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97公里的大运河骑了400多天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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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 6月，刘世昭和沈兴大的脚步离开北京。当来
到天津河西务时，他们找到漕运兴盛时船工们的吃食。

一般早点摊都能见到的油饼，在这里一张足有一斤重，
一口锅一次只能炸一张。刘世昭说：“一张油饼就把我和沈
兴大吃顶了。其实这个看似寻常的小吃就是漕运遗存。当
年河西务两岸的人大多以漕运为生，其中有不少都是力气
活儿。然而当时经济条件不好，他们吃不起鸡鸭鱼肉，但是
干力气活儿肚子里必须要有油水儿，所以这种一斤一个的
大油饼就是他们果腹的食物。”

2016年时，刘世昭再次来到河西务找大油饼。入住旅店
后，刘世昭拿着当年拍的照片询问旅店老板娘，他想知道大油饼
还在不在。“哎哟，这不是我们村的人吗。他已经去世了，不过他
的后人还在做这种油饼，就在旁边的农贸市场。每天早上都出
摊，您明天早点儿去。”听到老板娘的话，刘世昭十分激动。

第二天，刘世昭找到了35年前的油饼。薄了、上面的棱
多了，这是刘世昭看到的直观变化。同时刘世昭发现，油饼
的吃法也变了。“原来就是直接吃。现在可以卷烙饼、卷小
菜，配上羊杂汤，很好吃。这也说明大伙儿日子越发富足
了，吃法更多样。”

记录大运河的

今年6月15日至7月31日，“运河中国”影像展在浙江理工大
学杭州临平校区开幕。75岁的摄影家刘世昭在现场展示了自己
两次骑行大运河的部分照片。作为中国较早拍摄大运河的摄影
家，刘世昭曾对北京、沧州、常州、杭州等大运河沿线城市进行拍
摄，累计照片数千张。这些照片结成的影集——《流淌的史诗 京
杭大运河骑行记》也在去年首都博物馆面向全球征集文物时，被
刘世昭无偿捐赠给了首都博物馆。这本厚厚的影集记录了刘世
昭从而立之年到年近七旬，两次骑行大运河的见闻。

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杭州临平分别位于京杭大运河南北两端，
两地跨越古今，近年来通过“爱上大运河”等系列文化活动，推动
沿线文旅产业发展，携手描绘千年运河的新画卷。

两次骑行大运河，刘世昭走的是同样的路线。“变化真的太大
了！我想尽量拍摄相同地点的照片作对比，但是很多地方找不到
了。不过，仍然有当年一些运河边的小吃和文化印记还保留至
今，我也挺高兴的。现在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起了北京（通州）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大家了解运河文化的渠道越来越多了。希
望我拍摄的照片以后也可以帮助更多的观众了解大运河。”刘世
昭说。

1981年5月，刘世昭与沈兴大来到了通惠河边上的庆丰村，这里是通惠河的庆丰闸，
老百姓俗称二闸。刘世昭说刚走进村子，他们就被一场舞狮会吸引了。一系列黑白色的
照片中，村民手中的狮子颈下悬挂着 13只铜铃，先是在岸上舞动，随后舞狮人带着狮子
纵身跳入水中。

“这门手艺叫‘铜铃武太狮’，印证了北京一句老话：二闸的狮子会凫水。13只铜铃一起
挥舞声震遐迩，而且舞狮人跳入水中之后，依旧带着狮子上下翻飞、宛若游龙，真像一只‘水狮
子’。当时两岸站满了围观的人，喝彩声不绝于耳。”刘世昭对于当时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据历史记载，自通惠河开通以来，庆丰闸上的商船往来不断，同时庆丰闸又是著名的
避暑胜地。每到夏天，不仅岸柳葱郁、波光粼粼，更有青帘画舫、酒肆歌台，与秦淮河上的
旖旎风光十分相似，二闸泛舟可以说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消遣方式了。

在二闸两岸众多的消遣方式中，狮子会可以说最受欢迎。据传清朝时期，一艘路过
的船上正在上演一场太狮会，一黄一青两只狮子正在甲板上起舞。突然黄狮子没有站稳
跌落水中，但是舞狮人凭借着良好的水性在水中继续起舞。这本是一场演出意外，但是
青狮子也跳入水中加入舞蹈行列，自此二闸的水中狮子会就成了运河一景。

刘世昭经过采访发现，二闸特有的“钢铃武太狮”是明清时期传入庆丰村的。“这些人
是从南方来的，随着大运河来到北京后就在这里住下了，因为庆丰闸在历史上也是北京
郊游的好地方。”

2016年，第二次骑行大运河时刘世昭特意来到了这里。庆丰村已经变成了庆丰公园，
曾经庆丰闸上的历史已经刻进了公园的壁画里。他说：“‘铜铃武太狮’已经失传了，但是可
以将当年的表演道具找到并且展示出来，这也是大运河沿岸南北交流的重要体现。”

