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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中国伊斯兰教传播最迅速

最广泛的关键时间。元末，朱元璋起义

于“回回窝”，宋元被贬至豫南淮西的色

目人，已经形成一庞大的群体后裔，扩

散至凤阳、定远、寿县、怀远、临淮，与开

封，郑州穆斯林连成一片。朱元璋重视

起用回回人参军，有三点优势：1.回回

人文化素质高，人品好；2.回回人团结；

3.回回人善习武、善骑马。事实证明朱

元璋起兵神速，快速组成骑兵队伍，正

是起用了常遇春、沐英、冯胜、兰玉、冯

国用、马镇、丁德兴、胡大海、常荣、马聚

成等回回人，成为明初将领，为朱元璋

江山立下奇功。民间相传“十大回回保

洪武”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朱元璋建立

政权以后，对伊斯兰教采取友好宽容的

态度，首先敕建净觉寺，安置归附的回

回人，并御书《至圣百字赞》赞颂穆罕默

德为“至贵圣人”。一大批回回功臣进

爵封王，定居南京。如常遇春居住在常

府街，府第前建起花牌楼和一座清真

寺。各地的清真寺还纷纷将《至圣百字

赞》刻 碑 立 在 寺 内 中 ，以 表 示 朱 元 璋

对 伊 斯 兰 教 的 重 视 ，借 助《至 圣 百 字

赞》保 护 自 己 。 永 乐 五 年 ，朱 棣 为 苏

州 惠 民 寺 特 授 敕 谕 ：“ 所 有 官 员 军 民

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该碑相同

内容又见于泉州清净寺、松江真教寺

等 清 真 寺 ，成 为 伊 斯 兰 教 护 教 之 文 。

笔 者 手 中 还 有 一 本 由 中 国 回 国 文 化

教育基金会出版、台湾马明道编著的

《明朝皇家信仰考初稿》，书中例举大

量事实论证了朱元璋为回回人，从目

前 看 来 ，这 种 观 点 还 不 能 达 到 共 识 ，

只 能 表 明 朱 元 璋 对 中 国 伊 斯 兰 教 的

广泛传播做过贡献。

明代，伊斯兰教在运河区域的重点

传播与运河作为南北主要通商之路有

着直接的关系，有着经商传统的穆斯林

沿着运河城镇经商定居。首先在明朝

的南北二京形成一定规模穆斯兰的集

中居住区，在南京多次重修扩建净觉

寺、六合南门清真寺，又增建了回回营

清真寺、花牌楼礼拜寺、汉西门清真寺、

湖熟镇清真寺等。在北京牛街清真寺、

东四清真寺，几经重修扩建后，又增加

了西花市清真寺、锦什坊街清真寺、长

营清真寺、苕帚胡同清真寺、三里河清

真寺、张家湾清真寺、马驹桥清真寺、于

家务清真寺、枣林庄清真寺、永乐店清

真寺等，在河北省运河沿线创建了沧州

清真北大寺、沧州建国清真寺、泊头清

真寺、泊头清真东寺、泊头八里庄清真

寺等。在山东境内始建枣庄清真寺、济

宁东大寺、济宁柳行东寺、德州北营清

真寺、临清老礼拜寺、大清真寺、临西洪

官营清真寺、张秋清真东寺、枣庄清真

寺、台儿庄北关清真寺等。在运河江苏

段，清江（现为淮安）为什么会被人们称

为运河之都？早在永乐五年（1407 年）

朱棣下令在清江浦镇创办清江船厂，以

满足漕运对船舶的需求，共建有京卫、

中都、直隶、卫河 4 个总厂，下设 82 处分

厂。沿延运河 20 余里，每年能正常造

船 560 艘左右。来自全国各地的造船

工匠云集清江，也将各种信仰、宗教带

至清江，集中全国水神庙宇在清江展

现，来此经商造船的穆斯林建起清江第

一座清真寺——清江古清真寺。景泰

二年（1451 年）设总督漕运都御史，驻

淮安府，标志着淮安府成为运河漕运

的中心地位。在扬州，永乐五年（1407

年）米里哈只手持蒙、汉、阿 3 种文字书

写 的 朱 棣《敕 谕》破 天 地 大 胆 公 开 传

教。信奉伊斯兰教者日益增多，并影

响到菱塘地区。

在镇江被毁的古润礼拜寺迁址剪

子巷扩建，明末镇江开始成为伊斯兰教

经书出版地之一，称为镇江版。常州的

清真寺始建于明初，据《武进县志》记

载：“真教寺在池子巷，明初以西域归化

夷人安插各府，其人犹守故教，不食犬

豕，各府皆有寺。本寺初甚陋，万历年

间知府马化龙，其先也归化人也，遂扩

大之。”在运河之畔的苏州，明代时至少

建有砂皮巷和丁家巷两处清真寺，更值

得一提的是，赛典赤七世孙赛哈智于洪

武二十六年专程太仓铁锚弄修建一座

清真寺，方便来太仓经商和航运的穆斯

林做礼拜。永乐年间，太仓作为郑和下

西船队的集结地，更方便了以郑和为首

的下西洋穆斯林官兵，完成伊斯兰教的

“五功”。据目前所发现文献资料，赛哈

智一生修建的西安、南京、太仓 3 座清

真寺都与航海家郑和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是亲情、族情相结合的表现。

另外，在运河浙江段的嘉兴、杭州等

地的许多清真寺也都始建于明代。明

代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与明朝定都南

京相关，数量可观的回回军驻扎南京，

然后又随部队开拔到祖国各地，为了

表示对大明王朝的顺诚之意，纷纷愿

以南京为籍贯，以从“龙地”而来为荣

耀。以致翻开众多回族家谱，都记载

着祖籍南京“柳树湾、高石坎”，其实这

两处地点都是明朝驻军所在地，“元代

回 回 遍 天 下 ”演 变 成“ 金 陵 回 回 遍 天

下”。古代中国的交通有“北马南船”

