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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的砖，北京的城

当时明成祖朱棣计划迁都
北京，为兴建新都城，临清烧制
的青砖脱颖而出被定为贡砖。
位于大运河要道的临清，既有
烧制贡砖的技艺和原料，同时
运河也为贡砖源源不断运向北
京提供了便利。

《临清州志》用16个字来形
容临清贡砖：敲之有声、断之无
孔、不碱不蚀、茁实坚硬。

有数据统计，当时临清大

运河两岸的砖窑一度多达190
余座，仅参与烧制贡砖的固定
工人便有9600余名。

“临清贡砖烧制技艺”已有
500多年历史，2008年被评为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2016年，临清贡砖文化基地负
责人赵庆安签下了向故宫正式
供货的合同，临清贡砖穿越历
史时空，再度来到紫禁城。

“临清的砖，北京的城。”临
清贡砖在北京城的兴建中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临清为何能烧出贡砖？一
是土质，临清土质好，细腻而无
杂质，俗称“莲花土”，用这种土
烧制的砖异常坚硬，敲起来有
一种悦耳的金属声，是理想的
建筑原料；二是临清的水质好，
当时的漳卫河水质清澈，碱性
较小，适宜制砖；三是临清紧靠
运河，交通方便，烧出的砖可直
接装船运往京城。

至今，窑厂还保存着旧窑
遗址。在遗址旁，一个个新砖
窑林立，分毫不差的传统技艺，
让临清贡砖燃烧着勃勃生机。

据了解，烧制一块临清贡
砖，大约需要半个月。参观时，
赵庆安指着砖窑立面上的一个
小孔说，这是“神眼”，“砖快烧好
时，可通过这里观察砖的颜色变

化”，烧窑师傅们结合经验最终
判断该窑的砖何时烧制完成。

从惊蛰到芒种是做坯的最
好季节，梅雨季节，基地不接烧
制大砖的任务，赵庆安要对烧
制的每一块砖负责。

据《直隶临清州志》记载，
临清砖窑在明代“设工部营缮
分司督之”，其烧制工艺十分复
杂，要经选土、碎土、澄泥、熟土、
制坯、晾坯、验坯、装窑、焙烧、洇
窑、出窑等20余道工序——“莲
花土”经过碎土、过细筛后，选出
没有杂质和颗粒的精土放入池
中，用水浸泡。浸泡一年后，再
过滤出细泥膏，经过踩踏去除
泥内气泡。然后，经过“醒泥”

“摔泥”，放入铺布的砖模内，以
板拍打，用铁弓刮掉多余泥浆，
制作成坯。制作好的砖坯还需
放置整齐进行晾晒，干透后方
可装窑焙烧。装窑后，一般用
豆秸或棉柴烧多日，再用水慢
慢洇窑，然后出窑。

“跑斗”少年的终极梦想

如果用《水浒传》里的好汉
来形容赵庆安，或许李逵最合
适：黑黑壮壮，没有一句虚的，
干就是了。

赵庆安童年时便跟随父亲
在砖窑厂“跑斗”，十五六岁前

就已出师，学会了全套工艺。
但他重拾老本行再造临清贡
砖，却是中年以后。

“20多岁时在外跑运输，但
心里一直想着做砖的事，想了
十来年。”赵庆安说，17年前，一
次在往济南修大明湖南门送砖
时，听说送的是临清贡砖，“第
二天我就把车撂了，不干了！”

之后，赵庆安回到村里，创
办了这家窑厂，探索传统贡砖
烧制技艺，立志烧出质量过硬
的贡砖。“我想把临清贡砖送进
故宫！”他说。

正如赵庆安所说：“想把非遗
做好的人都是‘疯子’。”不疯魔不
成活，没有赵庆安的魔怔劲，可能
不会有临清贡砖的今天。

赵庆安说，无论白天还是
晚上，他满脑子都是临清贡砖，

“让更多古建单位用上我们烧
制的砖，才是我的初衷。”

5年后，窑厂终于走上正轨。
2019年，故宫博物院的专

家来临清考察，计划为修缮故
宫再进一批贡砖。当他们看到
窑厂使用的土质、筛子后，心里
有谱了。赵庆安更是夸下海
口：“你们把砖运到北京做试验，
认可我的砖后再付钱，如果我
的砖出现质量问题，我赔钱！”

至于后续，赵庆安笑了：
“故宫的工作人员把砖拉走后，
第二年就付了钱。”

在这之前，赵庆安对窑厂
接到的订单几乎没高兴过。“只
有故宫用上我的砖，才能叫临
清贡砖！”他说。

2021年12月，北京市文物
保护协会、文物建筑保护专业
委员会向赵庆安的临清市魏家
湾贡砖文化传播展示基地颁发
了证书——北京市古建筑青砖
材料基地。他感到责任更加重
大了：“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岂
不是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招牌
砸了！”

