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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的冬天是别有风情的，尤
其是老胡同里。

邱家胡同是一条南北走向、300余米
长的胡同，北通后铺街，南通吉士口，现管
辖权属于吉士口街居委会。顾名思义，邱
家胡同因邱姓人家而得名。

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胡同外的世界
一直在变，但胡同里那些陈旧的小院和一
块块青砖却好像是定格的画面，一不小心
就把临清拉回到那个“繁华压两京”的运河
小城。

喧嚣里的一方栖息旅地

一卷运河图，两岸多彩景。临清是一
座因运河而兴的城市，大运河为临清注入
巨大的生机和活力，昌盛的经济也让临清
文化气氛尤其浓厚。

1776年，临清由州升为直隶州，下辖夏
津、武城、邱县三县。同年，州政府辟工部
营缮分司旧址为临清试院，作为一州三县
童生应试之所。试院又叫“考棚”，是科举
时代士子们应试的考场。

编修于 1934 年的《民国临清县志》，记
载了临清试院的规模：“照壁左右为辕门，
东曰抡才，西曰育士；大门内为宋五子祠；
仪门内考棚四十九间，上棁三重各设窗以
通光线；棚尽处有坊，曰人文蔚起坊；东西
为内堂号，为四县生童覆试之所；大堂五楹
曰文昌，堂后厅为学使退息室，东西列屋

幕僚分居之洵杰构也。”
考棚的设立直接催生了周围的

“考点经济”。“未晚先投宿，鸡鸣
早看天”，为了解决众多考生

及书童的吃住需求，考棚
周边的旅馆街区应运而

生。邱家胡同西临
考棚试院，南望会

通河码头，优越
的地理位置让其

成为不可多得的优
质“商圈”，因此胡同

内 旅 店 、马 车 店 居 多 。

旅馆街区除了
邱家胡同，还有田

家店胡同、徐川店胡
同、马车店胡同等。
临清作为漕运咽喉商业

都会，据《明史》记载：“四方商贾
多于居民者十倍。”就是说当地人口

加上流动人口，临清有近百万人。漕运繁忙
季节，运河码头更是“舟车络绎，商贾辐
辏”。这些人也要住宿、要吃饭，经济的繁荣
和流动人口的增多，更创造了大量的服务需
求，极大地刺激了旅馆业的发展，邱家胡同
里的马车店、饭店、旅店更是占尽了天时、地
利、人和。一时间，胡同里车马喧嚣，邸店如
云。

故事里的一段沉浮往事

今年 60 岁的邱春梅常听父亲讲起邱
家祖辈的往事。

邱春梅的祖上是胡同里的大户，一提
到邱家，附近胡同的人都知道，邱家不仅很
富裕，而且家里有好几人在临清州衙门担
任不小的官职，这样的家世不仅让邱家成
为胡同里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也让邱家
胡同因此而得名。在临清胡同游的发起人
刘英顺看来，邱家胡同因邱春梅的祖上而
得名不无道理，“在邱家胡同里，邱姓人家
并不多见，家里有大庭院和当官的邱姓人
家更是只此一家”。

但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后来邱家家道
衰落，后人把丰裕的家产败光后，租了刘姓
人家的房，再后来，邱家人在小药王庙东元
运河南岸河沿搭建了几间房屋度日。显赫
一时的邱家在历史的长河中陨落，而邱家
胡同却一直在岁月的褶皱里无声无息地诉
说着或悲或喜的故事。

1948 年，冀南第一专署设在冠县柳林
的鲁西北人民医院（原光华医院）迁至临清
邱家胡同处，改名为第一专署人民医院。
曾经车水马龙的邱家胡同经历黯淡后再次
被涂上时代的色彩，焕发新的生机，承担起
了另一种使命。

胡同里的一抹诗意烟火

“邱家胡同中段路西，有王家大院和王
家经营的货栈，字号‘万成’。王家的‘万成’
商号在北京、天津都开有分号，民间一般都
称他们‘万成王家’。”说起邱家胡同往日的
风采，在胡同里住了几十年的临清市民卢志
华顿时来了兴致。

12月12日上午，阳光正好，卢志华和老
伴遛弯儿后回到自己的小院子。“进来坐
啊！”卢志华热情地招呼记者。

卢志华热爱书画，小院布置得别有风
情，迎门墙上雕着桃子、石榴等精致而传统
的图案，小院里的花草摆放得错落有致，堂
屋里的隔扇、八仙桌和老式木柜都透露出卢
志华对老物件的喜爱。

“我祖上是做棉布生意的，听老人们讲
起过，我家的棉布生意和‘万成王家’也有合
作。”说着，卢志华拿出一张父亲卢振达在
1956年获得的奖状，奖状上面盖有“临清市
棉布总店”红色印章，虽然经过近一个世纪
的打磨，奖状已经破旧，但上面“在党和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为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创造先
进模范事迹并受到广大群众爱戴，特此荣获
第三等奖”的字样仍清晰可辨。

大运河把默默无闻的临清变成一个“绅
士商民近百万口”的明清城市中心，是当时华
北最大的棉布、绸缎、粮食等商品的集散和贸
易中心。经济的繁荣和行业的兴旺自然会催
生无数从事这一行当的商人。“听父亲说，我
们家很早就开始做布匹生意了，我父亲从年
轻的时候就经常跟着爷爷到处谈生意。”卢志
华说，他想把家族的往事整理、记录下来。

相较于邱家胡同往日的喧哗和灿烂，现
在的邱家胡同更像是一片静海，却又不乏热
闹和烟火气。从过去到现在，邱家胡同既是
普通百姓的生活场所，又是历史变迁的见证
者，每一个人都留下了自己的故事，每一代
人都沉淀了生活的痕迹，这些故事和痕迹
也让胡同在年复一年中变得丰厚起来，就
如一位沉默睿智的老人，不骄不躁，慢品人
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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