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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杭州运河民俗曲艺的开发
刘 洋 唐任伍 黎 川 杨美琼

运河文化是洛社历史文脉之根

每一个城市（镇）无不在延续

着历史的文脉。无锡洛社便是一

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的江

南文化古镇，文化资源丰富，源远

流长的大运河文化是洛社历史文

脉之根。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不

会忘记：母亲的面孔和出生地的面

貌。大运河是洛社人民的母亲河，

千百年来，洛社先民世居于运河两

岸，繁衍生息，是吸吮着大运河的

乳汁而成长发展的。有了大运河，

古洛社（特别是明清时期我国资本

主义萌芽以后）才得以成为“人物

往来之盛，商贾辐辏之多，陆行戎

马，水驾风帆”的江南名镇；有了大

运河，民国时期的近代洛社才空前

繁荣，获得了“小无锡”美称；有了

大运河，现代洛社才赢得现代交通

和经济发展的先机，成为我国现代

乡镇工业发祥地和全国乡镇百颗

星，成为一枝盛开在中华大地上的

奇葩。大运河为洛社带来了无限

的活力与生机，为洛社各个时期的

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 方 山 水 养 育 出 一 方 洛 社

人。奔腾不息的大运河孕育了洛

社人的灵活通达、开放包容、以柔

克刚和坚韧进取的文化气质，独领

了重视民生、工商皆本的风气之先

（我国旧时盛行重农、轻工、抑商的

传统观念），从而形成了区别于其

他市镇的内在气质和独特传统，这

对营造具有洛社特色的人文氛围

和文化软实力，有着极其深远的意

义。

用历史的眼光解读运河文化

洛社是一个具有 1600 多年历

史的古镇，至少在我国东晋时代就

早已有洛社的存在了。虽然有关

的翔备史料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但散见于各个朝代的记载却有不

少，如南宋咸淳四年重修的史书

《毗陵志》、南宋德祐丞相文天祥

《吊五牧》诗、明末崇祯进士王永积

《洛社八景》诗和民国《金匮县志》

等均有相关记载，因此这个独具秉

赋的古镇的历史脉络还是较为清

晰的。洛社历史遗存众多，古驿

道、古战场、古寺古碑、古镇古街、

古宅故居等，都积淀着洛社厚重的

历史文化信息。还有一些与大运

河有关的人文掌故、轶闻传说、地

名由来等，如洗砚池的佳话、双庙

马盘的由来、“六龙”的传说，开利

寺的故事等，也都具有很高的历史

文化价值。古今以来，洛社皆为

水、陆通衢，是运河沿岸闻名遐迩

的著名商埠。即使在农业文明的

传统文化环境里，这里的工商文化

也极为发达。宋、明时期洛社就已

成为常、锡间重要的区域商品集散

和交换中心。民国以后，洛社尤以

街市兴旺，商事繁荣而享誉江南，

被称为“小无锡”，在长期的发展中

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老字

号”，如袁大生堂药店、仁昌茧行、

丁大陞米行、濮复兴槽坊、姚源泰

木行等，印有“洛社”商标的不少商

品称誉国内外，畅销欧美，并获国

际博览会金质奖。随着沪宁铁路

的开通，一些规模较大的早期工业

相继建立，其中尤以面粉、榨油、碾

米、缫丝著称，如三河油厂、同丰丝

厂、立茂米厂、洽丰面粉厂等。特

别是还出现了著名实业家丁熊照

和他的著名品牌“大无畏”电筒（工

厂设在上海）。洛社的工商文化是

无锡工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大运河文化与工商实践相融合的

产物。

大运河文化本质就是一种水

文化。洛社作为一个运河穿镇、因

水而建又因河而兴的集镇，运河儿

女应水而生，顺水而长，体现了一

种天人合一、人水和谐的和美景

象。地以人贵，人因地传，洛社钟

灵毓秀，人杰地灵，运河两岸留下

了很多名人的足迹：有以文学垂范

的鸿儒硕彦，古如王羲之，今如李