之说，自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南船也

能北上。明代推行的屯耕政策，促进

了运河沿线城镇穆斯林向农村迁移，

形成运河农村地区伊斯兰教更广泛的

传播，到明末，伊斯兰教在运河地区的

传播，由线扩至成面的传播。

随着唐宋元明四代大批回民迁居

京杭大运河沿线，繁衍生息，人口数量

成倍数增长，出现了更多的回民村落。

明末清初，伊斯兰教传播的一个显著特

点是运河地区出现了一批“回儒”，他们

是接受过很好的儒家文化教育的回族

穆斯林，为了避免伊斯兰教逐渐衰微，

回儒们旗织鲜明地提出伊斯兰教义必

须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有机地结合

起来，并提高到这是中国挽教挽族的唯

一出路。这场伊斯兰教振兴运动的领

袖人物，便是王岱、张中、伍遵契、刘智

和马注。除了学者马注来自云南，其余

4人都出生于运河的核心区域。他们目

睹了大批穆斯林官员在入仕离教还是

从教弃仕上进退两难的境地，例如海

瑞、马文升等一批著名回族官员在寻找

不出第三条道路时，便痛苦地与伊斯兰

教疏远，最终完全离开伊斯兰教。再

如，明初以常遇春为代表的一批回族高

级将领，在他们归真后，朱元璋是按王

位待遇厚葬的，墓前都安排了石人、石

马，墓的形制变成圆形宝顶式。这种完

全汉化的墓葬形式还表现在德州苏禄

王墓、南京石子岗渤泥国王墓上。我们

在南京将军山沐氏家族墓葬群还发现

沐英的大墓中有带佛字的陪葬品。许

多内地的穆斯林很难理解这一现象，更

有学者直接怀疑明初一批回族将领的

穆斯林身份。笔者结识一批沐英的后

裔，的确有相当数量的沐氏后裔离开了

伊斯兰教。但是居住在云南玉溪的沐

氏一支，至今还保持伊斯兰教的信仰。

明代回族航海家郑和统率着各种

宗教信仰的 2.7 万余名官兵，七次下西

洋，各种信仰成为船员的精神支柱。郑

和能将各种宗教“同舟共济”成功地组

织领导成一支“和谐船队”成为明初最

优秀的民族干部的典范，从而更彰显了

伊斯兰教的宽容和大度。随着时间的

推移，人们对郑和参与佛教活动、妈祖

祭拜等活动有了新的理解，郑和在最后

一次下西洋前夕，请求朝廷动用国库钱

财重修南京净觉寺，始终坚持伊斯兰教

的信念，最后以身殉职贡献给祖国的航

海事业。

明清伊斯兰教在京杭运河经济发

达地区与儒家文化强烈的碰撞，许多问

题更加突现。一批“回儒”的产生是必

然的。许多伊斯兰教的学者高度评价

了这场运动，“一次真正的启蒙宣传运

动，一次真正的护教图存运动，一次真

正的归化鼎新运动。它对以后伊斯兰

教在中国发展和兴旺，对回回民族共同

体的强化和巩固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

大意义”。

清末以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太

平天国农民起义，以致后来清代灭亡，

抗日战争等动荡的政局，直接影响了运

河沿线广大穆斯林的正常生活。例如

在太平天国时期，南京历朝修建的 36

座清真寺均遭破坏，常州两座清真寺在

“洪扬之变”中被毁，扬州、镇江、句容、

丹阳、苏州数十所清真寺都毁于兵燹。

这时运河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更侧重

于运河沿线农村的传播。

白寿彝教授早在 1984年出版的《回

族史论集》中就曾经说过：“杭州到通县、

沿运河两岸各地形成一个回回聚居地

带，其中，如杭州、苏州、丹阳、扬州和山

东境内的一些地方，外加北京，在元时就

有回回居住的，北方沧县和通县等地的

回回，相传是‘靖难’之后由南方北迁的，

这一长条的聚居地带，由山东境内的济

宁、曹州和河南境内的开封、洛阳联系与

陕西相通。在长江中下游、南京、安庆和

武昌联系成一条线。这一条线，可以和

运河联系起来。”由此可见，运河地区的

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成为中国回回

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如何看待伊斯兰教在运河文化

中的地位问题上，我们不仿看看安作璋

教授在《中国运河文化史》中说过的一

段话：“运河文化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

统一性，广阔的扩散性和开放性，强大

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仅加强了中国传

统思想文化发源地齐鲁地区与中原地

区、江南地区的文化交融，更把汉唐的

长安、洛阳，两宋的开封、杭州和金、元、

明、清以北京为首的文化中心连为一

体，不断减少区域文化和差异而呈现共

同的文化特征，从而使各个区域文化融

合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

化；同时也使运河区域成为人才荟萃之

地，文风昌盛之区。”

（作者单位：江苏省郑和研究会）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

船。”唐诗《枫桥夜泊》中提及的寒山

寺，以及月落乌啼、江枫渔火的画景，奇

妙的钟声，如今成为苏州大运河保护中

极具代表性的一段。中国大运河 2014

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国务院确定的一

项重要的国家文化战略。目前大运河申

遗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我国已向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递交申遗文

