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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
山。”这是唐代诗人皮日休在《汴河怀
古》中描写大运河的诗句。“无恙蒲帆
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这是清代
诗人王维珍在描绘运河北上的诗句。

自 2500 多年前吴王夫差开凿邗
沟、为千年运河铲下第一锹，大运河一
直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滋润着两岸
土地，润泽着八方百姓。

只是，运河也曾有过两岸工厂林
立、棚户密集、污水横排、垃圾遍地的
日子。

马继红记得，曾有百姓这样向她
描述那段污染严重的日子，“坐船过
来，闻到臭气了，就知道到杭州了”。

痛定思痛，怀揣着壮士断腕的决
心，运河两岸城市下大力气治污植绿
修复生态，人河共生的新图景正在徐
徐展开。

在杭州，大运河水质从曾经的劣
Ⅴ类变成了 3 个省控以上断面和 4 个
交界断面全部达到Ⅲ类以上水质。曾
经的棚户区，也被改造成粉墙黛瓦、绿

树成荫的历史文化街区，一派江南水
乡古民居的风貌。

在运河另一端，北京通州市民李
女士也在感受着两岸生态环境改善带
来的可喜变化。近年来，北京市通州
区通过拓宽清淤、生态重构、水质监测
等措施，让运河逐渐从一条排水河变
成生态河，大量水鸟在此栖息聚集。

数据统计，2021 年以来，通州区
野生鸟类监测点共 监 测 到 迁 徙 候 鸟
近 50 万 只 ，仅 北 运 河 就 记 录 到 鸟 类
近 200 种，每年超过 20 万只次候鸟在
此栖息或过境。其中还有大天鹅、东
方白鹳、青头潜鸭、震旦鸦雀、黑鹳等

“稀客”。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州李女

士带着孩子、家人到运河周边景区参
观游览，遥想大运河昔日“帆樯林立，
万舟骈集”的盛景；而杭州的周先生则沿
着河岸绿道“刷跑”10公里，畅享自然景
观与人文景观完美融合的舒适与惬意。

水蜿蜒，路逶迤，景连绵，运河两
岸的人们乐活其中。

水清岸绿生态美

除了运河两岸生态环境的巨大改
变，让马继红印象深刻的还有运河两
岸古建筑、古文化的保护故事，以及那
些身处其中的人。

走访中，她听过一个真实案例。
曾经，运河沿岸的某地为了发展经济，
改善市容市貌，一度想填掉日渐枯竭
的运河水，拆掉狭窄破旧的运河桥，改
造成宽敞明亮的柏油马路。甚至，许
多濒危的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也被
写上了“拆”字。

是一位矢志不渝保护文物的老教
授，站了出来，挡在推土机面前，悲壮
地表示，“要是想拆这个房子，你就从
我的身上压过去”。

这个故事，也被马继红化用在了

《大运之河》的剧情中。
如今，运河两岸的历史文化资源，

再也不会面临上述遭遇，而是作为灵魂，
贯穿在大运河文化带的规划建设中。

在大运河扬州段，汪鲁门盐商住
宅、卢氏盐商住宅等一批文物保护单
位得到修缮，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古运河水上游、瓜洲古渡公园、隋炀帝
墓遗址公园等建成开放，戏曲、曲艺等
古老文化艺术得以展示、推广和传播，
不断扩大着扬州“世界运河之都”的文
化影响力。

在河北沧州，运河两岸文物全部
被列入保护名录，并开展运河标注行
动，连镇谢家坝、泊头清真寺、吴桥澜
阳书院、青县给水所等重点文保单位

敬畏历史文脉传

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
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

如今，大运河正给两岸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浙江安吉，马继红走访了诸多生态茶园，与每

一位茶农深入交流，了解他们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走上村美民富的生动实践；在千岛湖
下江村，她了解当地搞多点经营，壮大茶产业发展民
宿，并把几十万株茶苗捐给贵州、云南等地，先富带
动后富的感人故事。

与此同时，运河文化旅游方兴未艾。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2021 年开馆不久，每天

1 万个预约名额，往往开放几分钟就被约满，成为古
城扬州新的热门地标。

江苏也印发旅游廊道建设实施方案，计划打造
1 至 2 个世界级旅游景区、度假区，2 个左右国际文化
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10 个左右省级及以上
全域旅游示范区，6 个以上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
消费集聚区。

随着大运河京冀段旅游航道实现互联互通，京
冀旅游实现新的突破。来自河北的游客可亲身感受

“运河号子”进北京的场景，北京的游客也可乘船到
河北香河潮白河大运河国家湿地公园，一览大运河
及其沿岸的自然景观、民俗风情、文化遗产等历史文
化旅游资源。

今年 4 月，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全线通水，古老
运河更迎来了世纪复苏。“等到大运河全线通航那一
天，我一定乘船从北京到杭州，感受千年大运河碧水
汤汤润两岸所带来的新的面貌和生机。”马继红说。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老百姓是阅卷
人。”随着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的深入推进，这条纵贯南北的一河碧
水，必将以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姿态，助力两岸百
姓“致富之舟”扬帆奋进，奔向幸福生活。

