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蜿蜒 3200 公里的京杭大运河，联结
南北，贯穿着大半个中国。

我从大运河最北端出发，沿河而下，
跨越地球的 10 多个纬度，途经北京、枣
庄、扬州、杭州。一路所见，是北方缤纷
的落叶，是南方温润的山丘，还有运河两
岸如繁星般的城市。

河流与城市，总是在博弈与生长。
穿越千年，当现代的城市重新拥抱大运
河，大运河拥有了保护、传承、利用、复兴
的故事，重构着城市的形态，带来新的气
象。

未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将在之江
大地上矗立，化为浙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符号和文化标识之一。如何精心保护大
运河遗产、有效传承大运河文化、合理利
用大运河资源，也成为时代的课题。一路
走来，多地的探索，皆是新的启迪。

绿色
这是一条生态之河

曾经的北京，因运河而生，也凭运河
而兴。

千百年来，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与
精神财富沿河北上，不仅为北京的城市
发展打通了经济动脉，也造就了首都的
人文荟萃。

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的通州区迎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大运河通州段占
据独特的优势，必然会成为北京城市副
中心的重要地标。在这样的背景下，我
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通州是如何打造城
市地标，以最大程度发挥大运河的丰厚
价值的。

北上抵达通州时，我正好遇到了下
半年的首个蓝色寒潮预警。大运河北
段，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冷上加冷。

天高云淡，从通州区运河奥体公园
二号码头上的画舫起航，放眼望去，蔚蓝
的河水与澄澈的天空，被岸边的植被一
分为二，宛若天空之境。

沿路攀谈，通州居民始终洋溢着对
建设“城市副中心”的希冀与信心，这份
热情也让天气不再寒冷。大运河的美
景，是居民眼中的骄傲。在我眼中看到
的，却是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重要水
体，大运河在生态方面与城市的和谐共
生，水城共融。

生态治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北京
大运河通州段能够形成如今“蓝绿交织”
的画面，也经历了多个艰难的阶段。在
当地司机的口中，我看到了过去“哭泣”
的运河。

过去的北运河，曾经是一条臭河，河
道平均宽度仅80米。1998年以来，通州
区对北运河进行了多次治理，河道平均
宽度逐渐达到了 200 米，部分河段甚至
扩展到了300米。

水质，是旅游通航的基础。2019
年，大运河通州段实现了 11.4 公里河道
的通航，乘船可途经奥体公园、运河公
园等区域。2021 年，北运河通州段已实
现全线 40 公里的旅游通航。沿河而
下，北运河的旖旎风光终于能被我们全
方位饱览。

如今，穿行在首都，你会发现，人们
正在着力实现大运河生态景观的整体提
升，以生态文明理念为引领，迎接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的到来——

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惊艳亮相，河
道周围建成了约 80 万平方米的景观廊
道，成为新晋的市民网红打卡地；潮白河
森林公园初具雏形，顺义新城生态休闲
公园一期也于 2020 年 5 月开园，全面提
升了潮白河上游区域的整体环境；已经
向公众开放一年多的城市绿心森林公

园，生机盎然，逐渐成为市民喜欢的城市
运动中心⋯⋯

高标准的保护，让大运河融入了城
市生活。可以说，绿色生态，是发展一切
的基础。

将目光转向南方的水乡，我们看到，
从 2020 年以来，浙江一直致力于将大运
河浙江段打造成为“文化浙江”的亮丽名
片，让大运河不断焕发新的光彩。一张
亮丽的运河名片，需要“水生态+水景
观”于一体的综合治理；还要根据不同河
段的景观特色，结合城市发展需求，绿化
运河两岸，铸造一条真正满足人民需求
的生态文化景观廊道⋯⋯

温暖
这条河走进游客心坎

山东枣庄市内的台儿庄古城，是一
个五光十色的霓虹世界。夜幕降临，台
儿庄古城内万家灯火，商贾迤逦。一河
渔火，歌声十里，为在外的旅人带来意外
的温暖，也点亮心中的好奇。

古城位于京杭大运河中心点上，
与其他运河沿线城市一样，得运河滋
养。这里拥有京杭大运河唯一一处古
驳岸、古码头等水工遗存完整的 3 公里
古运河，被世界旅游组织称为“活着的
古运河”。

