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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语天宝陂
□ 言 浅

天宝陂 位 于 福 建 省 福 清 市 龙 江 中 段 ，始 建 于 唐 天 宝 年 间（公 元

742 年—756 年），故称“天宝陂”。其坝体长 216 米，高约 3.5 米，其中 150

米为唐至明代所修旧坝。天宝陂选址精妙、结构先进，在宋代就采用浇

灌 铁 汁 的 方 式 加 固 坝 基 ，是 我 国 现 存 最 古 老 的 大 型 蓄 淡 拒 咸 水 利 工

程 ，见 证 了 福 清 从 一 个 斥 卤 之 地 变 为 全 国 百 强 县 的 发 展 历 程 。 时 至 今

日 ，周 边 城 市 建 筑 林 立 ，但 天 宝 陂 依 然 保 存 古 有 的 工 程 布 局 ，灌 溉 着 下

游 1.9 万亩耕地。2020 年，天宝陂成功申报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长渠千载后
□ 周伟苠

长渠，又名白起渠 、荩忱渠，位于湖北襄阳古城南部，西起南漳县谢家台村，东至宜城市赤湖入汉江，全长 49.3 公里。相传其前身为战国时期名将白

起所开渠道，最迟南宋时期已形成相对完善的灌溉体系，至今仍灌溉着南漳县和宜城市 30.3 万亩良田。经过历代修缮，长渠现已发展成为以三道河大型

水库为主水源，15 座结瓜水库及 2671 口陂塘为补充水源，各级干支渠道为脉络的“大 、中 、小”相配套 、“蓄 、引 、提”相结合 、“长藤结瓜”式农业灌溉系统。

工程拥有规模以上干渠 1 条、主要支渠 38 条、闸门 499 座、渡槽 39 座、涵洞 518 座、倒虹吸 3 座、滚水坝 1 座。2018 年，长渠成功申报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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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江三百丈
□ 刘友洪

通济堰始建于西汉，是岷江中游一座具有 2000 多年历史的大型水利工程。通济堰渠首位于成都市新津区南河、西河、金马河交汇处，是我国历史上

规模最大、运用时间最长的活动坝。通济堰灌区目前是都江堰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承担向成都、眉山两市四县区提供生活、生产、生态用水，灌溉

面积 52 万亩，惠及人口百万。2022 年，通济堰成功申报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滔 滔 岷 江 ，沃 野 千 里 。 自 都 江 堰

