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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界

我这么多年不看电视剧
的人，近些日子追起剧来。
一部讲述济宁民国时期的电
视剧《运河风流》，从山东台
半路看到完，又跟济宁台从
头看。剧中不时提到济宁、
济宁城、济宁知事、济宁火车
站、济宁玉堂酱菜、济宁一
品香，等等，听着亲切。

刚刚看到一则视频，吐
槽到西安华清池，每人花
120元门票挨着挤只为看一
个水坑。说的似乎也没错，
试想，若不是历史上大名鼎
鼎的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那
泡过澡，若不是诸如白居易
《长恨歌》等作品的加持，大
概没有人会千里迢迢去看
一个水坑吧。

文学是有价值的，一本
书、一首歌、一部电视剧，带
火一座山、一条河、一座城，
是不乏其事的。最起码我
这济宁人看了电视剧《运河
风流》，明知是以原型编的
故事，仍会百度诸如“济宁
三杰”等关键词的。

一个没有来过济宁的
人，若看了这电视剧，大抵
多会对济宁突然感些兴趣，
最起码会搜一搜济宁吧，这
对提升济宁的城市知名度
绝对大有裨益。

济宁是我的家乡，我在
东北读大学那会儿，说要去
济宁，很多人还搞不清济宁
在哪儿，只好说去山东。听
到的人又问，去青岛、济南
还是烟台啊，我说不是，弄
得我还得从曲阜孔子、梁山
好汉、微山铁道游击队、大
禹分九州做一番解释。若
那会儿有个《铁道游击队》
这样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
讲济宁，便会省去许多向人解释济宁的口舌。

济宁位于京杭大运河的中段，是儒家文化的发
源地，又有梁山水浒义文化作备注。从这个角度理
解《运河风流》编导，将故事发生地放在济宁城，是
再恰当不过的。不管做官、经商，还是修史、做学问
的，无不在这儒家文化大背景下，构筑着其精神家
园。正是这种精神，支撑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
的脊梁。

济宁的人最讲仁义，最讲诚信，也最讲祖宗
的。《运河风流》中，裘大炮一个准备逃跑的将军，听
说亲家将刚刚出生的外孙过继给他而放弃了弃城
逃跑，为了能给自己的后人留下个好的名声，不惜
牺牲生命。日寇兵临城下，明知寡不敌众，各自拿
出家族谱，作为决战到底的精神支柱。这样的故事
情节，在运河岸边的诸多城市里，发生在济宁城最
有意义吧。

应该说一句编导的智慧了，名曰《运河风流》，
大运河从北京到杭州绵延千里，故事发生在哪里最
具有代表性？唯有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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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济宁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运河风流》，以
大运河岸边的济宁城为背景，以真实历史人物顾世
恒为原型，讲述了自1912年以来济宁人民的一段
苦难奋斗史。

剧中的县知事黄子荣正气传家，为官清廉；经
商大户宋鲁生信义为本，诚实经营；学堂先生杨春
早以笔为戈，刚正不阿。这三个人物，并称为“济宁
三杰”。他们带领济宁人民抵抗军阀，勇斗日寇，惩
治贪官污吏，击败黑心奸商，挽救了济宁城的珍贵
文物，保卫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剧情跌宕起伏，悬疑突起，片头线索片尾承接，
人物关系变幻多端，由世代仇家变为并肩战斗，由
宠爱有加直至大义灭亲。描绘了白发老娘的凛然
大义，留日学子的笑对生死，山寇水匪的痴爱苦别，
绿林后人的正义抉择。

法场上，黄子荣几番五花大绑，临刑前眼都不
眨；码头上，宋鲁生履次查找货仓，宁赔钱决不掺
假；河神庙，杨春早热血护卫河碑，枪口下义正辞
严。丫鬟举刀，刺向了死不悔改的汉奸情人，六甲
在身，含悲保住黄家遗腹；妻子明理，力劝当日军翻
译的丈夫潜伏伺机，直至殉国，独自抚养宋家婴孩。

密林中，奶妈临死托孤儿，出手相救是君子；讲
堂上，分文不取办义学，家徒四壁非小人。女匪首
弃匪为民，仁义当先，焉有不纳之理；萃云阁书文宝
藏，不容玷污，敢效鹰犬之劳。

这一场场、一幕幕，凸显了面对强敌不计前嫌、
团结御侵的民族大义，雕刻了大义当先、小我如芥、
为国舍命的群体塑像。突出了人性人情之美，君子
有道之风，高尚纯洁之品，一心向善之德，使人感受
到千年仁义的道德力量，孔孟之乡的深厚蕴藏。