作为古运河畔唯一一座南北交融、
中西合璧的历史文化名城，城内拥有 18
个汪塘和 15 公里的水街水巷。我在舟
楫摇曳中，不知不觉间就遍游了全城。

白日漫步在古城，入眼的建筑可谓
古色古香，精致耐看。不论是街角的各
式雕塑，还是小桥流水上窥见的层次屋
檐，抑或是中医馆庭院内生机盎然的金
色鲤鱼，都让人忍不住驻足停留，拍照记
录。街道上，黄花菜牛肉面等各色美食
随处可见，扎染等非遗手工体验让人跃
跃欲试。

坐拥丰厚资源的台儿庄古城，进行
着文旅融合的新尝试，为我们带来一条
缤纷的大运河旅游带。在这样一个主题
鲜明的空间里，集中了“吃喝玩乐”与美
景。不必奔波，短时间内就可以有丰富
的游览经历，正是作为游玩者最想得到
的旅游体验。

这也让我想起，中国旅游研究院院
长戴斌在京杭对话主论坛上所发表的观
点，“在规划和建设过程中，首先要以中
华民族的文化地标为导向，更要着眼于
满足本地市民和外来游客对美好生活的
新追求。”

时空不同，感悟却相似。有烟火气
的“古城”，不正是历史记忆的凝结，同时
也满足了现代生活的某种精神需求吗？

戴斌的话很触动我。他说，大运河
文化旅游带是家国情怀，也是人间烟
火。游客要的是触手可及的温暖，而不
是无休止地诉说过去的繁华；他们要的
是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不是规划出的那
些想当然的线路；他们要的是真诚的情
感连接，哪怕是有瑕疵的真诚——而不
是高高在上的说教和戏剧化的表演。

是的，当我们沿河而行时，所说所想
并没有多么“阳春白雪”，但却发自肺腑，
充满热度——

“我们推荐从武林门码头到拱宸桥，
再到小河直街。这个游览线路可以全面
感受京杭大运河，又可以参观典型的江
南民宿。”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交通超级方
便。1-3 号馆真的太用心了，体验 VR，
还可以穿上汉服拍照，太爱这个博物馆
了。”

“扬州的大运河公园、山湾公园占地
面积非常大。京杭大运河上的游船走累
了，就可以坐船游玩，到了晚上灯笼亮起
很美。”

⋯⋯
一句句网络评论，勾勒出我们心中

真实的大运河，有人文，有风景，有烟火
气，更有书卷气。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
对于文化休闲和旅游消费的新需求，正
是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前进的未来方向。

悠远
让这条河永远流淌

《水经注·淮水注》中记载，古运河中
最古老的河段邗沟，“北出广陵，穿过渌
洋武广二湖之间”。其中“武广湖”，即为
今天的邵伯湖。

在邵伯湖西畔，扬州方巷镇的北郊，
隐匿着一座神秘的小渔村——沿湖村。
这里距离镇中心 13 公里，却是扬州唯一
一座纯渔民居住的小渔村，至今依然完
整保留着中国传统渔民的生活习惯和生
产方式。

我跟着沿湖村党委书记刘德宝，走
过村里的木桥、水坝，甚至还去他家逛了
逛。闲谈间，一座小渔村历经的“蝶变”
也逐渐展开。

这个“漂泊”在水上的村落一直经济
薄弱。于是，十几年前，全村开始退养还
湖，渔民“上岸”，在陆地扎根。不过，以渔
为生的传统却并没有被村民丢弃。依靠

特有的“渔文化”，村民们以渔家美食、美
景为名片，“玩”出了独具特色的渔家乐、
民宿客栈、水上船家、传统渔歌渔祭等新

“饭碗”。渔文化博览馆、渔民文化美食
节、渔家书房⋯⋯也在这里相继落成。

此心安处是吾乡。沿湖村的渔民
虽然来自山东、山西、安徽各地，但他们
对捕鱼驾船有着独特的感情，对存留的
物 质 和 非 物 质 遗 产 也 格 外 珍 惜 和 执
着。“渔文化，让来自各地的渔民能够凝
聚在一起，也让我们有别于其他村落。”
刘德宝说。