宝 瓶 口 一 分 为 二 后 ，一 支 流 经 成 都 ，

滋养了一座千年古城。另一支则顺着

金 马 河 南 下 ，经 温 江 、双 流 ，在 新 津 城

南 与 南 河 、西 河 汇 流 ，再 匀 出 一 小 支

来，形成一道千年古堰——通济堰。

据《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水利史分

册》载 ：“ 西 汉 景 帝 时 ，蜀 郡 守 文 翁 在

岷 江 流 域 筑 湔 堰 ，在 武 阳 县（今 四 川

省 眉 山 市 彭 山 区）引 岷 江 水 筑 大 堰 ，

开 六 水 门 灌 溉 。”“ 大 堰 ”自 唐 代 正 式

定 名 为“ 通 济 堰 ”，含 通 达 四 方 、兼 济

天下之意。

当 2000 多 年 前 那 一 股 清 泉 源 源

不 断 地 流 进 田 间 地 头 ，天 府 之 国 这 片

肥 沃 的 土 地 ，就 有 了“ 水 旱 从 人 ，不 知

饥馑”的水利保障。

尔 后 ，经 过 唐 代 扩 建 、宋 代 扩 修 、

元 代 整 治 、明 代 修 复 、清 代 改 造 、民 国

助 修 ，通 济 堰 的 生 命 得 以 延 续 。 20 世

纪 50 年代和 21 世纪初，当地先后两次

投 入 巨 资 ，对 通 济 堰 进 行 了 拓 展 改

造 。 目 前 ，通 济 堰 灌 溉 系 统 由 一 座 渠

首、3 条干渠、65 条支渠、291 条斗渠及

若 干 农 渠 组 成 ，浇 灌 着 成 都 、眉 山 的

52 万 亩 良 田 ，为 灌 区 上 百 家 企 业 提 供

生 产 用 水 ，为 城 镇 、河 流 和 湿 地 提 供

生态补水，受益人口逾百万。

如 今 ，站 在 岷 江 之 滨 的 宝 资 山 森

林 公 园 向 南 望 去 ，但 见 一 条 蛟 龙 横 卧

岷 江 右 岸 ，将 奔 腾 而 来 的 河 流 揽 入 怀

抱 。 河 水 顺 着 龙 尾 的 方 向 ，打 着 旋 儿

涌 入 通 济 堰 ，然 后 时 隐 时 现 ，向 南 蜿

蜒 而 去 。 我 真 佩 服 古 蜀 先 民 的 智 慧 ，

将渠首选址在三江汇流处。南河正好

在 此 处 拐 了 个 弯 ，经 测 量 ，此 弯 道 的

角度为 137.5 度，这个角度在水利学上

被 称 为“ 黄 金 角 ”。 古 人 因 势 利 导 ，紧

贴 拐 弯 的 黄 金 分 割 处 开 凿 堰 道 ，利 用

弯 道 环 流 的 力 量 ，顺 势 引 河 水 入 堰 。

同时取水口正好位于南河与岷江江口

的 凹 处 ，泥 沙 不 易 淤 积 。 修 觉 山 下 的

坚 硬 红 岩 ，则 抵 挡 了 河 水 的 经 年 冲

刷，有效解决了凹岸冲刷问题。

其 实 ，曾 经 的 通 济 堰 是“ 垒 石 为

坝，有坝引水”的活动坝，直至 20 世纪

50 年 代 才 改 建 为 固 定 坝 。 可 以 说 ，通

济堰的引水坝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

“ 活 字 典 ”。 其 做 法 是 ，每 年 春 灌 前 ，

工匠们利用当地丰富的竹子编制长条

形 竹 笼 ，竹 笼 里 填 满 鹅 卵 石 ，用 来 筑

坝 ，拦 河 引 水 。 由 于 汛 期 竹 笼 坝 会 被

洪 水 冲 毁 ，故 称“ 活 动 坝 ”。 在 当 时 的

经 济 、社 会 、技 术 条 件 下 ，采 取 这 种 就

地 取 材 、方 便 易 行 、节 约 费 用 的 做 法 ，

是古蜀先民的智慧之选。

古人的智慧绝不仅限于此。在因

地 制 宜 维 护 整 治 ，分 工 负 责 开 展 水 政

管 理 ，贴 近 百 姓 采 取 分 水 量 水 等 方

面 ，先 民 也 积 累 了 丰 富 经 验 ，为 通 济

堰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保 驾 护 航 。 就 拿“ 堰

长 制 ”来 说 吧 。 据 清 嘉 庆 年 间《眉 州

属 志》载 ，清 代 通 济 堰 全 堰 设 堰 长 10

人 ，其 中 眉 山 4 人 、彭 山 4 人 、新 津 2

人 。 堰 长 承 担 渠 首 岁 修 、工 费 夫 役 征

集 和 用 水 管 理 等 事 宜 ，类 似 今 天 的

“河（湖）长制”。

通 济 堰 的 主 要 灌 区 —— 眉 山 ，孕

育 了“ 三 苏 ”苏 洵 、苏 轼 、苏 辙 等 历 史

文 化 名 人 ，成 就 了“ 中 国 泡 菜 之 乡 ”

