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 美 人 间 四 月 天 ，徐 州 贾 汪 的 运

河人家吸引了我。

赵 孝 春 是 贾 汪 区 大 吴 街 道 解 台 村

的 会 计 ，家 就 在 大 吴 街 上 。 门 外 是 大

小 车 辆 川 流 不 息 的 通 港 大 道 ，南 边 不

远 就 是 京 杭 大 运 河 。 临 街 小 院 里 ，种

着一棵木瓜树，树下置一大缸，卧着睡

莲 。 院 门 上 挂 一 块 木 匾 ，上 书“ 五 平

庐 ”三 个 大 字 。 这 是 他 父 亲 赵 昌 同 的

手迹。我问赵孝春“五平庐”是什么意

思 ，他 回 复 说 是 平 安 、平 凡 、平 顺 、平

静、平常这“五平”。

在大吴，略通书画的人，没有不知

道赵昌同的。他原是乡镇文化站的站

长，酷爱书法，大吴书画协会第一届理

事 会 里 便 有 他 。 现 在 ，忠 厚 腼 腆 的 赵

孝 春 承 袭 了 父 亲 的 爱 好 ，也 担 起 了 在

乡间传承弘扬书法艺术的责任。

赵 孝 春 在 客 厅 旁 边 的 偏 房 里 给 自

己 布 置 了 一 间 书 房 ，又 开 了 一 个 门 直

通 路 边 的 院 子 。 书 房 里 ，一 块 大 木 板

放 置 在 一 张 窄 小 的 桌 子 上 ，上 面 铺 一

层 毛 毡 。 案 上 散 乱 地 摆 着 书 、笔 、墨 、

纸、镇纸，一卷用于描红的长纸半舒半

卷着。南面墙上，有他画的墨竹，还挂

有他写的字。

从 赵 孝 春 家 出 来 ，沿 着 小 巷 拐 了

几拐，就到了另一户人家，院墙上蔷薇

累 垂 ，空 气 里 花 香 怡 人 。 大 吴 书 画 协

会顾问解玉初说：“这是我大儿子家。”

