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郑州人或洛阳人，不一定知道荥阳或板

渚这个地方。板渚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最早的

中段起点，也是黄河水进入汴河的古入水口。

古汴河也称蒗荡渠或者狼汤渠，汴渠起始的

这一段运河得此名，倒也没有特别的故事。渚

者，水中小洲是也，荥即是荥泽。蒗荡这个叫法，

大约是因为这里的黄河水势浩大，河湖相连波光

荡漾，是一个进出都比较顺溜的水流世界。尤其

在运河初开时，并不会有后世那么完备的河闸技

术和非常坚固的堤坝系统，一切都要因山因水就

势，更需要古来所谓大小“水柜”来调蓄控制水

流，即除了有充足的水源，也需要自然形成的“水

库”，吞吐转接黄河的水流，使浪浪荡荡的水能够

按照人的意志相对正常地导流。因此，模糊地说

蒗荡渠是通济渠的源头，其实是不通顺的。在板

渚引河水，需先进入荥泽之类的湖泊，蓄势东南

流，一路上吸纳诸如睢水、蔡水乃至泗水等淮河

北源的一干大小河流水，随着地势东南行，最终

流到盱眙和古来有名的泗州城外，进入淮河，转

向淮阴，形成了全长约 650 公里的通济渠，再由

盱眙和古泗州城东行淮阴、宝应、高邮和扬州的

江都，连接江南运河。

蒗荡渠的真正出现，是在隋炀帝的时代。为

了看看这个板渚甚至是荥泽旧迹是怎样一个情

形，我专程去了一次板渚所在的汜水镇。

汜水镇在荥阳北部十多里，有虎牢关，又称

汜水关、成皋关、古殽关，是洛阳的东门户。相传

是西周穆王在此养虎囚虎的地方，即《穆天子传》

中所记，“天子猎于郑，有虎在葭中，七萃之士擒

之以献，命蓄之东虢，因曰虎牢”。汜水之汜略同

于祀，祀水南连嵩岳，北邻黄河，又有广武山在河

之南，应是东周都城的一个后花园，也是历来的

兵家必争之地。楚汉相争，楚河汉界的标志鸿沟

始于虎牢临河的牛口峪，这临河上下一片，也是

《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的战场，有吕布点将

台、关羽“三义庙”传说附丽，还有秦王李世民大

战窦建德的章回，宋金时代发生的东京保卫战、

岳飞破金兵的竹芦渡也在这里。远在西汉，桑弘

羊就把荥阳列为天下名郡，与罗、蓟、邺并列，主

要因为它是黄河两岸的粮食转运中心，而隋唐时

代武牢仓和河阴仓的相继建立，更加强了汜水镇

的地位。

“有虎在葭中”，点出这里和郑地自古有不少

蒹葭苍苍的湖泽。既为黄河引水提供了过渡条

件，也为梁惠王鸿沟的出现和隋炀帝从板渚引

水，提供了理想场所。荥泽现在自然消失了，但

荥阳的水域还是不少的，那虎牢关已成旅游之

地，河边有游船，游人也可以在船上临时小饮，还

有久违的黄河鲤鱼来尝尝。

我是从开封沿连霍高速进入荥阳的，经过通

向郑州黄河国家湿地公园路口，一路上，伴同我

的小侯随时指点，这里是开封新修的“西湖”，那

里又是旧日“圃田泽”，更印证了我的一种推想：

没有沿运河的湖泽，便没有鸿沟和古汴河。将近

1 个小时，已经进入荥阳地界，穿越东北向的公

路，第一眼看到的是不知什么年代的深深河道，

但引我注意的是桥头上南水北调中线的大字标

牌。一到荥阳，已经感受到这里平缓中的险重，

荥阳不仅贡献了中国最早的一条系统运河通济

渠，在今天，依然是南水北调的重要路径，荥阳之

于中国南北交通，从来不是等闲之地。

板渚在哪条路上，小侯也没有来过，但旧时

的资料，说是在北邙乡刘沟村的黄河边上，合乡

并镇之后，北邙乡已经撤销，只有高村乡和一个

比较明显的北邙陵园地标。在临河交叉处柳树

沟的路口，我们终于找到了板渚的所在。

越是离黄河近的地方，地势越开始险要，公

路穿越在陡立的土山峡里，是浑如在黄河上游三

门峡两岸见到过的笔立黄土隘。黄河之水东去，

那会是一道天然的大坝。从土峡到黄河河边，一

去三五里，多少有些曲径通幽之感，可见那隋炀

帝的理水之臣，还真不是一伙吃干饭的，找到了

这样一个能开能合的特别出水口。现在，通向板

渚的道路两侧，有长长的施工绿色围栏，看来是

有大动作，这汜水镇、高村乡也不再是岑寂已久

的吊古之地，在郑汴一体化发展和黄河生态带的

建设中，正在迎来新变化。

看到板渚口的黄河了，很宽很宽，但主航道

显然是在北边，荥阳的这一侧河中有一条沙洲，