“ 中 国 优 质 稻 米 之 乡 ”“ 中 国 竹 编 艺 术

之 乡 ”等 荣 誉 。 真 是“ 一 方 好 水 养 育

一方人”呀。

如今，眉山依托通济堰，在成乐高

速 公 路 两 侧 ，集 中 连 片 打 造 高 标 准 农

田 ，设 立 岷 江 现 代 农 业 示 范 园 区 。 这

片 区 域 ，已 经 成 为“ 天 府 粮 仓 ”的 重 点

地 区 ，成 为 现 代 、科 技 、高 效 、生 态 农

业的示范和标杆。

历 朝 历 代 的 善 政 者 ，都 十 分 重 视

通 济 堰 ，并 留 下 大 量 咏 之 诵 之 的 诗

文 。 陆 游 巡 视 通 济 堰 后 ，写 下《十 二

月十一日视筑堤》，其中有句：

西山大竹织万笼，

船舸载石来亡穷。

横陈屹立相叠重，

置力尤在水庙东。

宋孝宗时期眉州知州晁公溯对通

济 堰 更 是 情 有 独 钟 ，曾 整 修 通 济 堰 并

留诗多首，其《视通济堰二首》云：

野树皆绿叶，清江初白苹。

偶来无筮日，小出当行春。

人颂勾龙社，恩沾佩犊民。

横江三百丈，遥见石嶙峋。

沿着通济堰一路徜徉，清清渠水，

奔 流 不 息 ，它 本 身 就 是 一 道 美 丽 的 风

景 。 所 经 之 处 ，有 一 马 平 川 的 成 都 平

原 ，有 起 起 伏 伏 的 丘 陵 山 冈 。 渠 堰 两

旁 是 葱 茏 的 庄 稼 、挺 拔 的 树 木 以 及 挂

满 果 子 的 柑 橘 ，还 有 迷 人 的 村 镇 、古

朴 的 民 宿 。 春 看 播 种 插 秧 ，夏 看 白 鹭

成 行 ，秋 看 丰 收 景 象 ，冬 看 田 园 风

光 。 一 年 四 季 ，时 时 可 观 。 一 路 灿

烂，美景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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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 过 蜿 蜒 的 山 道 ，穿 越 茫 茫 的 雨

雾 ，我 们 来 到 湖 北 省 南 漳 县 武 安 镇 ，

长 渠 的 渠 首 就 在 这 里 的 沃 野 和 村 落

之 间 。

长 渠 始 建 于 公 元 前 279 年 。 战 国

时 秦 将 白 起 带 兵 伐 楚 ，久 攻 不 下 ，于

是 在 鄢 城（今 湖 北 宜 城）西 山 的 蛮 河

上 游 拦 河 筑 坝 ，以 水 代 兵 ，水 淹 楚 国

鄢 城 。 北 魏 郦 道 元《水 经 注》描 述 了

这 场 残 酷 的 战 争 ：“ 水 溃 城 东 北 角 ，百

姓 随 水 流 ，死 于 城 东 者 数 十 万 。 城 东

皆臭，因名其陂为臭池。”

战事结束后，鄢城划入秦国，秦以

鄢为县。秦昭王以白起筑堰之旁的武

安 镇 之 名 ，封 白 起 为 武 安 君 ，所 筑 之

堰命名为武安堰。白起因征战所开之

水 攻 战 渠 ，此 后 被 沿 线 百 姓 改 造 成 引

水 灌 田 之 渠 ，并 称 之 为“ 白 起 渠 ”。 历

朝 历 代 不 断 修 治 改 造 ，并 把 渠 道 与 附

近 一 系 列 陂 塘 串 联 起 来 ，灌 溉 面 积 越

来 越 大 ，形 成 早 期 的“ 长 藤 结 瓜 ”式 蓄

水 引 水 灌 溉 工 程 ，所 灌 之 处 ，皆 成“ 膏

良肥美”之地。

明清时期，战乱频仍，长渠渐被湮

废 ，完 全 丧 失 了 工 程 作 用 。 民 国 时

期 ，爱 国 抗 日 将 领 张 自 忠 曾 倡 议 修 复

长 渠 ，南 漳 、宜 城 两 县 人 民 也 曾 多 次

吁 请 。 当 时 的 湖 北 省 政 府 曾 经 在

1942 年 作 出 修 复 长 渠 的 决 定 ，但 终 因

多种因素未能实现修复。直到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 ，百 废 待 兴 、百 业 待

