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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北国脉相牵,

隋代千年水潆涟,

寄语飞南归北雁,

大河头尾是家川。

曾经，京杭大运河以诗中的气势，印入人们的

脑海；如今，它依旧以川流不息的波涛展示着它的

飒爽英姿。

从运河二桥上远望，大运河就像一条巨龙，展

现出它的雄姿。桥下，一艘艘货轮缓缓驶过，雄壮

的汽笛声响彻天际……

运河的前世今生

“老的大运河已经废弃了，这是新挖出来

的。”一位长期在运河边做生意的老人告诉记者。

据了解，京杭大运河源于古邗沟。相传，春秋战国

时期，吴王夫差为与齐晋争雄，开挖了古邗沟，以

连接长江与淮河。历史上古邗沟高邮段的前身，

从车逻一直到界首，纵贯高邮南北43.6公里，现

名高邮明清运河故道。1956年大运河拓宽时截弯

取直，在明清运河的东堤外另开新河，原河道废

弃。上世纪80年代，为保运堤安全，人工填平了

明清运河故道，但老运河的形状、走向及石护坡

至今仍清晰可见。

历史上的运河，曾因为治理不当，不仅没有

发挥作用，还给周边的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解放前，里运河平均三年就发生一次水灾。1932

年的一次特大洪水，给高邮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

难。当时，运河城区段的七公殿、挡军楼等6处先

后决堤，共造成里下河地区7.7万多人死亡、1300

多万亩农田颗粒无收、210万间房屋坍塌、140多

万人流离失所。洪水过后，当时最大的民间慈善

组织华洋义赈会募捐13.26万元，帮助修复了3

处决口。该段石工做工规整，其中保存完好的七

公殿石工长75米，中间刻有“民国二十三年华洋

义赈会建”的字样。这段石工见证了20世纪规模

最大的洪水给里运河沿线人民带来的灾难。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运河河道弯曲、河面宽窄

