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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扬州地图便会发现，扬州的水系如毛细血管般铺开，湖连河、河汇江，水域面积占市域面积的29.35%，大运河纵贯南北。
京杭大运河等7条河流，以及由其分割而成的8座岛屿，在扬州东部形成了“七河八岛”51.5平方公里的生态奇观。向西，瘦西湖美轮美奂、京杭大运河

纵贯南北；向东，江都水利枢纽尽收眼底；向南，滚滚长江触目可及；向北，邵伯湖、高邮湖烟波浩渺。

在三湾风景区旁，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已经成
为参观者们了解大运河历史文化的不二之选。

这座形如巨舟的博物馆，馆藏有自春秋至当
代反映运河主题的古籍文献、书画、碑刻、陶瓷
器、金属器、杂项等各类文物展品 1万多件（套）。
而人们惊喜地发现，北京城市副中心路县故城遗
址出土的四件文物，位于展厅的醒目位置。

“这支来自北京通州的陶壶，上半部分像香
炉，下半部分像一只陶盅。整个文物体形硕大，
呈现明显的北方器物特征。”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大运河文化研究部负责人刘勤详细向我们介绍
起这些来自我们家乡的文物。

“这件东汉时期的彩陶魁也出土于路县故城
遗址，是当时百姓生活的见证。”刘勤说，从周朝到
晋代，魁都是使用较广泛的一种饮食器皿，主要用
来盛放汤羹。民间使用的魁大多是木制的，中上
等阶层的人使用的多以金、玉、铜或漆制造。

展馆中的另一个亮点，就是大名鼎鼎的隋炀

帝墓中出土的文物。公元 618年，50岁的隋炀帝
被宇文化及杀害，隋炀帝的遗体几经改葬，最终
与萧皇后葬在一处。他的埋葬地点一直是谜。
直到 2013年，扬州的一处房地产建设工地中，这
个谜团才最终解开。

“在隋炀帝墓中，我们发现他佩戴的十三环
蹀（音同蝶）躞（音同谢）金玉带、萧皇后的钿钗礼
冠等重器，然而最吸引观众的却是一颗牙。”刘
勤说，“这是一颗蛀牙，根据牙齿的磨损程度可
以判断它属于一位 50 岁左右的男性，另外根据
墓中的隋炀帝墓志记载，我们推测这颗牙齿是
隋炀帝的。”

就在隋炀帝的牙齿旁边，展出的是与其合葬
的萧皇后的钿钗礼冠复制品。刘勤说，“这件礼
冠的整体是由十字交叉的两道梁以及三道箍组
合而成，上面插了 13棵花树。按照礼制，皇后的
冠上应该是12棵花树，这体现了隋炀帝非常喜欢
她，给了萧皇后很高的礼遇。”

瘦西湖的水来自大运河

运河文化造就早茶文化

清晨的扬州，老城区车水马龙，行道旁一排排泡桐为
早起的人们庇荫。若要问为何早起，老扬州人多半会告诉
你：去吃早茶。

扬州早茶由来已久，对于本地市民而言，踏入得胜桥
的老字号富春茶社，喝一杯茶香四溢的魁龙珠，咬一口美
味鲜香的三丁包，就足以唤醒一整天的活力。

“我们富春的茶名为魁龙珠，它的产生与运河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扬州富春饮服集团总经理徐颖宏介绍，

“扬州人喜好下象棋，对弈时以茶饮相伴，运河南端的
龙井茶汤色清新，味道雅致但后劲不足，棋局未半茶
味先散。安徽魁针香味浓郁，久泡不散，将其与龙井混
搭，广受好评。”

彼时，富春茶社还是花局，于是富春人便将当地的珠
兰花茶与魁针、龙井一同拼配，集龙井之色、珠兰之香、魁
针之味于一体的魁龙珠由此诞生，开创了扬州拼配茶的一
代传奇。“水也有讲究，最地道的魁龙珠必须使用清晨时分
运河中段的水来冲泡，这样才能达到‘一壶水煮三省茶’的
最佳状态。”徐颖宏说。

除了茶，富春最知名的当属面点。过去南方不产小
麦，没有吃面食的习惯，运河水沟通南北方，扬州作为运河
上最重要的码头城市之一，南北饮食在这里相遇并彼此融
合，翡翠烧卖应运而生。

它的内馅由当地俗称“大头矮”的青菜菜心制成，制作
时要将菜心用刀剁成泥，这样才能有丝滑绵密的口感。“翡
翠烧卖由来已久，根据今天人们对健康饮食的追求，我们
推出了具有时令特色的新馅料，比如夏季使用冬瓜、海鲜，
清爽祛湿，秋季使用茼蒿，清火降热。”富春茶社白案主厨