文旅融合续新篇

还进行了保护性修缮。运河沿岸“散乱污”企业全部
清 零 ，核 心 监 控 区 400 多 个 村 全 部 实 现 生 活 污 水
管控。

“清淮八十里，临流半酒家。”运河沿线丰富的文
化遗存，也吸引了无数爱护他的人投身其中。

行走在运河边，伴着悠悠运河水，“运河三老”之
一、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委会名誉会长、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朱炳仁总能回想起那段与老友相聚的时
光，那段为运河申遗奔走的时光。

2005 年 12 月，时年 89 岁的古文物学家郑孝燮、
81 岁的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和 61 岁的朱炳仁共同起
草了一封运河申遗的公开信，寄给大运河沿线 18 位
城市市长，拉开了联手参与大运河申遗的序幕。

创作壁画传承历史，提出保护运河原住民的生
活方式，总结出多层次展示、原功能使用、原生态干
预的“零保护”理念……后申遗时代，年近耄耋的他
依旧步履铿锵，停不下保护大运河的步伐。

以连环画形式创作《大运河传奇》等作品的北京
通州作家刘恩东，则不断探索创新让老百姓清晰感
受大运河文化底蕴和魅力的方式。尝试让连环画与
AR、3D 全息投影等科技融合，让画作变“活”，让大
运河的传承变“活”；创造“大运河小剧场”，帮助观众
根据连环画上的内容“进入”角色，或自己配音、改编
故事“沉浸”运河文化中。

如今，数座以传承大运河文化为己任、坐落于大
运河畔的“咱家书房”更成为大运河文化传播的最佳
公共空间和百姓喜爱的精神家园之一。刚刚过去的
这个周末，二级学生孙佳旭（音）手捧心爱的课外读
物，再次来到坐落于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内的京杭
大运河书院阅读，“这里有很多书，我可以在楼上的
免费阅读区读喜欢的书。”孙佳旭说。

水是大运河的血脉，文化是大运河的灵魂。悠
然流过千载的大运河及其灿烂文化，不仅留存于博
物馆、历史遗迹、人们的回忆中，更鲜亮地活在当下，
活在更久远的未来。

我爱树木。
在我的记忆中，始终矗立着

一棵老槐树。
说它矗立，并不是因为它多

么高大、挺拔，恰恰相反，它既不
俊秀，也不繁茂，样子甚至还有几
分丑陋。从我记事起，它就是那
样子，十几年过去了，也不曾有很
大变化。

实际上，它是一棵样貌奇怪
的歪脖子树。在主干长到一米多
高的地方，突然打了个弯。来来
往往的村民总是为此惋惜，它注
定成不了栋梁之才。然而，谁也
没想到的是，有一天它的歪斜有
了一个大用场。

在它枝干弯曲的凹槽处，刚
好 可 以 悬 挂 一 个 大 钟 。 那 个 年
代，每当生产队召集村民上工时，
洪 亮 的 钟 声 便 会 从 老 树 冠 下 响
起，传送到每家每户。

后来我才知道这棵歪脖子树
叫黑槐。也有人说它是本地槐。
可它哪里黑了？我曾在树下绕着
圈打量了半天，一开始百思不得
其解。它细密的叶子和遒劲的枝
柯，与别的树木不同，树冠层层叠
叠、密不透风，站在下面像身处青
山下，远望似山峦叠翠，透着一重
重深深浅浅的绿意，最绿的地方
隐隐如墨。我猜想也许这就是黑
槐名字的由来吧。

时过境迁，黑槐树和它歪脖
子上挂着的铁钟，完成自己的使
命后从此只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而我以为再难遇见黑槐树。

但当调到北京工作时，我大
为惊讶，京城里不但有数不清的、
厚重久远的名胜古迹，更是到处
都 生 长 着 令 我 熟 悉 又 亲 切 的 黑
槐。胡同、小街道总能见到它的
身影，就连长安大街的两侧，也种
满了庄重而质朴的黑槐树。

北京的黑槐，不像故乡的歪
脖子槐树，它们棵棵树冠茂密、枝
干光滑、叶脉流畅、根系顺达。也
并非孤单的一棵，也不是一簇多
棵，而是经过周密规划出来的固

定间距，树冠与树冠相接，根脉与
根脉相连，既能相互关照，又互不
影响，街道不同，树龄也有区别，
树龄不同，形状也迥异。

记得有次在前门大街南边的
胡同里，我看到小巷两边的黑槐
树，一棵棵都像它身后的四合院
一样，有着北京独特的风貌和悠
久的历史。

从树的主干看，可以说每一
棵树都已不太年轻了，有的甚至
是垂暮之年，可即使树身有的残
缺，气场依旧强大，令人顿时肃然
起敬。它们就那样安静地站在胡
同里，和四合院门口的石狮子、石
门墩儿一样，守护着北京城朝代
的更替，见证着历史的变迁和一
代代北京人的喜怒哀乐。