举 之 时 ，湖 北 省 政 府 将 兴 修 长 渠 工 程

于 1950 年 报 请 水 利 部 批 准 并 得 到 政

策 和 财 力 支 持 。 1953 年 5 月 1 日 ，历

尽 沧 桑 的 百 里 长 渠 终 于 竣 工 通 水 ，重

新造福沿线数十万人民。

比之京杭大运河，长渠不够宽，也

不 算 长 ，但 其 施 工 技 术 巧 妙 ，在 水 利

技 术 史 上 有 许 多 重 大 创 造 ，尤 其 是

“ 长 藤 结 瓜 ”式 的 蓄 水 引 水 灌 溉 方 式 ，

堪称中国水利技术史上的重大创新。

长 渠 整 个 工 程 起 初 以 拦 河 坝 、引

水 口 、干 渠 三 大 工 程 为 主 体 。 拦 河 坝

就 是 我 们 现 在 仍 可 看 到 的 渠 首 工 程 ，

《水 经 注》曾 概 括 为“ 立 碣 、壅 水 、筑 巨

堰 ”，即 拦 河 筑 坝 ，抬 高 水 位 ，逼 水 入

渠，储存水量，充实水源。

引水口建于拦河坝右岸。白起修

渠 时 并 无 引 水 建 筑 物 ，但 在 后 来 的 工

程 运 行 中 ，人 们 逐 渐 认 识 到 设 置 闸 门

的 重 要 性 。 唐 宋 以 后 ，长 渠 引 水 口 建

起了调节引水的闸门。

长 渠 工 程 之 巧 妙 ，一 为“ 立 碣 、壅

水 、筑 巨 堰 ”“ 障 渠 而 东 ”，筑 坝 引 水 。

而 其 筑 坝 施 工 技 术 ，《水 经 注》记 载

为 ：“ 以 竹 笼 石 ，葺 土 而 为 堨 。”其 最 大

优 点 是 将 分 散 的 卵 石 聚 为 一 体 ，既 抗

御 洪 水 冲 击 ，又 能 泄 水 ，还 能 适 应 河

床 的 变 化 。 二 为 多 源 引 水 ，梯 级 开

发 。《水 经 注》记 载“ 复 凿 蛮 水 与 之

合 ”，采 用 了 跨 流 域 调 水 的 方 法 ，多 源

引 水 以 补 充 水 源 ，而 且 与 其 姊 妹 渠 木

渠是有记载的同一水系梯级开发的先

例 。 它 们 都 引 用 蛮 河 水 系 的 水 ，取 得

了 显 著 的 灌 溉 效 果 。 三 为“ 起 水

门 ”。 水 门 相 当 于 斗 门 、节 制 闸 ，建 在

渠 道 上 以 控 制 流 向 ，调 节 流 量 。《大 元

大 一 统 志》记 载 长 渠“ 起 水 门 四 十 有

六 ”。 四 为 斩 竹 伐 木 ，垒 以 土 石 ，以 防

横溃。它开创了我国古代水利的一项

重要技术。

长 渠 流 经 之 处 ，沿 线 串 起 大 量 水

库 和 堰 塘 。 所 谓“ 陂 渠 串 联 ”，就 是 将

堰塘与渠道串联起来。如果说长渠是

一 条 藤 ，沿 渠 与 之 串 通 的 水 库 、堰 塘 ，

则 是 一 个 个 瓜 。 现 在 这 些“ 瓜 ”包 括

15 座 中 小 型 水 库 、2671 口 堰 塘 。 这 些

“ 瓜 ”的 作 用 非 凡 。 它 们 循 环 蓄 水 ，在

非 灌 溉 季 节 ，拦 河 坝 使 河 水 入 渠 ，渠

水 入 库 、塘 ；农 田 需 水 时 ，随 时 输 水 灌

溉 ，提 高 了 水 库 堰 塘 的 利 用 率 。 整 体

工 程 也 实 现 了 以 多 补 少 、以 大 补 小 、

以 余 补 缺 ，互 通 有 无 ，平 衡 水 量 ，充 分

发 挥 了 长 渠 工 程 的 最 大 潜 力 。 这 种

“ 长 藤 结 瓜 ”式 的 供 水 方 式 十 分 科 学

合理，放到现在仍十分先进。

站在“长（白起）渠遗址”这块湖北

省人民政府 2008 年 3 月立的黑底金字

省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石 碑 前 ，我 的 思 绪 穿

过 历 史 ，探 寻 着 长 渠 留 给 我 们 的 遗 存

和启示。

从 血 雨 腥 风 的 水 战 之 渠 ，到 造 福

一 方 的 水 利 工 程 ，这 条 长 渠 不 仅 见 证

了 社 会 的 兴 衰 ，也 给 后 人 许 多 警 示 和