刘世昭和同事的采访涵盖了运河沿线的各种要素，小吃就是其中之一，著名的
大顺斋糖火烧自然不会错过。刘世昭展示了一张1981年通州市民排队购买大顺斋
糖火烧的照片，“当时这个队就排出去好远，当地人跟我说，大顺斋的糖火烧从明朝
就有了。”刘世昭说。

据历史记载，明朝时期来自南京的回民刘大顺，带着全家在当时市井繁华的通
州落脚谋生。他在通州城内走街串巷挑担叫卖，专门制作经营糖火烧。由于生意兴
隆逐渐在大街上开了间铺子，取名“大顺斋”。

刘世昭通过采访发现，大顺斋的糖火烧有一个显著特点：夏不易霉，冬不易干，
一般可经月不坏。相传上世纪20年代，北京本地的回民去圣地麦加朝觐，当时烈日
炎炎，多数教徒所带干粮变质，饱尝饥馑之苦，唯有北京回民带的大顺斋糖火烧安然
无恙，滋润如初，随行者羡慕不已。之后，北京伊斯兰教徒去麦加朝觐，都要带大顺
斋的糖火烧作为旅途干粮，致使大顺斋的糖火烧扬名海外。

1960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来华访问，点名要吃大顺斋的糖火烧，次日还派人取走
十余斤。1980年，3位美籍华人教授到通州参观时，也向陪同人员提出要买点大顺斋
的糖火烧。当他们拿到糖火烧时高兴地说：“我们要把它带回美国去，让大家品尝故乡
的风味。”1983年，一位香港同胞买了大顺斋的糖火烧，临上飞机前写了一封感谢信：

“我此行一大收获，就是带上了大顺斋的糖火烧这份珍贵的特味食品，谢谢你们！”
除了大顺斋糖火烧，当年刘世昭和沈兴大还想采访小楼饭店，但是没有成功。

等到2016年再次来到通州时，刘世昭吃到了小楼烧鲇鱼，弥补上了这个遗憾。

刘世昭和沈兴大在北京采访的最后一站就是通州，漕运古镇张家湾就是重要
的采访地点。

刘世昭翻出一张黑白照片。镜头里是一条十分清晰的乡间土路，土路上马
车、牛车来往不断，而土路两侧的民房建得很高。“这条路在历史上是‘官沟’。历
史上进京赶考的举人们在张家湾下船之后就住在官沟两侧，然后再通过水路或者
陆路进入京城。因为在这里住过的人很可能都是未来当官的人，所以叫官
沟。”刘世昭说。

2016年，第二次骑行大运河时刘世昭再次来到张家湾。他还想找官沟，想看
看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可惜的是，他在张家湾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官沟”。“挺
遗憾的，当年采访的时候也没想起来询问官沟在哪个村。35年后张家湾的变化
太大了，无论是漕运古镇还是城市副中心的设计小镇，新的时代赋予了这里新的
使命。”刘世昭说。

走进刘世昭的家，大量1981年拍摄的
底片被按照拍摄地点分类。底片旁边是
码放整齐的手写日记，刘世昭说：“1981年
的照片需要展览，有些照片的图说我忘记
了，需要查查当年的日记才能想起来。照
片中看似不起眼的景观，在大运河沿线却
极具代表性，有些堪称当地特色。”

今年 75岁的刘世昭做了 40多年摄影
记者。1981年，33岁的刘世昭任职于外文
局下属的杂志社。“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
国走向世界”是杂志社当时的口号，刘世
昭介绍，那时同事们的选题都是系列报
道，从经济发展、历史人文、城市建设等方
面向世界详细介绍中国。而回望自己的
记者生涯有两件事让他无比骄傲，一是徒
步三峡进行摄影采访，另外一件事就是在
1981年与搭档一起骑行大运河。

为什么要对京杭大运河进行系列报
道？刘世昭介绍，当时杂志社文字记者沈
兴大出生于江苏常州，自幼在运河边长
大，沈兴大对于运河很有感情。“当时他就
报了这个系列报道。80年代初，国内对于
京杭大运河的了解都不多，所以这个选题
杂志社很快就通过了。”

出发采访前，沈兴大和刘世昭做了充
足的准备。当时没有网络，为详细了解从
北京到浙江的运河沿线资料，沈兴大每天
都泡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将查到的资料手
抄在笔记本上，等到出发时已足足准备了
一米高的资料。而刘世昭则准备了三台
徕卡相机、五个镜头以及五千多张胶片。

万事俱备，如何进行采访呢？沈兴大
收集的资料显示，近2000公里的大运河对
于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
的不少地区均有影响，而且部分地区极具
地方特色，这些都是不能错过的细节。作
为当时少有的详细报道大运河的采访，刘
世昭和沈兴大决定用一种当时很流行的
方式——骑行。刘世昭说，当年他每天都
是骑车上下班，一天都要骑 30公里左右，
再加上中午打球锻炼，身体素质很好，老
沈的身体也不错，于是 1981 年 5 月，两人
就踏上了骑行大运河之旅。此外京杭大
运河沿途的村子十分密集，即便骑行采访
也不用担心露宿郊外。

