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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辽、金时期本境民
族——女真族

金代的女真族即唐
之黑水靺鞨。辽时改称
女真，并将部分女真人
迁 到 辽 阳 以 南 编 入 户
籍，号曰熟女真，置曷
苏馆统治之。没有迁移
的 十 万 户 ， 称 为 生 女
真。生女真在五世纪时
仍处于穴居野住状态。
十一世纪时，完颜部逐
渐强大。辽天祚帝时，
完颜阿骨打经多年“力
农积谷，陈兵牧马” 扩
展了实力。1125 年金灭
辽 。 据 《金 史 · 地 理
志》记载：在盖州境内有
户 18456， 人 口 73824。
这些居民中不仅是女真
人，还有渤海人、契丹
人、高丽人，但大量的是
汉人。总之，此时比辽
代本境人口大有增加。
在《金史》也记载：“女
真与汉儿百姓皆可量力
养办蚕业。”

唐、辽、金时期本境民
族——汉族

唐初贞观十九年 ，
从辽东迁 37 万人回中原
后，本地区汉人虽有减
少，但唐收复辽东后，
汉人又有迁入者，主要
居民仍是汉人。高句丽
统治本地区时迁入的高
丽人，在高丽失败后，
有的迁入山东、河北，
有的回到新罗，留在本
地区的，同汉人融合在
一起了。

辽 迁 徒 来 的 渤 海
人，在辽、金二代同汉人
长期生活、劳动在一起，
也逐渐与汉人融合了。

（未完待续）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没沟营以牛庄的名义，
于1861年5月3日开埠通商。为处理没沟营口岸纷
繁的通商事务，同治五年 （1866年） 八月，清政
府将调往没沟营的山海关监督改设为奉锦山海关
道，任命俊达为首任道员。除监理海关税收、处
理外交事务得当外，“筑圩修壕”也是俊达在任期
间的主要政绩之一。如今老城墙遗迹虽已无存，
但同治七年 （1868年） 俊达发动商民修建的这道

“土圩围墙”对于近代营口城市建设的起步有着重
要意义。

作为退海之地的营口市区在辽代之前原是海
洋，尚未成陆，至辽晚期，市区部分形成陆地并
成为人类长期聚集的区域。明代的营口地区时称

“梁房口”，社会经济逐渐发展。据《辽东志》《全
辽志》记载，明代辽东25卫近半数的盐场百户所
都设置在梁房口地区 （即今营口市西市区一带）。
辽河入海口是明代辽东海盐的主要产地，其境内
仅存在盖州卫设置的梁房口堡等面积较小的独立
关堡，并未形成大规模城池。

清代前中期受“禁海令”的影响，辽河航运
发展较慢，营口境内一度沉寂，甚至成为巴尔虎
蒙古人的放牧之地，当时称为“没沟营”。而

“营口”是早期清政府官文中对“没沟营口岸”
的简称。

海禁政策调整后，因辽河航道淤塞所致的牛
庄口岸下移，促成了没沟营商业的繁荣。没沟营
作为东北地区河海联运的重要节点逐渐兴盛，渐
成“舳舻云集，日以千计”之景，在嘉庆、道光
年间发展成为辽河下游一个繁荣的市镇。

开埠前的没沟营因商业集聚效应，形成沿辽
河南岸带状分布的布局，而非传统的“四方城”
形态，但这种城镇布局给军事防御带来极大困
难。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为防备英法联军袭扰
奉天沿海，清政府命盛京将军玉明、副都统增庆
考察海口情形筹备防御。玉明等报称，“居民铺户
与河唇齿相连，中间空余多有不能及丈，营内阊
舍鳞集，街巷窄狭，亦无安营处所”。说明当时没
沟营的市街临河，铺户之间的空隙之地只在数米
之间，过于狭窄，难以在没沟营街内驻防，玉明
等遂拟于东弓湾及田庄台等处铸炮设防。

开埠通商后，没沟营的市街沿着辽河的天然
走向，在河南岸由西向东延展。由于商业兴盛，
商人趋利抢占门市，造成市街宽窄不一，街房前

出后缩，曲曲弯弯，又因沿岸筑港，设置码头，
使市街东西长达20余里，南北仅有5里。同治五
年 （1866年） 盛京将军都兴阿筹议没沟营驻防时
称，市街“阛阓比栉，街道临河，过于窄隘”，不
利于马队骑兵的展开，只得由洋枪步队驻防。随
着开埠后进出口贸易规模的逐渐扩大，没沟营口
岸成为清政府钞关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东营
子地区外国使馆林立，没沟营又为中外观瞻之所
在，种种原因使得完善城防设施成为当时亟需办
理的事务。