思 考 ，其 文 物 和 文 化 价 值 是 多 方 面

的，值得我们去挖掘和总结。

就 文 物 价 值 而 言 ，长 渠 由 战 渠 变

灌 渠 ，形 成 至 今 已 有 2300 多 年 。 但 以

历 代 文 献 ，尤 其 是《襄 阳 府 志》《宜 城

县 志》的 相 关 记 载 ，对 照 1938 年 经 航

空 测 量 制 成 的 地 图 ，古 今 渠 线 基 本 一

致 ，后 来 的 勘 探 和 卫 星 遥 感 图 片 也 证

明 了 这 一 点 。 这 条 绵 延 百 里 、至 今 还

在 福 泽 一 方 的 古 长 渠 ，本 身 就 是 活 着

的文物和不朽的景观。

2300 多 年 的 古 长 渠 ，曾 吸 引 历 代

政 治 家 、文 学 家 和 有 识 之 士 ，或 亲 力

亲 为 修 渠 ，或 为 长 渠 献 计 献 策 ，或 以

诗文传世，留下了许多宝贵文献。

“武安南伐勒秦兵，疏凿功将夏禹

并 。 谁 谓 长 渠 千 载 后 ，水 流 犹 入 故 宜

城 。”唐 代 胡 曾 这 首 讲 述 长 渠 历 经 沧

桑 ，默 默 养 育 一 方 百 姓 的《咏 史 诗·故

宜 城》，在 南 漳 、宜 城 童 叟 皆 知 。 北 宋

文 学 家 欧 阳 修 曾 盛 赞 ：“ 古 渠 废 久 人

莫 知 ，朱 君 三 月 而 复 之 。 沃 土 如 膏 瘠

土 肥 ，百 里 岁 岁 无 凶 菑 。”同 为“ 唐 宋

八 大 家 ”之 一 的 曾 巩 ，还 曾 为 长 渠 撰

《襄 州 宜 城 县 长 渠 记》：“ 鄢 入 秦 ，而 白

起 所 为 渠 因 不 废 。 引 鄢 水 以 灌 田 ，田

皆为沃壤，今长渠是也。”

历 代 志 书 中 ，《宋 史·河 渠 志》《大

元 大 一 统 志》《湖 北 通 志》《襄 阳 府 志》

以 及 南 漳 、宜 城 县 志 对 长 渠 都 有 详 细

介 绍 ，为 我 们 研 究 这 条 古 渠 提 供 了 宝

贵的资料。

在 渠 首 的 碑 廊 内 ，陈 列 着 数 十 块

记 载 历 代 修 渠 的 石 碑 、残 碑 和 拓 片 。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是 元 大 德 年 间 南 漳 、宜

城 两 县 民 众 重 修 武 安 灵 溪 堰 ，襄 阳 府

立 的《重 修 武 安 灵 溪 堰 记》残 碑 和 国

宝级的蛮河涨水碑。蛮河涨水碑由武

安 镇 莲 花 堰 村 村 民 王 华 国 捐 赠 ，记 载

了 清 道 光 六 年（公 元 1826 年）长 渠 渠

首蛮河莲花堰和武安镇一带洪水消涨

情 况 ，在 长 渠 申 遗 过 程 中 起 到 了 重 要

作用。

昨 日 已 逝 ，今 日 已 来 。 长 渠 之 首

的 白 起 雕 像 前 ，缀 满 了 绿 树 繁 花 。

我 站 在 渠 首 ，注 视 着 汩 汩 流 淌 的 长

渠 ，想 起 历 代 史 籍 和 文 学 作 品 中 对

长 渠 的 记 载 ，感 慨 之 余 ，也 有 种 穿 越

的 感 觉 。

这 长 渠 就 是 一 个 时 空 交 接 的 枢

纽 ，让 古 代 物 质 文 化 遗 存 的 灿 烂 光 芒

折 射 当 世 ，不 仅 使 这 片 古 老 的 土 地 成

为 名 副 其 实 的 天 下 膏 腴 之 地 ，也 必 将

续写鄂西北大地新的传奇。

相约亚冬会·畅享雪生活

第二十一届亚布力滑雪节开幕
12 月 2 日 ，以“ 相 约 亚 冬 会·畅

享 雪 生 活 ”为 主 题 的 第 二 十 一 届 亚

布 力 滑 雪 节 在 黑 龙 江 亚 布 力 滑 雪 旅

游 度 假 区 开 幕 。 作 为 黑 龙 江 省

2023—2024 年 新 雪 季 的 组 成 部 分 ，

滑 雪 节 开 启 了 广 大 雪 友 激 情 滑 雪 的

欢乐时光。

滑 雪 节 期 间 ，亚 布 力 滑 雪 旅 游

度 假 区 围 绕“ 热 雪 ”“ 驭 雪 ”“ 乐 雪 ”

