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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维静 王倚剑

“河冰
初解水如天，
万 里 南 来 第 一
船。彻夜好风吹晓
霁，举头红日五云边。”
720年前，元大德六年“龙
抬头”这天，诗人贡奎乘舟到
达通州，一路的运河风光让他
心情舒畅，写下了《二月二达通
州》。如今，这首诗，被刻在了通州区
运河文化广场的浮雕上。

曾几何时，沿着京杭大运河，无数舟
船、物产和人员“万里南来”，为京畿大地带来
了更多的灵气与活力。而浮雕，以形记史、铸魂，
记载着人类文明，是情感交流、心灵互通的纽带，可
以说，城市浮雕代表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名片，它们是一
座城市文化与文明程度的综合反映。

在通州，这座依运河而生的城市，以运河为主题、展现历
史文化的浮雕壁画随处可见，成为市民、游客拍照、追忆的“新
地标”。近日，记者沿着大运河，探寻藏在城市公共艺术作品里的
文化“密码”。

本版摄影 唐 建

景 区 浮 雕
讲述京杭大运河千年历史

蓝绿交织的运河沿岸，精美浮雕展现了运河千年风采和通州古城
的发展进程。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以国家 5A 级景区为目标推进建
设，不断完善各方面设施、服务。其中，精美的浮雕作品成为各区域
丰富内涵、提升景区文化气质的重要设施。据悉，该景区正在计划
围绕 17 个亲水平台浮雕地雕，增设半开放的文化驿站，供文化展
示、游人休憩之用。

运河文化广场中轴线上，一条由长 226米、宽 4米、15厘米厚的花
岗岩制成的千年步道，雕刻着公元前690年至公元2006年间的14件运
河大事，忽必烈、吴仲、张家湾码头、扬帆漕船……其中的人物、景观直
观展示出千年运河的历史风貌。

运河悠久历史中，吴仲修河是一个关键节点。通州区政协特邀文
史委员、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任德永介绍，明嘉靖七年（1528年），直
隶监察御史吴仲奉旨疏浚通惠河，使河流向东延至通州城北门外入北
运河，疏挖通州城至张家湾段北运河，并在通惠河河口处新建石坝码
头，随后陆续建成宫廷码头、土坝码头和各民用码头，促进通州北运河
漕运迅速发展成熟。

百姓为吴仲建立生祠作为纪念，其祭祀也逐渐成为运河边的重要
活动，景区南区的开漕节浮雕展现了祭坝盛况。祭坝有春祭、秋祭之
分，具体又分公祭、民祭，逐渐衍生为今日的开漕节。若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四百多年前的通州城，在春祭这天可要早点起来，占个位子好看演
出。据老通州人回忆，民祭由商民组织，花会热闹非凡，往往以耍叉开
头，一把银光闪闪的铁叉又扔又接，在表演者手里舞得生风，惊险连
贯。大人小孩随着表演队伍边走边看，舞狮、小车会、少林拳等表演
令人目不暇接，“双石会”上大汉双肩两腋扛夹粮食超过千斤，人们纷
纷竖起大拇指，夸他为“坝神”，大家不知不觉间就走到了石坝，这里
还有重头戏“巡坝戏”可看，台上演员表演着吴仲治理通惠河的事迹，
像模像样地组织起巡坝队伍沿河巡查，锣号开道，伞扇相连，“官兵”
压阵，气派十足。

看了半天的表演，脚酸肚饿，百姓们要么去河边饭棚子吃新鲜烧鲶
鱼，要么去河沿饭摊就着刚出炉的烧饼喝鲜鲫汤，或者就在北门口吃点
小吃，一整天城里都是热热闹闹的。

除了运河图景，浮雕还展示出古通州城的样貌。西海子公园北
门处有一块通州古城池图浮雕，参照历史上《清光绪九年通州城池
图》刻成。燃灯塔、南大街、通惠河等熟悉地标均在其中，细细品味，
可感几百年来的城市变迁如白驹过隙。比如“中仓”“西仓”曾是戒
备森严的粮仓，如今已变为热闹住宅区；高高城墙消失不见，但可在

“两区”展厅窥见明清古城墙一角；老城边界也不再局限于四片城
墙，如今的副中心通达四方。

“地图蕴含许多历史信息。能辅助我们寻找历史节
点，甚至能颠覆我们对历史的想象。”任德永举例说，比
如北方城池图中为何出现来自南方的天后宫？这是因
为来自福建等地的南方水手信奉妈祖，他们将这种文化
沿运河带到北方，所以在古通州城内修筑了祭祀海神的
天后宫。

又比如历史上运河边的驿站和码头发生过怎样的
变迁？东门外的黄亭原为潞河驿，是明代和清前期驿站
所在之处，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接待外国使臣和友人，
作为他们进出京的中转站。然而随着漕粮转运量增加，
运粮船数量随之膨胀，原有码头无法承担，因而将潞河驿
的功能下移至张家湾码头，原址设黄亭，设置界碑说明亭
子以北是皇家码头，民船不得越亭停泊。张家湾既能接
待外宾、又能接受民漕，其功能和地位愈发重要起来。

