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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江苏淮安与京杭大运河
有着休戚与共的命运。公元前 486 年，
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江淮，这是大
运河最早的河道。位于邗沟北端的淮
安，从此与运河结下不解之缘。漕运指
挥中心、漕粮转运中心、盐榷税务中心
……伴随着大运河的忙碌，一座城市繁
华与喧嚣了500多年。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
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2014 年，中国大运河项目
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申遗圆
梦。淮安，这座曾因运河而生、依运河
而兴的历史文化名城，也再次出发，重
拾运河记忆，开启保护新篇。

流动的文化

从淮安市区出发，驱车近一小时，
曲 折 幽 长 的 洪 泽 湖 大 堤 跃 入 眼 帘 。
2014年，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这座
拥有 1800多年历史的“水上长城”正式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淮水千里过洪泽，连天荷花施粉
出。”今天的洪泽湖安静而祥和，很难想
象历史上曾是何等的惊悚凶险，然而每
一股细流都无声诉说着中国古人世代
的勇气、决心、智慧与牺牲。这精神便
蕴藏在运河沿线的堤、坝、堰、闸等水利
工程中。

“洪泽湖之所以被称为人工湖，就
是因为人工修筑的洪泽湖大堤。”从小
在洪泽湖畔长大，如今已过耳顺之年的
洪泽湖博物馆原馆长裴安年对大堤背
后的故事信手拈来。

比如，“侯二门”是为纪念当年在此
守堤、护堤人侯二而得名的。当年，年
轻的侯二夫妇管辖一段大堤，有一年大
水时节，夫妇俩察觉到堤坝出现一处管
涌，立即采取镇压的办法，奈何形势越
来越严峻。这时侯二让妻子去报告河
官，自己留下继续填堵。眼看管涌越来
越大，万分危急之时这位护堤工抱起一
块大石头，连人带石一起扑向了水口
……事后人们将侯二守护的堤岸称为

“侯二门”，以缅怀他的壮举。
水火无情，人间有爱。走过悠悠岁

月的洪泽湖大堤见证了古人的舍生取
义，也印证着古人的足智多谋。

大堤两侧，一些堤段至今仍保留有
明清时期建造的石工墙。长年风吹雨
打，青石已有些褪色，但条石墙精湛的
砌筑工艺仍让人惊叹不已。“你看，条石
堆砌拼接墙体表面上看不到黏合材料，
全部硬拼直靠，但是条石石缝之间却能
达到‘针插不入、纸塞不进’的工艺水

平。而且，有部分石缝接口还不全是90
度直角，甚至有的是斜曲面的拼接，工
艺亦精湛如一。”每每凝视大堤，裴安年
心中总是盛满了敬畏。

因为对洪泽湖那份特殊的感情，裴
安年退休后又被博物馆返聘。前段时
间洪泽湖恰逢枯水期，不少石头露出水
面，听说有人看见了刻有字的石头，裴
安年带着工具包开始调查、拓片，最终
新发现石刻 95 块。“现在当我们再回望
大堤时，无不为我们先民的聪明智慧和
英勇精神而感动，他们为大堤的一土、
一砖、一石、一弯奉献了艰辛的劳动，甚
至是宝贵的生命。”裴安年感慨。

保护与发展的冲突

“红灯十里帆樯满，风送前舟奏乐
声。”在康熙大帝的诗句中，曾经的淮安
盛极一时。时移世易，当昔日的运河，
风光不再，淮安，这座曾经享誉中外的

“运河之都”也渐渐褪去往日的荣光，一
度走向衰落，但过去的辉煌仍有迹可
循：这里拥有清口水利枢纽、总督漕运
公署遗址 2 处世界文化遗产区，1 段遗
产河道、5处遗产点，遗产区和缓冲区的
面积超过 1 万公顷，约占整个大运河世
界遗产的七分之一。

千年前贯通南北的大运河，造就了
淮安历史上的富庶繁华；千年后浩荡奔
腾的大运河，伴随着世界文化遗产的申
报 ，迎 来 保 护 传 承 利 用 最 好 的 历 史
时期。

