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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水安宁孔孟乡
一条黄金水道浇灌了经济命脉和民生命脉，唤醒了“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济宁。竹竿巷、总督府、玉堂酱菜……这些济宁的城市标签，无一不和运河有关。

济宁因“居运道之中”，成为“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和“控引江淮咽喉”地带。同时，这里又是大运河全线的制高点“水脊”所在地，17世纪工业革命前，世界土木

工程技术的最高成就南旺枢纽应“运”而生，引汶济运，分水南北。一系列结构缜密的配套工程，确保了运河漕运连续500余年畅通无阻。

正因为济宁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元明清三代都派设最高司运机构常驻济宁，使济宁成为无可争辩的运河之都。

大运河穿济宁城而过，成就了100多条商业街，保留下来的胡同肌理，印证了“江北小苏州”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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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运话说运河河 探寻瑰宝探寻瑰宝
““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跨区域采访跨区域采访··济宁篇济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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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人读运河写运河

无论是运河之都，还是孔孟之乡，在济宁文博系统里，能把济宁这两张名片讲得生动深
入的人，非济宁市政协常委、文史委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杨义堂莫属了。2014年至
2022年间，他写了中国大运河文学三部曲，被中国作家协会誉为黄河大运河的文学巨浪。
半日采访，让记者深深感受到了运河边上运河人的运河情怀。

2012年，全国正在推进大运河申遗的时候，杨义堂调任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彼时，他
发现平日里这条每日买早点都要经过的河，正被全世界关注着。他开始怀着一腔热血去读
这条河、写这条河。

当他望着河面上缓缓南下的货船，感受到民生百态；当夕阳的余晖泛起粼粼金光，又让
他感到诗意和浪漫；当他站在南旺水利枢纽，不禁为古人的智慧赞叹不已。于是，杨义堂开
始写“运河三部曲”之一《大运河》。

采访当天，当记者与之聊到运河畔人民的风情与治水故事时，杨义堂兴奋得“拍案而
起”，对于运河文化的自信和身为济宁人的自豪感，让这位文化人充满力量。

“《大运河》虽然写的是两岸风情故事，但它也是传承千年文化的载体，更是人们不屈不
挠精神的体现。”杨义堂说。

越研究越痴迷，杨义堂感叹：波澜不惊的运河见证了多少人间佳话。于是，他又写下第
三个运河故事《北游记：苏禄王》。这是一部从外国人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小说。

在杨义堂看来，《北游记：苏禄王传》不仅仅是一本“看热闹”的小说，它也体现了中华文化
特征中的和平性、包容性和开放性。比如书中就记载了明清时期外国使团均需经宁波这一处口
岸入关，经浙东运河、京杭大运河北上进京，两岸州府热情接待，供给粮食、米酒、羊肉甚至大明
宝钞以及白银的场景，是当时朝廷“协和万邦”“厚往薄来”外交政策的生动写照。

“你得研究社会生活，才能鲜活。小说情节不是杜撰的，均有据可查。”杨义堂说，大运
河的故事讲不完，也写不完，他在运河文化推广的路上，也会一路前行。

绝无仅有的38门铁炮

来到济宁博物馆，先寻镇馆之宝，却发现不在馆厅内，而在
馆区的铁炮展示长廊。“我们馆藏有元明清铁炮38门，数量在全
国居先，而且有两门粗短大口的元代铁炮，因此十分珍贵，堪称
镇馆之宝。”济宁市博物馆党委委员、运河专家李广芳颇为自豪
地介绍，铁炮大批馆藏济宁，与此地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军事地
位分不开。济宁为何能有如此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大运河
功不可没。

大运河流经济宁约230公里，由于地势起伏，水文地质条件
复杂，水位不平衡，加之黄河冲淤等情况，使济宁成为扼守运河
咽喉的中枢地段，元明清三朝均在此设有最高司运机构河道总
督衙门，政治地位就此奠定。济宁的军事地位，也因大运河的
开通而凸显出来。元至正十年（公元 1350年）朝廷设济宁兵马
司，明清两代，凡是边防要地、重要城镇，都要设卫进行镇守。
一般情况下，一地设一卫，而济宁却同时设有两卫。济宁博物
馆的铁炮馆藏量大，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大运河的最高司运机构，据记载，济宁河道总督署占
地5公顷，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设有大堂、二堂、三堂，书
院、射圃、演武厅等，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气势威严。据清制，
只有部院级衙门才有这样的规格。衙门的主要官员为总督，据

《明史》《清史稿》记载，官秩为正二品，个别总督兼挂御史衔的，
官秩为从一品。它是朝廷六大部之外唯一在京城以外的一个
部院级衙门。

至清代，运河沿线曾设有三个河道衙门。其中，济宁河道
总督署存在时间最长。600 多年间有 188 位河道总督在此任
职，其中有禁烟名臣林则徐，有一生4次来济赴任、担任河道总
督共27年的治河名臣潘季驯，也有顺治年间病死在任上、被济
宁百姓尊为河神的治河名臣朱之锡。

如今总督府遗迹虽已不复存在，但相关资料和院署平面图
完好保存在如《济宁县志》等诸多古籍文献中，在与济宁博物馆
老馆一路之隔的地址上，河道总督府遗址公园正在建设，将再
续济宁运河之都的繁荣。