文海、聂中明、臧堃堂等；有以武略

安邦或以铁骨丹心而著称的将军，

古如尹玉、麻士龙，今如徐树根等；

有以才德称世的社稷名臣，古如前

清封疆大吏李金镛，今如濮柏亭

（卜明）、张平、叶寒青等；有以播种

文明、惠泽桑梓的著名教育家，如

匡仲谋等。他们都是洛社的脊梁，

他们在传承着洛社的历史文脉，又

让大运河水变得更加灵气充盈。

民俗文化属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是城市文化记忆的另一种重要

载体。洛社民俗文化丰富多彩，亦

宗源于大运河文化，喝着大运河水

长大的。具有洛社文化特色的非

物质文化亮点极多，如：洛社农民

艺术节。首届在 1986 年举办，开

创了全国乡镇级举办艺术节之先

河，至今已举办 3 届农运会、4 届艺

术节、5 届科普节，2007 年还举办

了“和谐社区艺术节”。每次皆盛

况空前，万人空巷。农民摄影家马

玉焕的小品摄影造诣精深，在业界

声望极高，他的作品和创作理论，

深得我国著名的美学大师王朝闻

赏识。洛社镇文化站在推介洛社

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不遗余

力，业绩卓著，荣获国家级先进称

号，被文化部原常务副部长高占祥

喻为“江南文化一枝花”。洛社“凤

羽龙”更是洛社“龙文化”的代表

作，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

大运河“水文化”的延伸，云中之

龙，水中之蛟，皆由水而生。如果

说，太湖之水“包孕吴越”，那么，是

大运河水“包孕洛社”！

用世界的视角展示运河文化

大运河是流动的历史文化，是

老 祖 宗 留 给 我 们 的 最 珍 贵 的 遗

产。唐代诗人皮日休在《皮子文

薮·汴河铭》中说道：（运河）“北通

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

为利也博哉！”大运河有着看不完

的风景，有着说不尽的故事，从整

体大运河看，它的确具备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的条件。无锡洛社段是

大运河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从“申

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高度，

用世界的视角审视、发掘、展示大

运河文化，这就是大运河文化在

“文化洛社”战略中的战略定位和

价值所在。

大运河洛社段的“四改三”工

程，需要超越传统的河道清淤、环

境整治、发展旅游、商业开发等普

通层面，而要进到“申遗”视角的文

化开发，重在挖掘和展示大运河文

化，打造城市（镇）名片，使大运河

成为一条“文化之河”。因此，亟须

邀请文化专家、规划设计师加盟和

广大市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以共同

铸造精品文化的大手笔。洛社历

来人气旺盛，商气繁盛，为世所共

认。新建的大运河观光带，还应

“文气”茂盛，一流的文化才能塑造

一流的城市。洛社文化资源丰富，

却开发不多，其实也是一种资源浪

费，实在可惜。现在的洛社，搞文

化的人很多，搞文化产业的却很

少；搞经济产业的人比比皆是，上

升到文化层面的却为数不多。这

是一种发展不协调的现象。美国

是文化资源小国，但却是文化产业

大国，美国的“发达”，其实就包含

着文化产业的发达的。随着文化

向经济中心地带的挺进，“文化洛

社”为我们构筑了平台，这对催生

和孵化洛社文化产业、让文化上前

台唱大戏，也许是一个重要的战略

机遇。

注：喻志华，江苏洛社中学退

休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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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值得注意的中国大运河“常识”
王 健

