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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

在苏州古城西护城河，也就
是古运河的内侧，有一个现代化
的广场，广场上竖立一尊高大的
伍子胥石像。头戴铁盔的伍子胥
身材高大，左手抚须，面色凝重，
深邃地望向远方。塑像东侧，便是
江苏省重点文保单位——— 胥门。

提到伍子胥，当地还有另外
一处与之有关的遗迹，那就是当
年他奉吴王阖闾之命开凿的胥
溪。胥溪由太湖往西，经芜湖进入
长江，开凿此运河的目的是为了
向西运兵运粮，以便进攻楚国。

胥溪开通后不久，吴国又开凿
了邗沟。此时的吴国国王是夫差，
他为了北上伐齐，就在公元前495

年开凿了沟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沟。
除了胥溪，吴地还存在一条

更早的运河，据晚近的资料，名叫
“太伯渎”，开凿时间大致在商朝
末年。如今，无锡市内的这段古运
河，已更名为伯渎河，河上还建有
伯渎桥。像无锡其他运河一样，该
河道上船只往来频繁，河岸民居
比肩，面河而建。

济南社科院副院长张华松研
究员认为，胥溪、“太伯渎”见诸文
献记载的时间比较晚，可能有古
史传说的成分，但应该有一定的
历史依据。
本报特派记者 马云云 乔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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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上午，苏州古运河
里，数十条游船停泊在岸边，静候
游人。几条载着游人的船只则悠
闲地漂在水面上。

大运河苏州段最早开挖于春
秋时期，隋代起成为大运河的重要
河道。之后，苏州段运河历经修筑、
疏浚，保持了大运河的基本走向，

至今仍在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56岁的王齐平从小就在河边
长大。“那时候天天就在河边玩”，
运河上到处是南来北往的船只。

不过，苏州古城内运河航运
的历史使命在28年前终结。1986
年，大运河在西部另辟新河道，成

为大运河苏州段的主航道，古运
河河道成为景观河。王齐平说，这
些年来，苏州对古运河进行了整
治和规划，但基本保留了原貌。

“大运河是了解、感受苏州的
一个重要窗口。”苏州人小刘说，
除了外地游客，苏州本地人也会
带着孩子欣赏大运河沿途风光。

在苏州，随处可见造型各异
的桥及通往各个方向的水道。这
一点让徒步大运河考察队的专家
们颇为感慨。

“在北方，是要找哪一条是运
河；而在苏州，则是要问哪一条不
是运河。”随行的运河研究专家李
德楠做了个形象的类比。

与北方不同，在这里，大运河

苏州段不是一条线性的河流，而
是一个庞大的水网。

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公元前
514年，伍子胥主持建造阖闾城，也
就是苏州古城，城外就环绕着护城
河。7世纪初，隋炀帝下令在已有水
道的基础上，开凿江南运河，苏州
古城水系作为江南运河的重要区
段，正式纳入大运河水系。

而建城后，历代统治者以苏州
为起点，向西、北、东、西北、南等方
向开凿运河，逐步构成了苏州与外
界联系的四通八达的运河水道。

从江南运河苏州段地图上可
以看到，苏州方正的老城区内，水
道纵横，北方来的运河水通过山
塘河、胥江、护城河等与苏州内城
水系连为一体。

延伸阅读

商周古运河

仍在发挥余热

大运河是苏州人的生活方
式。5月30日下午，气温有些高，古
运河东岸的苏州市区群众文化示
范广场上，一群老年人听着广播，
一群穿短裙的女孩则在拍写真。

在苏州生活了30余年的杨福明
说，多年前，这里曾经是民房。但是
运河水一涨，就灌进居民家。后来，
这些居民迁走，沿岸也得到了改造。

而在历史上，正因为有大运
河，才在河岸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以苏州园林为例，宋明以来，苏州

园林都逐水而建，园林分布密集
区域往往与水道密集区域重合。
河道的变迁直接影响了城内私家
园林的选址与分布。例如在大运
河河畔的同里古镇，镇内有世界
文化遗产、古典园林退思园。水是
同里的命脉，同里布局一切环绕
水做文章，因水成园、因水成街、
因水成镇，因而特色独具。

在苏州人心里，大运河的地位
非同一般。一艘游船上的工作人员
自豪地说，乘坐游船的不少是外国

人，“大运河在世界上都有名，他们
都知道。”

不过，王齐平觉得还是有点
遗憾，现在的河水不如以前干净
了。

与群众文化广场隔河相望的
地方，是苏州大运河遗产展示馆，
集中展示了苏州大运河的历史、人
文等详细资料，供游人免费参观。
一位游人在这里留言：“一条河，一
座城”。苏州，就是这样一个与大运
河相伴千年的地方。

新老运河的“使命交接”

“在苏州，得问哪一条不是运河”

苏州园林都逐水而建

苏苏州州的的运运河河是是一一张张网网
航运、旅游、生活，大运河在这里丰富了生命

运河印象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
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
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苏州
是一座诗意栖息的城市，这
或许与其被运河环绕有关。
与北方的大运河呈线性延伸
不同，在苏州，大运河的河水
通过数个水道在城中纵横，
织成巨大的水网。倚河而居
的苏州人，对坐拥这一世界
性宝贵遗产，充满了自豪感。

盘门位于苏州西南隅，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水陆并联城门，是苏州古城的标志之一。 本报特派记者 张中 摄

苏州寒山寺外的大运
河已没有夜泊的客船，如
今当地将其改造成了景观
河，再现了江南小桥流水
人家的美景。
本报特派记者 张中 摄

无锡


	A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