“ 酷 雪 ”四 大 主 题 ，推 出“ 滑 雪 + 旅

游 、滑 雪 +文 化 、滑 雪 +体 育 、滑 雪 +

研 学 、滑 雪 + 商 贸 ”五 大 板 块 ，50 余

项形式丰富、种类多样的缤纷活动，

以 期 从 开 幕 起 至 2024 年 3 月 雪 季 内

持续拉升关注度、人气值，让游客全

方位感受冰雪的广度和温度。

本 届 滑 雪 节 通 过 打 造 多 元 化 冬

季 精 彩 游 玩 体 验 ，带 动 冰 雪 旅 游 全

产 业 链 发 展 。“ 相 约 亚 布 力·畅 享 雪

生活”短视频创作营、“趣滑记”青少

年 滑 雪 冬 令 营 、“ 康 养 之 冬 ”第 二 届

冬 补 药 膳 节 等 活 动 也 正 式 启 动 ，不

断刷新“滑雪+”新玩法。

本 届 滑 雪 节 还 特 别 邀 请 了 国 家

级滑雪教练、世界滑雪冠军、滑雪俱

乐 部 代 表 、资 深 滑 雪 发 烧 友 共 同 发

出“ 来 自 亚 布 力 的 邀 请 函 ”，邀 请 世

界 冰 雪 运 动 健 儿 和 滑 雪 爱 好 者 领 略

亚布力的风采。

当 前 ，滑 雪 市 场 方 兴 未 艾 、活 力

迸 发 。 亚 布 力 滑 雪 旅 游 度 假 区 将 进

一 步 丰 富“ 滑 雪 +”新 业 态 、新 场 景 ，

努 力 打 造 世 界 级 冰 雪 品 牌 和 滑 雪 旅

游胜地。

第二十一届亚布力滑雪节开幕式现场第二十一届亚布力滑雪节开幕式现场

有 一 只 白 鹭 ，正 在 一 陂 秋 水 间 翩

翩起舞。

秋 冬 ，流 速 渐 缓 的 龙 江 水 微 微 打

湿 了 鸟 儿 的 白 色 羽 翼 ，可 它 半 点 不 在

意 ，兀 自 在 一 块 块 墨 色 条 石 中 来 去 穿

行，不自觉点染出一幅天然的水墨画。

白 鹭 的 身 影 越 来 越 近 了 ，它 的

双 足 最 后 落 在 我 身 边 的 一 块 题 字 石

头 上 。

这里是天宝陂。

这 一 道 道 其 貌 不 扬 的 长 陂 ，其 实

是古老的大型蓄淡拒咸水利工程。虽

然 与 白 鹭 给 人 的 惊 艳 相 比 ，那 一 块 块

条 石 乍 看 显 得 有 些 黯 然 ，但 台 阶 式 长

陂 形 成 的 小“ 瀑 布 ”、江 上 立 满 芦 苇 的

沙 洲 ，分 明 是 与 律 动 相 对 的 另 一 种 静

谧的美。

白 鹭 没 有 飞 远 。 天 宝 陂 这 一 带 ，

分布着上百个白鹭族群。良好的生态

环境、咸淡交汇的水质，让此地成为白

鹭 钟 爱 的 家 园 。 它 们 有 的 在 空 中 翩

飞，有的在江上埋头觅鱼，还有的单足

立 在 陂 上 ，仿 佛 在 为 下 一 次 起 舞 蓄

力 。 不 过 ，它 们 各 自 静 好 的 局 面 很 容

易 被 打 破—— 只 要 有 一 两 条 鱼 儿 从 上

游淡水向下“争渡”，龙江之上，便能欣

赏到“惊起一滩鸥鹭”的盛况。

白 鹭 是 极 眷 恋 水 的 ，人 亦 如 此 。

因 为 水 乃 万 物 的 生 命 之 源 。 自 古 以

来 ，人 类 傍 水 而 居 ，足 迹 从 黄 河 与 长

江，蔓延到天宝陂下的龙江。如今，龙

江 一 岸 是 绿 意 盎 然 的 玉 融 山 ，一 岸 是

人口密集的福清市区。它宛如福清市

的 主 动 脉 一 般 ，为 两 岸 和 下 游 输 送 着

宝贵如血液的水源。

在 我 来 天 宝 陂 的 路 上 ，有 不 少 农

人正埋头在田野间收割晚稻。来时的

我 ，尚 未 把 田 地 两 侧 潺 潺 不 绝 的 水 渠

与目的地联系起来。天宝陂旁的龙江

水 文 化 公 园 里 ，孩 子 指 着 来 去 自 如 的

白鹭惊呼，写生的学生架着画板，描绘