浮雕·环城运河 陈德华 创作

京杭大运河是杭州的生成之河，兴

盛之河。至南宋，杭州形成了以都城临

安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运河水运网，凸

现了杭州的“江南水城”风貌，成为了当

时全国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乃

至世界级的大都市。而在快速城市化、

工业化的今天，杭州运河面临脏乱差的

困境，亟待发展特色产业。

浙江的曲艺底蕴丰厚，渊远流长，

既是中国古老南戏的诞生地，又是全国

第二大剧种越剧的故乡。杭州是中国

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富庶、旅游最发达

的城市之一，拥有广阔的曲艺市场。大

运河文化底蕴深厚、具有强大的文化影

响力和吸引力，“小桥流水”与曲艺最能

相得益彰。因此，在杭州运河沿线酒

楼、茶馆、游船、旅游区大规模开展民俗

曲艺表演，打造杭州的“天桥”，重点发

展民俗曲艺表演、展览展示、休闲体验、

衍生产业，形成一个完整的、协同发展

的曲艺文化产业链，将有利于形成运河

保护开发的良性互动。

民俗曲艺表演 一是邀请浙江曲

艺、戏剧艺术人才定期表演经典剧目。

与国内知名票务公司、新闻媒体合作，

形成市场网络，利用表演艺术家的市场

号召力，以及经典剧目的群众基础、市

场基础，树立浙江曲艺表演的高端品

牌 。 二 是 组 织 戏 曲 爱 好 者 聚 会 、表

演。利用曲艺深厚的群众基础，立足

吸引更多老百姓参与，并能够登台表

演，打 破 原 来 曲 艺 只 有 所 谓“ 专 业 人

士”才 能 表 演、群 众 参 与 性 不 强 的 局

限，展现草根艺人和新时代人民群众

的 风 采 。 三 是 组 织 票 友 大 赛 。 以 国

内外曲艺爱好者为参赛对象，通过舞

台表演、电视直（转）播、网络传播等

形 式，每 年 组 织 热 门 曲 艺 票 友 大 赛。

四 是 邀 请 全 国 各 地 各 民 族 特 色 文 艺

团体和北京相关表演团体，不定期进

行 各 种 群 众 喜 闻 乐 见 的 传 统 曲 艺 节

目表演。五是通过电视、网络等传媒

形 式 ，广 泛 邀 请 身 怀 绝 技 的 民 间 艺

人 ，采 用 露 天 和 室 内 舞 台 的 表 演 形

式，表演民间艺术绝活。

大运河民俗展览展示 一是新建

或者改建大运河民俗展示厅，广泛收集

整理翔实珍贵的大运河民俗相关的文

献、文物、图片和音像资料，采取图片、

模型、实景等多种手段，向游客展示大

运河民俗的发展历程和最新成果。让

游客了解了大运河民俗的历史后，再到

有关场馆观看精彩的演出，可谓其乐无

穷，也更有吸引力。二是广泛邀请国内

外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从业人员，

就大运河民俗的市场化、对外传播、人

才培养、产业开发等主题，开展各种主

题会议、研讨会。

大运河民俗休闲体验 新建或改

建大运河民俗主题文化公园，游客可以

进行实地参观。主题公园将表演和体

验结合在一起，游客除了可以欣赏精彩

表演之外，还能在部分演出场馆表演一

些民俗曲艺桥段，增强互动性和参与

性。主题公园与电视台、电台合作录播

推广有关民俗曲艺，游客也可以亲身参

与体验节目的录制过程。

大运河民俗衍生产品 一是纪念

品。纪念品能够表示消费者自己的旅

游经历，能够引起美好的回忆。通过

OEM 的方式，开发具有大运河民俗文

化特色、型美观、工艺精细、包装考究、

观赏性强的纪念品，如戏剧脸谱、道具、

服装、饰品等 。 二 是 对 外 教 育 产 业 。

满 足 国 内 外 广 泛 存 在 的 曲 艺 文 化 学

习 需 求 ，推 动 曲 艺 文 化 的 进 一 步 传

播，与 艺 术 院 校 合 作，打 造 大 运 河 曲

艺 培 训 基 地 。 再 运 用 动 漫 制 作 的 方

式呈现出来的民俗动漫，必然具有浓

厚的中国韵味，令人耳目一新。三是

文 化 音 像 出 版 。 与 国 内 知 名 出 版 社

合 作 ，抓 住 曲 艺 能 够 持 续 畅 销 的 特

点，将每年表演的热门曲艺录制为音

像 制 品 ，使 演 出 与 出 版 形 成 良 性 循

环。四是主题服务业。以经典曲艺剧

目的场景、人物装扮、菜谱等为背景，发

展具有大运河曲艺文化特色的餐饮、住

宿等主题服务产业，让游客置身于曲艺

的真实环境之中。

注：1.本文系杭州运河（河道）研究

院运河学研究课题“杭州运河文化产业

战略研究”成果。2.刘洋，研究员，北京

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公共

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市场学会文化

创意产业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唐任伍，教

授、博导，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执行院

长、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黎川、杨美琼，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著名运河史专家姚汉源先生曾愤愤

不平地写道：“长城号称万里，其遗迹俱

在，且名扬中外，今表彰不已。以文物伟

迹自当之无愧，然物质用途已成历史，即

欲修复不可能。京杭运河之伟大成就固

不逊于长城，时至今日表彰之者不多。”

时过境迁，经过许多学者和有关部

门的共同努力，2006 年中国大运河被国

务院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同时入选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