大运河文化，源自于民，又反哺于
民，也应留存于民。这条奔腾不息的河
流，留下的丰富遗迹遗存，以及依然生长
的活态文化，凝聚着人民的汗水与智慧，
见证了不同时代水利工程、航运技术、生
产生活的嬗变更替。这也成为大运河区
别于其他自然湖海的最大特点。

让这条河一直流下去，让它的故事
被一代代诉说，让大运河的文化遗产可
以完整保留——怀揣着这样强烈的愿
望，于是，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诞生了。

在这座被誉为“百科全书”的博物馆
里，藏有自春秋至今反映运河主题的文
献古籍、书画碑刻等各类文物 1 万多件

（套），多个专题展览运用现代化手段，全
流域、全时段、全方位描绘着美丽的大运
河。除了走进大运河本身，中国大运河
博物馆也让我体验到了一种别样的视觉
冲击。

迈入气势恢宏的展馆里，只见数量
众多的船体模型腾跃空中，形象生动
的木俑明器整齐排列，占据整面墙壁
的河流剖面图宛如电影巨幕⋯⋯这座
兼顾旅游休闲与展示教育功能的博物
馆，向越来越多的人展现着大运河悠
远、动人的历史，也让大运河被更多人
铭记。

如今，杭州运河集团投资的大运河
世界文化遗产公园，正在建设落成中。
京杭大运河博物院、大运河滨水公共空
间、大城北中央景观大道、大运河杭钢工
业旧址综保项目、大运河未来艺术科技
中心、大运河生态艺术岛等众多项目都
将进入我们的视线，也将为大运河的保
护添上更浓墨重彩的一笔。

沿着河流一路走来，感触颇深。一段
段被无数隔世劳力铸造出的大运河，不只
折射出千年和缓沉积的水缘文明，还支撑
着一个文明对繁荣的璀璨梦想。它是传
播中华文明、传承文化基因的重要平台；
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也将成为连接区域
文化、推动发展协同的重要纽带。

大运河，载动千年韵味
本报记者 李娇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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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说风云

不久前，浙产剧《输赢》收官。作为
一部现实主义精品剧作，《输赢》表面演
绎了现代职场上可以衡量的种种得失胜
败，但骨子里蕴含着哲理的味道：真正的
输赢不在于职场沉浮、世俗得失，而在于
内在情感的输赢体验和人心向背。《输
赢》不囿于视觉上的职场日常展现，而是
着力去透视潜藏在青春成长、生活打拼
和事业追求中的人性“输赢”。

该剧将职场剧最容易落入俗套的剧
情从轻飘悬浮拉回到真实状态。剧中所
展现的输赢情节均取材于生动鲜活的社
会现实，这也是作品持续吸引观众的关
键。

剧集围绕一对享誉业界的营销高手
“南周锐”与“北骆伽”间的恩怨情仇来展
开，在叙事上的优胜性、人物冲突的激烈
性、桥段设计的巧妙性、人生命运的复杂
性等方面都可圈可点，显得张力十足，引
人入胜。两个并驾齐驱的销售名将开启
短兵相接的决斗，上演着互不相让的职
场厮杀。

创作者透过商战沉浮来深刻传达“利
他共赢”的输赢观。剧情的巧妙就在于职
场沉浮的背后，不断变化勾勒出公义和私
欲的碰撞、理智与情感的抵牾、商道和心
性的拼争乃至法律与道德的冲突，超越了
一般职场剧的价值观承载范围。

剧中惠康公司的林振威利用被敌对
公司冷落的魏岩并将其发展成暗探；周
锐遭到捷科原来销售团队的冷漠敌视而
一度孤军奋战，危难时刻他培养的方威
也因为私欲开始拆台背叛⋯⋯商战纠缠
的输赢充满功利性，人性的阴险狡诈与
貌合神离跃然于荧屏。与之相对的，主
人公周锐的输赢认知却超越世俗，直至
力图摆脱浮面输赢，甚至面对最终虚位
以待的 CEO 之位也决然拒斥，因为他心
知肚明输赢在人心和善念，不想被认为
投机篡夺而背负骂名。