可以缓冲河水，怪不得这地方叫板渚呢。我们在

河边的临时停车场边驻足，欣喜地望着安静的河

水，也看到河左首已经修好但尚未投入使用的郑

焦黄河大桥，那桥的位置，一看就在古鸿沟起点

牛口峪附近。在左手，还有较有年头的老郑焦黄

河大桥，但河道略有弯曲，又有沿河公路林荫的

视线阻挡，也就一下子捕捉不到它的身影。停车

的地方有块柳树湾工程项目的牌子，旁边就是施

工现场。引人注目的是，眼前的一个小河汊渠道

里，一台挖掘机正在疏通历年积下的芦根淤塞，

一斗一斗地挖出，岸上堆出一座待运的小山，清

淤的地方，就在一座3层楼高的新渠闸前。

这渠闸好生奇怪，西边是路，它通向哪里去？

问施工的指挥，他手一扬，那公路下不是有西去的

渠道吗，那就是通往牛口峪鸿沟起点方向的河

渠。巧了，打问板渚这个古地名，他居然就是板渚

自然村的人。板渚自然村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

在来路口的拐弯处。路口上，一位大嫂正在摩托

三轮旁叫卖刚下树的大石榴。走渴了，买一只剥

开来，红宝石般的软籽好甘甜。这是她自家园里

产的。我突然想起，一路上都是石榴树，这黄河岸

边的土地粘沙适度，天然有机肥料丰厚，正适合结

出这等异果，荥阳的石榴有名，若未来打出板渚的

牌头，相信不等下树就能抢购一空。

这里为什么叫柳树沟？昔日的汴堤柳屡现

唐诗宋词里，“万缕春风窣汴堤，锦帆何处柳空

垂。流莺应有儿孙在，问著隋朝总不知”（《汴堤

柳》），“最是多情汴堤柳，春来依旧带栖鸦”（唐代

曾棨《维扬怀古》）。隋堤植柳是隋唐运河最大的

历史景观，《隋书》有记，“炀帝自板渚引河达于淮

海，谓之御河，河畔植柳树，名曰隋堤”，板渚隋堤

也进入了成语入于诗，就连清代诗人王士禛也有

隋堤诗，“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

但老百姓总归也有自己的叫法，不叫柳树沟又叫

什么呢。

我明白，荥阳的河边工程包括这柳树沟工

程，并不是简单的旧日板渚再现，汴河也没有到

全面恢复汴堤柳旧景的发展阶段，但树立在路旁

的工程规划图，清晰显示了更为宏大的引水治水

工程计划。这里标着邙山提灌站，那里标着牛口

峪引黄渠，还有个有名的花园口，标出的是一座

引水闸，此外就是黄河风景名胜区的建设、索河

的整理和利用等。这至少一个世纪工程的开头，

我们还是不能随意贬低那位隋炀帝和他的水利

大臣宇文凯的工程创意，要对板渚这个地方，高

看一眼。

细细看去，板渚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与黄河

水的连通，确乎是造成古汴运河源头的理想之

地，在隋朝到北宋神宗的几百年里，黄河就是古

汴河的源头，而板渚是虎牢关最为理想的一个黄

河引水口。板渚之板的概念或出于黄河三门峡

下游中条山的“颠軨坂”同样地形，或出于《山海

经》中的“孟门东南有平山，平水出于其上，潜于

其下”，但也与这里的深壑高丘有着直接的关

系。那么汜水又是怎么来的？它发源于巩义，古

称范水，明代以后才得名汜水，或早年并入鸿沟

流入汴运河，因此无由寻找它的旧迹。

隋炀帝从公元 604 年即位，在位 14 年，公元

605 年开通通济渠，608 年开通永济渠，605 年至

618 年又致力于开发江南河，除了攻灭吐谷浑割

据势力经略西域和三征高丽，大部分时间都花在

开凿和连通运河上，虽然他有封建帝王骄奢淫逸

的一面，但就运河的建造来讲，晚唐诗人皮日休

所咏的“共禹论功不较多”，是一个更客观的历史

评价。

在隋文帝的时候，为了保证洛仓的储运，开通

了河洛之间的运河。洛河水清，洛口不会发生淤

塞，洛仓“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总储量2400万

石粮食，曾经占到全国粮食仓储的一半。隋炀帝

移都洛阳，也是从巩义东北部的洛口开始解缆东

巡，舟船不下2万，浩荡绵延200里，船队从板渚入

汴，直抵扬州江都，许多大船包括他的龙舟都是在

洛口打造的。隋兴兵灭陈走的是这条水路，隋炀

帝去江都走的也是这条水路。把洛阳作为隋唐运

河历史上的原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在唐代，通济渠依然带来繁荣，但重头戏主

