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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冀中鄣州镇市场嬗变之因探析
卢忠民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社科部，河北秦皇岛066004)

摘要：郑州镇曾是冀中乃至华北商业名镇，然而到近代却逐渐走向衰落。近代郑州镇市场的衰落是由多方面原

因造成的，根本原因是近代各级政府对郑州大庙、庙会的扶植不力，这是该镇异于冀中其他县区市场变迁的显著特

点。而近代郑州镇交通落伍、自然灾害频繁而防治救灾不力、自身经济发展滞后与周边集镇的勃兴及近代多战乱等也

是其趋于衰落的重要因素。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当下对如何使诸如郑州一类历史名镇不致重蹈历史覆辙，快速

走出委靡不振的怪圈，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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鄣州镇，位于冀中平原中部，在河北任丘县城北40里，

靠平大(北平至河北大名)公路，在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

的当间。往西6里是白洋淀，往北12里是大清河。近代郊州

镇有三种市场。一种是店铺和商号，它们天天营业；另一种是

定期集市；还有一种是庙会。该镇在近代以前当属中等商业

城镇．然而近代以后趋于衰落，到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

期沦为农村集市，时至今日衰貌依旧。该镇市场之特点是随

庙会之立而兴，亦随庙会之停而衰。庙会是决定鄣州镇市场

兴衰的支柱，这是该镇异于冀中其他县市集镇市场的显著特

点之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促其变迁的原因有哪些?在

当前冀中加快小城镇及新农村建设的起步阶段，对此问题进

行深入研究，不仅对于探索冀中乃至华北近代集镇市场的盛

衰之因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而且对如何使诸如郑州之类历

史名镇不致重蹈历史覆辙，快速走出委靡不振的怪圈．并从

历史上找到发展动力与灵感，不失时机地利用其自身特色与

优势实现振兴。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促使该镇市

场趋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须从诸多历史因素形成的合力

中去寻求。

一、近代各级政府对鄣州大庙、庙会摧残破坏

自古而今，市场之兴衰与政府政策的关系甚密．即国家

一旦采取宽松之策，市场贸易便会在一定限度内得到发展．

反之则否。明、前清两朝历代皇帝、国家及地方政府大多鼓励

扶植庙会，这是郑州庙会得以勃兴的政治基础和根本前提．

这首先从是否愿投资修缮药乇庙方面见一斑。如明万历神宗

“大出内帑．重加修葺。又增建神农、轩辕i皇之殿。以古今名

医配食。”川郄州庙三大殿竣工后，万历帝又钦立郊州庙会，并

敕令全国各地较大商号都来鄣州赶会田，“自是药王之会．弥

加辐辏”11l。郭州庙会遂声名远播，影响全国。康熙、乾隆二帝

也大力扶植鄣州庙会，如因香火过盛，大庙几度焚毁，又几度

重修M。由于皇帝及地方政府出资修缮，方使娜州药王庙“人
烟辐辏，遭回禄而庙貌屡新”心。因此．郑州庙会于清康乾时期

最为兴盛，庙会期间“诸货鳞集，祈福报赛者接踵摩肩”四。可

见，皇帝与地方政府的扶持是保证鄣州大庙完整、庙会盛昌

的重要条件。 ·t

与康熙、乾隆二帝不同，道光帝下令取消鄣州庙会。后虽

又恢复，但元气已伤，再也未恢复到以前盛况。民国政府也大

肆摧残药王庙及庙会，清末民初政府倡导破除迷信，时任丘

县长邵洪基规定“拆毁庙宇、拉倒神像”，于是鄣州庙十大名

医埋像被全部拉倒，在百姓请求下．只把扁鹊塑像保留下来田。

前后政策的巨变，使鄣州庙会大受影响而衰落。由于庙会是

郊州市场的主要依托，所以庙会的衰落也就直接影响到鄣州

市场的衰落。

有学者认为．近代华北集市除少数工矿铁路沿线地区有

些兴起外，大都走向衰败，“其原因不外天灾与清朝统治的抑

制、农业结构的变化、近代工矿与交通的兴起．而小农经济的

长期存在是根本原因。”槲然近代鄣州镇市场衰落的根本原因

却是晚清、民国政府对郑州大庙、庙会政策的骤然变化。

二、近代郊州镇交通落伍

交通对集镇市场的兴衰至关重要。靠近交通方便的公

路、铁路或海、河、湖边的集镇．较易于输入生产生活商品，也

易于输出农、副产品．方便远近农民交易．镇、集因之而兴，反

之则衰。明清时期，郯州镇水路交通极为便利．为其经济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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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繁兴奠定了基础。那时的鄣州“正当白洋淀下口⋯⋯远