济宁——不愧为孔孟颜曾的故土，无愧于运河
之水的滋养。

惜电视剧没有主题曲，在宣传济宁方面或可添
此一笔。作为热心观众，今不揣冒昧，写一“歌词”，
敬请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济宁三杰颂

船儿轻轻天蓝蓝，运河悠悠出圣贤。此身只为
百姓谋，恩怨生死付苍天。但求一方康宁在，浩浩
正气传百年。

船儿轻轻天蓝蓝，运河悠悠出圣贤。取而有道
君子财，真功真情自声远。埋名为取仁善礼，堂堂
信义传百年。

船儿轻轻天蓝蓝，运河悠悠出圣贤。司马一字
动乾坤，孔孟诸子设杏坛。手中铁笔为民呼，铮铮
傲骨传百年。

我的《济宁三杰颂》
姜永利

水浒英雄故地，元代京杭大运河会通河起
首处的古码头——梁山街道办事处的前、后码
头村，历经七百余年风雨烟云，前世陈迹已深埋
地下，现今辟建为梁济运河港口。前生济州河
与会通河至此衔接交汇，繁荣兴旺；今世日瓦铁
路与梁济运河在此铁水联运，港口格外辉煌。

元代运河码头的兴建

梁山县文物普查时，1996年在前码头村东
北侧地下发现石碑一方。2002年，文物管理
所曾进行试掘，后来“大元新开会通河记事碑”
出土，为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所立。该碑系
龙头龟座，碑头现已和碑身分离淤埋于地下，
碑身只有上部0.60米暴露在外。碑头高1.50
米，宽1.24米，厚0.42米，碑身通高2.68米，碑
文26行，满行71字。

翰林院直学士承直郎杨文郁撰文，少中大
夫礼部尚书张孔孙书丹，奉政大夫兵部郎中李
处巽撰额。碑文介绍了当时开挖会通河的背
景、用工、用料及钱款，详细记载了开挖会通河
的全过程。2003年6月，由梁山县政府公布为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梁山县文广新
局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元朝定都燕京初年，每年需江淮供给粮米
100万担，多用海运。每年沉船耗米达二十多
万担，溺死船夫五六千人。

早在隋大业四年（608年），为东征高丽，隋
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
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即由河南洛阳向
东北经修武、新乡、内黄，由河北馆陶进入山东
境，经临清、武城、历亭（今夏津境）、长河（今德
州德城区西北境），经东光、沧州、静海直达涿
郡（今北京郊区），全长1000千米，赐名“御
河”。其中山东段150千米，明代前称“御河”，
后称“卫河”“卫运河”。

元朝时南粮漕运航道从杭州经运河到淮
安北，转入黄河，逆流西上，至河南中泺镇卸
船，人担、车拉、驴驮，陆运90千米，到卫河边
淇门装船，经“御河”（卫运河）运达元大都。此
道偏西，且逆水行舟，装卸费时费力且慢。

至元十二年（1275年），征南将军伯颜奏
道：江南舟载“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
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国家之利”。伯
颜之说，元世祖忽必烈非常器重，遂成国策。
元朝为缩短南粮北运的距离，解决水陆更替的
繁重，决定将隋唐运河截弯取直，派郭守敬赴
河北、山东考察画图，“为图奏之”。

京杭运河山东段，在元代之前早有开掘。
东晋太和四年（340年），大将桓温北伐前燕，曾
在山东境内南起方與（今鱼台东）、北经亢父和
薛川渚（任城区南与西境）至须城（今东平西
境）开挖运河，长达150千米，沟通泗水、汶水
与济水，后世称“桓公沟”“桓公渎”或“桓水”，
为元代“济州河”的开挖奠定了基础。

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遣
兵部尚书奥鲁赤、刘都水及精算者一人，前往
济州（今济宁），在大汶河上筑堽城坝，挖洸河
引水向南入济州，又从泗河金口坝挖氵府河引水
向西到济州，南北分流，支撑漕运。