在北京已成为国际大都市的
今天，故宫保留了下来，四合院保
留了下来，小胡同保留了下来，黑
槐树同样保留了下来。看来黑槐

树和故宫一样，是北京城不可或
缺的，或者说没有了它们，北京城
就将黯然失色。

不光是胡同里的黑槐树保留
完好，一次我开车去牛街办事，看
到一棵黑槐树活生生把一条宽阔
的大马路，给“劈”成两半。北京
市为了保护一棵古树，为它让了
路。

在北京久了，我发现北京人
对黑槐树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感，
他们从不把黑槐树叫黑槐树，而
是自豪地称它为国槐。

听这名字你就能想到它在北
京人心中的地位。它还被北京市
定为市树，成为首都地理和文化
的象征。

因为黑槐树的原因，我最爱
农历六月的北京，因为这是黑槐
树的花季。虽是酷暑炎夏，但走
在人行道上，会有清新繁复的鲜
花为我铺路，它们在地面上铺得
精心，铺得细致，铺得严严实实，
那 洁 白 中 略 带 一 丝 丝 绿 意 的 小
花，细细的、碎碎的，悄无声息却
又是如此醒目地，将京城的夏天
烘托得诗意绵绵。

这美丽清幽的花，就是从黑
槐树的枝头落下的。它们将一条
条街道，装点得像一幅幅整洁优
雅的图画，从黑槐树的浓荫下走
过时，脚下像踩着一帧帧波斯细
密画图案的地毯，蝉声断续中，还
时不时有几粒坠落的花米，雨点
一般顽皮地落在头顶和衣襟上。

“槐街绿暗雨初匀，瑞雾香风
满后尘”、“庭前槐树绿阴阴，静听
玄蝉尽日吟”。在中国几千年的
悠久文化中，不但能时时看到吟
咏国槐的诗文，还形成了包含中
国 文 脉 中 士 大 夫 精 神 的“ 槐 文
化”。

偌大的北京城，不是没有别
的树，别的品种的树也不是不会
开花，相反，很多绿化树的花，都
比黑槐树的要鲜艳夺目、更加艳
丽绚烂，但我独爱黑槐树的气节
和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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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来全线通水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来全线通水

千年运河生生不息千年运河生生不息
◆◆本报记者王琳琳本报记者王琳琳

2020 年初，编剧马继红接受浙江
省委宣传部邀请，开始为国内首部多
维度展现大运河新时代巨变的重大现
实题材电视剧《大运之河》做准备。

长 达 半 年 多 的 时 间 里 ，马 继 红
从杭州出发，深入湖州、嘉兴、绍兴、
宁波等地，并走访江苏、山东、河北、
北 京 等 大 运 河 流 经 的 省 份 城 市 ，对
运 河 两 岸 的 生 态 环 境 变 化 、百 姓 幸
福 生 活 、大 运 河 申 遗 保 护 等 方 方 面
面 进 行 了 深 入 采 访 ，一 幅 充 满 生 活

气 息 的 绚 丽 多 彩 的 精 彩 画 卷 ，展 现
在马继红面前。

“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为我打开了
一扇窗，每天站在河边清风扑面都给
我展示出一幅多彩画卷。就在一次次
与大运河的亲近中，我觉得大运河缓
缓地流进了我的心里。”马继红说。

从某种程度上说，马继红就像一
位见证者，见证了这条“沟通南北、贯
通古今”的千年运河，在水质治理河道
新生、璀璨文明保护传承利用、打造旅
游金名片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展开的
新篇章。

本报讯 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与江苏省作家协会
联合举办的“生态大保护绿色转型发展故事”主题创
作实践活动，近日在太湖深处的金庭镇消夏湾生态安
全缓冲区圆满落幕。

近年来，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先后与省作协联合举
办了“扬子江文学驿站”挂牌仪式，合作开展了生态文
学讲座、生态文明论坛和诗词大赛、生态文明采访采
风等活动，动员广大作家广泛开展生态文学创作。此
次举办“生态大保护绿色转型发展故事”主题创作实
践活动，旨在进一步引导广大文学工作者胸怀“国之
大者”，以文学形式抒写江苏人民在生态文明建设伟
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光辉事迹，讲好生态大
保护绿色转型发展的江苏故事，以文学助力新时代生
态文明建设。

活动首站是滨江临海的“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

市。在南通期间，20 多名作家实地走访了五山地区
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南通博物苑和濠南别业张謇故
居，考察濠河水质提升工程。

此外，作家们还赶赴盐城参观了东山精密产业
园，与职工代表座谈了解企业升级改造、环境治理的
感人故事，实地考察大纵湖国家湿地公园。并参观了
苏州光大水务有限公司，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工艺流
程；考察太湖种鹅场、水映长滩生态湿地公园和消夏
湾生态安全缓冲区。

通过采访，作家们切身感受到党的十八大以来，
江苏省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修复、生物多样性保
护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创作热情。苏州诗人
贡才兴在主题创作实践活动还没结束，就捧出了饱含
热情的生态诗篇。作家们表示，将尽快把这次活动取
得的满满收获转化成生态文学作品。 贺震

以文学形式讲好生态保护绿色转型故事

江苏举办主题创作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