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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湖秋水阔 苍烟一点指高邮
□ 管玮玮/文 王林山/摄

“高邮湖水清又甜，清清湖水映人面，唐塔巍巍留倒
影，隋堤漫漫柳如烟，屋后渔歌情绵绵……”熟悉高邮的
人，都知道高邮的双黄鸭蛋闻名天下，其实高邮还有一
个珍宝———美丽的高邮湖。高邮湖，位于高邮城西，是全
国第六大淡水湖、江苏省内第三大淡水湖。这片总面积
近 780平方公里的水域，由于水质良好、地理位置独特、
生态环境绝佳，不仅吸引了东方白鹩、丹顶鹤等许多国
家重点保护动物和野鸭、白鹭等多种野生水鸟来此栖息
和繁育，而且还出现过“甓社珠光”“湖上蜃景”“游龙戏
水”等令人叹为观止的湖上奇景，历代许多文人墨客更
是将之称为钟灵毓秀之湖。千百年来，高邮城变得越来
越大，人口越来越多，但每一个高邮人都因自己的家乡
有一个高邮湖而自豪和骄傲，高邮湖早已是高邮人心中
的母亲湖。

美名的由来

从樊梁湖到高邮湖

近日，记者在水利部门有关负责人的带领下，从高邮
运河二桥穿过运河来到高邮湖畔，只见高邮湖烟波浩渺，
水天一色，帆影往来，水鸟翱翔，醉人的画面令人不禁想
起唐人王勃的诗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

水利部门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高邮湖是由众多
小的湖泊慢慢汇聚而成，北魏晚期郦道元所著《水经注》
一书中将高邮湖称为樊梁湖。同时期，北齐魏收在其所著

的《魏书》中，又将之称为津湖。南宋时期，杨万里在《过新
开湖》中用新开湖替代了樊梁湖。此后，随着朝代的不断
更替，一直到明朝洪武年间，这片湖才真正有了“高邮湖”
之名。然而，直至民国时期，民间还保留着原来新开、姜
里、甓社、七里、平阿、珠湖、武安、张良、塘下、鹅儿白、石
臼湖等十一个湖的湖名。

“和扬州其他地区很多湖泊一样，高邮湖也是由众多
小湖汇聚而成的一片大湖，其中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
演变过程。”该负责人说，根据现今所掌握的历史资料来
看，高邮湖有如今这样的规模，与黄河引泄密不可分。彼
时，人们为了减少汛期黄河水上涨后对两岸百姓生产生
活造成的影响，便将大量黄河水引泄到淮河流域的广大
地区。高邮是淮河流域的必经和重要之地，因此，每一次
引泄都导致高邮湖各个小湖的湖面不断扩大，曾一度发
展到了五荡十二湖。明代后期，十二湖就像一串串珍珠一
样形成了湖湖贯通的局面，高邮湖至此初具雏形。而对当
时波涛万顷的高邮湖的描写，以高邮历史上著名的词人
秦观所作的两句尤为贴切：“高邮西北多巨湖，累累相连
如贯珠。”

民间传说

湖底有座古城

高邮湖自然风光秀美，“珠湖夕照”“渔歌唱晚”“西湖
怪柳”“湖光帆影”等景观，皆是历代高邮人津津乐道的奇
景。记者了解到，除了这些美景，至今，高邮民间尤其是祖

祖辈辈依湖而生、靠湖而长的当地渔民之间还流传和相
信着这样一个传说，那就是高邮湖底有座古城。北宋科学
家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中提到：“嘉佑年间，扬州有一珠
甚大，天晦多见，初出于天长县陂泽中，后转入甓社湖，又
后乃在新开湖中，几十余年。居民行人，常常见之……樊
梁镇正当珠往来处，行人至此，往往维船数宵以待现。”可
见其时，确有樊梁镇存在，而且应当就处于现在的高邮湖
这片区域之中，只是随着后来的淮水泛滥，高邮运河以西
的诸小湖被连并成高邮湖，樊梁镇也最终没入湖中。相传
在清朝康熙年间，当地治水河工曾在清水潭附近湖中发
现宋元旧钱和砖井石街，这些都印证了湖底古镇的历史
记载。

水利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这个民间传说是否
真实，虽然至今并无确切的事实证据加以考证，但为了一
探高邮湖湖底的“真相”，多年来，许多考古界专家都曾以
不同方式来邮进行专题考察。1971年江苏省水利厅勘测
队经过多次查勘，发现高邮湖内有一古河床，西北自安徽
滁州界山涧中，东经清水潭入射阳湖，这个古河床名叫石
梁溪。而高邮湖底的这座古城的位置很可能就处在石梁
溪与运河交汇处，名为樊梁镇。这里南通扬州，北达楚州，
西连天长，东至射阳湖，为当时重要的交通枢纽。

治用结合

风光无限高邮湖

据史料记载，尽管风光秀美的高邮湖给高邮人带来

了不一样的湖光美景，但历史上高邮湖也经常冲决运河
堤防，给里下河人民尤其是高邮人带来了很多灾难。为有
效遏制高邮湖的洪水泛滥，历朝历代都曾花费巨资兴建
防洪水利工程。目前，仍存于高邮湖东岸的古平津堰遗址
就是唐代元和年间宰相、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为拦截高邮
湖水所建的一项水利设施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以来，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大
力关心与支持之下，我市市委、市政府先后数次对高邮湖
周边的防洪设施工程进行了加固、加宽，使高邮湖的水患
得到了根本性的治理。与此同时，随着高邮经济社会事业
的快速发展、对外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我市也越来越重视
对高邮湖的开发与利用，现已利用界首的芦苇荡成功打
造了总规划面积约 5000亩、集“飞碟文化、滨水娱乐、渔
村文化、养生休闲、湿地科普”于一体的高邮芦苇荡湿地
公园；利用高邮湖滩独特的自然风光新建了占地面积约
为 200亩左右，集生态、休闲、康体、娱乐为一体的高邮湖
滩郊野公园。同时，为了让八方游客近距离感受高邮湖的
美，不久前，我市还开通了高邮湖水上游览线，将高邮湖
沿线的部分著名旅游景点进行了串联，极大地方便了游
客对更多美丽湖光的观赏。

此外，为更好地提高高邮湖的知名度，近年来，我
市更是先后举办了包括环高邮湖国际自行车越野赛、
横渡高邮湖游泳赛等在内的诸多体育赛事。通过这些
赛事的举办，许多来自省内外甚至国内外的体育爱好
者来到了高邮，烟波浩渺的高邮湖给他们留下了难忘
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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