至元二十年（1283年），从济宁南30千米
的鲁桥，到梁山小安山西南的码头，共75千米
的济州河挖通了。南来漕船经济州河入大清
河，顺流而下入海，经天津到大都。这条水运
粮道，比元初水陆联运路程大大缩短，且无逆
水、陆运、装卸之苦；后因利津入海口淤积，漕
船无法通行而废止。南来的粮船只好在东平
卸载，经过125千米的陆运到临清，再由御河
（卫河）装船达燕京。陆运必经茌平洼地，阴雨
时节，道路泥泞，艰难万状。《济宁直隶州志·河
渠志》载，这段陆运设8个递运所，每所用民工
3000人、牛车200辆，农民负担太重。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寿张县尹韩仲
晖、前太史院令史边源建议开运河引汶水。次
年，都漕运副使马之贞奉命与韩、史同勘地势；
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尚书李
处巽等，主持开挖小安山湖（梁山泊北移余流）
西南自码头为起点，分梁山泺水源，经寿张、聊
城125千米的运河，至临清会于御河（卫河），
元世祖忽必烈赐名“会通河”。

这段运河修建了 31 座闸门，史称“闸
河”。修通后，比隋唐大运河缩短了900多千
米。据记载，元代运河通航102年，由其北调
的南粮占全国总税粮的5/6，对稳固王朝政权
起到了重要作用。“然当时河道初开，岸狭水
浅，不任重载”，终元一世，“北运每虞浅阻”，时
通时塞，加之元代疏于管理与黄河溃决侵犯河
道，沿京杭运河运输至京师所需粮食，不及海
运的1/10，故漕运遂以海运为主。元代末年，
会通河陷入淤塞，基本废弃。

重开会通河与济州河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灭掉元朝
后，为纪念北方平定，将元大都改名北平。永
乐元年（1403年），朱棣取得皇位后，将北平更
名北京，并从南京迁都于此。这时，重开大运
河成了当务之急。朱棣鉴于政权不稳，没有急
于兴师动众开河。永乐九年（1411年），济宁
州同知潘叔正上疏朝廷，说只要疏浚山东会通
河一段，大运河即可以全线贯通，朝廷急派工
部尚书宋礼驻扎在济宁治河。

宋礼请求朝廷发青州、兖州兵丁和民夫共
16万余人，按照元代的河道路线挖河，3个月
济宁段修通，但济宁分水无法北流，漕船不能
通行，朝廷下令责罚。工部尚书宋礼只好寻找
治河能人，在汶上彩山村遇见了乡官白英，他
给出借水行舟、引汶济运的建议。这便是名垂
青史的《白英策》：漕河无水，关键在于汶上的
南旺，因黄河淤积，成为京杭大运河的最高水
脊、驼峰道，应在地势较高的东平戴村建一座

大坝，遏大汶河水下泄，从旁边修一条小汶河
引水到南旺，南北分流，漕河就可以通航了。

宋礼请白英任治水总工程师，但白英不愿
出山做官。宋礼放下身价，与白英结拜。兄弟
情义之下，白英随宋礼一起治河。为了调控运
河的水量，白英还在汶上到处寻找泉水引入运
河。开挖了安山湖、蜀山湖、马踏湖、马场湖和
南旺湖等5座湖泊作为水柜，在湖泊与运河交
汇处建斗门。夏季汛期可储存河水，冬天河里
没水了，可把湖水调入补充水量。

重开会通河，将被黄河洪水淤积的运道，改
地重新开凿出来。旧道由小安山湖西面的码头
北注卫河，新道改从小安山湖东袁口、靳口至大
安山北注卫河。改道湖东，黄河泛滥时有小安
山湖泊容纳洪水，可提升河道安全；又因地势西
高东低，运道建于湖东，便于引湖水补济运河水
量，利于漕运。展宽浚深会通河道，一般要挖深
到13尺，拓宽到32尺。这样，即便载重量稍大
的漕船，也可顺利通过。河道东移至东平州城
附近的大安山，迅速发展为繁华的水旱码头。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乘船沿运
河途经东平段时，曾赞叹“这是一座雄伟美丽
的大都市”。京杭运河旧道、会通河段起首地
——码头，从此冷落废弃。

宋礼和白英治河8年，大功告成。宋礼带
白英进京复命，而在进京的船上，积劳成疾的白
英不停咳血。自知时日不多，白英交代死后要
埋在南旺湖边，看护着大湖与漕河。宋礼去世
时，也遗言子孙不回河南老家安葬，要和结拜兄
弟白英一起埋在运河边，守护漕河。他们的子
孙世代守运河与祖茔，形成了宋庄和白庄。

南旺分水枢纽是大运河上最具科技含量
的工程，是京杭运河史上的伟大创举，在当今
仍不失为妙手之作，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范
例，具有永恒的研究和借鉴价值。其科学性和
技巧性，可与中国古代的灵渠和都江堰水利工
程相媲美；其建坝设闸的原理，同世界上著名
的巴拿马运河，以及我国兴建的葛洲坝工程，
都有相似之处。