要在扬州中转中开锣。唐玄宗虽然也有维修的

动作，但基本上是只管用不太管修护，因此在中

唐和晚唐的 200 年里，通济河时有阻塞，白居易

就在新乐府《隋堤柳·悯亡国也》中这样吟唱，

“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飘兮雨萧萧，

三株两株汴河口。老枝病叶愁杀人，曾经大业

年中春。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

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

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二百年来汴河路，

沙草和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

亡国树”。说隋堤柳是亡国树，有些无视运河的

功用，但借老枝病叶讽喻中唐以后的衰落，倒也

符合实情。在安史之乱后，朝廷无心治淤沙，通

济渠中断多年。一直到广德二年（公元 763 年）

才再次疏通。

从隋唐到北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

直在长安洛阳开封一线，东西南北的水路连通必

然是运河走向的基本选择，向东向南通济渠，向

北则是最早的永济渠和之前的“白沟”，以及后来

的卫运河。入元之后，疏通和开凿京杭大运河也

就成为新的漕运格局。历史会调整自身的经济

地缘走向，道路连通中的市场一体化规律也在场

景转换中不断延续，作为隋唐北宋经济文化繁荣

的脐带，隋唐运河依然长时间地营养着中原、中

国东南和中国北方的经济文化肌体，形成了长达

几千年的断续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讲，隋炀帝又

有历代帝王不具备的独到眼光。

任何一项杰出的工程，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

才够得上的。通济渠运河的开凿，在裂土分疆的

鸿沟时代就开始了。

梁惠王是继秦国郑国渠和漓水工程之后，间

接利用黄河和济水，进行运河工程尝试的开创者

之一，也给隋炀帝的通济渠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

础。如果说，对通济渠的开通还有什么有影响的

历史人物，那就是汉魏的曹操。在开凿白沟之

前，他首战袁绍获胜，仗的是官渡之战，而官渡获

胜必然要利用鸿沟水系，从水道上运兵运粮，形

成了睢阳渠古运道。说得再远一些，曹操的部将

张辽在逍遥津大败东吴十万水军，也离不开巢肥

运河的前身和路线。鸿沟对隋唐运河的开凿影

响更直接。

公元前 364年，梁惠王从河西迁都大梁即开

封地区，曾经两次开凿鸿沟。第一次在公元前

360 年，黄河边上的圃田泽引水，主要是为了灌

田，航运次之。第二次在公元前 339 年，再次从

古汴河引水，引水口就到了荥阳牛口峪一带。

鸿沟一直延向了徐州，一开始并不是诸侯国之

间单纯的军事防御线，其主要的功能还是灌溉

和运输。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的独立性很

强，在辖地和占领的土地上利用既有河道开辟

运河是一种常态，吴国开邗沟和胥河，越国开萧

绍古运，齐国开淄济渠，秦国开郑国渠，楚国开

荆汉和巢肥运河，都是不约而同的。然而梁惠

王的鸿沟则直接影响到隋代通济渠的走向和布

局。用现代语言来表述，邗沟是京杭大运河的

第一期工程，鸿沟则是通济渠的第一期工程，隋

炀帝能够在半年多

的时间里开通通济

渠 ，这 样 的 速 度 和

效 率 ，是 同 梁 惠 王

所奠定的基础分不

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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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7日，以“风筝一线牵 世界心相连”为

