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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家湾村形成于元代。
1949年3月通县人民政府迁驻张家湾镇村(张家湾镇内有张家湾村、张家湾镇村)。
次年6月再迁通州城内。
1950年6月为通县第六区(区政府驻张家湾，区以下设张家湾乡、土桥乡、施园乡、马营乡、里二泗乡
、梁各庄乡等)，1958年9月建立张家湾人民公社。
1983年3月撤销人民公社建制，恢复设立张家湾乡，l990年改设张家湾镇。
2001年12月牛堡屯镇并入，形成现在的镇域。

　　张家湾镇是通州地区古镇之一，这里保留着战国时期和汉代先民繁衍生息的遗迹。
由于张家湾曾经是白河(今北运河)、通惠河、浑河(古永定河分支——凉水河)、萧太后河四水汇流之
地，同时也由于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需要江浙经济区粮食和各类物资的供应，在元明清三代，张家湾
与通州同为京杭大运河北端的皇家码头。
元代至明代中期，张家湾承担了漕运中心、客运中心、商运中心的历史重任。
直至明嘉靖七年(1528年)，巡漕御史吴仲主持将通惠河道改由通州城北入运河，漕运中心北移至通州
城的土坝、石坝以后，张家湾依然是京杭大运河北端护卫漕运和客运、货运的重要码头，这种状况一
直延续到清末。
在此期间，有多少万石漕粮经由张家湾码头运到北京城及周边地区；又有多少帝王将相、达官贵人、
文人墨客、商贾行旅经由张家湾码头往来于京杭大运河之上有多少种类的物资，举凡江南丝绸、茶叶
、瓷器、香料、日用百货、建筑材料，北方所产的皮毛筋革、山珍特产，经由张家湾码头运销中国南
北各地。
商流、物流、客流的集聚，使张家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
张家湾为维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为建设、保卫、安定、繁荣北京，为促进中国南北各民族之
间的了解、交流和融合，为促进封建时代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在漕运年代，通州和张家湾同为京杭大运河北端一个码头的两个部分，它们在不同年代有着不同
的分工。
对于通州来说，它不但是皇家码头，同时也是地区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被称为“小燕
京”，而这些是张家湾所不具备的，但这并不影响张家湾在漕运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
张家湾作为漕运古镇，它的作用无疑是重大的，况且在通州成为漕运码头之前，张家湾的这种作用已
经发挥了近2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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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镇探幽　　流经张家湾的河流　　从北京沿长安街乘车东行，过通州北苑，沿京津公路东南
行8公里左右，就到了张家湾镇。
在公路南侧．由学者冯其庸题写的"漕运古镇张家湾"题名碑矗立踺旁，字迹古朴苍劲，十分醒目。
　　张家湾是通州区的古镇之一，历史上因为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码头而声名远扬。
张家湾的历史，首先是水运的历史，作为皇家漕运码头，首先得益于白河（潞河、北运河）、通惠河
、萧太后河、凉水河四水汇流的地理优势，由此才有了随水运而诞生，随水运而发展起来的历史。
我们了解张家湾的发展历史，就从张家湾所在地域的水环境说起。
　　一，古代水环境　　近年来，通州地区雨量偏少，地表水量不足，河流流量有限，在近期内，很
难实现开通航运的条件。
但历史上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古代通州地区的地表水环境与今天的情况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距今1500年的北朝时期，北京地区水源充沛，地下水位很高，通州地区地处北京小平原东南部，地
势稍低，形成了多河富水的状况。
在通州地区的东南面，是战国时期形成的，以今天津市区为中心，沿渤海边缘的大片浅水沼泽区。
史书称这片沼泽为"雍奴薮"。
雍奴薮南起河北省黄骅、任丘，西至文安、霸县，北至天津市武清区，东至河北省宝坻县、宁河县。
在雍奴薮的四周，散布着大小99个湖泊。
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自鲍丘水（即潮白河）以南，南到滹沱河，西至泉州、雍奴（今天津市武清
区的前身雍奴城），东至渤海，称为雍奴薮，在雍奴薮周边有99个湖淀，这些湖淀支流条分，往往相
通。
通州南部永乐店地区，是这片水域的边缘区。
通州地区的河流，经过雍奴薮注入渤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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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些古镇地理位置多在大山之口或古河道边，在特定历史阶段，或处于交通要部，或成为军事重
镇、京师门户、兵家必争之地和一定区域的经济文化中心⋯⋯其兴衰与北京核心区的发展变化有着密
切的关系。
　　——段柄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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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套志书，是北京古镇系列丛书的第一批成果，是由市地方志办公室选择修志条件比较成熟的古
镇，委托专家执笔编纂的，包括房山区的琉璃河镇、良乡镇，海淀区的海淀镇，门头沟区的斋堂镇，
延庆县的永宁镇，密云县的古北口镇、不老屯镇，通州区的张家湾镇，昌平区的南口镇、沙河镇等10
个古镇的志书。
这10个古镇形态不同，风采各异，但有明显的共同之处。
它们都是历史悠久、声名远播、影响深广，地理位置多在大山之口或古河道边的古镇，在特定历史阶
段，处于交通要冲，成为军事重镇、京师门户、兵家必争之地和一定区域的经济文化中心。
且山河形胜，环境优美，有不少奇观异景，历史遗存丰富多彩，古长城、运河、邮驿御道、寺庙道观
、祭坛陵寝、名居名店、皇家园林、名人逸事、故事传说、传统技艺、风味小吃、诗文碑刻、俗俚乡
谚等，令人向往。
其兴衰也多与北京核心城区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其中琉璃河镇有北京最早的古城遗址；良乡镇从秦汉就曾建县，地名传承至今；斋堂镇现有前桑峪、
东胡林古人类遗址，还有爨底下村、灵水村等闻名遐迩的古山庄民居；古北口镇、南口镇都是长城要
塞、交通要道、京城锁钥、军事重镇；永宁镇位于长城以北，是以屯兵兴起的塞外古城，小巧玲珑、
古色古香；张家湾镇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皇家码头，漕运古镇；海淀镇的四周在清代是皇家园林，现
在被高等院校和科学院环绕，是北京科技园区的核心区；不老屯镇是具有旧石器遗存、古长城、古石
刻和山水秀美的独特生存环境，也是北京市少有的长寿镇；沙河镇被称为“京师之枕”，是明清帝王
谒陵和北巡的驻跸之地。
把这些古镇的历史与现状展现于地方志之中，不仅使志书家族“添丁进口”，兴旺扩展，给人以原生
态文化的历史厚重、深邃、沧桑感，使人领略古今纯朴的文化神韵，为文化古都北京寻根找源，增光
添彩，也为传播历史文化知识，提高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为开发旅游资源，发展特色经济创造了良
好条件。
总之，这套丛书为构架先进文化的“地基”，增强国家软实力，必将起添砖加瓦的作用。
　　让“星星”亮起来，为古村镇修志写史，是一个有效的影响深远的举措，但这远远不够，还必须
有保护古村镇历史文化资源的相应措施，制定切实的保护规划，选择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科学方法，避
免开发性破坏、生活性破坏，把自然性破坏降到最低程度，使其里巷、民宅、地貌、水系、植被和传
统民俗风貌等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存得到切实的保护，合理的开发利用，这需要各方给予关注，
还需要政府、社会和居民的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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