2014 年，“板闸风情街”建设项目
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大量条石出土，随后
淮安市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两次抢救
性考古发掘。接下来召开的文物保护
专家论证会，结果让淮安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副局长李倩“喜忧参半”。高兴
的是，遗址获得了与会专家的高度评
价：这是一处涵盖古河道、堤坝、码头、
水闸等明清时期的大型遗址，是中国大
运河项目申遗成功后的重大考古发现，
为研究明清运河漕运、河工、榷关等方
面及古代居民生活提供了翔实资料，具
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担忧的是，这个拟投资几十亿元的项
目，该何去何从？“立即叫停板闸风情街
项目，把板闸与古河道、古堤坝、古建筑
遗址等系统发掘保护起来。”关键时刻，
淮安市政府的抉择给李倩吃了一颗“定
心丸”。“目前，板闸遗址揭露区域业已
进行回填保护，并被划为保护区，拟建
设遗址公园。”对于遗址保护与经济发
展之间的“取舍”，李倩看得很清也很
远，“房地产开发项目随时都能有，但这

个遗址却是独一无二的，一旦破坏掉，
就不可能再生了。”

类似的冲突，李倩经历了很多，码
头镇项目即是其中一个。淮阴侯韩信
故里——码头镇，曾是古代“南船北马”
交通运输方式的分界地和漕运中心，也
是现在的清口水利枢纽遗址所在地。
李倩记得，遗址被发现前该镇正进行着
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当时那片土地已
经卖给了开发商，楼房也建起了一些。
后来，随着遗址发现，政府出钱回购了
项目，房子拆掉。

当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淮
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文保处处长严
定忠的记忆里，码头镇的有关负责同志
都曾经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长谈，为
了一个派出所、加油站的建设据理力
争。“从想不通到想通，这需要一个过
程。”严定忠说。

而这仅是个开始。做好保护文章，
管控运河风貌，如今淮安继续梳理盘清
境内大运河文化资源家底，建立运河文
化遗产数据库。对近年来新发现的板
闸遗址、清江浦城墙遗址等一批运河遗
址、遗迹依据价值评估和保护需求推荐
公布为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逐
步推动拆除、迁移、改造不利于本体保
存、有损遗产价值、破坏遗址景观和谐
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全面改善运河遗址
及其周边的整体环境。并规划实施洪
泽湖大堤、总督漕运公署遗址等一批运
河遗产的保护修缮与展示提升工程，加
强对运河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何以体现，
这些运河遗产就是活的证据，它们是研
究中华文明最好的实物例证。”李倩说。

重现历史记忆

蓝天、白云，微风下摇曳多姿的垂
柳。沿大运河淮安段的里运河，走进坐
落于中洲岛上的清江浦记忆馆，前尘往
事扑面而来。

公元 1415 年，京杭大运河开凿了
一条不平常的河道，这就是闻名遐迩的
清江浦。清江浦的开通，改变了漕运及
京杭大运河的格局，促进了当时南北经
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由此，作为运
河重镇的清江浦走进了中国历史的大
视野，也成就了淮安“运河之都”的历史
地位。

“过去，商人行旅凡是由南向北的，
一般都是到淮安舍舟登陆，而由北向南
者，则至淮安登舟扬帆。由此，便留下
了南船北马、舍舟登陆的说法。”严定忠
话语间，流露出些许自豪。

传承运河文化记忆，2016 年清江
浦记忆馆对外开放，以微缩景观的方
式重现了数百年前清江浦古镇的繁华
与热闹。景家花店、仁德生药铺、洪门
寺豆制品店铺、清江浦电报局……穿
越时光隧道，行走在鳞次栉比的“店
铺”间，过往一幕幕的兴盛之景恍若再
现。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清江
浦的记忆是厚重而又意味深长的，大
运河，缔造了昔日繁华的淮安城，也孕
育了淮安兼容并包的城市气质。这从
声 名 远 播 的 淮 扬 菜 便 可 管 窥 一 斑 。
1949 年，北京饭店举行国宴，考虑到宾
客来自五湖四海，众口难调，最终决定
选用淮扬菜招待客人。理由之一就是
淮扬菜兼容南北菜系之长，更适合大
众口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位于大运河
中段、“扼漕运之冲”的淮安也造就了诸
多彪炳史册的历史名人，军事家韩信、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开国总理周恩来
等都是大运河哺育出的国之栋梁。“地
处三河交汇处的淮安人，既有北方人的
豪爽，也不乏南方人的温婉，在他们身
上豪放与细腻共存。”李倩说。古为今
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
化资源，近年来，淮安围绕“理水、营城、
聚人、兴文”的设计理念，重点打造了以
清江浦景区、漕运城景区、山阳湖景区
和河下萧湖景区为主体的里运河文化
长廊，深度挖掘漕运文化、古城文化、饮
食文化、名人文化，通过硬件打造、旅游
休闲、文化展示等多种方式再现了“运
河之都”的繁华盛景。