叶千金拿起一颗烧卖，说道，“同时，富春还照顾不同客人
的偏好推出咸口馅料，给予他们更多选择的余地，让每一
个人都能感受到老手艺的精妙。”

除了翡翠烧卖，三丁包也是最受食客喜爱的点心之
一。“扬州人爱吃鸡汤面，鸡肉煮完就被废弃了，因为生意
太好，被废弃的鸡肉太多，当时的厨师就把鸡肉切成丁，再
加入五花肉和江南人爱吃的笋，三丁包从此一炮打响，供
不应求。”徐颖宏说，扬州作为运河重镇，富商多，对饮食要
求高，于是又在三丁包的基础上加入了虾肉丁和海参丁制
成五丁包，“新鲜的虾和海参在当时极为难得，只有扬州这
个级别的运河城市才能见到。”

煮干丝是淮扬名菜，由九丝汤演化而来。“顾名思义，
九丝汤就是由包括豆腐干丝、香菇丝、海参丝、火腿丝在内
的九种食材制作而成，但是成本太高，老百姓吃不起。”徐
颖宏继续说，“五丁包是加法，煮干丝则是减法。码头人民
调整比例，将豆腐干丝作为主料，形成了煮干丝，再到后来
为了追求效率，便有了烫干丝。”烫干丝烹调简单，真正考
验的是厨师的刀工，一块方干甚至可以切出26片之多。

淮扬菜精湛的刀工也离不开运河的滋养。运河往来
繁忙，各行各业的手艺人在扬州码头附近谋生，当地厨师
与手工业匠人交流，吸纳漆器、玉雕、剪纸、盆景等技艺的
优点，将其融入菜品，赋予了淮扬菜丰富而独特的造型。

时至今日，富春茶点制作技艺，已经被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一饮一啖皆是世界级“非
遗”。茶社的师傅们除了保持、传承好老手艺，更创新地加
入了芝士、冰皮等新食材，老传统与新时代彼此融合，交织
出当今的运河珍馐。

“天下西湖三十六，唯有扬州瘦。”瘦西湖不
仅是扬州的著名景点，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的遗
产点。炎热的夏季，瘦西湖上荷花竞相绽放，两
岸绿柳繁茂，遇上小雨，搭配着湖面蒸腾的水汽，
正是一番烟雨江南的意境。

很多人不知道，如今美丽的瘦西湖曾经是扬
州引大运河水修建的护城河，原名为保障湖，又
叫炮山河。明清时期，两岸出现了一些园林景
观。清朝初期，扬州词人吴起在《扬州倡导词序》
中写下“城北有水通平山塘，名瘦西湖，本名保障
湖。”“瘦西湖”之名第一次出现。

漫步在瘦西湖，两岸各具特色的建筑一定不
能错过，这些都是运河留下的遗存。从瘦西湖西
门进入，很快就来到熙春台。飞檐斗拱、端庄大
气，这是一座典型的北方风格建筑，与粉墙黛瓦、
清新典雅的南方建筑形成鲜明对比。景区工作
人员介绍，相传熙春台是扬州盐商为清朝皇帝祝
寿的地方。而且熙春台的二层还有一扇“天下第
一窗”。推开窗子向东望去，瘦西湖主河道、扬州
标志五亭桥、瘦西湖白塔一览无余。

从时间来看，瘦西湖两岸的建筑既有欧阳修

修建的平山堂，也有民国时期当地富商的会所；
而从建筑风格来看，瘦西湖两岸更是汇集了徽
派、藏传佛教、北方官式等诸多风格。到了宋代，
瘦西湖就从护城河变成了运河河道，直到清末。
两岸的建筑就是当时文化交流的结果。

说起整个瘦西湖中最有名的园子，当属公园
的制高点——小金山。据说，当年还是扬州太守
的苏轼与镇江金山寺的住持佛印对弈，两人相约
如果苏轼赢了，金山归扬州，反之苏轼的腰带归
镇江，结果苏轼输了，这才有了如今金山寺的镇
寺之宝玉腰带。到了清代，扬州和镇江的僧人又
开始辩论，依旧用金山为赌注，这次扬州的僧人
赢了，于是才有了瘦西湖中的小金山。

同时，小金山门口的石狮子也足够特别。这
是一对 400多岁的明代石狮，与表情威严的石狮
不同，它们面挂笑容，憨态可掬。工作人员说：

“漕运鼎盛时期，扬州的盐商等商人很多，商人讲
究个和气生财，所以这种‘笑狮子’在扬州逐渐流
行。如今在扬州也基本见不到面相威严的石狮，
这是扬州运河文化独有的遗产，也代表了扬州笑
迎八方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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