在形式上，景区内还设计了一系列主题地雕，如潞
河督运图地雕、通州八景地雕等，不仅有通州本地文化，
更兼运河沿线城市风采，如漕运文化地雕雕刻了临清贡
砖古窑、苏州金砖装船场景、香山帮祖师剻祥等图案，糅
合山东、江苏等地文化名物名人；17处亲水平台各镶嵌
一块城市景观地雕，雕刻了运河沿线城市的特色元素，
如在“杂技、武术之乡”的沧州描绘了生动的杂技表演场
面，天津则刻上西洋建筑和狗不理包子，展示当地特色
风情。

运 河 船 闸
“雕”出航运文化新风景

千年运河深入人心，运河符号无处不在。北运河“第一船闸”——甘棠船闸，浮雕墙上复
刻清朝乾隆年间绘制的《潞河督运图》。从画面上看，河道各种船只有的扬帆离岸，有的落帆
停泊码头，拉纤的、卸货的、推小车的，清晰可辨。岸上的古通州城内，仓库、商号、酒肆林立，
既有京东商贸中心的繁荣气象，又有水陆交汇枢纽、民生百态的真实写照。

“历史上，运河船闸保障着大运河航运，使大运河的通航能力如虎添翼，让京杭大运河成
为一条名副其实的‘利’河。”通州区河道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柳德明向记者讲述了自己曾经
参与通州区第一次水文化遗产调查工作的经历：据老一辈讲，以前的大运河上没有船闸，有的
只是在大运河里筑一条石坝，以抬高运河水位，河水从坝上漫过去。运河里的船舶也只有小
木船，吨位只有几吨到十几吨。船舶过坝的时候，如果是下水船，须用木板盖住船舱，捆扎牢
固，由闸工驾船，像扎猛子一样，从坝上直插水下，再浮出水面；如果是上水船，则在船上用绳
索牵住上游岸边木桩，转动绞关，拉动木船过坝。这种古老而简单的办法在当时促进了大运
河的繁荣。

如今，浮雕上的《潞河督运图》就生动再现运河河道漕运经济、商贸往来及民俗文化盛景，
如同一张历史照片，记录下运河故事中浓墨重彩的篇章。历史中，繁盛的潞河造就了沿岸景
色。通州八景多与潞河有关，如“二水会流”：潮白河与温榆河交汇于北关外潞河端头，此处有
一沙嘴，沙嘴峭立，两河相会，浪涌汪洋，烟波浩渺。明人王宣有诗云：“沙头浪起双流合，云际
帆来万国同。鸥破暝烟归别浦，雁随凉雨渚高空。”入夜，潞河之上船灯渔火，河汉群星，交相
辉映，美不胜收。王宣诗云：“河海发源通禹贡，华夷归化拱皇州；凫鹥洲渚晴烟舍，云水帆樯
宿雨收。”其他还有长桥映月、碧水环城、漕艇飞帆、风行芦荡、白河涣舟等文昌阁十二景……

下游榆林庄船闸外的景观岛，屹立着三座船帆的雕塑，周边还刻印着船帆元素的浮雕，参
与船闸设计的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北运河项目景观负责人周正介绍，这里的设计理念
是溯源漕运历史和运河文化，一方面重现北运河昔日的繁茂景象，另一方面也成为船闸地标，
游客一看到船帆就知道船闸到了。三帆雕塑则是参考京杭大运河游船1∶1仿真模型设计的景
观标志物。同时，引航旗阵也是选取史料上关于运河旗帜的图案和样式，希望通过这些文化
元素，让游客感受古时京杭大运河人丁兴旺、商贾繁茂的历史盛景。

柳德明告诉记者，在水文化普查调研期间，他们还了解到，榆林庄村名乃乾隆皇帝下江
南，行水路上岸御口亲封的村庄。明朝时期，大运河七大钞关之首——漷县关就坐落于此。
两百年来，榆林庄人为保护大运河、治理大运河，修堤植树，作出了重大贡献，且留下了真实记
载的史实资料。

在北运河通州段最后一座船闸的杨洼船闸，也使用浮雕展示古时北运河漕船穿梭、商贾
繁茂的盛景，景观主题就是围绕“千帆船市”“万舟骈集”的盛景而来。

古代漕运繁盛之时，从南方到来的运粮船浩浩荡荡地聚集在运河北端河面。史载：“自潞
河南至长店四十里，水势环曲，官船客舫，漕运舟航，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乾隆四
十五年（1780年），朝鲜著名学者朴趾源随朝鲜使团来北京祝乾隆七十大寿，将其沿途所见所
闻写成了《热河日记》。使团从东北经山海关而来，当他来到通州，看见运河漕船帆樯林立的
情景，写下了“舟楫之盛，可敌长城之雄”“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识帝都之状也”的文字，形象
生动地描述了“万舟骈集”的漕运盛景。有人好奇：“万舟骈集”到底有多少船只呢？据《通漕
类编》，明代成化、嘉靖、万历年间船只都保持在1.1万—1.2万余只之间。到了清代，康熙以前，
漕船最多时更达14505只，雍正以后逐渐减少，但是在咸丰前期都能维持在6000只以上。