本并通过审核。在理解大运河与寒山寺

的相通之处方面，应把握以下三点：

历经岁月，生生不息 大运河始建

于公元前 486 年，包括京杭大运河、隋

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地跨北

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

苏、浙江 8 个省、直辖市，通达黄河、淮

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是世

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模最大、线路最

长、延续时间最久且目前仍在使用的

人 工 运 河 ，至 今 大 运 河 历 史 延 续 已

2500 余年。动态的、“生生不息”的精

神是大运河文化的根本精神。大运河

自开凿之始到南北贯通，始终对中华

大地上的自然生命、城市生命和文化

生命的衍生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样貌呈现出“生生

不息”的过程。中国大运河因变而生、

因变而充满生机与活力。创生是大运

河“生生不息”的动力：第一，大运河的

开通，使江南和华北地区的自然生命

获得了新生。第二，大运河的贯通缔

造了无数运河城镇生命的新生。第

三，大运河造就了文化生命的新生，孕

育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景观。

第四，大运河的开凿使运河沿岸的生

命形态得到了充分的养护。

寒山寺坐落在苏州城西古运河畔

枫桥古镇，创建于梁代天监年间（公元

502 年至 519 年），初名妙利普明塔院，

至今已有 1500多年的历史。相传是唐

代贞观年间，高僧寒山曾在此住持，故

更名为寒山寺。从元末至清末，寒山

寺曾 5 次惨遭次劫，但事后总能复建，

生生不息。宋初节度使孙承曾重建七

级浮屠，元末塔寺俱毁。明洪武年间

重建，正统年间知府况钟再行兴修，清

咸丰年间一夕化为灰烬。光绪三十二

年（1906 年），江 苏 巡 抚 陈 夔 龙 始 兴

修, 铸 钟 建 屋 以 存 古 迹 ，宣 统 二 年

（1910 年）继任巡抚程德全续修，规模

宏敞，气象一变，额“古寒山寺”。新中

国成立前寺遭受严重破坏，殿宇颓败，

寺僧星散，一片荒凉。新中国成立后，

人民政府加强保护，列为省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拨款修葺，始复香火之

盛。“文革”期间，佛像又遭损毁。改革

开放之后，宗教政策逐步落实，寺院得

以全面兴修。于是重塑法像，增修丹

墀，兴建殿阁，连接长廊，古刹得以重

辉，寺貌为之一新，殿阁宏敞，佛像庄

严，寺内还保存有许多珍贵的佛教文

物。寒山寺殿宇大多为清代建筑，主

要有大雄宝殿、藏经楼、钟楼、碑廊、枫

江楼、霜钟阁等，佛像雕塑别具一格，

碑刻艺术天下闻名。

人为之功，保护古城 大运河苏州

段开挖于春秋时期，是中国大运河最

早开凿的河段，苏州段沿线文化遗产

众多，寒山寺就是闪耀在其中的一颗

明珠。寒山寺坐落在苏州城西枫桥古

镇，而枫桥镇正好紧邻京杭大运河。

伴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发展，枫桥古镇

的发展迎来了更多更好的契机，寒山

寺也随着发展起来。宋代的范成大编

著《吴郡志》时说：“自古有名，南北客

经由，未有不憩此桥而题咏者。”寒山

寺内诗碑名家手笔，蔚为大观，“古今

碑刻，满目琳琅”，《枫桥夜泊》诗的石

碑就有 4 块，分别为宋代翰林王硅、明

代画家文征明、清末朴学大师俞樾、现

代书法家张继书写。乾隆《苏州府志》

中有这样的记载：“枫桥，在阊门西七

里，地与长邑和洽，为水陆孔道，贩贸

所集，有豆市、米市、千总驻防。”民间

有“ 预 知 豆 米 钱 ，打 听 枫 桥 价 ”的 说