同治五年 （1866年） 八月，清政府改山海关
监督为奉锦山海关道，驻于没沟营，督理新钞两
关税收并兼办中外交涉事宜，10月任命江西广饶
九南道员俊达为首任奉锦山海关道员。从此，“营
口”逐渐取代“没沟营”成为官方行政区域名
称。俊达，满洲正白旗人，曾任内务府员外郎，
同治二年 （1863 年） 任山西杀虎口税关监督一
职。在任期间查补漏课，办理税务颇有心得，其
调任江西后也勤于政事，这使他成为没沟营口岸
新设海关道员的理想人选。同治五年 （1866 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俊达来到没沟营，上任伊始他
便勘察商埠地势，筹备城市防御，他提出“营口
地方濒临大海，五方杂处”，应修筑土圩围壕以资
屏障，该方案很快得到批准，营口土圩准备动工
修建。

长期以来，我们对营口土圩的具体情况不甚
明了，只从后人记叙中了解到老围墙的长度、高
度略值及增开“九门”等情况，而档案资料为我
们还原了同治年间营口修城的具体情形。笔者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军机处档折件中浏览到，
同治九年 （1870年） 六月三日通商大臣崇厚所拟
一份奏折，名为 《奏报奉天营口创修圩壕日期
事》，这份档案为研究营口修建土圩围墙提供了第
一手资料：

1. 开工时间为同治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1868
年10月11日），完工时间为同治九年正月初十日
（1870年2月6日）；

2. 完工城墙周长 13 里 2 分，计长 2388 丈 5 尺
（约8千米），开设大小门共11处，门外修建木桥
以便往来；

3. 营口商埠北临辽河，故修建三面城墙，并
挖壕沟一道，深1丈 （约3米），宽1丈5尺 （约5
米），壕口与河海相连，引潮水填注；

除对土圩城墙的基本情况做说明外，崇厚的
奏折中还披露了修城工程的经费来源。营口众铺
商原有议定公捐款一项，作为防御盗匪自卫所
用，俊达与商人交流请求挪用此项经费筑城，众
商皆欣然同意。然经估计，修建营口土圩所需费
用甚巨，所存公捐款项不敷，于是由俊达带头，
营口海防同知奎瑞、盖平县知县杜芬、牛庄防守
尉果勒明阿等地方官员亲往埠内各商铺募捐，众
商感其诚意，纷纷献款纳捐，铺商王毓兰、曹开
源等因出力甚多，被题保赏官嘉奖。在营口商民
的努力下，工程款项很快筹足，交由殷实富商招
募民夫动工修建。俊达办公之余，不时亲往巡查
督工，检查城墙稳固情况，并亲率衙役勘画测量
土圩长度，将其视为紧要政务。

至同治九年 （1870年） 正月，一道东至青堆
子，西至外皮沟，北临辽河的半圆形土圩围墙围绕
着营口商埠建立起来，俊达将土圩中开辟的9座城
门仿照北京城九门自西向东分别命名为德胜门、秩
成门、阜有门、扬武门、启文门、通惠门、丰济
门、履和门及绥定门，修工剩余款项，也由俊达建
议用作日后修补城墙桥梁之用。土圩围墙的修建，
使营口商埠初具城市雏形，不仅商埠区有了一道防
卫屏障，埠内编定户籍、市街建设等事务也依次举
办，由此，营口近代城市建设逐渐起步。

因在奉锦山海关道任内政绩卓越且督理海关
税务有能，同治九年 （1870年） 九月，俊达升任
江西布政使。离任之日，营口绅民纷纷送行，后
于天后宫院内竖立“俊公达方伯去思碑”，将俊达
与刘宴、范仲淹等古代贤能相列，以彰其德政。
营口土圩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遭到毁坏，虽
遗迹无存，但启文门、通惠门等旧地名留存至
今，依然能让我们想起150年前的那段筑城伟业。

（作者为营口市历史学会会员）

奉锦山海关道员俊达与营口“土圩围墙”的修建
高智林

呕心沥血创作经典 表演功力完美深厚

袁阔成播讲的《三国演义》好听！为啥？这就
不得不提到袁阔成的一项绝技——他对嗓音的控制
能力极强，可以自如控制轻重缓急，让声音抑扬顿
挫，富有韵律感，就像唱歌一样好听。袁阔成还有
另一项绝技，就是对口技的运用……

让我们欣赏“温酒斩华雄”一段：
关云长温酒斩了华雄，他手捻长髯、微合二目

走进大帐。“腾！”“噗噜噜——”把华雄的人头扔
在帐下，当时就惊震了各路诸侯。张飞一看哈哈大
笑：“我二哥这次算是鳌里夺尊了。”

当李肃一听到华雄被斩的禀报时，“啊？”“咯
嘣”一下，觉得后脑海“轰”的一家伙，好像真魂
出了窍，可把他吓坏了。这么大的一员上将，在阵
前，说碰上了一个面如重枣的将军，没走一个回合
让人给宰了，“哎呀，天啊！”