“让大运河文化遗产焕发新的生机
与 活 力 ，还 需 要 我 们 久 久 为 功 。”李
倩称。

双江公园，双江楼巍然耸立。
右边，黎滩河从武夷山曲折而来；左边，盱江河从

血木岭奔涌而过。它们，在双江楼脚下自然融合，成为
烙在抚州人生命里、姓名中、性格深处的抚河。

这是江西省南城县城区一角绝美的景致。
原本，这只是一个渡口，叫圭峰渡。唐宋八大家之

一的曾巩在南城向当时著名教育家李觏求学时，与这
里曾有过一段诗缘。

那年，春风刚吹拂了头两遍，埋首书山已久的曾巩
按捺不住对春光的向往，携三五知己，来到圭峰渡口，
踏初萌之草，观雀跃之水，任纷飞的泥点溅在衣服上。
归去后，他题笔写下了《题圭峰渡》：“荒城懒出门常掩，
春风欲归寒不敛。东邻咫尺犹不到，况乃傍溪潭石
险。风光得暖才几日，不觉溪山碧于染。欣然与客到
西岸，衣帻不避尘泥点。”好一句“衣帻不避尘泥点”，将
少年曾巩对大自然的向往描画得淋漓尽致。这种向
往，不仅仅是一颗少年的心在春天懵懂的跃动，也是读
书人心中那颗无拘无束的自由种子下意识的萌发。大
自然就是文章，就是诗，就是人生成长的欢乐场。

2012 年，得益于“渡改桥工程”，投资 800 万元的
圭峰大桥横架南北，圭峰渡也就成了文人雅士借以凭
吊历史的遗迹。县里又依托其自然景色，投资 2000
万元在这儿建设了双江公园，一时之间，这儿成为人们
观光、娱乐与健身的好去处。

志存高远登高山

前方有一山，名叫登高山，登高望远之地。
登高山，又名凤凰山，或是凤冈，系红砂岩山体，突

兀挺拔。明代《正德建昌府志》记载：“凤山，世传凤凰
翔集于此，今俗于重九日老幼扶携，登览昉垣景。”清代

《同治南城县志》记载：“北关凤凰山，西北郭二里，县之
主山，世传凤凰翔集于此，故名。山脊隆起翼张尾修，
山腰镌‘凤冈’二字。”

登高，能给人以特殊视角，可以将目光拉得更远。
此时正是秋日，远处，有依稀的衰草，有起伏的山峦，有
隐约的水声，有水墨画一样淡淡的身影。登高，能勃发
自己远大的人生志向。一个人只有向往崇高，追求高
远，才有往前奔跑的雄心和动力。

当年，李觏在登高山麓创办盱江书院，未尝没有要
求弟子“登高望远”之意。盱江书院规模宏大，是江西
古代书院史记载中能有“门徒千人”仅有的三所书院之
一，成为当时许多东南学子非常向往的读书圣地。

李觏，字泰伯，号盱江先生。他博通经术，当时“东
南人士推以为冠”。李觏在书院主事六年，学徒千数，
曾巩就是他的高足。

曾巩在登高山写没写过诗文，已不可考。可他登
临山顶，听江水滔滔，看群山绵绵，诗兴勃发却是一定
有的。

盱江书院几度兴衰，经历了千年风雨，屡毁屡建。
2010年 10月，当地政府斥资 397万元，于登高山西麓
重建盱江书院，这一“江右文化”标志性建筑之一的古
书院重获新生，成为全县书画艺术爱好者作品展览、创
作、交流的重要基地。置身其间，高阁、书院、城楼、水
榭、碧树、草甸，与游人和谐统一，不愧为省级生态文明
示范基地。

