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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周口是明清时期的河南四大名镇之一!当年的八景享誉四方!引来无数文人墨

客驻足流连!也相应地促进了商贸业的发展" 时代变迁!当年的八景如今多已不在!

但文明的延续却让这座城市有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如何将其发掘#整理!浓缩为周口

形象!重现当年周口的风采!显得异常迫切" $周口晚报%的许多热心读者表示!希望

$周口晚报%推出周口八景系列报道!让埠口渲渡#虹桥灯火#滨河渔唱#闹市轮蹄#普

济钟声#翠阁映霞#桅杆晚照#柳巷笙歌的情景见诸报端!让市民领略周口的历史风

貌" 而这!也是我们开展&市民心中的周口美景'征集活动的初衷和动力"

核心阅读

周口原名周家口!沙河#颍河#贾鲁河在此交汇!是明清时期著名的水旱码头#商

业重镇" 天南地北的商人#货船汇聚于此!忙碌交织的人流描绘出当年周口各大渡

(埠)口热闹的情景" 如今!曾经热闹非凡的渡(埠)口已不复存在! 有的也只是老人

口述中的只言片语" 接到采访周口八景***埠口渲渡的任务后!周口晚报记者寻访

文史研究员!查看历史资料!深入探寻埠口渲渡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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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沙颍河中州大道桥建

成! 周口南" 北两寨贯通! 加之北

寨与西寨有二板桥相连! 自此三寨

有桥相通! 渡 (埠) 口喧闹之声不

复存在#

采访中! 有人告诉周口晚报记

者! 周口渡 (埠) 口的没落还与战

争有关$ 由于战争! 天南地北的鸿

商富贾逐渐离开周口! 航运因此衰

退$ 新中国成立后! 有关部门沿沙

颍河河道修建了闸口! 最终导致周

口航运没落! 渡 (埠) 口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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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

日!在市民张全录

处!周口晚报记者见到了一张
!2"#

年

的周口地图! 上面标记着周口大大小

小十多个渡(埠)口$据张全录介绍!他

还有一张清朝时期的周口地图 !与

!2"#

年的周口地图唯一不同的是!没

有洋桥(如今的中州大道桥)$

拿着老地图! 周口晚报记者和张

全录一起开着车从沙颍河八一大道桥

南岸向西行驶!寻找渡(埠)口遗址$新

渡口街曾是周口的一条主要道路!但

如今已变得狭窄拥挤$ 市民马先生一

家一直住在这里$ 马先生
4#

多岁的母

亲告诉周口晚报记者! 新渡口街正对

着的就是曾经的新渡口! 这里曾经人

流如织!热闹非凡$

周口晚报记者在沙颍河中州大道

桥南岸!沿着滨河路向西走没多远!看

见一座石碑!上面写有%大渡口码头遗

址&几个字$ 此外!这里还留有当年大

渡口用的木桩$

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周家口

渡口逐步增多$ 清顺治年间!沙颍河沿

岸相继开辟了北寨大渡口" 河北小渡

口" 上齐埠口" 下齐埠口" 河南新渡

口"河北新渡口$ 清康熙"乾隆年间!沙

颍河两岸埠口"码头星罗棋布!发展到

!4

个渡(埠)口!除以上
-

处外!还有河

北火星阁渡口"花土地庙渡口"西寨义

渡口"磨盘山渡口"磨盘街渡口"盐路

口"刘渡口"老衙门渡口"张埠口渡口"

王家埠口"陈滩渡口"时家埠口$

航运昌盛 渡!埠"口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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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周口是一座新兴的现代化

城市$周口晚报记者站在沙颍河岸边!

实在想象不出当年大大小小数千只船

停泊在渡(埠)口边"脚夫来回不停地

搬运货物的热闹场面$

周口原名周家口! 地处沙河"颍

河" 贾鲁河三川交汇处! 水陆交通便

利$据史料记载!明洪武初年!沙河"颍

河成为豫西部分州县货物来周家口的

重要交通线! 附近农民也多来周家口

销售粮"棉"油等农副产品!沙颍河北

岸因此形成永宁集(双日集)$ 后沙颍

河南岸子午街
5

今老街
6

!亦设贸易市

场
7

单日集
8

$ 明成化年间!贾鲁河汇通

入颍! 周家口因此成为三河水运枢纽

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当时!周家口有

9##

多家船户!千艘以上船舶$ 先后有

!:

省的行商巨贾"能工巧匠来周投资

兴业$ 明万历年间!周家口三岸连起!

呈鼎立之势!状若武汉!由此享有%小

武汉&的美誉$ 明代翰林大学士"武昌

人熊廷弼在'七律(过周家口)中写道*

%万家灯火侔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

意为周家口的夜晚像南京城的浦口一

样灯火通明! 白天像汉口一样千帆云

集$清顺治年间!随着货物转运贸易市

场不断扩大!外地商贾纷至周家口$鼎

盛时期! 周家口的商品年成交额可达

4#

万两白银!粮食年购销量达
!

亿公

斤以上$

因航运兴起的城市

渡!埠"口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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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周口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王羡荣! 退休干部张全录及

周口市博物馆馆长周建山"提供宝贵的文字资料和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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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王羡荣

告诉周口晚报记者*%埠口! 也称渡

口!是道路越过河流以船渡方式衔接

两岸交通的地点! 也指有船摆渡+过

河的地方$ 周口的渡口有用来摆渡

的!也有用来装卸货物的$ &他介绍!

最多时!周口有
!4

个渡口$ 从个体脚

夫自发组成的十多个%脚行帮&就能

说明当年周口渡(埠)口之多$ 沙颍河

中州大道桥南岸! 原是一片大河滩!

河滩连着北寨大渡口"河北小渡口和

磨盘山渡口!这
3

个渡口对应着顺河

街"新街"老街和山货街$ 山货行"陆

陈行"杂货行"竹木行都在这
:

条街

上$ 脚夫为了省力气!行店为了省运

费!将货物卸在沙颍河岸边!之后或

发往各县或运往仓库$

运送货物需要渡(埠)口!生活在

两岸的居民出行更需要渡 (埠) 口$

%在没有洋桥之前! 两岸百姓走亲访

友"购物赶集都需要乘船渡河$ &张全

录说 !过去沙颍河两岸渡 (埠 )口众

多!百姓渡河非常方便$ 周口晚报记

者查阅史料发现!过去的渡船一般长

"

米!能载十多位乘客$

采访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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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的穆老太告诉

周口晚报记者*%洋桥建成后!过河虽

然方便了许多!但还是有人不想多走

路!喜欢乘渡船过河$ &

%虽然周口的渡(埠 )口很多 !但

过河的人更多$ 以前!渡船都不大!乘

客给船家铜板时! 有的伸手递过去!

有人则直接投到船家专门设立的平

板处! 不时有铜板弹到沙颍河里!因

此渡(埠)口附近留存有很多铜板$ &

王羡荣说$

埠口渲渡昼夜不止

大渡口码头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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