“如果以后故宫用上
别处的砖，我就不再烧砖
了！”

山东省临清市魏湾
镇赵回村的赵庆安，是临
清贡砖烧制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这个从小在砖
窑长大的中年汉子，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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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流中国·开天河 ”报
道组记者在砖厂转悠时，
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提起山东临清，很多
人会感到陌生，更鲜有人
知道故宫、明十三陵、天
坛、地坛、国子监所使用
的砖，是来自临清。

明清两代，大运河对
北京城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除了漕运，随大运河
漂去的还有临清的砖。
所以人们常说：“没有大
运河，就没有紫禁城。”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
作为临清贡砖烧制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赵庆安始
终把将贡砖送往故宫作
为人生最大目标，并一直
为之热血沸腾。

临清贡砖烧制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赵庆安介绍临清贡砖。

1月20日，游客在故宫游览拍照。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传承百年技艺 临清贡砖再进故宫
传承人讲述国家级非遗技艺的背后

宋礼两次入川寻木

明代永乐四年（1406年），
皇帝朱棣下诏营建北京宫殿。

修建故宫，首先要解决建
材问题，来自山东临清的贡砖、
太湖区域的太湖石以及苏州的
金砖，源源不断地被送到了北
京。相比之下，想要获得用于
修建主梁和大柱的木材，则要
困难得多。于是，朱棣派出5路
人马，在四川、湖广等寻找木材。

在四川宜宾，宋礼找到了
大片楠木林。《明史·宋礼传》记
载：“会北京营建，命取材川蜀。
既至，赐有司率夷民，历溪谷险
绝之地，凡材之美者悉伐取之。”

当营建北京宫殿的木材顺
着大运河一路向北时，又遇到
了一个新问题：运河因为淤塞，
断航了。这可急坏了朱棣，于
是他便命宋礼打通运河。

接到命令后，宋礼当即征
发山东、徐州、应天、镇江等多

地的30万民工，通过改进分水
枢纽、疏浚运道、整顿坝闸、增
建水柜等多种方式，完成了这
项艰巨的任务。

大运河全线通航后，宋礼
再次来到四川采木。

石刻记载伐木往事

从宜宾出发，顺着关河逆
流而上，大约1小时就能到达云
南盐津县。在明清时期，盐津
北部由叙州府和马湖府等管
辖，宜宾县官曾经多次在这里
采伐桢楠。如今，盐津县滩头
乡还有两处摩崖石刻记载了明
代在此砍伐楠木的情况，特别
是明代永乐五年（1407年）的那
一次：“叙州府宜宾县官主簿等
部领人夫八百名，拖运宫殿楠
木四百根。”几乎可以肯定，就是
为了修建故宫而进行砍伐。

在宜宾中都，有一座山因
为出产的楠木又多又好，被皇
帝册封为了“神木山”，甚至在

山下还建有神木山祠，成为明
清时期长江上游大量砍伐森林
的典型历史文物见证。在宜宾
境内，除了屏山，大塔、双龙、横
江，以及长宁、筠连当时也在同
时采伐。

甜竹村的致富路

今年6月，四川省绿化委员
会办公室公示了《2023年四川省
古树名木名录》，曾经拥有大片楠
木林的宜宾，如今只剩下9棵一级
古楠木。其中8棵都位于宜宾市
筠连县联合苗族乡甜竹村。这8
棵古树的树龄都在600年以上，
是周边十里八乡有名的“神木”。

在桢楠树下，甜竹村的村
民们通过种植、加工竹笋，走上
了致富路。

“以前村里的集体经济是
空白，自从开始发展竹笋精加
工后，现在每年都有20多万元
的收入！”宜宾筠连县联合苗族
乡甜竹村支书章圣贤说。

黄河严重的水患，运
河繁忙的水运，使得明清
时期山东的黄河和运河流
域，出现了被称为“大王”
和“将军”的诸多水神。其
中，明代工部尚书宋礼因
疏通大运河有功，在清光
绪五年（1879年）被朝廷
敕封为“显应大王”。

“宋礼在南旺（今山
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南旺
镇）治理了大运河通航
问题后没多久，就再次
被调到四川伐木，修故
宫去了。”汶上县文物保
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刘健
康的一句话，将大运河
的外延从东部延伸到了
西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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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市筠连县联合苗族乡甜竹村，每年3月，数百只白鹭都会
嬉戏于保存完好的百年桢楠林中。 受访者供图

宜宾楠木“撑”起了故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