老 先 生 住 在 儿 子 家 前 头 ，也 有 一 个 院

子 ，除 了 蔷 薇 花 ，他 家 还 种 了 一 株 木

香，30 岁的老树蓄积起繁盛的花朵。

解玉初 80 多岁了，身体很好，午饭

时 还 喝 了 几 杯 白 酒 。 他 说 话 口 齿 清

晰，耳朵也不聋，走路还挺快。他当过

村 支 部 书 记 ，说 起 大 运 河 ，思 路 清 晰 ，

如数家珍。

全 长 1797 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流经

江苏的 8 个地级市，在江苏境内达 1000

余公里。为充分发挥大运河水运主通

道作用，徐州先后实施了京杭运河徐州

段“三改二”、湖西航道八一大桥改建、

城 区 段 综 合 整 治 等 重 点 工 程 ，实 现 京

杭 运 河 徐 州 段 二 级 航 道 的 全 线 贯 通 。

大运河贾汪段为其中重要河段，流程约

36.5 公里，最宽处 200 米，最窄 150 米。

解 玉 初 的 老 伴 热 情 地 招 呼 我 们 进

屋 坐 。 她 忙 着 介 绍 ：“ 我 们 家 姓 解 ，可

是 总 有 人 把 我 们 的 姓 写 成 谢 谢 的 谢 。

还 有 人 看 到 我 们 的 姓 ，念 成 解 放 的

解 。 我 们 这 儿 离 解 台 闸 近 ，我 们 的 解

就是解台闸的解。”老人家口中的解台

闸，便是运河上的一个闸口。

古老的文明，总能启迪未来。对运

河人家来说，大运河不仅是一个文化符

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延续着农耕时

代维持漕运、沟通河海的辉煌和美德。

解 玉 初 在 家 里 开 设 了“ 本 善 书

屋”。院子里拴了根绳子，绳子上挂着

一 沓 沓 毛 边 纸 ，纸 上 不 是 用 毛 笔 点 出

的 点 ，就 是 画 出 的 横 、撇 出 的 撇 ，每 一

沓 都 有 几 十 张 。 解 玉 初 解 释 说 ，这 是

他的学生练习的书法基本笔画。他教

学生都是免费的，从不收钱。

书 屋 的 墙 上 墨 迹 斑 斑 ，屋 里 的 书

桌 、用 品 都 很 简 陋 ，没 有 空 调 ，也 没 有

风 扇 。 眼 下 是 春 天 ，甚 至 已 能 感 受 到

夏天的奇热和冬天的酷寒。在这样的

环境里，无论是施教还是学习，如果没

有 发 自 内 心 的 热 爱 ，很 难 坚 持 每 周 一

次、每次两个小时的功课。

沿 旧 路 返 回 ，又 经 过 他 大 儿 子 的

院子。解玉初停下来说：“我儿子门前

种的竹子，也好。”一丛茂盛的竹子里，

蹲着两尊小石狮。左首那个底座上刻

着“ 文 墨 传 家 远 ”，右 首 那 个 底 座 上 刻

着“正气照后代”。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诗经》中

的 美 好“ 水 ”生 活 ，如 今 旖 旎 在 运 河 两

岸 。 站 在 运 河 岸 边 ，我 仿 佛 看 到 了 贾

汪儿女正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奋 力 书 写 新 时 代 水 乡

巨变的壮美新篇章。

河畔墨香
文<周淑娟

知 道 台 儿 庄 ，是 因 为 台 儿 庄 大

捷 ；认 识 台 儿 庄 ，是 因 为 京 杭 大 运

河。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台儿庄在中

国历史上都是博大的、深邃的。

这个四月，我们走进台儿庄。

运 河 的 水 就 像 春 天 的 风 ，将 台 儿

庄 包 裹 在 一 片 绿 色 中 。 那 绿 色 是 从