法。枫桥繁盛的贸易为寒山寺带来了

众多的香客、商旅人士及文人墨客，使

得寒山寺名扬大江南北。

《大运河（苏州段）遗产保护规划》

确定寒山寺为大运河申遗苏州段“10

处历史遗存”之一。作为运河沿线重

要的文化古城，苏州共计有 7个遗产点

段一并列入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首批申遗名录，苏州因此成为运

河沿线 35个地级市中唯一以“古城”概

念进行申遗的城市。自此，苏州的大

运河申遗准备工作有序展开，使运河

苏州段成为水上“文化长廊”。“枫桥铁

岭大运河风水宝地，诗韵钟声寒山寺

和合祖庭”，作为古典园林式寺院的代

表，寒山寺日新月异，以十二胜景尤为

引人瞩目：山门夕照、普名宝塔、寒拾

问道、和合祖庭、寒拾遗踪、千年钟声、

石碑长廊、塔影伴楼、华夏石碑、天籁

响音、和合福道、枫桥夜泊。这十二胜

景展现出寒山寺的历史遗迹、和合文

化的特征，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现在

的寒山寺已经成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寺

院，海内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和合文化，交流融通 寒山寺文化

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体，以佛教文化为

主体，以和合文化为核心。佛门弟子

一直认为，曾住持过寒山寺的唐代和

尚寒山、拾得，分别是文殊、普贤两位

菩萨转世的高僧，并把他们神化为我

国的“和合二仙”，成为人们喜闻乐见

的神仙，成为“和合文化”的象征。

“和合”思想反映了人类对于和

合、和平、和谐的不懈追求，“和合”既

反映在城市与自然的和合共融，也体

现为一种精神追求：礼让谦和、和谐共

融，不仅追求个人的身心和谐，人与人

之间、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不同种族

和文化之间的和睦共处，还求达到人

与天地、自然万物的共生和处，进而实

现与天和合、与地和合、与人和合的境

界。“和合”思想与大运河文化的精神

实质有相通之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最新

版《行动指南》把大运河文化特点归结

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

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

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

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

流与相互滋养”。中华民族历来追求

和谐，大运河文化作为一种活化石文

化，其与中华民族精神同根同脉。大

运河文化，“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潘

承祥语）

在中外交流融通方面，大运河与

寒山寺发挥了类似的功效。大运河以

其包容性和开放性为中外交往提供了

物质载体，大运河文化是中国古代文

化向外传播的窗口，扩大了中国对世

界的影响。运河区域经济文化的繁

荣，为对外交往和中外交流的前沿地

区；中国邻近国家和地区以及西亚、欧

洲、东非各国遣使团、商队通过运河来

到中国；国外文化传播到中国，丰富了

运河区域文化的内容；由于运河流经

区域的富庶，运河区域成为内迁各民

族、外国使者、商人、学问僧、留学生、

各方人士的集中地。大运河促进了南

北物资和文化交流。苏州地处大运河

与太湖流域的汇集点，在宋代就曾因

经济文化发达而与杭州比肩，有“上有

天堂，下有苏杭”之美誉。清朝诗人陆

