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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济
宁

运河之水，悠悠流淌，宛如一条灵动的
绸带，贯穿济宁大地。作为东夷文化、华夏
文明、儒家文化和运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
一，济宁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更见
证了大运河的辉煌与变迁。

这个被称为运河之都的古城，其历史地
位举足轻重。元明清三朝，这里设有最高司
运机构河道总督衙门，掌控着运河的航运命
脉。在中华历史的长河中，它以其独特的地
理位置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中国南北
交流的重要枢纽。它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
淀，见证了运河的兴衰与变迁，至今散发着
独特的魅力。

（一）

济宁，古称任国，这里孕育了无数的文
化巨匠。人文初祖黄帝，儒家至圣孔子、亚
圣孟子、复圣颜回、宗圣曾子，史学家左丘明
皆诞生于此。在这片土地上，“三孔”——孔
府、孔庙、孔林，与京杭大运河被列为世界文
化遗产。大运河纵贯全境，主航道210公
里，航运能力达1亿吨，成为连接中国南北的
重要通道。

追溯往昔，济宁运河的开凿，宛如一部
波澜壮阔的史诗。那是人类智慧与勇气的
结晶，是对自然的挑战与征服。而济州河的
开通，则是中国大运河历史的一个重要节
点。《元史·河渠志》曰，“济州河者，新开以通
漕运也”。虽只寥寥数字，却蕴含着改写历
史的磅礴力量，掀开了一页波澜壮阔的篇
章。那是一段改写历史的篇章，济宁先民历
经20余年新开凿的150余公里河道，让迂回
曲折的大运河得以改道。曾经，大运河犹如
一条蜿蜒前行的巨蟒，行程漫长且艰难。而
济州河的开通，恰似一把神奇的利剑，将它
漫长的航道拦腰斩断，一举缩短了整整 900
公里的航程。这一巨大的改变，不仅仅是数
字上的缩减，更是时空上的重塑。

济州河通航后，元朝调整驿路，使得济宁
成为交通要冲，迅速崛起成为繁华的城市。
运河载着南来北往的船只，带来了各地的物
产和文化，不仅促进了南北交通的便捷，更让
济宁这座城市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而南旺枢纽，无疑是运河上的一颗璀璨
明珠，是运河工程的伟大杰作。明永乐年
间，为了解决山东段运河因水源不足无法通
航的问题，时任工部尚书宋礼接受汶上民间
水利专家白英的建议，动用6个府16万人，
历经数年在南旺创建分水枢纽工程，保证了
运河漕运在明清两代500余年畅通无阻。
这个工程在戴村筑坝建分水枢纽，使汶水西
行，从南旺入运河，七分向北流，进入漳河、
卫河；三分向南流，进入黄河、淮河。民间流
传的运河在此“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之
说，也是由此而来。这一工程展现了古人卓
越的水利智慧，它调控着水流，宛如一位精
准的指挥家，让运河之水有序地流淌，保障
着航运的畅通。

南旺作为运河的最高点，其分水工程解

决了大运河跨越水脊的难题。这个大型综
合性水利水运枢纽，是大运河上最具科技价
值的节点之一，代表了17世纪工业革命前
世界土木工程技术的最高成就，凝聚了数代
乃至数十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被称作

“北方的都江堰”恰如其分。在那个科技尚
不发达的年代，凭借着经验与智慧，先人们
硬是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出了如此精妙的水
利设施，它的建造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奇
迹。

当我在这个初冬时节来到南旺枢纽遗
址公园，站在昔日的运河之脊河床内，遐想
着这里当年奔腾着的水流，心中不禁涌起对
礼贤下士的官员宋礼、民间专家白英和历代
能工巧匠们的无比敬仰之情。他们用聪明
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不朽的传奇，
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二）

明清时曾有一曲流传甚广的《竹枝词》：
“济宁人号小苏州，城面青山州枕流。宣阜
门前争眺望，云帆无数傍人舟。城中阛阓杂
嚣尘，城外人家接水滨。红日一竿晨起候，
通衢多是卖鱼人。”详尽地为我们描摹出了
济宁的水乡风情和城市特色。我的家乡苏
州被称为“人间天堂”，曹雪芹先生也在他的
《红楼梦》开篇里称苏州的阊门为“红尘中一
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而古人把济宁比作“江
北小苏州”，赞美因运河而兴的济宁，不仅宛
如苏州一样的富饶和繁华，骨子里也充溢着
江南水乡灵动的气质，怪不得我每次来到这
里，总有一种莫名亲近的情愫。