明 万 历 年 间 开 启 的 。 为 避 开 黄 河 泛

滥侵扰，南北走向的大运河过微山湖

后 ，往 东 转 了 个 弯 。 这 一 弯 ，便 弯 出

了 台 儿 庄“ 商 贾 迤 逦 ，入 夜 ，一 河 渔

火 ，歌 声 十 里 ，夜 不 罢 市 ”的 繁 华 胜

景 。 乾 隆 下 江 南 时 ，称 台 儿 庄 为“ 天

下 第 一 庄 ”。 1938 年 春 ，抗 日 战 争 史

上著名的台儿庄大捷打破了日军“不

可 战 胜 ”的 神 话 ，在 台 儿 庄 铸 就 了 一

座华夏民族巍峨的精神丰碑。

走 近 古 朴 庄 严 的 古 城 ，只 见 高 耸

的城门楼上，悬挂着乾隆皇帝御笔书

写 的“ 天 下 第 一 庄 ”。 蜿 蜒 的 绿 水 包

裹着城池，让青砖灰瓦的古城更添风

韵。那水是运河水，我们跨过长桥进

入古城，那水也从不远处的侧门进入

古城。

城 外 绿 水 开 阔 ，城 里 却 是 密 密 匝

匝 的 仿 古 建 筑 ，让 人 有 恍 如 隔 世 之

感 。 古 城“ 存 古 、复 古 ”，却 不 墨 守 成

规 ，而 是 将 现 代 数 字 理 念 和 生 态 、节

能建设融入其中，形成了古中有新的

格局。

顺 着 人 流 ，我 们 走 过 台 湾 街 ，绕

过泰山行宫，右转便到了船形街。船

形街因街道中的船形建筑而得名，这

一构思巧妙的建筑分为三部分：船首

雕 吐 水 龙 头 ，周 围 饰 以 飞 溅 浪 花 ；船

中是可以拾级而上的一人高舞台，即

船舱；船尾青砖高筑，上面写着“大运

河非物质文化博览园”。整个建筑为

木 石 结 构 ，船 首 昂 扬 ，如 正 在 破 浪 前

行。街道两边的房屋呈拱形围绕，与

船形建筑遥相呼应。从高处俯瞰，整

条街犹如一艘扬帆远航的巨船，寓意

“大河行舟，一帆风顺”。

出 得 船 形 街 ，沿 着 青 石 铺 就 、卵

石镶边的街巷前行，但见两旁重楼叠

院 ，马 头 墙 高 低 错 落 。 店 面 临 街 而

立 ，庭 院 朝 运 河 开 ，雕 梁 画 栋 的 久 和

客 栈 、扶 风 堂 、天 水 堂 、谢 裕 大 茶 行 、

文汇酒楼，仿佛刚刚从历史的烟云中

复活。当年繁华的水旱码头，南来北

往的商贾云集，不仅造就了古城北方

大 院 、鲁 南 民 居 、徽 派 建 筑 、水 乡 建

筑 、闽 南 建 筑 、欧 式 建 筑 、宗 教 建 筑 、

客家建筑八大建筑风格，还形成了以

徽派建筑风格为主的繁荣街、以欧式

建筑为主的丁字街、以水乡建筑为主

的水街水巷、以晋商民居为主的关帝

庙，兼具南方水乡的精巧雅致和北方

古城的大气恢宏，见证了南北文化在

台 儿 庄 的 碰 撞 交 融 。 在 这 鳞 次 栉 比

的 建 筑 群 里 ，有 彩 旗 飘 飘 的 酒 肆 茶

馆 、古 色 古 香 的 店 铺 客 栈 、高 大 威 严

的 官 府 衙 门 ，还 有 江 南 的 小 桥 流 水 、

假 山 奇 石 、花 草 树 木 ，以 及 摩 肩 接 踵

的游人，让古城充满人间烟火。

出 了 船 形 街 ，经 过 天 后 宫 ，穿 过

丁 字 街 ，在 复 兴 广 场 右 转 ，便 是 台 儿

庄大战遗址公园。公园里，有一面弹

痕 累 累 的 台 儿 庄 战 役 弹 孔 墙 。 看 着

青砖墙上那些筛子眼似的大小弹洞，

想 见 当 年 战 况 之 激 烈 、胜 利 之 不 易 ，

我不禁肃然起敬。

18 个 汪 塘 和 15 公 里 水 街 水 巷 ，

将古城扮成了水乡，让人可以舟楫摇

曳 ，遍 游 全 城 。 至 今 犹 存 的 驼 家 码

头、王公桥码头、四十万码头，见证了

昔日运河的热闹。静听水声，风缓缓

地 吹 ，草 木 尽 情 摇 曳 ，仿 佛 一 下 子 跌

入时光的深渊，触摸到“天下第一庄”