鼎在《寒山寺》一诗中写道：“寺楼直与

众山邻，鱼米东南此要津”，讲述了寒

山寺偎依的运河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

的重要作用。

寒山寺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融

通。《枫桥夜泊》诗在日本几乎家喻户

晓。日本的小学生把这首诗作为课文

来讲授和背诵。民间传说，拾得和尚

乘了寒山寺里的一口钟，漂洋过海到

过日本一个名叫萨堤的地方，传播佛

学和中国文化。寒山寺大雄宝殿大殿

前院两侧，有 6 棵五针松，就是日本爱

媛县各界友好访华团于 1976 年 4 月 10

日栽种在该寺的。大雄主殿的右侧悬

挂着一口铜钟。相传日本明治年间，

有日僧山田润者，两度访华，挂搭寒山

寺，与寺僧相处甚洽，后闻知古钟失落

情况，曾发愿要找回此钟，归还原主，

并自更名为山田寒山。归国后遍访日

本列岛，查无踪影。于是发心募化重

铸，又请日相伊藤博文为作铭文。铸

成后，委托日本政府送往姑苏寒山寺。

如果说张继的《枫桥夜泊》的传世

佳句对寒山寺起到了文因景传、景因

文名、钟声诗韵、名扬百世的效果的

话，那么，在大运河成功申遗这一共同

愿景面前，大运河与寒山寺则像一对

母子，他们具有诸多相通之处，他们都

反映了一种生生不息、和合融通的民

族精神。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

大运河与苏州寒山寺的文化融通
闫卫平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

（白居易）。“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

重天，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细读诗人关于运河古渡——瓜

洲的诗篇，不禁使人涌起对瓜洲的向往和

怀念。历史上的瓜洲，是漕运要冲，古运

河的入江门户。素有“江防要塞”之称，为

兵家必争之地。但那个被军事家看中、诗

人吟唱的瓜洲，其实在清末已被长江的浪

涛冲塌殆尽。如今的瓜洲则是在清末民

国时期重建的。人们要问，一个具有重要

军事、经济、文化价值的古渡何以最终坍

塌，消失在涛涛江水之中？

明代的瓜洲是一座城池，是

与 镇 江 同 等 重 要 的“ 第 二 重 门

户”，由于商贸发达，一度被文史

学者称为运河漕运和盐运史上

的“明星之城”，为何会在若干年

后陨落长江中？近日，我市水利

文史专家在为大运河申遗整理

资料时，偶然发掘出多幅 100 多

年 前 瓜 洲 坍 入 长 江 前 的《城 河

图》、《治水工程图》等，或将为读

者解开这一历史谜团。

瓜洲“城”内街巷齐全，商贸

发达

据《嘉庆瓜洲志》记载，古代

“在江都县南 45 里，东至丹徒县

连城洲，西至花园港，南至金山，

北至扬子桥，东北至冯家桥，皆

瓜洲巡检司所辖也”。疆域面积

等于如今瓜洲镇行政辖区面积

48.59 平方公里的一半多。有关

史料记载，瓜洲城镇形成于明代

嘉靖年间。为了防范倭寇，当时

的政府沿江岸修筑了东西跨坝

周 1543 丈 9 尺高、2 丈 1 尺厚的

“城墙”，后来历代修筑形成了环

抱四周的城池。城内有标志性

建筑大观楼、文昌桥、拖桥、城河

等。有文史专家考证，瓜洲的大

观楼其实就是曹雪芹笔下《红楼

梦》里的“风雪大观楼”，与滕王

阁、黄鹤楼、岳阳楼并称长江四

大名楼。估计这也是今日瓜洲

欲将其重建的要义所在。

《瓜洲续志》还记载：瓜洲镇

城内外共有 14 坊，其第九坊有民房数十

间，史称“九城坊”。城内有东南西北 4 条

主干道大街，另有街巷包括：镇庙大街、

青石街、越河街、马家巷、井巷、黑巷、杨

柳巷、郁家巷、铁锚巷等。由于水上交通

便利，瓜洲逐渐成为商贾云集之地，史料

记载：“每岁漕艘数百万，浮江而至，百州

贸易迁涉之人，往还络绎。”