当时没有专业的骑行设备，他们蹬上
两辆二八加重自行车，车后面分别驮着将
近 100斤重的行李，就从北京出发了。“我
们不是旅游，骑到一个地方就要开始采
访。所以当年骑行的实际距离应该达到
上万公里了。”刘世昭说。

详细采访，再加上遇到夏季和冬季休
整，刘世昭和沈兴大直到1982年才抵达杭
州市拱宸桥，中间历时400多天，写成的报
道共刊发在 27 期杂志上，总字数近 20
万。一路上，刘世昭都捕捉到哪些运河边
的文化、民俗等元素呢？接下来为大家详
细介绍。

镜头一 二闸的狮子会凫水

镜头二 张家湾的官沟

瞬间

镜头三 通州的美食 镜头四 河西务的大油饼

变化很难用好坏来区分感受

本版摄影 党维婷
（文中老照片均为刘世昭提供）

本报记者 张群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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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县张家湾镇官沟因上北京市通县张家湾镇官沟因上
京赶考的举子多在此下船再赶往京京赶考的举子多在此下船再赶往京
城而得名城而得名（（19811981年年）。）。

20162016年第二次骑行大运河其实来自年第二次骑行大运河其实来自3434年前年前
的一问一答的一问一答。。19821982年年，，刘世昭和沈兴大完成采访刘世昭和沈兴大完成采访
抵达杭州市拱宸桥抵达杭州市拱宸桥，，两人站在桥头时两人站在桥头时，，刘世昭说刘世昭说：：

““怎么样怎么样？？十年后再来一次啊十年后再来一次啊。。””沈兴大回复沈兴大回复：：““可可
以呀以呀。。””但是由于各自工作太忙就没有兑现但是由于各自工作太忙就没有兑现。。

20142014年年，，京杭大运河成为中国第京杭大运河成为中国第 4646个世界个世界
遗产项目遗产项目，，刘世昭再次燃起了骑行大运河的想刘世昭再次燃起了骑行大运河的想
法法。。““再次骑行我的想法很明确再次骑行我的想法很明确，，就是沿着当年就是沿着当年
走过的路再走一遍走过的路再走一遍。。看看之前的人看看之前的人、、景变成了景变成了
什么样子什么样子，，还在不在还在不在。。””20162016年年，，刘世昭与朋友出刘世昭与朋友出

发发。。这次二八加重自行车变成了专业的骑行这次二八加重自行车变成了专业的骑行
车车，，车上也没有上百斤行李了车上也没有上百斤行李了。。““随身的行李都随身的行李都
在朋友的车上在朋友的车上，，他在后面开车跟着我他在后面开车跟着我。。这次我这次我
用了用了6868天就结束了天就结束了，，沈兴大没跟着沈兴大没跟着，，他在拱宸桥他在拱宸桥
等着我呢等着我呢。。””

19811981 年年，，刘世昭站在北运河边拍摄了燃灯刘世昭站在北运河边拍摄了燃灯
塔塔。。照片比较模糊照片比较模糊，，但是燃灯塔高耸入云的感但是燃灯塔高耸入云的感
觉依旧扑面而来觉依旧扑面而来，，此外塔顶的塔榆也清晰可此外塔顶的塔榆也清晰可
见见。。20162016年年，，刘世昭再次站在燃灯塔下刘世昭再次站在燃灯塔下，，虽然当虽然当
年拍摄的地点他早已忘记年拍摄的地点他早已忘记，，但是北运河两岸正但是北运河两岸正

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还是让他十分感慨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还是让他十分感慨。。
““一枝塔影认通州一枝塔影认通州。。清朝时期燃灯塔是地清朝时期燃灯塔是地

标标，，运河上的航船看见燃灯塔就知道到通州运河上的航船看见燃灯塔就知道到通州
了了。。如今通州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如今通州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很多可做地很多可做地
标的高楼拔地而起标的高楼拔地而起。。3535 年间年间，，运河边变化太运河边变化太
大了大了，，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运河的功能在发生变运河的功能在发生变
化化，，逐渐从两岸居民的母亲河逐渐从两岸居民的母亲河，，变成了中国文变成了中国文
化的重要符号化的重要符号。。我也希望通过我的照片我也希望通过我的照片，，让对让对
运河历史感兴趣的人运河历史感兴趣的人，，更全面地了解到运河两更全面地了解到运河两
岸的变迁岸的变迁。。””刘世昭说刘世昭说。。

刘世昭查看当时的胶卷底片刘世昭查看当时的胶卷底片。。

北京市通惠北京市通惠
河旁庆丰村的舞河旁庆丰村的舞
狮会狮会（（19811981年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