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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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篇苏州篇

济宁济宁

枣庄枣庄

徐州徐州

宿迁宿迁
淮安淮安

运河串线，史迹为驿，老城内外，慢慢行走，细品
姑苏水乡如画美韵。

坐落于平江历史保护街区的苏州全晋会馆崇脊
筒瓦，飞金涌碧，同时具备山西建筑特色和苏州园林
庭院的韵味。全晋会馆是苏州现存最古老、最完整、
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会馆建筑群，更是大运河南
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2003年，经原文化部
立项批准，中国昆曲博物馆在原苏州戏曲博物馆的
基础上、以全晋会馆为馆址建成并向公众开放。

全晋会馆的建筑之美荟萃于古戏台。戏台坐南
朝北，戏楼分为两层，台高约3米。中国昆曲博物馆

“00后”特色讲解员徐涵倩示意众人抬头，顶部穹窿
藻井呈半圆形倒扣于戏台上，18层精美的蟠龙纹饰
从圆心向外螺旋状辐射。顶部穹窿形藻井，由数百
块木雕构件以榫卯组合成旋转放射状，可产生“余音
绕梁”的音响效果，此台是古代声学技术和建筑艺术
相结合的杰出典范。“演员在二楼演出，台下观众无
论坐在何处，都可听清且音质不变。”徐涵倩说。

昆曲起源于元末明初的江苏昆山一带，其声
腔经明代“曲圣”魏良辅改革后，又称“水磨腔”“水
磨调”。明代，苏州背靠运河，经济发达，文化氛围

浓厚，文人士大夫们对艺术有更高要求。寓居太
仓的魏良辅倾心戏曲，对传统昆山腔的声腔、歌
唱、伴奏等进行改革，“昆曲博采北曲、海盐腔、余
姚腔以及江南民歌小调特点，使南曲收音纯细，让
北曲转无北气。”说着，徐涵倩还现场演唱了一段

《牡丹亭·游园》“皂罗袍”，行腔优美，缠绵婉转，
身段优雅，听得人如痴如醉。

除了家班，民间也有职业昆班，分“坐城班”和
“江湖班”。苏州戏曲博物馆（中国昆曲博物馆）的一
件“镇馆之宝”，则表现了昆曲、戏曲的另一种表演方
式。苏州戏曲博物馆（中国昆曲博物馆）副馆长孙伊
婷介绍，博物馆收藏的这件清末民初“宝和堂”堂名
灯担，是苏剧艺人崔水生祖上家传，上世纪 80年代
捐赠给了苏州戏曲博物馆。堂名灯担由一百多块紫
檀木、黄杨木雕板组合而成，镂雕松梅竹鸟；顶层镶有
玛瑙、玉石、珍珠、珊瑚，中部饰以白玉栏杆及象牙、红
珊瑚图纹雕饰；四周悬挂十余盏莲花玻璃彩灯，好不
华丽。四面开窗，恰似一个可360度观演的小剧场。

至此，“话说运河，探寻瑰宝”之行完成了京杭大
运河江苏段的采访。接下来，“探宝”团队将走进浙
江，近距离寻访京杭大运河最南段的独特风景。

一河渔火尽姑苏一河渔火尽姑苏
大运河浩荡而来，与苏州城市水系相融，塑造了苏州的“水名片”。运河畔连绵不绝的遗存遗址，见证了人与水和

谐共生的姑苏历史。

夏日的姑苏城内，太阳落山后几大商区格外热闹。七里山
塘、平江路、盘门……到处可见身着罗裙的少女结伴同游、脚步
轻快，一派明媚俏丽，青春好颜色。沿街商铺热闹喧哗，消夏人
潮络绎不绝。这些老街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临水面河。江
南水乡密如蛛网的河道水系，为这座城市注入了别样活力。

陆辰旭介绍，苏州自古以“水乡泽国”闻名，水系主干道
为标志性的“三横四直”。简单来说，就是苏州城内与环城河
（运河故道）直接相连的七条主干河道——三条横河与四条直
河。最早显示“三横四直”雏形的是13世纪的《平江图》，可见当时
城内有纵横水道78条，主干水系就是“三横四直”。

大运河苏州段水道最早开挖于春秋时期，是江南运河的雏
形，隋代起成为中国大运河的重要河道。其通过山塘河、上塘
河、胥江、环城河以及盘门、阊门等水门与苏州内城水系连为一
体。值得一提的是，苏州是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中唯一以古城
概念申遗的城市，“城河共生”是这座城市与大运河联系紧密、
相伴相生的真实写照。

走进苏州大运河遗产展示馆，这里的运河故事讲得明
白。苏州建城后，历代统治者以苏州为起点，向西、北、东、西
北、南等方向开凿运河，逐步构成了苏州与外界联系的四通
八达的水道。苏州水事修续不断，主持官员中不乏大名鼎鼎
的历史人物。比如为加强运河与苏州古城的联系，825 年，
苏州刺史白居易在虎丘至阊门护城河间凿渠，并沿河筑堤为
路，人称白公堤。山塘河与运河相通，18世纪中期苏州官府
立石禁捕，山塘河还成为我国最早的水生野生动
物保护区。

