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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展示八省流域细节

大运河的首要作用就是漕运。历来管理运河和漕
运的官员，对于运河及其两侧支流都会投入大量关注，
久而久之留下了详尽的运河地理水文记录堪舆图。如
今，这些资料成为了解运河历史的不可多得的文物。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主楼2层展出的《八省运河泉源
水利情形全图》就是其中的代表。虽说名字中有“图”，
但不是装裱在卷轴中，由于这件文物要交给皇上，所以
呈现出奏折的样子。该图描绘了清代同治年间汇入运
河的各条河流，以及它们流经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
徽、江南、山东、直隶八省的情形。其封面写着《八省运
河泉源水利情形全图》，下面则清晰标注图中运河流经
的八个地区。

由于全图尺寸较长，展柜中只展出了部分，但已足
够惊艳。细看可清晰看到当时山东境内运河段及其两
侧支流，以及流经的重要城市，如泰安、曲阜，图上还标
注了当地一些名胜景观，比如泰山、孔林等。同时对于
一些河流，图中还有相应的注解。比如图中曲阜县旁边
有一条泗河，该河流是山东中部较大的河流，元代京杭
大运河全线贯通后，古泗河下游成为运河航道，而上游
则成为京杭大运河支流。图上泗河的注解则交代了河
流的发源地、流经地区与最后的流向。

该图也详细描绘了北运河的全貌。其中可以看到
佑民观、张家湾、长陵营、通州古城等漕运历史上通州的
著名点位，还有京城、南苑、昆明湖、畅春园等地。画面
中不仅将运河两岸的重要点位悉数标出，还对部分点
位做了注解，比如在张家湾古城旁边就标出了“至通州
十五里”。当然，篇幅有限，画中对运河流域的内容亦
有取舍，比如通州古城至京城这段运河上有数不清的
桥梁，但图上只显著标明了通州城外的八里桥和东便
门外大通桥。

从艺术表现手法上看，这幅作品采用了中国传统的
绘画方法展示出19世纪中期江淮河运的情形。浅青色
的运河两岸是红色堤防线，堤防上偶尔的缺口是重要的
水口和斗门；梯形或倒梯形的船闸、桥梁横亘运河和两
侧的河道上。长江等其他河流、湖泊、泉源用浅青色表
示。黄河一如既往地用黄色绘制。该图把大运河与沿
线的黄河、长江等水系融为一体，充分体现出大运河与
黄河、长江等水系之间的紧密联系。

画中还有一部分绘制的是从绍兴府及杭州直至京
城的大运河。大运河从钱塘江南岸的绍兴府开始与长
江同时出现在地图上一直到镇江府，表现出江南运河

“小桥流水人家”的特点。另一部分绘制的是湖南、湖
北、江西、安徽、江苏的长江水路漕运情况，表明两湖漕
粮进京路线是从岳阳楼旁的洞庭湖，经嘉鱼县、武昌府、
九江府、鄱阳湖、安庆府、太平府（当涂县）、江宁府（南
京）至镇江府，然后再北上经大运河运往北京。同时，图
上详细绘制了运河流入县、镇、村汛界，大小河流分支，
流经长度、水域、沿岸的行政区域划分和地形地貌，成为
研究我国水利史、航运史的珍贵资料。

画作再现“倒载制”货物过闸

得益于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新技术，观众与文物见面的
方式越发多元。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主楼的第 5展厅内有
两块触摸屏，上面可以看到六张关于运河文化的画作，其
中便有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通惠河漕运图卷》。

这幅画卷的作者为清代康熙年间的沈喻，画中描绘了
当时通惠河的漕运情况。通惠河是郭守敬规划开通的由
大都（今北京）至通州的运河，河流通航后，南方漕粮等货
物可经过通惠河直抵积水潭。明清两代，通惠河屡屡修浚
并继续使用，但因部分河流故道被宫墙所占，漕船便只能
抵达城东南角的大通桥。

《通惠河漕运图卷》中可见漕运的繁忙景象，河中官
船、商船、货船、渔船等各类船只穿梭往来，两岸衙署、店
铺、寺庙、民宅、粮仓错落有致，树木茂盛，人物刻画栩栩如
生，让参观者真切地感受到漕运的繁华与发展。

仔细观看画卷，几处细节十分有趣。画面中出现了多
处闸坝，可以看到搬运工驮着漕粮，排队沿台阶向上行
走。画中也展示了闸坝落差情况及货物过闸方式。闸坝
上下游均有船只停泊，搬运工将漕粮从下游的船只中取
出，再搬到上游船里。这个方式便是从元代开始实行的

“倒载制”，明清两朝也在使用，主要是应对运河流域的地
势高低落差过大。

4公里的距离画了十年

自古至今，大运河历史都是画家创作的好题材。今年
83岁的通州区政协特邀文史委员林殿惠在 2005年至 2015
年间创作了25米长的《张湾漕河胜迹图》，图中描绘了从张
家湾古城至里二泗村 4公里的河面以及两岸的村落、古迹
等。为了让画作重现当年漕运盛景，林殿惠用了整整十年
时间。

展开这幅长卷，波光粼粼的运河水面以及各色船只是
画面主角。百余艘大小不一的船只中，最多的是装满南方
货物的漕船，也有两岸渔民打鱼用的小船、载客的驳船，在
中心还停靠着一艘装饰华美的大船，从船舷两侧雕刻的龙
纹、飘扬的龙旗就能看出，这是皇家御用的大船。果然在不
远处的岸边，可见皇帝一行，“这是重现康熙到张家湾时的
场景。”林殿惠介绍。

长长的画卷上，林殿惠在对运河河面的处理上下了不
少功夫，他选择用浅绿色和黄色表现运河波光粼粼的水
面。他说：“因为运河在里二泗至张家湾这一段水不深，而
且很清澈，黄色就是水底的泥沙。为了展现小时候的运河，
我试了十种不同的颜色组合，最终才确定。”

林殿惠对于水面和岸边也进行了恰当取舍。顺着画卷
从左往右看，到了烧酒巷村后，村落和民俗就成了画面的主
要内容。可以看到装满酒坛的烧酒巷村，工人们将一坛坛
制作完成的酒放在门口的板车上，这些酒或是进入京城或
是随货船南下；再往右看，画面又热闹起来，从旗子上可以
看到“竹马会”“小车会”等通州历史悠久的民俗。此外，整
个画卷中还不时能看到骆驼的身影。“漕运鼎盛时期，张家
湾有骆驼店。这些骆驼驮着货物去往各个地方，有些甚至
是西亚地区。”林殿惠解释。

绘制张家湾古城至里二泗这段风光，林殿惠有自身的
优势，他就出生在里二泗村。“从里二泗村到张家湾这段路，
我小时候跟着父母赶集时常走，对当时的风光、人文留下深
刻印象。后来在中央美院就读，有了美术基础，但直到退休
后才决定绘制一幅里二泗至张家湾的家乡风景画，一开始
真没想到画这么长，只是想记录下儿时的景色，没想到一发
不可收拾。”林殿惠说。随着人物、风景和物事的再现，画面
越来越充盈，才渐渐有了如今的长卷。

林殿惠说，绘制这幅长卷的十年中，考证历史花费的
时间最多。他为了考证历史上各种船只的样子，专程前
往福建泉州的古船陈列馆。“我希望我的画能成为人们了
解张家湾漕运文化的窗口。听说张家湾古城已经重新修
缮完成了，有机会一定去参观一下，重温小时候的记忆。”
林殿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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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殿惠《张湾漕运胜迹图》（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