通冀西各地，下有赵王河可直通天津⋯⋯由南大桥到东大

桥旧赵王河沿岸⋯⋯船泊如林”川。然而，自光绪二十六年

(1900)后，赵王河改道．已不再经过郑州18I。也就是说，1900

年之后，郑州商民只能到八九里之外的十方院乘船再去津

保等地，而在这之前，在鄣州当地的赵王河沿岸就能解决

之。明清时期，鄣州陆路交通运输也极为便利。因为规模壮

观的京德古御路正好经过郑州城，即郭州处于南七省(山

东、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进京的要道上，这

里商旅行人甚多，并且声名显赫的鄣州庙也设于此御路旁，

鄣州遂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物资集散地，集镇市场甚盛。

然而，道光二十六年(1846)各地奉文裁撤御路沿线行宫19l，

光绪三十二年(1906)又取消驿站，京德古御路遂渐衰败【21。

民国以来，京德古御路被京大路取代，①但由于军阀混战不

断。路政荒废，因而此路长期处于破烂不堪、坑洼不平的大

车道状态19l。郊州陆路交通的不畅，遂使商旅往来锐减，市

场贸易遭受巨大影响。王兴亚通过对华北五市的研究认

为，“镇市的发展及其趋势归根结底是受商品经济发展

和交通条件制约”⋯，但这并不是鄣州镇市场趋衰的

根本原因。

三、近代鄣州及其腹地自然灾害频仍而防治救

灾不力

自洋淀及大清河、潴龙河流域是近代冀中自然灾害频仍

的地带，而这些地区又多为鄣州镇市场之腹地，因此自然灾

害对郭州镇及其腹地的影响巨大，尤其是水灾，而鄣州受灾

尤重。郑州西靠白洋淀，地势低洼，宜涝宜旱。从地质结构上

看，此地属“郑州向斜，亦称任西洼槽⋯⋯主要有长洋淀、郊

州北两个低点”嘲，因此，临近鄣州的千里堤常溃堤决口，洪灾

严重，“一遇河涨漫则顿成泽国”⋯l。近代任丘的自然灾害情

况(见下表)。

近代任丘自然灾害统计表圆

旱灾 涝灾 风灾 雹灾 虫灾 合计

前清 3 23 0 O 2 28

晚清 O 3 l 0 l 5

民国 2 7 O l 4 14

合计 5 33 l l 7 47

从上表可知，近代任丘共发生大的自然灾害19次．其中

晚清5次．民国14次。灾害最重者当属涝灾，晚清3次，民国

7次，共10次，占自然灾害总数的52．6％。由于郑州位于全县

地势低洼处，所以每年任丘县有涝灾时，郭州多受其害。涝灾

多为夏涝(7月中旬至9月下旬)、秋涝(8月中旬至9月下

旬)，以夏涝出现次数最多，秋涝造成损失较大。如光绪十六

年(1890)7月，大清河、白洋淀千里堤先后决口，灾情之重为

数十年所未有日。郑州北接大清河．西靠白洋淀千里堤．如此

大水，鄣州人民应受灾最重。又如光绪十八年(1892)六月．

“潴龙河决口，大水直泻郑州一带，该地居民为放水与下游民

工发生械斗．河间知府王守垄亲自妥善处理了这场纠纷。

郭州一带48村居民为此立碑。”翻这说明鄣州不但受灾频繁

而严重，而且因水灾使得当地民众问关系复杂，纠纷多，严重

时还得惊动官府。在此情形下，不仅商店、民房、牲畜、庄稼随

水东流，就连民众的生命皆难保朝夕，有些商户或居民甚至

因此而背井离乡去逃荒，这直接加重了近代任丘及郭州人民

的灾难和穷困，购买力严重下降．对鄣州集市贸易产生了极

不利的影响。

四、近代郊州自身经济发展滞后及周边商业集

镇勃兴

清末到民国前期是华北集市的一个重大发展时期，同时

也是华北地区集镇的勃兴时期，集市与集镇同步发展【12l。然而

在近代任丘县整体集贸环境落后的情况下．鄣州周围工商集

镇的兴起，不但未使郑州镇市场盛旺发达，反而却严重威胁

着该镇市场的发展。

有学者统计，乾隆时期冀鲁豫三省28府12州境内称

“镇”者共有359处，《大清一统志》明文确认各镇商况繁荣

者，j省合计不过有33处，约占总镇数的9．1％I瑚。然该文献

中明文提到郊州“民居繁盛，商贾辐辏”嗍．这说明当时该镇

经济地位非常重要，商业也非常兴盛。然从氏摘选近代冀鲁

豫中心市镇50镇，其中河北有辛集、胜芳、白沟、郊州等16

镇，辛集是“直隶第一镇”、白沟为“文明城市”，他虽仍把鄣州

镇列入冀鲁豫50大镇之一，但此时该镇只是“境内大镇”而

已I廿I，无其他别号，这从一个侧面可推知它已被周边集镇赶

上并超过。

事实确实如此。此时。鄣州周边一些集镇各自充分利用

当地某种手工业的资源优势或技术优势而迅速发展，如宝坻

县新集镇、香河县渠口镇等，就是因为有织布业作为主要经

济支柱而发达的，并先后发展成为棉布等项产品的重要出产

地而驰名远近。再如任丘县青塔镇、蠡县莘桥镇、清苑县大庄

镇．早在19世纪末，就因布线交易发达而闻名。在青塔镇，每