申报名录。2014 年，中国大运河将正式

申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现在各城市的文本准备工作正

在紧张进行。大运河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取得积极进展，各项工作正在有序进

行。近年来，大运河文化的辉煌和意义

不断得到阐发和弘扬，一扫之前默默无

闻，甚至饱受争议的境况。无论是学术

作品还是媒体影像宣传介绍，对大运河

的热情与日俱增，普遍认为，大运河是

“我国古代一项雄视百代、光耀千秋的伟

大工程”、与长城齐名的人类建筑“ 奇

迹”、“封建王朝的生命线”等等。

然而，从谨慎的学术研究角度看，长

期以来，在对中国运河史和运河文化研

究和知识传播过程中，有一些夸大的、美

化的、似是而非的共识、习惯说法或常

识，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

的思维定式并进入众所周知的知识系

统，不但学术界如此，社会上亦是如此。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有些实属陈陈相

因的认识误区，从普及科学、客观的知识

需求看，长此以往，有碍于大运河的学术

研究和知识文化的传播，许多问题需要

重新认识和进一步探讨，由此达到正本

清源的目的。我们罗列几个“常识”加以

辨析，期望引发思考和进一步讨论。

陈说之一：“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

凿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

目前许多著述和工具书都这样表

述，其依据是《左传》记载的夫差开凿邗

沟的史实。这段史料很简略，但事实基

本清楚，学术界基本认可，公元前 486

年，吴王夫差“城邗，沟通江淮”。但这个

时间并非世界最早，根据一般的工具书，

古埃及时代就已经开凿运河，远早于邗

沟。而且，“中国大运河”的概念，一般指

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或元以后的

“京杭大运河”，国外学者著作中称此较

多，现在为国人接受。其主要河段邗沟，

只是区域性河流，开始时都不是人工运

河，沟通江淮的邗沟，可能只有其中的某

一段是人工开挖的，长度有限，与完全平

地开河的人工河不可相提并论。关于运

河的定义，国际词典通用的定义是说运

河就是人工开凿的通航河流，对苏伊士

运河、巴拿马运河等适用，但并不符合中

国古代的情况，因为如果按此定义，邗沟

绝对不能称“人工运河”，当时的夫差根

本没有能力或必要开凿从邗城（今扬州）

到末口（今淮安）的人工运河。我以为，

就中国古代而言，运河应有广义和狭义

两种含义：狭义的运河，指的是符合国际

词典所定义的完全人工开凿的河流，如

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这样的运河，在

古代，有元朝开凿济州河、明朝开凿的会

通河、清朝开凿的中运河等。而广义的

运河主要利用自然河流湖泊，开挖一些

连接河段，将自然河流湖泊沟通成一条

较长的水运通道，后人统称这类沟、渠为

“运河”。中国早期的运河大多如此。因

此，以邗沟论说“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

凿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不

合国际话语标准，很难定论。说邗沟是

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的运河

比较靠谱。

陈说之二：关于大运河的名称问

题。京杭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姚汉源

指出：“现代称京杭运河为大运河。大运

河一词实来自国外。”

首先，“京杭运河”与“京杭大运河”

是有差异的提法，或说是两个不同概

念。现在的京杭运河，一般指具有通航

能力的京杭大运河线路，即从山东济宁

到杭州的运河，这是国家交通运输部门

在对京杭大运河进行拓宽改造之后所通

行的名称，而非普通地图上标识的京杭大

运河。京杭大运河是指元以后形成的，从

北京到杭州的运河。其次，大运河应是对

古今南北大运河的总称，范围比京杭大运

河大得多，从长度上看，如现在有学者认

为京杭大运河应延长到浙江宁波，将浙东

运河包括在内，若然，就只能称大运河，而

不能称京杭大运河或京杭运河。从时代

上看，隋唐与北宋以洛阳和开封为中心

的大运河，起点西至关中，南到杭州，北

到北京，很难用京杭大运河概括，所以，

国家将原来提出的京杭大运河申遗，代

之“中国大运河”（简称“大运河”）命名国

家文物保护单位并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更加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历史。