与镇江同级别，为“第二重门户”

“瓜洲，原来是江边上的一个村子，后

来由于扬子江（长江）的流沙冲积，到晋

代的时候，逐渐‘长’出了一大块陆地。”

扬州水利文史专家徐炳顺介绍，初形成

的瓜洲状如一个“瓜”字，同时，漕河至此

分为三支，亦似瓜字，故名瓜洲。开始叫

瓜洲村，亦称瓜步、瓜渚、瓜埠。瓜洲地

方虽不大，在古代却是兵家必争之地。

《嘉庆瓜洲志》说：“瓜洲虽江中沙渚，然

始于晋，盛于唐宋，屹然称巨镇，为南北

扼要之地。”著名地理志书《读史方舆纪

要》援引《江防考》（明万历二十七年）有

这样的描述：“大江南岸圌山、北岸三江

口，为第一重门户，而镇江瓜洲则第二重

门户，仪真（征）天宁洲为第三重门户。”

清代雍正年间江都县行政总辖 6 个

“都”，每个“都”管辖12个“图”，时隶属江都

县的瓜洲管6个“图”。城内还设扬子桥、皂

角林、花家园等兵防部队“铺”，兵力总量超

过100人。据说一般乡镇不能屯兵，只有地

位重要的“关隘要地”才设置兵防。

清光绪年间，“明星之城”

沉没长江中

“瓜洲是运河漕运由扬州

中转北上的重要门户和盐运

出江要道。”我市文史专家李

保华研究发现，自唐代开凿伊

娄河，瓜洲就成了大运河的出

江口、长江和运河的交汇点，

也是漕运中转北上的门户和

盐 运 的 出 江 要 道 ，因 此 可 以

毫 不 夸 张 地 说 ，瓜 洲 堪 称 运

河 漕 运 和 盐 运 史 上 的 一 座

“ 明 星 之 城 ”，却 不 幸 在 若 干

年后陨落了。

唐代中叶，瓜洲已与北岸

相连，以致渡口淤塞，南宋以

后，瓜洲距离京口（今镇江）愈

来愈近。据说，站在瓜洲城楼

上可以同金山上的人互相喊

话。《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唐

宋以来，滨江周渚日增，江流日

狭，宋时瓜洲渡口犹十八里，今

瓜洲至京口不过七八里。”由于

江中流沙不断淤塞，扬州与京

口之间的舟船往来，要经过瓜

洲沙尾，在大江里绕行 60里远，

不仅延长江航时间，而且漕船

常被江水浪涛淹没。为了确保

漕运，唐开元二十五年，润州

（今镇江）刺史齐瀚从瓜洲向北

开凿了一条长达 25 里的运河，

名伊娄河，又称新河、瓜洲运

河。从此京口到扬州的漕船，

不再绕道，既缩短了航程，又免

除了风水之灾，而且每年的运

费大减。

“不断淤积导致径流改变方向，给瓜

洲坍塌入江埋下了隐患。”邗江水利局高

级工程师葛扣兵研究发现，明末清初，从

仪征青山到十二圩的江面上淤涨出北新

洲、礼记洲、回龙洲、沙曼洲等江心洲，并

逐渐并连，通称北新洲（即今世业洲），大

江遂分为两汊，主流在北汊。

“江流北移，是后来瓜洲坍塌沉没江

中的主要原因。”葛扣兵介绍，自康熙年

间 ，瓜 洲 开 始 坍 江 ，雍 正 末 年 ，尤 加 厉

害。虽经多次筑修，仍无济于事，到光绪

二十一年，瓜洲全部坍入江中。

古渡瓜洲已陷，今日瓜洲却在重建，

“运河拥抱扬子江，千年古渡四海扬”，新

瓜洲乘大运河申遗之东风，定能重现古

渡风采。

（选自《扬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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