主题的第 38 届潍坊国际风筝会开幕。风筝搭

台，文旅唱戏，潍坊通过风筝牵线，把深厚的历史

底蕴和壮美的自然景色展现给四海宾朋，让越来

越多的人了解潍坊、走进潍坊、爱上潍坊。

历史底蕴深厚

走进位于潍坊市区虞河岸边的潍坊世界风

筝博物馆，仿佛翻阅一部风筝的发展史。从墨子

斫木为鹞至今，中国风筝已有 2000 多年历史。

潍坊是风筝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宋朝已普及民

间，清朝中叶开始出现专门从事风筝制作的民间

艺人和卖风筝的市场。就风筝技艺而言，潍坊风

筝具有浓郁的地方生活气息和生动活泼的气韵，

特别是将传统绘画技法运用到风筝的绘画上，形

成了造型优美、扎工精细、色彩艳丽的独特风格。

风筝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潍坊对外开

放的窗口。本届潍坊国际风筝会，有来自内地

31 个省区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118 支队伍、

500名放飞队员、1628只形态各异的风筝参加比

赛和表演，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虽然受疫

情影响，没有国外风筝放飞队参加，但仍有 52个

国家和地区的风筝爱好者发来视频，通过“云上

风筝会”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祝福。

60 年前，中法合拍了一部彩色儿童故事片

《风筝》，讲述了法国男孩比埃罗和妹妹尼高尔，

通过一只飞越重洋而来的风筝，与中国小朋友结

下友谊的故事。电影上映后，曾在中法两国引起

轰动。今年风筝会期间，纪录电影《风筝·风筝》

首映式在潍坊举行，一段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往

事，因风筝再续前缘。

“潍坊风筝文化源远流长，但不能孤芳自赏，

只有走出去才能成为世界的。”潍坊市民间文艺

家协会原副主席、山东省工艺美术协会风筝艺术

专业委员会原主任陈玉林说。

产业逆“风”上扬

作为一家有近 30 年发展历史的企业，潍坊

天成飞鸢风筝有限公司是潍坊风筝产业的代表

之一，也是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的旅游景点。

如今，该公司总经理王永训在关注风筝产品质

量的同时，也把更多精力放在版权保护上。

“以前，自己好不容易创作出好的作品，用

不了几天，市场上就会出现仿冒品。明明知道

自己的权利受损害，却总有苦说不出。”王永训

说，近年来在当地文旅部门的指导下，他们逐步

完善版权保护制度，建立版权管理档案，并专门

成立了产品设计部门。目前，公司拥有 100 余

种风筝产品，20余种工艺产品。

随着风筝会的连续举办和风筝文化的不断

推广，喜欢风筝的人越来越多，风筝市场越来越

大。潍坊的风筝产业由小到大，目前发展到风

筝企业近 300家，出口企业 39家，从业人员 8万

人，生产的风筝遍及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据

国内市场的 85%和国际市场的 75%。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不少行业市场行情出现下滑，潍坊

风筝产业却逆“风”上扬。

文旅融合发展

“潍坊国际风筝会已成为潍坊联系世界的

纽带，也是潍坊走向世界、世界了解潍坊的重要

窗口和平台。作为和平友好使者，风筝向全世

界传递着潍坊人民爱好和平、积极践行和平理

念的心声。”在第 38 届潍坊国际风筝会开幕式

上，国际风筝联合会副主席、中国风筝协会主席

刘北剑对潍坊国际风筝会给予充分肯定。

本届风筝会除了风筝放飞比赛，还举办了

系列演出、展览、经贸活动，是一场体现国际化、

群众化、平台化、市场化和创新性的大型综合盛

会。风筝会期间，还举行了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暨

重点项目视频签约仪式，签约项目共 41个，总投

资249.85亿元。

文化为旅游赋能，旅游为文化传播。借助潍

坊国际风筝会这块“金字招牌”，近年来潍坊不断

加大文旅融合步伐，打造城市品牌，提高城市知

名度，形成融合发展、循环互动的良好格局。

潍坊市文旅局局长田素英说，下一步，潍坊

将在“花漾潍坊 放飞春天”春季品牌基础上，借

助风筝的品牌效应，打造全年四季品牌产品线

路，形成四季宣传有热点、季季不相同的宣传模

式，提升城市文旅品牌知名度。

“小”其形，“特”其魂，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面积往往只有

几平方公里的特色小镇，

却能实现“螺蛳壳里做道

场”。经历前些年的规范

纠偏，大浪淘沙后发展得

好的特色小镇，无一不是

在“特”字上下足功夫。

近年来，文化旅游类

的特色小镇备受关注，各

地也有不少探索。比如，

陕西西安大唐西市小镇将

盛唐文化和丝路文化旅游

定位为主导产业，依托唐

长安西市原址进行再建，

发展特色建筑、特色产品、

特色演艺和特色餐饮，每

年 旅 游 收 入 达 10 多 亿

元。又如，重庆荣昌安陶

小镇在发展陶瓷制造产业

基础上完善工业旅游功

能，健全安富文化古街居

民生活服务设施，建设安

陶博物馆、陶艺展示场所

和研学旅行基地，每年吸

引游客达300多万人次。

相比其他产业类的特

色小镇，文旅类特色小镇

看似门槛低，但要看到，越

是看起来人人皆可为，要想脱颖而出就越要

有特色。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需

求，消费者的审美口味也越来越挑剔。想让

消费者长久驻足回首，绝非是人造若干“网

红”景点可成，也非一两年之功可成，而是要

充分挖掘当地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积淀，经

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精心培育。

我国拥有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

化遗产分布广泛、种类繁多、内涵丰富，特色小

镇可以成为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新载体。要

从地方实际情况出发，深入挖掘和总结各地独

有的文化资源，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既为

特色小镇注入更多文化力量，更让人们在领略

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

为
文
旅
小
镇
注
入
更
多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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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彩鸢放飞时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潘来奎

第38届潍坊国际风筝会开幕式在山东省潍坊市滨海国际风筝放飞场举行。图为风筝爱好者在放飞风筝。 张进刚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