陈说之三：中国的河流都是东西流

向的，所以要开凿南北流向的运河。

各种著述在论说中国开凿运河的地

理原因时，一般都说，中国地形西高东

低，呈阶梯状，落差大，所以中国的河流

都是或绝大多数是自西向东流的，造成

只有东西流向的通航河流，没有南北流

向的通航河流，只有东西间的航运河流，

缺乏南北间航运河流。因此，自古以来

开凿运河，都是南北运河，以便沟通东西

河流，加强南北联系。“中国古代的主要

河流全都是东西走向，没有南北水道，这

种横向封闭的自然水系严重地制约着全

国各地的交通往来，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这里实际上形成两点认识：第一，中

国的河流都是东西流向的，因而通航河

道也都是东西流向的，没有能够通航的

南北流向的自然河流；第二，东西流向的

河流只能东西航运，无法南北航运，所以

中国开凿的运河都是南北流向的，目的

是沟通南北联系。两个认识因果关系明

确，相互证据，由于第一个认识而自然产

生第二个认识，而第二个认识又说明第一

个认识的正确性。最后得出只能开凿南

北流向的大运河来沟通南北交通的结论，

甚至让人产生中国古代开凿的都是南北

走向的运河的认识。

虽说这些认识很可能是受到大运河

就是“京杭大运河”的误导，但基本上是

根据传统的地理教科书的介绍，而没有

深入研究中国河流的实际所致。

总体上看，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呈

阶梯状，落差大，河流自然呈东西流向，

东西流向的河流多，如长江、黄河、淮河、

钱塘江、海河五大河流，都是东西向的，

其他的河流，如渭河、漳河等亦然，大运

河是沟通这些河流的唯一南北动脉，这

一点不错。

但是，这里说的河流的东西流向或

南北流向应当是相对的，东西流向的河

流中有南北流向的河段，南北流向的河

流也有东西流向的，主要是受地形影响，

亦有个别是人为因素，如黄河改道。

如果考察中国各区域的河流走向，

自西向东流向只是总体趋势，但实际上

受地形影响，流向是复杂变化的，并非都

是东西划一，很多河流，包括重要的河

流，特别是大河的支流，有许多是南北流

向的。即便是东西向的河流，相当多的

河段是南北流向的，如黄河从托克托到潼

关一段，古称“西河”，位于山陕之间，完全

是东西流向的，其中有些河段至今保持一

定的航运功能。古代的济水，从黄河分

出，都是南北流向，往山东巨野泽，或往山

东东北入海，或往泗水，夺泗入淮。古代

的鸿沟，由黄河改道分出，自北向南流到

淮阳（陈），入淮河水系，都是南北流向。

其实，南北流向的河流也不少，特别

是在能够通航的河段，如澜沧江，长江上

游金沙江，四川、重庆境内，自北向南的

嘉陵江、岷江；珠江（西江、北江和东江），

进入广东以后，南北流向十分明显。自

北向南的广西漓江，长江中游支流有自

南向北的湘江、资水、沅江，长江以北的

汉水，江西的赣江、抚江，安徽的青弋江、

水青江，浙江的富春江、衢江和浦阳江，

都是南北流向为主的河流。

在北方，黄河流域有汾水、沁水、卫

河、洛水、汝水、颍水、涡水、濉水、汴水

等，淮河流域的泗水、沂水、沭水，长江流

域的汉水等，多是南北流向，或下游为南

北流向。

现在，一讲运河就想到南北沟通，想

到横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这是除了地

理知识之外造成认识误区的一个重要原

因。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的事实是，上

述河流，无论是东西走向，还是南北走

向，其中能够通航的河段，一般在中下游

丘陵或平原地带，以南北流向居多，流向

长江、淮河和黄河等东西向大河干流，其

发挥重要水运作用的河段，多是南北流

向的支流河道。

当然，中国河流分布和流向有严重

的缺陷，一是虽然有许多南北流向的河

流，相对来说，南北河流都比较短，没有

一条像长江那样，能够贯通南北大部地

区，形成完整通航能力的自然河流。第

二，在平坦的东部地区，由于地形制约、

古黄河的改道等原因，没有一条能够横

贯南北、保持通航能力的河流，所以才有

了开凿京杭大运河的必要。

正是由于中国有许多可以通航的是

南北流向的河流，所以，古代许多运河实

际上是东西流向的，古代开凿了许多非