龙江上摇晃的芦苇……

无 数 人 受 惠 于 如 今 的 龙 江 。 谁 能

想到，千余年前，眼前的这条江对福清

百姓而言，却堪称一条恶龙。

我 站 在 郎 简 亭 内 ，远 望 着 秋 冬 季

节 龙 江 相 对 干 涸 的 躯 干 ，脑 海 中 回 忆

起龙江夏日江水滔滔的模样。水流是

无常的，千百年前，福清虽处龙江下游

冲积平原，却罕见平原地区“稻花香里

说丰年”的盛景。秋冬两季江水干涸，

不 宜 农 耕 的 海 水 倒 灌 而 来 ；丰 水 期 则

水满为患，江水冲垮屋舍，摧毁农田。

如 果 把 龙 江 上 的 故 事 写 成 一 本 小

说 ，那 天 宝 陂 定 是 应 运 而 生 的 主 角 。

它 一 改 福 清 往 日 的 凄 凉 景 象 ，在 这 块

“有福之地”，开启了属于它的“天宝纪

年”。

唐天宝九年（公元 750 年）左右，长

乐郡刺史高璠决意在此修建一处拦水

大坝。据说，最初的最初，人们用竹笼

拦水，打下木桩，再采来山石围堵。不

知 经 历 了 多 少 个 春 秋 轮 回 ，龙 江 上 终

于出现了眼前长陂的雏形。

乍 然 知 悉 这 段 历 史 时 ，我 惊 讶 于

其中的一个词——竹笼。“竹篮打水一

场空”的歇后语尽人皆知，即使是编织

再 密 的 竹 笼 ，也 很 难 完 全 挡 住 来 势 汹

涌 的 江 水 吧 ？ 可 细 思 一 番 ，当 时 物 资

匮乏，取用竹笼，或许是难得的权宜之

策了。

不 知 经 历 了 多 少 曲 折 ，天 宝 陂 终

于 落 成 。 从 此 ，龙 江 一 年 四 季 的 水 旱

难题被初步解决。上游的淡水被天宝

陂 积 蓄 在 身 后 ，下 游 的 咸 水 被 天 宝 陂

拦截在身前。天宝陂的臂膀可真宽阔

啊 。 千 余 年 了 ，它 仍 勤 勤 恳 恳 地 守 卫

着这片土地。

即 使 中 途 无 数 次 被 江 水 冲 垮 身

体，只要有人记得它，天宝陂便能再次

挺 起 脊 梁 。 史 书 中 ，天 宝 陂 修 护 过 无

数次，较为出名的两次，出自两任福清

知 县 之 手 。 一 是 郎 简 疏 浚 修 堤 的 功

劳 ，二 是 庄 柔 正 使 用 铁 汁 巩 固 天 宝 陂

基底的壮举。郎简为它清理了身上的

积 痛 ，庄 柔 正 则 用 钢 铁 重 塑 了 它 摇 摇

欲坠的脊骨。

在 福 清 百 姓 的 血 汗 中 ，天 宝 陂 一

次又一次重获新生。而被古人运用千

般 手 段 维 护 的 天 宝 陂 ，也 成 为 人 们 如

今还在参考的水利技术活化石。

我 学 着 白 鹭 ，走 上 天 宝 陂 的 条

石。枯水期，朝下游去的流水缓缓，甚

至 淹 不 过 我 的 鞋 子 。 我 学 着 白 鹭 ，站

在 天 宝 陂 的 正 中 ，身 后 是 福 利 万 家 的

淡水，身前是秋冬咸水回潮、芦荡丛生

的 沙 洲 。 我 学 着 白 鹭 ，让 思 绪 飞 上 空

中 ，俯 视 弯 弯 如 月 的 天 宝 陂 和 两 侧 泾

渭 分 明 的 情 景 ，倏 忽 一 惊 ，眼 前 的 一

切 ，不 正 暗 合 了 中 国 古 代 哲 学 中 的 阴

阳调和吗？

我 的 思 绪 被 打 断 了 ，“ 罪 魁 祸 首 ”

是 一 只 不 怕 生 的 白 鹭 。 它 掠 过 我 的

眼 ，张 开 黑 色 的 长 喙 ，低 声 叫 着 ，仿 佛

在 嬉 笑 我 ，只 因 我 先 前 误 解 天 宝 陂 的

大 道 无 言 。 我 羞 愧 极 了 ，顺 着 白 鹭 张

开 双 翼 驱 人 的 动 作 走 回 岸 上 ，走 向 天

宝陂孕育的天地、人和、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