民国初年，美国水利专家方维看到后，曾
无比敬佩地说：“此种工作，当十四五世纪工程
学的胚胎时代，必视为绝大事业，被古人之综
其事，主其谋而遂如许完善之结果者，今我后
人见之焉得不敬而且崇耶”。

重开会通河后，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政
治中心北移，文化中心东移，经济中心南移，促
使运河沿岸城镇迅速繁荣。《元史·河渠志》载：

“舟楫万里，振古所无”。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载，明清小说9部，全

部出自运河流域，其中《水浒传》出自水泊梁
山，《金瓶梅》出自东昌临清……

明永乐九年（1411年），重开会通河。清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夺大清河入海，
将京杭运河会通河在梁山西北部的十里堡村
拦腰冲断。当时，南来船只尚能在十里堡村平
渡黄河，因南来艄公摸不透黄河水性，时有沉
船。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京杭大运河
漕运停罢，会通河废弃。

梁济运河开挖与贡献

1958年，山东省兴建黄河下游位山枢纽工
程——“腰斩黄河，造福人类”，轰动全国，震惊
世界。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东平湖滞洪区，一、二
级湖区水库围堤修建随之拉开帷幕。从1958
年8月，到1960年7月，先后调集4个地区、21
个县和济南军区3个师的部队共计31万人，动
土石方3,115万立米，加固修筑堤防179千米，
新筑围堤100千米，使东平一级湖（老湖区）蓄
水面积由209平方千米扩大为305平方千米；
二级湖区（新湖区）库容面积423平方千米，防
洪标准为44—44.5米。修建了十里堡、徐庄、耿
山口3座蓄洪进湖闸和陈山口泄水闸。

新湖区建成后，1960年7月26日蓄水试
验，蓄水位43.5米，共蓄水24.5亿立米。根据
发现的问题和需要，1963年新建设了二级湖区
石洼49孔蓄洪进湖闸、林辛进水闸和清河门、
司垓出水闸等，建设海拔46米高程、3米至6
米高村台和避水台152座，安置27.6万湖区移
民，稳定便利了生产生活。这是黄河下游最大

的滞洪区，对保障京、津、济南、胜利油田与黄
河下游南北交通，特别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东平湖二级库区蓄水后，地下透析渗水严
重。库外地面阴湿，不利耕种居住。为减轻滨
湖地区沼泽化、盐碱化、地下渗水和积涝，山东
省统一规划，菏泽、济宁地区于1960年开挖黄
河以南梁山县至南四湖90千米新河，始称“湖
西排（渗）水沟”。

东平湖库区围堤的修建，打乱了鲁西南及
梁山县境内排水体系。梁山西部有一条宋金
河，古名济河，是广济河或五丈河的一段，因流
经郓城宋江庄前，俗称宋江河，曾是宋代漕运
的黄金航道。

《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载：“广济河导菏
水，自开封历陈留、曹、济、郓，其广五丈，岁漕
上供米六十二万担”。元、明后，由于济宁以北
运河枯水，曾利用宋金河引黄河水济运，以至
曹、郓间大量淤积而废弃。

到了近代，宋金河仅为鄄城、郓城和梁山
西部排水泄涝河道，直通东平湖、大清河入
海。后因黄河滞洪围堤阻挡，来水只能泄入截
渗排水沟。

1958年以后的几年，梁山县每逢夏秋雨
季，“客水来梁千条路，泄洪只靠一条河”，常积
涝成灾，秋季失收。后在山东省统一规划下，
菏泽与济宁地区又开挖东西向的洙赵新河、东
鱼河、万福河、梁济运河等直通南四湖的泄洪
排涝河，梁山才免除了积涝灾害。

1958年，兴建黄河下游位山枢纽工程。随
着东平湖滞洪库区的兴建，将黄河以南的会通
河道截入库区内，梁山至济宁段的京杭运河完
全断航。省交通厅报经国务院批准，整治京杭
运河，计划恢复航运。

1963年，将京杭运河梁山段改道至东平湖
水库围堤西侧，以截渗排水沟为基础，疏浚治
理后改名“梁济运河”。

为适应航运需要，1966年冬至1967年春，
山东省交通厅决定整治梁济运河航道，标准为
六级，全长25.06千米。

为使运河与黄河沟通，1968年10月，在梁
山县国那里黄河南岸大堤修建入黄船闸一座，
单孔，高10.5米，宽12米，闸室长120米，以闸
代桥，桥面宽7米，1970年6月竣工。后因京杭
大运河淤塞毁坏严重，难以恢复贯通，船闸沉陷
和断裂，报废拆除堵复，带着遗憾走进史册。