因此，剧中表现的商战争夺不仅在
胜负，还在于企业的法则和信义，以及真
正为企业长远发展乃至于超越利益、为
整个社会良知服务的“利他共赢”的精神

旨归。最终，输赢是个性良心和自我道
德的输赢。

职场上的角力并没有因为巧取豪夺
而丧失良心，输和赢之间的关系哲学意
味令人佩服，这也是这部电视剧不同于
其他作品，从而摆脱窠臼的出彩所在。

最后，该剧通过“双头鹰”式男女主
人公相爱相杀的人物关系建构与生活流
叙事的珠玉采撷，深入探讨了情感生活
和人性内心中“输与赢”的真正意义。

在主要人物角色身上，商机与职场
的输赢背后，是人生价值输赢的搏斗。
剧集通过缠绕于男女主角情感之间的人
性探寻输赢，他们背后复杂的纠葛，围绕
着年华青春的相生相克搏击，职场争斗
和情感上的相互倾慕而形成交织关系，
也构成了整部电视剧吸引人的魅力所
在。

一方面在商战原则上，骆伽最初以
维持销售达人声名力拼价格，局限于浮
面上的输赢争夺；然而周锐却时常不按
常理出招，不以表面上输赢而失去内在

守则，力图以一种超越性的精神而求取
到心灵的输赢。两人在输赢观上形成鲜
明对比。

另一方面在情感旨归上，也构成了
刚性与柔性之间的爱恨对决。二人在情
感生活中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私下里却
彼此钦佩、相互学习。周锐所表现出来
的职业意识、职业操守、职业精神得到了
骆伽的欣赏和认可，正是这种超越输赢
价值观念的渐趋契合，才让看似水火不
容的双方经受住了考验并收获了成长，
多元跌宕的情感在融合发展中最终走向
了统一，也让包裹着信义、良心与职业理
想的情感观念在无形中传递并得到强
化。

剧集所引导的情感与心灵相契合的
输赢，超越了职场上最看重的成败，从而
更大程度上阐释了有关人性和情感的输
赢主题。

最后，也让观众理解了输赢的真谛——
即唯有超功利性的输赢观，才能真正使
人们的心灵之帆抵达梦想的彼岸。

超越功利的心灵“输赢”
周 星

京杭大运河拱宸桥夜景。视觉中国供图

疏影暗香，交融于水月；高标逸韵，怒放于乾坤。冰
天雪地，千里传信；素萼玉蕤，一枝报春。绝铅华而展天
姿，卜僻处而发香氛。

天生傲骨，非桃李之能比；地孕芳心，惟松竹之可
邻。红靥印淡，寿阳醉眠妆成；翠禽声远，罗浮相晤梦
萦。何逊之知己，扬州漠漠而真切；林逋之爱侣，孤山寂
寂而幽馨。

寻寻觅觅，攀寺山而登虎屿；思思念念，跋翠屏而渡
上林。朔风徒狂，岂惧寒意；海地虽偏，自有芳痕。抱琴
三弄，对群山之黯淡；会心一笑，映孤月之清纯。

影袅娜而曼舞，独怀高洁；光氤氲而浮动，满挹
清芬。哪怕严冬凛冽，无悔斯缘；但惜幽贞独绝，不
负此心。

梅花赋
俞 强

那个小小的隔板，是我的幸福源泉，每每烧饭时，就
派上了用场。

三年级以前，我住在外婆家。夏天有很多时令菜，
秋冬多半就以腌制类的菜主打。外婆看我不喜欢腌菜，
就拿出那块隔板。她在小碗里打一个蛋，撒一点盐，加
入少量的水，把隔板架在锅里，快速地把碗放到隔板上，
盖上锅盖。开始焖饭了，鸡蛋羹的味道也开始酝酿。

外婆烧一阵文火，把柴火从灶膛里退出来。她掀开
锅盖，锅里的白汽就直往天花板上冲。她拿出酱油瓶，
往鸡蛋羹里倒一勺酱油，再撒一点葱花，鸡蛋羹出炉。

我就着鸡蛋羹吃了一碗饭，看着装鸡蛋羹的碗还粘
着一些，就往这个碗再装一点饭，直到碗变得像刚洗过
一样。

在单调的日子里，这个隔板给我带来舌尖的美味。
我爱吃番薯。外婆就拿几个番薯洗净，在米下锅的

时候把隔板架在锅里，把番薯放到隔板上。蒸番薯比蒸
鸡蛋漫长多了，也享受多了。大概过了五六分钟，就能
闻到番薯的味道，一丝丝一缕缕地从锅盖和锅的缝隙中
间钻出来，像遥远的信号，牵动着我的味蕾。随着煮饭
慢慢接近尾声，番薯的味道越来越浓郁。我围着锅灶上
蹿下跳，等待着番薯出锅。