天下第一剑的由来

在济宁博物馆，一些镇水器具揭开了一方水土养育下运河
人家的信仰。

“这是一尊仿制的铁剑，原件在兖州博物馆馆藏。此剑长
7.5米，重1539.8公斤，由生铁铸成，年代可追溯到康熙丁酉二月
（公元 1717年）。”循着济宁市博物馆讲解员李金灿声情并茂的
讲述，博物馆的观众开始关注眼前这尊铁剑，我国现今出土的剑
文物中，无剑能与之相较，因此其被誉为“天下第一剑”。

铁剑无疑是那个特定年代用来镇妖斩怪的“神器”，出土于
兖州的母亲河泗河，而泗河则是大运河最重要的供水线之一。
但泗河经常发大水，冲毁庄稼和城市，百姓流离失所，因此官府
在岸上铸建了此剑——用信仰的力量治河。

那么这尊“巨剑”究竟如何使用，又是谁使用的呢？原来，
铁剑并非沉在水里，而是供奉在岸边。“在科技并不发达的过
去，水患对于百姓来说，是极大的灾难。”李金灿介绍，无论是镇
水兽、镇水铁牛还是镇水铁剑，都体现了当时人们治水患的决
心，为官者保一方百姓安宁的初心。

这些也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符号，甚至有些河道总督、
治河官员也被后人敬畏为神，如修建南旺枢纽的功臣、治运专
家宋礼、白英，分别被称为宋大王、白大王。此外，当地还有一
位朱大王较为有名，他就是河道总督朱之锡，担任河道总督治
水十载，41岁累死在任上。相传，人们感念他的治河壮举，在他
的官衙哭了几个月。

它为何被称为“北方都江堰”？

提到济宁段的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是绕不开的
话题，因为这里真的“高”，它是大运河制高点“水脊”所在
地，正应了那句“漕路三千里，南旺居其高”。

走在会通河（南旺枢纽段）的古河道中，河道在分水
龙王庙建筑群前南北二分。“大运河南旺枢纽建于明朝永
乐年间，是为解决大运河跨越水脊难题而建设的大型综
合性水利枢纽。从戴村坝流出的水经小汶河自此汇入运
河，为航运提供了足够的水源。”济宁市汶上文保中心副
主任黄登欣指向戴村坝的方向，好像仍能看到那滔滔而
来的水流。

如今，南旺的河道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重见天日”的
河床却向人们展示出更多“秘密”。在两河交汇的丁字路
口，有一段近500米长的砖砌河堤，青砖上楷书“弘治十年造
河道官砖”的印记还清晰可见。同时，在河道中央，还能看
到一些鱼脊似的凸起。“砖砌河堤的作用是保持河道不被水
流改变，我们看到的凸起，下面埋着许多木桩和挡板，关于
它们的用途目前还在研究当中，猜测可能和滤沙有关。”黄
登欣介绍，南旺枢纽使用时期，小汶河河水裹挟着大量泥
沙，疏通河道挑出的淤泥在枢纽河岸上堆出了四座土山，

“所以才有对联说南旺枢纽‘四山朝拱三湖月，一水绿分两
岸春’。”

四山已经随着河水改道而消失于历史，三湖同样也成
了历史名词，它们就是南旺湖、蜀山湖和马踏湖。南旺地处
运河中段，地势又最高，运河向北时常会出现缺水问题，虽
然戴村坝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水源，但治水就像中医治病，一
味药总是难以根治，需要多味药材相互扶助，才能调养好身
体。“这三座湖，和济宁以北的马场湖、安山湖，都是为了调
节运河水位而围堤修建，它们有个统一的名字，叫‘水柜’。

‘水柜’通过河道上的斗门相连。河水多了，就导入‘水柜’
积蓄起来。河水少了，就打开‘水柜’补充水源。”黄登欣站
在邢通斗门的岸边说。在南旺的南北各相距5里处，分别设
置了柳林闸和十里闸，用来调整南北的水流多寡。这样一
来，对运河水位的管理就更加得心应手。

2014年，和南旺枢纽相关的分水龙王庙建筑群古遗址、
运河砖砌河堤、柳林闸、十里闸和邢通斗门遗址、徐建口斗
门遗址等 8 处遗产点与 2 处河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这座由数代运河人累世修筑的水利枢纽，时至今日仍
在诉说着大运河中凝练的文化和智慧。

一块300年的金字招牌

东西三里，南北三里三，九里见方的济宁老城，在清代
经济达到鼎盛，买卖兴旺。如今，走在古城南门老运河边，
仍可以感受那时的繁华。济宁近代以来最早的工商企业之
一——玉堂酱园就屹立于此，300年来，那块“京省驰名 味
压江南”的金字招牌依然熠熠生辉。

1714年，在京杭大运河上，由苏州漂来一条小船，一对
年轻夫妇在济宁州南门口下来，在运河岸开办了一家酱菜
店铺；一百年后的1816年，冷孙两家合资买下了这家彼时难
以为继的店铺，官商合力建成了京省驰名的酱园；又一个百
年，1915年，玉堂产品名震巴拿马，在万国博览会冠压群芳，
一举获得6块金牌，名扬四海。

站在这家国内唯一一个300年不停业的老字号门口，可
以看到络绎不绝的顾客，人手一兜酱菜，南北口味融合是这
家酱菜的一大特点，也是大运河带来的饮食文化融合的一
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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