的厚重历史。

6版 2022 年 4月 26 日 星期二

CHINA TOURISM NEWS
乡村周末

编辑：李凤 电话：010-85168163 E-mail：lf@ctnews.cn

流水入姑苏
文<周龙兴

大 运 河 从 南 往 北 ，逶 迤 而 来 。 先

到 望 亭 ，过 浒 墅 关 ，渐 次 有 一 些 支 流

延 伸 到 苏 州 古 城 。 流 水 入 姑 苏 ，被 记

起 最 多 的 是 三 条 水 道 。 起 首 是 山 塘

河 ，沿 途 有 虎 丘 和 七 里 山 塘 ；其 次 是

上 塘 河 ，运 河 畔 是 枫 桥 和 寒 山 寺 ；再

次 是 胥 江 ，河 口 三 角 洲 上 有 一 座 古 驿

站—— 横塘驿站。

江 南 烟 水 路 上 ，我 们 可 能 会 分 别

遇 见 白 居 易 、张 继 和 贺 铸 。 他 们 是 唐

宋的诗人，仆仆风尘中来到苏州，有仕

途浮沉的无奈，有科举落第的心酸，也

有 归 隐 山 水 的 释 然 。 在 他 们 的 诗 词

里 ，我 或 多 或 少 感 受 到 运 河 带 来 的 氤

氲诗意。

白 居 易 苏 州 一 任 ，在 阊 门 外 疏 浚

河 道 、兴 修 水 利 ，引 运 河 水 入 城 ，便 利

水 陆 交 通 ，造 福 了 一 方 百 姓 。 一 条 山

塘 河 及 七 里 山 塘 ，是 这 位“ 姑 苏 诗 太

守”留给苏州最美的诗。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

船 。”漂 泊 的 游 子 没 有 方 向 ，那 一 晚 在

运 河 的 港 湾 里 暂 歇 ，刚 好 停 在 了 枫 桥

边。我不知道那一年蟾宫折桂的学子

有 哪 些 ，一 首《枫 桥 夜 泊》让 落 第 的 张

继从籍籍无名到千古流芳，运河见证，

苏州有幸！

江 南 好 ，留 恋 江 南 的 理 由 很 多 ，

应 该 会 有 一 首 宋 词 吧 ，贺 铸 的《青 玉

案·凌波不过横塘路》是我珍藏心底的

一首宋词。贺铸晚年退隐苏州城外横

塘 ，常 在 运 河 畔 走 走 停 停 。“ 凌 波 不 过

横 塘 路 。 但 目 送 、芳 尘 去 。”一 份 丁 香

似 的 邂 逅 ，绽 放 在 春 意 融 融 的 横 塘 。

可能是一个擦肩、一次不经意的回眸，

曼妙的身姿、轻盈的步伐，小小地惊艳

了 横 塘 。 只 可 惜 片 刻 温 存 ，转 瞬 只 能

无奈地目送，渐行渐远。

春 水 向 东 ，山 塘 河 和 上 塘 河 交

汇 于 阊 门 。 运 河 水 不 仅 带 来 满 城 活

水 、画 意 诗 情 ，还 带 来 姑 苏 繁 华 。 明

代 唐 寅 的 诗 作《阊 门 即 事》写 道 ：“ 世

间 乐 土 是 吴 中 ，中 有 阊 门 更 擅 雄 。”

清 代 曹 公 在《红 楼 梦》开 篇 描 述 姑 苏

阊 门 ：“ 最 是 红 尘 中 一 二 等 富 贵 风 流

之 地 。”