这一段，无论是关羽“手捻长髯、微合二目”
的神态，还是扔人头的“腾”“噗”，还有李肃闻知
华雄被斩后的惊恐状，都让袁阔成通过说讲和用得
俏的口技，把关羽的威武和斩华雄的英姿形象地表
现出来，让评书深深抓住了观众的心。

袁阔成深厚而近乎完美的表演功底，在播讲
《三国演义》时得以充分体现。细节处理上，他发
挥袁派评书的细腻，为不同的情景营造不同的小氛
围，听众能如闻其声、如见其面地感受到历史人
物。有人说：“听袁先生的评书，真好像是看一部
电影、一场话剧。”想来这也是袁阔成讲《三国演
义》的魅力吧。

评书 《三国演义》 的经典片段“三英战吕
布”，更能让我们感受到袁阔成精湛而又用得俏的
表演技巧。袁阔成在细节的处理上充分发挥了袁派
评书的细腻，给不同的情景营造不同的小气氛，于
是我们就有幸在袁阔成的言语间，真切感受到“三
英战吕布”的铁马金戈……

“吕布呀！”
“怎么样？”
“娃娃，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不是三姓家奴

吗？今儿你四姓得了，下得马来，跪在你家三将军
的面前，叫我一声干老子，你再姓一次张，然后我
一枪将儿挑死，不知你意下如何？”

“哎哟哟！”差点儿把吕布给气哭喽，简直是七
窍生烟了，“张飞！欺吾忒甚，休走，看戟。”

“噗噜！”一个“大蟒出洞”戟奔张飞刺过来
了。三将军不慌不忙，右脚一踹崩蹬绳，左腿一撇
磕膝盖儿，一点飞虎韂，“啪”，往旁边一拨乌骓
马，“嘡！”举枪就把方天戟给磕出去啦。二马盘
桓，打到了一处。

“在播讲《三国演义》时，他充分通过嗓音的

控制、气息的运用，把一部 《三国演义》 说得大
气磅礴、跌宕起伏，极富史诗般的韵律美，这也
是他说这部书的最成功之处。”这是评书界对袁阔
成在播讲 《三国演义》 时充分发挥深厚表演功力
的赞誉。

五年心血巨作面世 “三国”红透半边天

评书《三国演义》由营口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录制，营口台派出了有着丰富录
制经验的李程同志，中央台则是派出曾跟袁阔成多
次搭档的袁枫同志，由他们三人组成录制小组。录
制期间，袁阔成的居住条件非常简陋，居住在招待
所只有4平方米的一个小隔间里，即使是这样简陋的
条件，还是台里为了支持袁阔成的创作而特批的。

面对《三国演义》这样的名篇巨著，纵使是袁
阔成这样的评书奇才，在改编创作中也有很多不好
把握的地方。遇到一些咬不准的史实，共同参与改
编创作的李程就帮着一趟趟跑图书馆查资料；在故
事情节的某些关键节点的处理上，袁阔成也会有找
不到感觉的时候，索性就将录制工作停下来，大家
集体研究，并听取各方的意见修改。

历经几年的艰苦创作，袁阔成将120回的长篇
历史小说 《三国演义》 重新改编创作成 130 万
字、365 讲的评书 《三国演义》，并于 1981 年在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连播 （上部），1984年全部录
制完成。从准备到播出，袁阔成为这部书用了整
整五年时间。可以说，袁阔成播讲的 《三国演
义》，不愧为浸满了一代评书表演艺术家心血的长
篇评书巨作。

如果说“呕心沥血，一丝不苟”，是对袁阔成
创作评书《三国演义》时状态的写实，那“红透半
边天”，就是评书《三国演义》播出后的效果反馈。

评书 《三国演义》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后，立刻引起强烈反响。每天到了《三国演义》播
出的时候，人们纷纷坐在收音机旁认真收听。当时
有文章是这样描写的：“收音机里一传出他的声
音，修鞋匠停了手中的生意，路人驻足不前，停不
下手里活计的建筑工人请旁人带录下来，农村大嫂
忙不迭地先哄孩子入睡……几乎出现了万人空巷的
奇景。”

《三国演义》播出后，热评如潮。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收到了数以万计的听众来信，甚至有听众称
赞他是“古有柳敬亭，今有袁阔成”。

（未完待续）

评书大师袁阔成在营口的黄金时代（七）
本报记者 丁海林

营
口
地
区
历
史
上
曾
有
过
哪
些
民
族
？
（
六
）

于
阜
民

沉浸在创作中的袁阔成。

袁阔成为山区农民演出。

袁阔成与营口人民广播电台导演李程（中）等在研
讨录制评书《红岩》。

日本海军少尉曾根俊虎绘制的1875年营口商埠区草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