元人贡奎在《济州》一诗中写道：“旧济
知何处，新城久作州。危桥通去驿，高堰裹
行舟。市杂荆吴客，河分兖泗流。人烟多似
簇，聒耳厌喧啾。”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济宁的
情景，而今的济州今非昔比，危桥连接着驿
站，高堰包裹着行舟，市集中混杂着各地的
客人，兖泗之水在此分流。那密集的人烟，
喧闹的声音，也无不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活力
与生机。

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
更是详细描述了济宁的盛况：“离开济南府，
向南走三日……这里盛产鸟兽等猎物，并出

产大量的生活必需品。”他接着写道：“第三
日晚上便抵达济宁，这是一个雄伟美丽的大
城，商品与手工艺制品特别丰富。”想象一
下，那热闹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来自荆
吴之地的商客，操着不同的方言，交易着琳琅
满目的商品，那是怎样的一幅繁荣景象。他
笔下的济宁是一个雄伟美丽的大城，商品与
手工艺制品丰富多样。城的南端，大运河奔
腾而过，船舶往来如织，吨位与数量令人惊
叹。那些满载着价值连城商品的船只，见证
了这座城市在运河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这一切，都源于元代京杭大运河的截弯
取直和这一段济州河的开通。刹那间，南来
北往的船只穿梭于河道之上，带来了各地琳
琅满目的物产。南方精美的丝绸，那细腻的
质地仿佛在诉说着江南水乡的柔情；清香的
茶叶，每一片叶子都散发着山间云雾的气息；
精致的瓷器，那细腻的釉色和精美的图案展
现着高超的工艺。北方厚实的皮毛，带着草
原的豪迈；珍贵的药材，凝聚着山川的灵气；
丰富的矿产，闪耀着大地深处的神秘光芒。

300余年前，我的苏州老乡戴阿大也坐
船来到济宁的南门口，发现了这里的水陆交
通便利和商业的繁华，于是便在此开设了酱
菜铺，取字号“姑苏戴玉堂”。因戴氏经营的
酱菜兼蓄了南北风味，而且经营有方，深受
百姓喜爱，迅速成为济宁的第一大字号。济
宁古运河上唯一的廊桥——玉堂桥，就是以
它命名的。

与此同时，不同地域的文化也随着船只
的往来在此交融碰撞。江南的吴侬软语，塞
北的粗犷民歌，中原的儒雅学风，交织成一
曲丰富多彩的乐章。人们的生活不再局限
于本地的风俗，眼界变得开阔，思想也变得
活跃。

经济的繁荣更是显而易见。商铺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街头巷尾充满了吆喝声和讨
价还价声。贸易的兴盛带来了巨额的财富，
城市的建设日新月异。高大的城墙拔地而
起，宽阔的街道纵横交错，华丽的建筑鳞次
栉比。

不仅如此，人才也纷纷汇聚于此。仅运
河总督署就有田文镜、于成龙、林则徐，还有
我的苏州老乡吴县人吴大澂、王守，吴江人
盛应期、周用，太仓人王在晋、凌云翼等在此
任职。文人墨客更是被这座新兴城市的活
力所吸引，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能
工巧匠们更是凭借精湛的技艺在此安身立
命，创造出了无数令人赞叹的杰作。

（三）

在任城区沿着运河漫步，“运河记忆”历
史文化街区映入眼帘。这里起源于明朝，在
清朝逐渐发展成为繁华的商业街区。东大
寺的庄严、太白楼的诗意、天井闸的古朴，每
一处文物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在这里你
可以深切感受到济宁运河的历史和文化。

走进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的东大寺，那精
美的建筑工艺令人赞叹。飞檐斗拱，雕梁画
栋，其建筑风格独特，融合了中国殿式古建筑
和阿拉伯伊斯兰的特色，诉说着运河带来的
海内外交流的往事和数不清的故事。每当夜
幕降临，寺内灯火通明，与运河的波光交相辉
映，构成了一幅异彩纷呈的美丽画卷。

太白楼，曾是唐代贺兰氏经营的酒楼，
相传也是诗仙李白和古代文人墨客雅集赋
诗的地方，更是见证了无数诗词歌赋的诞
生。李白在济宁生活了23年，在此写下了著
名的《任城县厅壁记》。家门口的太白楼，是
他呼朋唤友常去的地方。虽然酒楼已历经
迁移和重建，但当我来到这里漫步，仍能听
到历史的回声在耳边轻轻响起。登上太白
楼，俯瞰着运河两岸的风光，遥想当年，诗仙
和文豪们都已随风而去，只留下他们脍炙人
口的诗文和传世的墨宝，我的心中不禁涌起
万千感慨。

