衡康、
四美、金昌、公茂、马大兴，海味店有三如、玉
和、合盛和等，共计120家。

此外，济宁作为山东运河南部的通商码
头，转贩贸易也特别兴盛。来自江南的竹木、
丝绸，闽广的红白糖，江西的瓷器，湖北的桐
油，山西的铁器，以及本地区出产的烟叶、毛
皮、粮食、果品、酱菜、煤炭等，都源源不断地聚
集济宁，然后再由济宁的周边省区转贩，直接
贸易辐射遍及苏北、皖北、豫东及直隶南部的
四省之地，区域商贸经济中心的地位与功能，
比明代又有了明显的加强与提高。

土匪和旅长原型

《运河风流》中的“一片云”和牛震山，身份
是土匪。朱承山说，民国时期的济宁，的的确
确有不少土匪，这其实和民国时期政权更迭频
繁、新旧势力混合有关。这些土匪中，部分留
下了名字，但大多数是像“一片云”这样只有个
代号。抗日战争爆发后，济宁人民一致抗日，
有不少土匪加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国家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民国时期的济宁，最为著名的土匪当属褚
玉璞，他是济宁汶上人，其大哥叫褚玉凤，二哥
因家境困窘而夭亡，褚玉璞排行老三。他的家
庭极其穷寒，儿时衣不遮体、食不果腹。

二十岁以后，褚玉璞闯荡绿林，离开家乡
到了百里之外的郓城县地，当了大码子（即土
匪）。1913年，24岁的褚玉璞投靠冯国璋手下
张宗昌部，当上了一名兵卒，从此开始了金戈
铁马生涯。

他身体粗矮，但勇猛彪悍，很受张宗昌的
赏识。1917年升为营长，翌年升为团长，再后
来当上了军长，驻军济宁。1925年，奉命率部
驻防济宁；1926年，奉命率部北上，进攻冯玉祥
部，战事颇为顺利，一直打到沧州。随即，张作
霖任命他为直隶督军。

褚玉璞死后，尸体入棺，由天津用火车发往
济宁，停在济宁北关三官庙，后葬在原籍褚庄。

《运河风流》中有一个裘旅长，原型或是济
宁的潘鸿钧。潘鸿钧，字子和，又名伯钊，是直
系军阀吴佩孚的中央第一旅旅长，1920年至
1925年在济宁北门大街修建私邸潘家大楼。
建成后，潘鸿钧意欲金屋藏娇，把他的八房姨
太太均安排在大楼的二楼。但不久潘鸿钧发
现姨太太与护兵通奸，盛怒之下一夜将8个姨
太太全活埋于大楼的后院之中，执行人是其刘
副官。济宁百姓所说的“潘子和杀家”，就是指
的这件事。

“济宁三杰”中的杨春早

《运河风流》中“济宁三杰”之一的杨春早，
是个爱读书的人，坚持要为济宁写县志。第二
集开头，他的出场就是在书堆中找书，这个人
物其实也有他的原型。在民国时期《济宁县
志》开篇的济宁县志序中，有“潘洁泉”三字。

潘洁泉，名为潘守廉，字洁泉，号对翁老
人，济宁微山人。潘守廉是光绪十五年（1889
年）进士，曾在河南南阳当过知县、修过《南阳
县志》，退职后回到济宁，主持修订了《济宁县
志》《济宁直隶州续志》，南通人、济宁道属官袁
绍昂是执行主编。

《济宁直隶州续志》收录1840年至1911
年的史事，有数十万字。《济宁县志》收录1912
年至1936年共25年的史料，分为疆域、法制、
文献、故实四略，共十余万字。

大济宁从来就不小

随着《运河风流》的热播，观众会了解更多
的关于济宁。这里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儒
家文化发源地，人文始祖黄帝、伏羲以及孔子、
孟子、颜子、曾子、子思子“五大圣人”诞生地，
也是水浒故事起源地。而今天要讲述的运河，
也只是济宁名片之一“运河之都”的凤毛麟角。

话说民国时期，济宁就建起了自己的发电
厂，人们用上了电灯。由天津通向上海的无线
电报局，济宁局是沿线的7个局之一，有线电话
能及时通达。

济宁的工业与经贸是何等状况，略举数
例：济宁机制面粉厂（今解放桥河东）生产的

“铁塔牌”面粉销往京津江南，数个打蛋厂生产
的蛋绒半成品畅销欧美……而发行中国第一
只股票的也是济宁人。

1915年，世界上刚刚诞生的无声电影，也
来到济宁三官庙。美国小广寒电影队在这里
放映了3个月，场场爆满，邻近三十多个县的居
民，日夜兼程来到济宁观看电影。

1914年的山东产品博览会上，济宁有三
十多个产品获奖。1915年巴拿马世界博览会
上，济宁玉堂酱园等5种产品获金奖。

《运河风流》中的济宁元素和人物原型，源
于济宁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这
部描绘济宁的佳作，让观众对济宁有了更加深
入的了解。

今天的济宁人，应该更多地了解济宁的历
史，通过更多的努力，把济宁告诉世界。

■下图为朱承山向《文化周末》记者展示
的《济宁县志》等资料

《运河风流》中的济宁元素与人物原型
图文 本报记者 成岳 刘帝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