秀出东南麻姑山

前面巍峨的大山，就是见证沧桑巨变的麻姑山。
少年曾巩，爱水，亦爱山。在麻姑山读书林读书

时，上下山都需经过一座亭子，名叫“半山亭”，又名“垂
玉亭”。他无数次在这里观远山、听风声，终于按捺不
住，在《半山亭》一诗中感叹道：“树杪苍崖路屈盘，半崖
亭榭午犹寒。平时举眼看山处，到此凭栏直下看。”诗
中用夸张的笔调，写出了麻姑山亭之高、之险、之美。

好似商量好一般，曾巩的老师李觏也在这里赋诗
抒怀。他伫立亭间，见苍山如海、垂瀑欲飞，慨然作《垂
玉》一诗：“闻说麻姑海上还，风涛振动万山间。雪花似
席铺琼岛，瀑布如帘挂玉关。龙卧溪潭宁可见，仙归石
室邈难攀。飞流直下三千丈，太白英才岂等闲。”这笔
调，亦格外夸张，比之曾巩诗，有过之而无不及。

麻姑山不仅有奇特壮丽的飞瀑“玉练双飞”、天下
第一楷书“鲁公碑”，还有“半山亭”“仙都观”“神功泉”

“龙门桥”等著名景点，置身其中，如临仙境。当然，这
里最有名的“特产”，应是“麻姑献寿”“掷米成丹”这样
的神话传说，以及“沧海桑田”这样的成语典故。《名山
志》上载：“中国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分布在九
州四海，唯独麻姑山，既有洞天，又有福地，秀出东南。”

一张白纸可画最美的图画。2016年，麻姑山开始
了整体开发建设，陆续完成了游客综合服务中心、非遗
展馆、仙都广场工程、读书林、麻姑雕像等建设工程；完
成了碧涛庵、仙都观、垂玉亭三处古建修缮。其中新
建的仙都广场，曲水流觞、竹林清台、八卦平台、碧
莲塘、跌水梯田、莲花台、闻涛台等景点，将周边的
仙都观、碧涛庵、读书林完美衔接起来，充分展示了
儒道释文化的魅力，再现了“仙都仙境，盛世莲花”
之美景。

若是雾霭升腾，突然间仙乐袭来，定会有一群身着
罗群的麻姑仙女，举着麻姑寿桃、麻姑寿酒在此翩翩起
舞。舞张之时，为天地祈寿；舞扬之际，为万物祈福。
驻足观赏吧，那轻盈的舞步、曼妙的舞姿，在雾霭深处
若隐若现，仿佛这里便是西王母的瑶台阆苑，是众仙极
乐的地方，是穆天子驾车万里苦苦寻找的所在，让人心
生嫉妒，嫉妒她们“瑶台休更觅，只此即神仙”。

在曾巩诗兴勃发处转身——
天地萌动，人间诗成。

与曾巩一起登山

□ 揭方晓

淮安淮安：：““运河之都运河之都””的荣光与梦想的荣光与梦想
□□ 沈沈 慧慧

千年前贯通南北的大运河，造就了历史上的富庶繁华；千年后浩荡奔腾的大运河，伴随着世界文

化遗产的申报，迎来保护传承利用最好的历史时期——

上图 洪泽湖大堤河堤——位于洪

泽湖东岸长达 70 多公里的防洪蓄水的

巨大土方工程，是清口枢纽引淮措施的

重要组成部分。 （资料图片）

下图① 总督漕运公署遗址——

明、清两代主管南粮北调等漕运工作的

朝廷派出机构，是统管全国漕运事务的

漕运总督的官署建筑群。 （资料图片）

下图② 洪泽湖博物馆原馆长裴安

年在介绍条石墙的砌筑工艺。沈 慧摄

下图③ 里运河畔清江浦历史风貌

区夜景，里运河穿城而过，见证了“运河

之都”淮安的发展和变迁。（资料图片）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