胥 江 西 起 胥 口 ，连 接 太 湖 、大 运

河 ，终 点 在 胥 门 。 胥 江 是 吴 国 伍 子 胥

主 持 开 挖 的 运 河 ，年 代 早 于 大 运 河 。

伍 子 胥 引 太 湖 水 入 城 ，是 为 了 更 宏 伟

的 阖 闾 大 城 ，即 苏 州 古 城 的 前 身 。 如

今，苏州古城依稀还是当年的样子，当

年的“吴都八门”，便包括现在的胥门、

阊门、盘门。通过清代徐扬《姑苏繁华

图》，可以一睹阊门、胥门等地“商贾辐

辏，百货骈阗”的市井风情。

城 门 洞 开 ，“ 君 到 姑 苏 见 ，人 家 尽

枕 河 ”“ 绿 浪 东 西 南 北 水 ，红 栏 三 百 九

十 桥 ”。 小 桥 流 水 ，粉 墙 黛 瓦 ，是 眼 底

心上熟悉的江南。

水 陆 并 行 、河 街 相 邻 的 双 棋 盘 格

局，是我们在《平江图》里看到的苏州，

也是现在流连在平江路上感受到的苏

州。《平江图》是宋代苏州的城市地图，

在 从 前 的 地 图 里 ，依 然 可 以 试 着 找 寻

来 时 的 路 ，这 是 怎 样 一 种 对 历 史 的 尊

重 与 传 承 。 2500 多 年 来 ，苏 州 古 城 的

总 体 格 局 没 有 变 ，依 然 原 汁 原 味 。 苏

州也成了大运河沿线唯一以古城概念

整体申遗的城市。

蒹 葭 巷 、悬 桥 巷 、大 儒 巷 、胡 厢 使

巷 、丁 香 巷 、中 张 家 巷 等 ，是 我 们 可 以

拐 进 平 江 路 的 一 些 小 巷 ，也 构 成 了 平

江历史文化街区。平江路紧挨着平江

河 ，一 路 走 来 ，一 座 座 小 桥 ，延 伸 出 另

外的街巷与河流。每一条路应该有它

对应的河，但平江路上小巷比河流多，

因 为 一 些 原 因 ，一 些 河 流 淹 没 于 城 市

更新的步伐中。我们却依然惦记着它

们 ，循 着《平 江 图》去 还 原 一 些 历 史 上

的 河 流 ，比 如 中 张 家 巷 河 。 中 张 家 巷

是 平 江 路 东 面 的 一 条 支 巷 ，坐 落 着 苏

州 评 弹 博 物 馆 与 昆 曲 博 物 馆 。 2020

年 ，消 失 近 半 个 世 纪 的 中 张 家 巷 河 恢

复 通 水 ，让 那 一 条 小 巷 不 再 孤 单 ，也

让 沿 岸 的 老 苏 州 们 找 回 了 儿 时 的 流

水 乡 愁 。

绿 水 人 家 绕 ，选 一 户 人 家 看 看

吧 。 园 林 是 旧 时 人 家 投 在 现 在 的 影

子 。 平 江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东 侧 ，有 一 座

耦 园 。“ 耦 园 住 佳 偶 ，城 曲 筑 诗 城 。”我

们冲着沈秉成和严永华的爱情来到耦

园，只见它三面环水一面临街，好一处

世外园林。“东园载酒西园醉”，游览完

东、西花园，在耦园北侧的驳岸码头登

船 ，流 水 连 着 外 城 河 。 继 续 开 启 下 一

段的环古城河水上游，往北过齐门，又

回到山塘河；往南经苏州大学本部，可

到盘门景区。

苏 州 运 河 十 景 ，跟 古 城 有 关 的 是

枫 桥 夜 泊 、平 江 古 巷 、虎 丘 塔 、水 陆 盘

门和横塘驿站。苏州古城大运河世界

文 化 遗 产 相 关 遗 产 点 ，有 山 塘 历 史 文

化 街 区（含 虎 丘 云 岩 寺 塔）、平 江 历 史

文化街区（含全晋会馆）。两者互有重

叠 ，串 联 起 它 们 的 还 是 那 一 段 段 运 河

水。流水入姑苏，循着一条河，读懂一

座城。

南有古三湾
文<徐鲲

公 元 前 486 年 ，吴 王 夫 差 在 扬 州

挖 下 运 河 的 第 一 锹 ，大 运 河 从 此 发

端 ，扬 州 也 享 有“ 中 国 运 河 第 一 城 ”