而古老的天井闸，作为运河水利设施的
一部分，见证了运河水的涨落，静静地诉说
着过往岁月的繁华和沧桑。虽然它已不再
承担当年重要的水利功能，但它依然是这片
土地的灵魂所在。站在天井闸上远眺古运
河，风光旖旎、水天一色，令人心旷神怡。这
一刻，时光仿佛静止，世间的喧嚣与纷扰也
被抛下，唯有这古老的闸身，流淌着的河水，
还有我那颗沉醉的心。

穿行在“运河记忆”街区中，你会发现这
里不仅保留了古代的建筑风格，还融入了许
多现代元素，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浓郁而独
特的风土人情。街边的小吃摊，散发着诱人
的香气。我忍不住止步去品尝那热气腾腾
的糁汤、香酥可口的煎饼、鲜嫩多汁的夹饼，
这些小吃让我垂涎欲滴，欲罢不能。这条街
上既有地道的鲁菜，也有淮扬菜、苏帮菜和
各地的美食，还可以购买到剪纸、陶瓷等精
美的手工艺品。在这里，运河既是具体的，
又是抽象的；既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

（四）

济宁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这里你可
以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又可以看到现代
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济宁市政府在保护传
统文化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文化的创新与
发展。

济宁市举办“孔子文化节”“孟子文化
节”等活动，传承和弘扬儒家文化，还积极推
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2024“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山东主场城市活动暨大运
河申遗成功十周年庆祝活动在济宁的汶上
县举办。汶上县高标准打造南旺枢纽博物
馆，建设大运河文化遗产廊道，积极推进41
公里的大运河步道建设，开通“又见运河·非
遗精华之旅”精品旅游路线，焕发运河千年
文脉“新活力”，成为济宁运河文化传承保护
发展的一个缩影。

我们在和任城区交流和在太白湖新区
的济宁市博物馆参观时，很欣慰地听到、看
到这里深耕运河文化，以传承和弘扬大运河
文化为使命，将运河带着“烟火气”和“文化
味”融入生活带来可喜的效果。2021年，他
们开展的“我家就在岸上住·大运河的故事”
系列活动——流动博物馆“中国运河之都·
济宁”走进社区，开展济宁运河文化的宣讲
普及活动和“——你好，运河”走进小学，向
孩子们宣传普及济宁的运河文化，让学生们
走进济宁市博物馆，专注聆听济宁大运河的
动人故事，引起广泛的反响，也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在济宁这片土地上，你可以看到历史与
现代的交融，也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化的碰撞与融合。带着烟火气和文化味融
入生活的运河，更是这个城市深刻的记忆、
文化的传承和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在这里，
我们既能触摸历史的厚重，又能拥抱现代的
活力，这种交融让济宁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
能。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也使济宁成为了
一个充满魅力的城市，吸引着无数海内外人
士前来探访与体验。

运河温润的风，轻轻拂过我的脸庞，带
来了穿透历史的幽深气息。这风润泽了岁
月，芬芳了生活，是济宁的灵魂低语，是历史
的深情诉说。在这风中，我们聆听了济宁的
心跳，感受着它的温度。它带着历史的沉
香，携着未来的憧憬；它润泽了古往今来的
梦想，孕育了无数的希望与美好；它滋养着
这片土地上的儿女，让这座城市的故事愈发
醇厚迷人。

当风再起时，济宁将伴着那灵动的韵
律，舞动出更加精彩的明天，而我将在这风
中沉醉，畅想，与这座城市一同飞翔。愿这
风永远吹拂，让我们铭记济宁与运河的不解
之缘，感受这座城市的千古风华，心怀着对
运河的感恩，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迎着运河
那温润的风，走向更远的地方。

运河风华润济宁
图文 周伟苠

摔跤 扳骨碌儿，撂个子儿，来了
一对儿小胖子儿。支起架，叉开腿儿，
瞪着眼珠绷着嘴儿。夹撇子，下绊子
儿，屁股摔成两半子儿。爬起来，没有
事儿，咱俩还是好哥们儿。