一集期集合于此地出售棉纱的平均约有200人，而出售布匹

的平均约有柏0人。每集所售布匹数量在l 000—l 200余匹n习。

显然，20世纪20年代鄣州在织布方面已远落于青塔之后。然

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青塔集期恰与鄣州重合，皆是农历逢

二、五、八．这就无形中严重地冲击着鄣州作为全县商贸中心

的地位，起码在织布业方面。此种例子举不胜举，他如白沟、

高阳、祁州等镇皆于近代崛起，吸引各镇附近商民就近贸易

而不必再绕远去鄣州，除非特别贵重上档次的商品．郭州镇

的商业地位受到严峻挑战，彼兴而此衰．这也是郑州镇市场

趋衰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学者认为“影响乡村集市的根本原

因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悯。此结论虽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

并不适用于郑州。

五、近代郊州及其腹地战乱频繁

李正华通过对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的研究认

为，制约乡村集市发展的直接因素有三个：农民必须有交换

的需要与可能、都市经济的影响、自然条件(人口密度、地理

①京大路：北京至河北大名公路，1928年至建国前称平大路，此路北段，前身就是京德古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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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物产、交通等)旧，缺憾的是未把影响集市盛衰的重要因

素——战乱考虑进去。

近代以前的明清时期，尤其是清康乾时期，国内虽也有

战乱，但发生在任丘当地的极少，当时任丘“号称繁剧，其

民物之殷庶、水土之沃衍、人文之茂美、政务之纷赜，甲于吾

郡”12J．总体尚称和平稳定，经济繁荣，所以郑州庙会发展迅

速，致使康乾时期达鼎盛。然近代任丘灾祸频频，内外交

织。如北洋军阀时期，战祸波及任丘，如两次直奉战争、国

奉战争期间，天津、沧州、保定之间的冀中任丘、大城、霸

州、胜芳、固安等地战祸连绵【1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任丘县

土匪、地痞、流氓横行，社会秩序混乱．集贸市场正常发展

的安定环境不断遭到破坏。如1934年9月鄣州西关逸匪王

迁锦．伙同栗满常、朱元二人，持手枪、尖刀抢劫郊州城西

村刘占元家财物．并将刘占元打死118J。抗日战争时期，郊州

镇更遭罹难。郊州在七七事变前几年有座商147家(不包

括小手工业)，均属批发性质，事变后，郭州只剩下一些小

的工商业，集市贸易几成瘫痪1191。祸乱不仅直接冲击集市，

使之不能正常进行，更甚者是使远近商民人心惶惶。既不

能安心生产，亦不敢外出买卖，从而更严重地影响着各地

经济及市场的发展。尽管某些祸乱有时并未在郭州发生，

但任丘及周边区县大环境的败坏，也会对郑州镇市场的正

常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有人认为，“经过十二年战

火的洗劫，全国集市一片萧条冷落，几至消失”刚，此说并

不过分。
4

综上，鄣州镇作为近代中国北方衰落集镇的一个典型，

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该镇市场趋衰的根本原因是近代

各级政府对郑州大庙、庙会的扶植不力，甚至疯狂破坏，这是

该镇异于冀中其他县区市场变迁的显著特点。而近代郑州镇

交通落伍、自然灾害频仍而防治救灾不力、自身经济发展滞

后与周边集镇的勃兴及近代多战乱等也是其变迁的重要因

素，这也许是冀中及全国许多集镇市场变迁的重要原因。在

当前冀中加快小城镇及新农村建设的起步阶段，研究该镇市

场变迁之因，对如何使诸如郊州之类历史名镇不致重蹈历史

覆辙，快速走出委靡不振的怪圈，并从历史上找到发展动力

与灵感，不失时机地利用其自身特色与优势实现振兴，无疑

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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