不一、水深不一，通航能力较低。汛期河水既无

法用于灌溉，更因堤防矮小，极易使里下河地区

受淹成灾。面对众多隐患，1956年至1961年，扬

州专区先后动员约68.50万人次，分三期对里运

河堤防按照航运、防洪要求，实行拓建。

告别历史，现在的运河继续奔流不息，迎送

着南来北往的船只，灌溉沿线的庄稼，哺育着两

岸的人民，带动沿岸地区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

如今的明清运河故道虽然已经废弃，但是它

曾经发挥的作用不会被人遗忘。伴着潺潺的流水

声，它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在回味着曾经的青春。

明清运河故道上的历史遗迹

明清运河故道虽然经历了几次变迁，但其

城区段保存基本完整，沿线有镇国寺塔、平津

堰、石纤柱、万家塘、御码头、马棚湾铁牛等历史

遗迹。每一处遗迹都有着它的传奇故事，它们见

证了大运河由湖道向河道演变的动态过程，是

了解大运河与高邮湖河湖关系的“活化石”。

在现运河与明清运河故道之间，有一条狭

窄且坑坑洼洼的泥土路，据说，这条路就是曾经

的“邮驿之路”。顺着古邮道向前走，在杂草丛生

的堤岸边，记者见到了大部分已被深埋于地下

的清代老码头。它曾是里运河上下客的码头，民

国时曾也用作过运河的摆渡码头。码头原本有48

级台阶，运河改道后，该码头大部分被埋在了地

下。相传，康熙二次南巡时，曾在此码头上岸。清

代老码头作为明清运河故道上重要的上下客码

头，通过古邮路与盂城驿相连。盂城驿位于高邮

南门外，始设于明代，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保存

最完好的古代驿站。

古邮道的西面，是那烟波浩渺、波光粼粼的

高邮湖。高邮湖曾是古邗沟的重要通道，后因湖

面风浪大，为航行安全，自宋至明清逐渐修筑分

割河湖的东西堤，明清运河故道由此逐步形成。

在明清运河故道的西岸外，有一条狭窄的水

道，这就是渔民的避风港———万家塘。据史料记

载，万家塘与高邮湖相通，是明清以来湖上来往

船只及渔民的避风港，也是当年开往湖西地区的

轮船码头。从古至今，渔民们在此繁衍生息，他们

是高邮湖和里运河的儿女。

在万家塘的不远处，明清运河故道的东岸

边，竖立着另一处历史遗迹———石纤柱。石纤柱

原是秦邮八景之一的“耿庙神灯”的两根灯柱。相

传耿七公弃官后隐居在高邮，皈依佛门后，为了

给夜晚航行的船只指引方向，他让禅坐前的两盏

明灯彻夜不息。耿七公过世后，人们为了纪念他，

便在两盏神灯前建起了七公殿，又称耿庙。1956

年运河拓宽时庙被拆除，而庙前悬挂神灯的两根

方形石柱虽历经沧桑，依然屹立在明清运河故道

旁。石纤柱因位于运河拐弯处，千百年来，纤夫们

每每经过，纤绳总要在石柱上摩擦几下，天长日

久，在它躯干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纤痕。关于耿

庙神灯，长期以来，人们为它抹上了一层神秘的

色彩。清代诗人孙宗彝在他的《耿庙神灯》七律中

写道：“停云丛树影孤清，尚有灵光接沛城。横出

沧波三岛上，倒悬天汉七星明。渔矶雪冷寻村火，

市泊风高避野更。昨夜乘槎携友过，中流长啸白

涛生。”这首诗把“神灯”喻为一种“灵光”，它常在

水面上闪亮，犹如天上的北斗七星一般明亮。

说到大运河变迁，马棚湾铁牛和镇国寺塔

是最好的见证。据史料记载，清康熙年间，为了

预防洪水，曾铸铁牛 16只，分置于洪泽湖大堤、

废黄河、里运河各险要地段，马棚湾铁牛在经历

了沧桑巨变之后被保存了下来。1956年运河拓

建时，该铁牛被存放在了文游台内，后为配合大

运河申遗，将其送回风景秀丽的马棚湾运河故

道东堤旁。运河拓建当年，具有“南方大雁塔”之

称的镇国寺塔在其范围内，为保护这一珍贵文

物，周恩来总理在审批方案时特批：“让道保塔”。

近年，我市逐步恢复了镇国寺庙宇，使之成为运

河新景区。

位于镇国寺塔对岸的故道西堤有着一条条

石砌成的近百米的古石堰，这便是目前淮扬运河

段所发现的惟一一个古堰———平津堰。据了解，

平津堰原是唐元和年间宰相、淮南节度使李吉甫

为调节运河水位所建的水利设施，它南起江都邵

伯镇，北至宝应县，现存高邮城至界首镇段，长约

30公里。

世界文化遗产重要节点

高邮是大运河沿线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丰

富文化遗存的城市。在大运河沿线58处遗产点

中，高邮占了 3处，分别是盂城驿、明清运河故

道、淮扬运河主线高邮段，这三处遗产包含了从

车逻到界首运河沿线几乎所有历史遗迹。

在大运河申遗工作开展过程中，我市按照运

河申遗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积极开展明清运河故

道及重要遗产点的调查、项目包装、规划编制等

工作，为运河申遗成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申遗过程中，我市取消了运河二桥到镇国

寺的开发项目，抢救性地保护了明清运河故道原

貌，同时对镇国寺塔至万家塘范围的城区段约2.

8公里的运河故道进行重点整治，恢复高邮明清

运河故道，并且部分恢复了杨家坞的形制，对万

家塘船坞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再现了昔日渔民的

生活场景。

申遗成功后，历史文化名城高邮有了一张亮

丽的国际文化名片，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这

将极大地促进我市文化遗产保护，进而提升城市

品位，形成文化、旅游、生态、经济价值叠加效应，

实现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申遗成功只是起点，保护没有终点。我们在

享有一份荣光的同时，也应承担起一份责任，在

今后的日子里，要按世界遗产的标准，对历史负

责，把许多历史遗迹保护好、利用好，让大运河再

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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