新开挖的梁济运河，不仅适应了地理形势
的变化，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和社会经济发
展，而且取代了京杭大运河梁山段的会通河，
作用巨大，十分必要。随着梁济运河的畅通和
兴旺，新修了滨河、滨湖大道，纵贯济宁南北，
全长106千米，将运河文化、水浒文化连为一
体，使之碧水绿树、景色宜人。

多功能的梁济运河，全长90千米，排水
沟、泄洪河、济宁引黄补水道、恢复京杭运河的

新航道、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道、黄河以
南铁水联运的黄金水道及灌溉、改碱保丰收、
营造水泊梁山景观、滋养水浒湿地等，“一河多
能，贡献卓著”。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梁山段，从嘉祥县入
境，在韩岗镇的司垓村西、徐集镇的邓楼，设立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第十二级抽水梯级泵
站。它位于梁济运河与东平湖新湖区柳长河
南端大堤相交处，自梁济运河提水进入黄河滞
洪二级湖库区的南大堤，入东平湖新湖区的柳
长河，实现南水北调梯级调水目标。主干线长
36.14千米，其中利用梁济运河段16.88千米。

南水北调中的梁济运河，既是输水工程，又
是运河航道，按三级输水航道设计。输水航道从
南四湖湖口至邓楼泵站，长58.2千米。利用梁济
运河输水，结合航运沿线共需新建、重建主要交
叉建筑物127座（处），包括新建支流口控制闸7
座，重建生产桥14座，加固公路桥3座，提排站
60座，涵洞引排水沟渠连接段处理43处。

截污导流工程，是落实国务院“先节水后
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具体体
现，是保证调水水质，改善沿线群众生活生产
环境的重要举措，截、蓄、导、用并举，改善生态
环境，确保调水质量。

区位优势与港口建设

梁山县地理区位优越，西临黄河，水源充
沛。1969年，因地势涝洼，推行“旱改水”，试种
水稻。1971年，全县种植水稻12.7万亩，全年
平均亩产503斤，亩产指标首次“过黄河”，跨
上《农业发展纲要》。

1979年后，黑虎庙等公社放淤改土，使泥沙
肥地、清水灌田，两得其利。至1989年，全县引
黄控制灌溉面积80多万亩，淤改25万余亩，冲碱
7万余亩。淤改后的土地，速效氮、磷、钾分别增
加12%、70%、49%，促进了全县农业丰收。

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兴县瓦塘镇，经河南
省，东至山东省日照港，全长1260千米，共设
车站46座，梁山北站是鲁西第一站。车站与
广场风格协调，功能齐全，特色鲜明，成为梁山
县交通领域铁水联运的一大亮点。

2009年12月《济宁港总体规划》中，确定
在梁济运河北端建设布局合理、重点突出、协
同发展的综合性现代化港区——梁山港。

铁水联运项目，是依托国家重点工程——
山西中南部铁路大通道与京杭大运河交汇于
梁山境内的特殊位置而建设，具有得天独厚的
区位优势，最终形成具有“公、铁、水”联运功能
的综合性现代化大型物流园区，2018年10月
1日具备了通航条件。

梁山港口产业园区建设，依托济宁港，围绕
京杭运河铁水联运中心，引领港口工业布局，服
务区域经济发展，建成了1万亩的临港产业园，
打造成了集现代物流、储存基地、互联网+金融+
服务+大物流、临港工业于一体的辐射陕、蒙、晋、
豫、鲁，连接京、津、冀和长三角的现代物流新区。

2022年11月9日，装载着96标箱化肥的
“济港货0002”货船，从梁山港出发，经梁济运
河、京杭运河、长江航道，15日抵达马鞍山港转
海运，最终抵达福建福清港。这标志着山东省
首条河江海联运航线“梁山港—马鞍山港—福
建港”正式开通，首创梁山港河江海联运远航
纪录。此次远航全程2000多千米，历时21
天，费用比公路运输节省30％。

11月17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国家发改
委办公厅正式发布第四批46个多式联运示范
工程创建项目名单，山东省“瓦日铁路—京杭
运河—长江黄金水道—东南沿海”大通道铁水
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入选，成为济宁市首个、山
东省唯一上榜的内河港口项目。

这次河江海联运，展现了山东内河航运的
潜能，对济宁打造“公铁水海空”多式全国联运
交通枢纽城市具有引领带动作用，也为“山东
货”走向全国开辟了新路径，将成为推动山东
中西部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

梁山元代京杭运河码头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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