耍狮子 咚咚锵，锵锵嘁，兄弟两
个耍把戏。我当尾，你当头，玩个狮
子滚绣球。大棉袄头上顶，咱们的狮
子真威风。摇摇头，晃晃腚，高兴，高
兴，真高兴。

斗拐 硌硌蹬，硌硌蹬，搬起拐子
向前冲。一条腿，单脚蹦，二人拐子
硬碰硬。一个压，一个顶，你来我往
打冲锋。不歪不倒是好汉，歪了倒了
是狗熊。

扣花瓶 扣，扣，扣花瓶，张家的
闺女十二龄。金菩萨，银菩萨，大妮
儿、二妮儿跪下吧。扣，扣，扣花瓶，
张家的闺女十二龄。金菩萨，银菩
萨，大妮儿、二妮儿起来吧。

跳山羊 山羊、山羊咩咩叫，大家
来玩儿山羊跳。大羊大，小羊小，大
羊带着小羊跑。

你在前边弓起腰，我在上边猛一
跃（方言yao音）。跳完我再当山羊，
你也学我来一招。跳山羊，山羊跳，
蹦蹦跳跳身体好。

剌剌秧 一步剌剌秧，二步喝面
汤，三步挑韭菜，四步摞起来。

扽紧紧 扽，扽，扽紧紧，腰里掖着花手巾。带（方言“喜
欢”“愿意”）开不开，吱喽过来。炸，炸，炸果子，腰里戴着皮
锁子。带开不开，吱喽过来。

抗膀子 抗，抗，抗膀子，太阳地儿里拉场子。抗抗膀，碰
碰肩，把你撅到一边边。比比力儿，较较劲儿，玩得浑身冒热
气儿。西北风嗖嗖的，冻得懒虫抽抽的。

小小孩儿，火力旺，三九严寒玩儿得棒。饿的是懒，冻的
是闲，不懒不闲好少年。

骑马打仗 雉鸡（音jiji）翎，耍大刀，咱的兵马任你挑。任
你挑，任你选，哪个兄弟不服咱。咱兄弟，我你他，骑马打仗
顶呱呱。我当头，你当腚，小弟骑在正当中。骑当中，号令
发，四蹄撒欢哒哒哒。哒哒哒，马蹄急，一马当先夺第一。

背大个 腚对腚，背靠背，两个小孩结成对。我背你，你
背我，你是兄弟我是哥。兄弟俩，个般高，你翘腿来我弯腰。
弯弯腰，撅撅腚，咱们玩个海里蹦。海里蹦，天天做，锻炼身
体长大个。

那
时
的
游
戏
与
儿
歌

泥
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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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梁
方
苏

那年暑假，战友盛情邀请，我们一家三
口来山东游玩。到了山东，曲阜的孔府、孔
庙、孔林自然不能错过。战友单位临时有
事，把我们放在曲阜，就匆匆返回泉城。

游览了孔府和孔庙，坐着电瓶车，按照
网上的攻略，直接来到马路边的馅饼店吃午
饭，冷热荤素都有，性价比高，3人花了69
元，好吉祥的数字。

下午转了孔林，时间尚早，去酒店休息
到华灯初上。肚子饿了，想想还是去中午那
家馅饼店喂脑袋。一出酒店，看见一位50
多岁的人，正坐在人力三轮上等客。刚一开
口询问路线，非要拉着我们去。感觉这人也
顺眼，就说了那条路的门牌号。

走了50米，我们在车上聊起馅饼店的
名字和晚上吃什么。那人听见了，直接停下
来，用浓浓的胶东话说：“青年，建议你们家
不要去了！”

糟糕，遇上黑三轮车，肯定是兼职导餐

收回扣的，我的脑袋顿时大了。那人似乎看
出我一脸惊诧，却显得很淡然，指了一下。

“从这左转，步行30米，就有一个同样的店，
你说的那家馅饼是连锁的。”

原来是误会了人家，我实在不好意思，
就问这段路程如何给钱。那人摇摇手，说
道：“给什么钱，权当我给你导游，记着曲阜
的好客就行。”原来，孔圣人门前蹬三轮的也
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真的，按照那人的说法，我们很快又进了

一家店，似乎比中午的还大。一问服务员，原
来这家才是总店。“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
戚”，真为自己刚才的错觉感到惭愧。馅饼很
香，太好吃了，咸粥味道适中，价格也很可爱。

吃完饭回去，将近8点半了，那人还在酒
店门口等待着出行的人。我笑着打招呼，很
感激的样子，那人却很淡然。递上一支烟，
我和他聊了起来。

这人是烟台那边的民办老师，跟着儿子
来到曲阜。老伴帮忙看孙子，自己事情不

多，租个三轮混个好心情。因为经常帮人，
一年到头赚的钱刚够饭钱。

“孩子有出息，也不差这几个钱，劝俺好
多次，不让干。没有事情干，原先的老伙伴
都不在，聊天也没有个人，真闷得慌，骑着车
跟着游客转一转，就是图个自在。”

我点头不已，心里琢磨，在部队早就感
觉，在外闯荡的山东人有个特点，在外干得
不好，一般不回故土，不然怎么有“天南海北
山东人”的说法。

这个在曲阜呆了不到5年的人，因“多
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让人折
服。难怪，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学思想在中国
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曲阜真好，城市不大，是儒家文化的发
源地，更是尊崇儒学的文化名城。游览曲
阜，不仅可以欣赏古建筑群，还能追寻两千
年来儒家文化的蕴含，感受传统文化的深
厚，体验山东人的美德。

酒店门外的三轮师傅
山西大同 孤峰

外地人看济宁

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