如今，乘船过闸，通过精彩的船闸文化主题作品，人们似可遥见昔日北运河上南来北往的
千帆万船。

街 头 巷 尾
城市里增添文化魅力

在城市副中心的街头巷尾，遍布的浮雕作品也成为街巷文化的符号。
“枫叶千枝复万枝，江桥掩映暮帆迟。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为何晚唐女诗

人鱼玄机的《江陵愁望有寄》，成了潞河中学几乎人人熟悉的一首古诗？在这条500多米长的
街巷，便能寻得答案。潞河中学校门对面，三首古诗以砖雕的形式被雕刻在了装饰有枫叶、槐
花、银杏图案的围墙上，日日与学生见面。古诗砖雕、可见百年古槐的透明玻璃围墙、如运河
般蜿蜒流淌的地面铺装纹路……去年，潞河中学北街完成背街小巷精细化整治，处处透着浓
浓的运河文化味儿。

从潞河中学北街东口步入，昔日破败不堪的挡墙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处闹中取
静的口袋花园。由于通州大运河又被称为“潞河”，月季花池和歇脚坐椅被巧妙设计成波浪样
式，连花池上的纹饰都选取了传统中式水波纹样。呼应通州大运河曾经千帆竞渡、百舸争流
的繁华场面，口袋花园的地面上，一条“石头河流”也如运河般蜿蜒流淌。“石头河流”边还间隔
刻有“女童蒙馆”“华美学校”“潞河中学”的字样。这三校被誉为老通州教育“三宝”，恰好都分
布在潞河中学北街上。百年前，来华传教的外国教会在这条1200米长的小街上兴建起三所学
校，时过境迁，女童蒙馆的旧址上现今坐落着通州二中，华美学校则成了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潞河中学的外围墙，原本斑驳掉皮、平凡无奇，但在街巷整治的过程中，经过一番巧心设
计，竟一跃成了当地的网红景观。为了增加整条街的文化味儿，通州区城管委和潞河中学多
次沟通，最终敲定，将校徽、校史等文化元素雕刻“上墙”，让学生和行人从学校门前路过时，就
能重温百年校史。潞河中学内还有一棵百年古树，寒来暑往，朗朗读书声中陪伴一代代学子
成长，也早就成为学校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潞河中学北街的外围墙特意开洞改装透明玻
璃墙，成为展现历史的一个小窗口。行人往来，都能看到百年古树和百年校园的风姿。

记者从区城市管理委了解到，两年来全区包括潞河中学北街在内的167条背街小巷打造
出“有里有面”的副中心街景，特别是胡同里的历史文化被“更有尊严”地保留下来，持续精细
化治理更新让更多老街巷迎来新生。

区博物馆一处150米长的文化墙，青色砖墙上镶嵌着一幅幅古色古香的手绘壁画，主题包
括“通州八景”及漕运文化；在新街下坡路平整宽阔的胡同里，精美浮雕墙展示运河文化；在西
大街，可以看到100多米长的墙体画——《潞河督运图》，这是8位画师，用了30天时间手绘而
成，画有64艘船只和820余个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中仓地区的“运河文化”和“仓储文化”。

在玉桥中路万春园内，还有一条由三组立体雕塑游龙墙组成的 S形运河书法长廊，彩色
大理石墙壁上，嵌有百余幅镌刻在青石板上的当代著名书法家作品，内容多是自南宋以来历
朝诗人咏诵古通州的诗词，其中不乏李贽、李晏、汪元量等百余位著名诗人的诗句，加之现代
著名书法家启功、杨仁恺、沈鹏、刘炳森、张海等人的墨宝，以及“泥人张”第四代传人张昌教授
的总体设计，可谓是古今结合，相得益彰，充分体现了古通州的悠久历史以及鲜明的运河文化
特征。

今年，在玉桥街道公安学校路也“上新”了一面浮雕墙。玉桥街道办事处主任陈世忠介
绍，公安学校路北起乔庄后街，南至乔庄北街，全长330米。经过提升改造，沿街破损的围墙重
新设计，开墙透绿，铁艺栅栏与道路文化元素相呼应，红色墙砖重新装扮也透出几分古韵。新
增的浮雕墙上，漕运码头、燃灯佛舍利塔等精雕细琢的运河遗迹，刻录着千年运河畔的繁华盛
景，让人一秒穿越。“这面浮雕墙是玉桥街道在背街小巷精细化治理中增加的特色元素，让老
街老巷在持续深入的精细化治理中，留住记忆，焕发光彩。”陈世忠说。

通州区博物馆外文化墙浮雕通州区博物馆外文化墙浮雕

运河文化广场中轴线浮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