终于，外婆把灶火熄了。我跑到灶台，掀开锅盖。
在一阵浓郁的白汽中，我看到了那几根红得耀眼的番
薯。我顾不得番薯烫，用我的“铁砂掌”把一根根红薯装
到碗里。

我那时候就表现出对吃番薯的仪式感，用指甲戳开
番薯的皮，尽可能完整地把皮揭掉。嫩黄的番薯肉显山
露水了，像鸭蛋的蛋黄。我咬上一口，甜、糯、香、软的味
道就在我口腔里纠缠、弥漫。吃完了一截，我又开始剥
皮，再吃一截，再剥皮。这程序和吃火腿肠无二。

家里的隔板被外婆使用得淋漓尽致，得到了最大的
发挥。热剩菜剩饭、热包子馒头，蒸鸡蛋、蒸番薯、蒸南
瓜，不一而足，总之，外婆爱在隔板上蒸东西。

有一回来了客人，外婆照例用上了隔板。客人吃了
一碗饭之后，外婆说：“再吃一点。”客人摆摆手，表示不
吃了。

外婆说：“我还蒸了南瓜，要不要再吃点？”
客人好似在权衡要不要吃，最后，他点了点头。外

婆就给客人装南瓜。
客人吃了一块南瓜，说：“你家的南瓜甜，不像我家

的那样寡淡无味。”
外婆笑得露出了牙齿，她给客人又装了一块南瓜。
在我上小学之前，隔板是请人用竹子做的，后来是

从集市里买的，铝制的。隔板无论是用什么做的，在我
心里，都是外婆的标签。

隔板上的幸福
范泽木

早上六点多，忽然听到屋外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声
音，像是一群调皮的孩子在无所顾忌地玩闹。

侧耳倾听，那些自在玩闹的当是鸟儿无疑。
它们你一言，我一语，你一啼，我一唱，玩得不亦乐

乎。声音通过空气传播而来，显得极无规律，时高时低，
时疏时密，却颇有些婉转的意味。

我走到窗前，想要寻找这声音的源头，却并没有找
到。初春的天色亮得晚，此时，屋外黑漆漆的，只有对面
楼道里隐约散发出来的微弱灯光，让我朦朦胧胧能看见
楼下的一团树影儿。想要分辨是什么树，却是无论如何
也不能够。

这时节的天气，像是一个人抱着一盆冰水走出房
门，原想把它倒了，让屋里暖和暖和，结果一个趔趄，盆
子打翻了，洒出来的冰块还浇了自己一身。料峭春寒袭
人而来，我不由打了一个喷嚏。

“阿，阿，阿嚏⋯⋯”不知道是不是这喷嚏声惊扰了
那群吊嗓子的小淘气，叽叽喳喳的声音忽然停了下来，
就如同一段乐章还没到高潮就先遇到了休止符。我正
责怪自己的冒失，屋外的“吵闹者”偃旗息鼓之后经过休
整，原先的玩闹声又重新响了起来。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明明重复着同样的音调，
同样的频率，落在耳朵里，却并不那么惹人讨厌。

鸟鸣声在耳边，在眼前，在黑漆漆的屋外，在读过的
万卷书中，也在那过往深深的回忆里。

面对它们，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没来由的，脑海中
忽然泛起昌黎先生在《送孟东野序》里的几句话：“是故
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可能在古人
眼中，春鸟秋虫早已成为一种物候特征了吧？

同样沐浴在徐徐春风里，鸟儿显然要比人勤快得
多。天还未亮，它们就已经起床捉虫、吊嗓子、呼朋引伴
了，很多的人类此时此刻都还沉浸在自己的梦乡里。

老话说得好：“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鸟儿叽叽喳喳，或许就是在唤人“早点起床”吧。早点起
床，早点开启奋斗的一天，于未来，希望和胜算也会更多
一分吧。

清晨的鸟鸣声
潘玉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