的美誉。

古 运 河 是 扬 州 的 母 亲 河 ，由 北 向

南 蜿 蜒 流 淌 ，穿 越 繁 华 热 闹 的 市 区 ，

流经郊外广阔的原野，恰如一轴旖旎

多 姿 的 风 景 长 卷 ，串 起 众 多 新 老 景

点：东关古渡、吴道台宅第、普哈丁墓

园 、南 门 遗 址 、文 峰 塔 、三 湾 风 景 区 、

扬 子 津 古 渡 、高 旻 寺 、瓜 洲 古 渡 ……

其中，位于市区南部的运河三湾风景

区是近年来备受欢迎的网红打卡地。

自 古 以 来 ，扬 州 地 势 北 高 南 低 ，

上 游 淮 河 流 经 这 里 时 ，水 势 直 泻 难

蓄 ，漕 船 、盐 船 常 常 在 此 搁 浅 。 明 万

历年间，时任扬州知府郭光复沿河舍

直 改 弯 ，把 原 有 的 100 多 米 长 河 道 改

弯 后 变 成 1.7 公 里 ，以 增 加 河 道 长 度

和曲折度，抬高水位，减缓水的流速，

解决了当时最关键的难题，后人称该

段河道为“三湾子”。这里河道宽阔，

水 生 植 物 丰 茂 ，早 年 是 渔 业 养 殖 基

地 ，后 经 扬 州 人 精 心 装 扮 ，展 露 出 崭

新的容颜，成为与城北蜀冈—瘦西湖

景 区 遥 相 呼 应 的 新 景 区 ，有“ 北 有 瘦

西湖，南有古三湾”之说。

2021 年 6 月 ，扬 州 中 国 大 运 河 博

物 馆 在 运 河 三 湾 风 景 区 建 成 开 放 。

博 物 馆 总 用 地 200 亩 ，总 建 筑 面 积 约

7.9 万 平 方 米 ，是 集 运 河 文 物 收 藏 、展

示、研究、教育于一体，兼顾旅游休闲

与对外交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大

运 河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建 设 的 标 志 性 博

物 馆 。 博 物 馆 的 整 体 设 计 为 传 统 与

现代相结合的新唐风设计风格，由展

馆、内庭院、馆前广场、大运塔和今月

桥 五 部 分 组 成 。 馆 前 广 场 向 南 直 抵

运河湾道，展馆和塔之间以造型时尚

的拱桥——今月桥相连接。

扬 州 中 国 大 运 河 博 物 馆 现 藏 有

自 春 秋 至 当 代 反 映 运 河 主 题 的 古 籍

文献、书画、碑刻、陶瓷器、金属器、杂

项 等 各 类 文 物 展 品 1 万 多 件（套）。

展 览 以“ 运 河 带 来 的 美 好 生 活 ”为 总

体 定 位 ，设 有“ 大 运 河 —— 中 国 的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 因 运 而 生 —— 大 运 河

街 肆 印 象 ”2 个 基 本 陈 列 ，以 及“ 运 河

上 的 舟 楫 ”“ 运 河 湿 地 寻 趣 ”“ 大 明 都

水 监 之 运 河 迷 踪 ”等 9 个 专 题 展 览 ，

运 用 传 统 与 现 代 展 示 手 段 ，全 流 域 、

全时段、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大运河

的历史、文化、生态和科技面貌，被誉

为中国大运河的“百科全书”。

除 了 扬 州 中 国 大 运 河 博 物 馆 ，运

河 三 湾 风 景 区 还 有 许 多 好 去 处 。 景

区以古运河为轴线，东西两岸建有休

闲公园、人行步道、运动场馆、假山亭

台 、城 市 书 房 等 。 春 天 来 临 ，古 运 河

两岸百花盛开，林木葱茏。人行步道

上，爱好运动的市民或疾步行走或悠

闲散步，享受着大好春光。爬上人工

小 山 ，登 上 山 顶 的 尔 汝 亭 ，可 纵 目 骋

怀 ，广 阔 的 三 湾 景 区 尽 收 眼 底 。 此

外，景区还有篮球场、羽毛球场、听雨

轩、观鸟屋、乐水园等运动场和景点。

景 区 里 还 有 两 座 造 型 别 致 的 桥

梁 ，横 跨 古 运 河 之 上 ，一 北 一 南 。 北

边 的 一 座 叫 剪 影 桥 ，南 边 的 形 似 波

浪，故称凌波桥。剪影桥的设计灵感

来源于扬州剪纸，桥形像一幅拉开的

剪纸作品，整座桥的颜色是喜庆的中

国红，十分醒目。凌波桥的设计灵感

来自运河的波浪，造型是一大一小两

个 相 连 的 弧 形 ，形 似 起 伏 的 波 浪 ，银

白色的桥身也暗合波涛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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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杭 道 里 图》是 清 代 的 地 图 ，从

北 京 到 杭 州 ，以 绘 画 形 式 展 现 大 运 河

沿 途 的 千 里 江 山 。 地 图 绢 质 ，朴 黄 为

底，青绿设色，图美物丰。

我 在 地 图 上 慢 慢 寻 找 ，寻 找 我 的

城市。手指随绢质布纹细细的肌理划

动 ，熟 悉 的 地 方 在 图 上 一 点 点 显 现 。

通州、张家湾、天津卫，沿着运河向南，

亭 林 瓦 舍 间 ，指 尖 停 留 在“ 沧 州 城 ”三

个字上。

大 运 河 流 水 悠 悠 ，把 沧 州 城 守 得

安 稳 美 好 。 站 在 河 边 ，我 似 乎 是 一 个

接 收 器 ，接 收 汤 汤 河 水 发 出 的 讯 息 。

声 响 从 眼 前 发 出 ，从 看 不 分 明 的 河 水

内部的滚动中来，从头顶来，那是千年

回 响 传 出 的 声 音 ：“ 巨 龙 裂 地 ，气 冲 苍

穹。玉带飘舞，脉畅国中。”