平江河是苏州城内“三横四直”水系中的第四直
河，通过东西向各支河与大运河直接贯通。平江路是
苏州古代仓储中心，漕运集散地。平江河、路并行，河街
相邻，是水城苏州的一个缩影。

如今的山塘街与平江路仍保留着粉墙黛瓦与
小桥流水的历史风貌，而店铺林立，游人如织更胜
从前。

水系繁复，独特的水利设施自然少不了。来苏州运河探
“宝”，几处水工妙笔不容错过。

宝带桥和吴江古纤道均位于城南运河沿岸。“古时两处
遗存均可供人行走。由于南方地形不平，不同河段往往存在
高差，需要纤夫拉纤协助，宝带桥与吴江古纤道便是这样的
水上通道。”苏州大运河遗产监测管理中心副主任陆辰旭说。

从空中俯瞰，宝带桥横跨澹台湖东出口，桥面与运河并
行。顾名思义，桥因形似宝带而得名，为53孔连拱石桥，历经
修缮，但桥梁结构未变，一直延续至今，是大运河沿线现存最
长、桥孔最多、结构最轻巧的连拱古石桥。

论水利功能，宝带桥堪称一“宝”。宝带桥以桥代堤，沟通
陆路，其53孔设计有利于太湖洪水宣泄。洪水可自西而东穿
过桥孔，经运河疏导流走，反之亦然。“特别是运河水流不稳定
时，宝带桥分割出的澹台湖还能成为良好避风港，为过往船只
提供安全港湾。”陆辰旭说。

始筑于唐代的吴江古纤道是吴江塘路现存的另一部分，
其全长约 1800米，设有 136个涵洞，又称“九里石塘”，是江南
运河现存最完整的一条临水路道，被誉为江南的“水上长城”。

还有一“绝”，则是我国唯一保存完整的一座水陆城门——
盘门。它是春秋时期伍子胥所筑八城门之一，是古代防洪的
重要水利设施。

这座城门当真“拐弯抹角”有“门道”。陆辰旭指引记者细
看，城门并不正对运河，而是呈东偏南 10度的斜角。进城船
只不得不由着河道拐个大弯，曲折入城。这种“面东背水”的
抹角做法，既可避免西来激流冲灌入城，也可避让激流正面冲
击，减慢水流速度，以防过往船只与城墙碰撞。

此外，其备战设计也堪称一绝。陆门设内外两重，其间为
瓮城，战时可以灌水对付敌方的火攻，是城市建筑和军事防御
相结合的创造性杰作。水陆并联式城门设计周到，无处不体
现着古人理水用势之妙。

水利兴邦千秋业水利兴邦千秋业

水工妙笔自流芳水工妙笔自流芳

大运河苏州段北起相城区望亭五七桥，南至吴江区
桃源油车墩，纵贯南北96公里，其中，江南运河苏州段白
洋湾至太浦河段均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此行我们专程
前往一南一北两处运河古镇，逐水问宝。

望亭位于大运河苏州段北端。2021年苏州启动“运
河十景”建设，第一景便是“吴门望亭”。

一千多年前，白居易用“灯火穿村市，笙歌上驿楼”描
绘了古时望亭的繁华盛景；800多年前，宋人杨万里常往
来运河上，经古驿望亭时疯狂“打卡”，写了九首《舟过望
亭》，足以见文人墨客对这里的青睐。

望亭寻“宝”，格外丰富。望亭镇地志馆讲解员张怡
颖介绍，望亭镇地志馆中陈列着692件的馆藏文物，包括
新石器时代的石器，良渚时期的玉璧、玉斧、玉珠，春秋战
国时期的陶器、青铜器，汉、宋、元、明、清时期的陶、瓷器
等，无不展现了望亭辉煌的文化。

望亭的御碑亭就位于大运河畔。碑亭后是复建的望
亭驿，素净的仿古院落似可见当年此处运河驿站的光
景。眼前的运河上，来往货船穿梭忙碌，河对岸，一排崭
新的白房子是新建的运河水上服务区，即将投入使用。
一古一今，两处“运河驿站”遥相呼应。

位于吴江区的平望镇则是苏州运河十景的“南大
门”，彰显着“最江南”的运河风韵。

吴江区南社研究会会长、吴江区原文联主席俞前介绍，
平望镇依水而建、缘水而兴、因水而美，素有“天光水色，一
望皆平”之美誉。京杭大运河自此向南一分为三，与太浦河
纵轴交汇，形成了大运河、老运河、太浦河、頔塘河这四河汇
集的独特地理风貌。

京杭大运河沿平望镇东部南北向穿镇而过。古时，
大运河的通航使平望逐步发展成为运河沿线的交通商
贸重镇。目前，京杭大运河平望镇区段约 2 公里（今称
古运河），已无法通航较大船只，在古运河西侧约 1.5 公
里处开通新运河，由北向南连通太浦河和頔塘，向南通
往浙江乌镇。

作为一个建镇900年的运河古镇，平望城镇空间肌理
保存完好，大运河千年浸润带来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其
中，“国保”就有两处，即安德桥和安民桥，均为京杭大运河
文物遗存。

京杭大集、灯谜非遗、平望辣酱……在新老运河交汇
的平望镇，一张张亮眼的运河文旅新名片吸引众多游客前
来打卡。

南来北往驻古镇南来北往驻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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