常重要的东西向的运河。套用国际关于

运河的定义，完全或基本上属于真正的

由人工开凿的运河。而南北向的运河，

多是沟通水系，完全由人工开凿的河段不

多，多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特别是明

清以来，逐渐人工渠化，或改建的运河。

下面罗列几条古代开凿的沟通南北

河流的东西流向运河。

太伯渎。或作泰伯渎，这条运河是

主要以灌溉为主的人工河渠，传说商末由

吴太伯开凿，东西流向。较晚的文献说当

时能够航运，沟通无锡梅村与太湖。

陈蔡间运河。西周时期由徐偃王所

开，当时中心位于今江苏泗洪（其地已经

没入洪泽湖中）的徐国控制了36个小国，

与周王室对峙。徐偃王一度率军西进，由

淮河西进，深入中原腹地，开凿运河沟通

陈国都城淮阳与蔡国都城上蔡之间的水

系。这里属淮河上游支流，陈蔡运河可能

是沟通古汝水与古沙河。古沙水，又名蔡

水、蔡河。再接南北向的鸿沟水系。鸿沟

从黄河往南，沟通颍水。

荆溪运河。在今江苏高淳、溧阳境

内。相传为春秋末年吴国伍子胥所开，

沟通太湖与水阳江到长江。荆溪运河的

线路：吴阖闾城—太湖—荆溪运河（宜兴

—溧阳）—（高淳东坝）—固城湖—水阳

江—长江。这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

中江，明确讲中江在今安徽芜湖—带受

江之水。另一种说法，从固城湖—石臼

湖—（当涂）—长江。运河应是人工开凿

的将荆溪水引过茅山分水岭的河段。人

工河线路约 10 公里，东西流向。荆溪是

否为人工河，有争议，多以为是人工河

流，或以为是自然河流。

江汉运河。又称“扬水运河”、“子胥

渎”，连接汉水和楚都郢。相传是伍子胥

所开，其率吴军攻打楚国，夺取都城。但

吴占领楚国时间很短，能否有时间和条件

开凿运河，值得怀疑。也可能就是像金宋

对峙时期，金兀术被韩世忠阻击在黄天

荡，后开凿一条运河通往长江，逃回江北

的情况类似，临时开的一条很短的运河。

菏水（商鲁间运河）：春秋末期，吴王

夫差开凿的菏水，商鲁之间的运河，应当

是一条以东西流向为主的河流。宋国与

鲁国之间，沟通了济水与泗水的联系。这

一条无论怎么看，都是东西向的运河。由

于南北流向的河流有东西位置差，所以要

开凿东西流向的运河加以沟通。这条运

河后来叫五丈河，宋代是重要的水运通

道。沟通汴梁与山东淮河流域的联系。

灵渠。秦朝开凿的灵渠也是东西走

向的，将南北流向的湘江和漓江沟通起

来。湘江自南向北流入长江，漓江自北

向南流入西江，在广西桂林相向而遇，并

不相通，秦史监禄为秦军南征运输军粮，

开凿了灵渠。

关中漕渠。重要的人工开凿的运河

中，西汉武帝时开凿的“关中漕渠”对于

漕运作用最大，这是一条与渭河并行的

东西流向的运河。到了隋朝，又在旧址

基础上开广通渠，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

的运河网络的西线。

浙东运河（古山阴水道）。从萧山到

宁波，基本上是一条东西向的运河，开凿

很早，现在已经算作京杭大运河的一部

分。连接古若耶溪和曹娥江这两条南北

走向的自然河流。

仪扬运河。从仪征到扬州，由瓜洲

古渡越江的漕船，到扬子津入扬州。这

条运河解决了扬州城远离江岸的问题，

使大运河保持通畅。

以上这些运河，人工开凿的河段都

不太长，极少是完全由人工开挖，都是充

分利用自然河流原有的故道，疏浚拓宽。

但却十分关键，如灵渠，沟通了湘江与漓

江，使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沟通，秦朝得

以开拓五岭以南地区。使菏水，沟通了淮

河与黄河流域。实际上，中国古代开凿的

运河，往往是将南北两条不相贯通的自然

河流沟通起来，而这两条河流由于位置的

东西差异，造成开凿的运河，恰恰可能是

东西流向的。但开凿之后，形成了南北贯

通的新水道，并非人工开凿一条南北水运

通道。京杭大运河也由此而成，如利用了

南北向的卫河、泗水、邗沟等。由此可知，

中国一些重要的运河，往往是东西走向

的，利用人工与自然河流巧妙结合，运河

连接的水路可以通往四面八方，成就了古

代中国“运河帝国”的美誉。

注：王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