有 人 说 长 城 是 大 地 之 诗 ，大 运 河

也 是 。 长 城 有 二 十 四 品 ，大 运 河 也 有

二 十 四 品 ：豪 放 、温 婉 、典 雅 、旷 达 、知

性、清贵、秀美……运河与大地默契地

相互守望，它们内里的自得其适，外人

看 不 出 。 多 少 年 过 去 ，大 运 河 依 然 是

那条大运河。但一些秘而不宣的影像

正 在 生 成 ，鱼 鲜 浮 升 ，河 岸 风 景 渐 美 ，

林丛渐密，人声鼎沸。

垂 钓 。 似 乎 千 百 年 来 ，总 有 人 倚

于 岸 边 水 处 ，青 色 长 衣 ，一 人 一 竿 ，是

闲 适 ，是 点 缀 。 与 河 有 关 的 一 切 都 很

美，比如精灵般的鸟雀，河岸风姿摇曳

的各色植物，弯于河上的石桥，挂在河

中心的吊桥，桥边的清风楼，还有楼外

的杨柳醉春烟。

杨 柳 。 河 岸 最 早 报 春 的 植 株 ，枝

条 的 婀 娜 多 姿 为 运 河 增 添 几 分 妖 娆 。

“残雪暗随冰笋滴，新春偷向柳梢归。”

河 东 岸 那 株 柳 最 是 嫩 黄 ，我 每 年 都 在

柳丝下拍照片，背景有时是清风楼，有

时是灯笼，有时什么也不衬，只是暗色

的河岸。随便怎么拍，局部抑或整体，

都是一幅现成的宋元小品。

芦 苇 。《诗 经》中 叫 作 蒹 葭 。 叫 作

蒹 葭 的 苇 ，摇 曳 了 两 千 多 年 。 芦 苇 长

在运河边，自是多了几分含蓄的美，它

是 孙 犁 笔 下 带 着 韧 劲 儿 与 柔 美 的 苇 ，

是汪曾祺《沙家浜》里春来茶馆窗后忽

隐忽现的苇，是贾平凹所言的“记住了

这 片 可 能 是 中 国 最 干 净 的 水 ，和 水 中

浩浩荡荡的芦苇”。

白 茅 。《本 草 纲 目》中 叙 述 甚 细 ：

“ 白 茅 短 小 ，三 四 月 开 白 花 成 穗 ，结 细

实 。 其 根 甚 长 ，白 软 如 筋 而 有 节 ，味

甘 …… ”拎 一 把 尖 铲 ，挖 白 茅 地 下 细

细 的 根 ，小 心 翼 翼 抽 出 来 ，剥 开 薄 薄

的 外 衣 ，露 出 颤 巍 巍 如 凝 脂 的 芽 根 。

河 里 洗 净 ，一 截 一 截 塞 进 嘴 里 ，微 微

甜 ，有 草 药 的 香 ，有 原 野 的 香 ，有 河 水

的 清 凉 。

月光皎洁，银辉泻在运河，运河成

了 一 条 流 动 的 月 光 河 。 天 地 、河 船 在

月光里融化成一个整体。“古人今人若

流 水 ，共 看 明 月 皆 如 此 。”明 月 是 故 乡

是 亲 人 是 爱 情 是 友 谊 ，明 月 是 岁 月 是

历史是无所不至的时空。

水 汽 自 河 面 上 层 层 叠 叠 弥 散 开

来，船缓缓行，一船明月正过沧州。

弯 于 河 上 的 石 桥 叫 作 彩 虹 桥 ，越

是夜晚，桥两侧越是繁华。桥，不仅有

接续断路的价值，更多地承载了地理、

文化乃至政治和军事的意义。

运 河 附 近 的 农 人 在 岸 边 开 出 片 片

畦 地 ，种 上 了 菜 蔬 ，春 天 有 新 韭 ，夏 天

有水芹，秋天则垂挂着条条豆角，这些

从 土 地 上 长 出 的 经 典 ，收 收 种 种 都 是

循着规律来的。

如 今 ，这 一 片 片 畦 地 整 治 成 了 小

公 园 ，心 里 还 是 有 一 点 小 失 落 的 。 那

时 走 过 河 边 ，看 到 水 嫩 嫩 的 刚 拔 上 来

的青菜，便会买上一把，也不知原来种

菜的农人来不来小公园里散步？

沧州风物
文<张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