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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
!

我国正式将大

运河以中国大运河的名称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
!

浚县的卫河作

为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列入了保护和申报的范围
"

专家对此解释说
!

中国大运河

的形成经历了古运河
#

隋唐大

运河和京杭大运河等不同的阶

段
!

从前一提起运河人们只想

到京杭大运河
!

而忽略了隋唐

大运河
"

连日来
!

记者走在中国大

运河浚县段蜿蜒的卫河大堤

上
!

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了万

里长城
"

横亘东西的万里长城

与纵贯南北的大运河这两项杰

作堪称历史上的姊妹篇
!

在人

类文明的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

的篇章
"

然而
!

耐人寻味的是修

筑长城的秦始皇与开凿运河的

隋炀帝均被冠以穷兵黩武
#

横

征暴敛
#

劳民伤财而背上了千

古骂名
!

这两项浩大的工程耗

尽了国家的财力物力
!

导致秦

朝和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昙花

一现的短命王朝
"

曾有古人痛骂隋炀帝
$%

罄

南山之竹
!

书罪无穷
&

决东海之

波
!

流恶难尽
" '

尽管如此
!

隋炀帝修通了

大运河
!

沟通了海河
#

黄河
#

淮

河
#

长江
#

钱塘江五大水系
!

贯

通了南北交通大动脉
!

为促进

中国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繁

荣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

浚县卫河的前身即隋朝时

期修通的一段运河
!

时称永济

渠
!

因流经古卫国之地
!

后称卫

河
"

这段运河从前不仅风景秀

丽
!

而且漕运相当发达
!

正如诗

中所云
$%

云溪燕语卫水舟
!

橹

桨声声入梦来
" '

"!"#$%&'(

淇河系卫河支流人所共

知
!

殊不知古时的淇河曾一度

投入了黄河的怀抱
!

浚县境内

的淇河故道后来被卫河取而代

之
"

%

现在浚县境内的卫河基

本上是古淇河的故道
!

它的名

称在历史上几经变更
!

由古时

的清水
#

屯氏河
#

白沟
#

永济渠
#

御河逐步演变而来
!

并且与黄

河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
" '

站在

(

浚县地图
)

前
!

浚县文物旅游

局张富民指着地图上对卫河
#

淇河和黄河的标注向记者介绍

了卫河的来龙去脉
"

张富民说
!

春秋战国以前浚县南面的黄河

没有完整的北堤
!

由于泥沙淤

积严重
!

黄河河床逐年升高
!

导

致河道逐步向北滚动
!

到后来

与淇河的河道交汇在一起
!

使

淇河在浚县南部注入了黄河
!

这样一来浚县境内的淇河绝

流
#

河床干涸了
"

干涸后的淇河

故道遍布蚌壳类动物的残骸
!

看上去白花花的
!

因而当时人

们称其为白沟
"

白沟便是隋炀

帝开挖的永济渠的前身
" %

直到

现在浚县小河镇境内有一段淇

河故道仍被当地人称为白沟
!

上面还能看到白色的贝壳
" '

张

富民说
"

到了东汉建安九年
*

公元

!"$

年
+!

曹操为了攻打盘踞在

邺城的袁尚
!

在今浚县新镇镇

枋城村南约
%"""

米处筑坊堰
!

阻断淇河流入黄河的去路
!

让

淇河重回故道
!

以便由水路为

进军邺城的人马运送军饷
"

曹

操
%

遏淇水入白沟
!

以通粮道
'

的白沟水运工程开创了浚县卫

河漕运之先河
"

隋大业四年
*

公元
#"&

年
+!

隋炀帝为发展漕运和北征

辽东的需要
!

在曹操开挖的白

沟水运工程的基础上组织民工

开挖永济渠
"

史料中记载
!

隋炀

帝
%

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

人开永济渠
!

引沁水
!

南达于

河
!

北通涿郡
'"

就这样
!

永济渠
%

鸠占鹊

巢
'!

反而让淇河成为其支流
"

")*"+,-./01!&

在浚县的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
!

大运河
%

申遗
'

工作启动后
!

省政协调研组和全国政协考察

团先后来到浚县
!

对大运河浚

县段进行实地调研
#

考察
"

专家

们一致对大运河浚县段卫河的

历史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
$%

大

运河浚县段文化遗存之古老
#

完整
#

丰厚
!

历史价值之大
!

是

较为罕见的
"

它丰富了我国大

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材料

内容
!

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
" '

调研
#

考察的专家们离开

了浚县
!

而浚县卫河沿岸文化

遗存在大运河
%

申遗
'

中的巨大

价值进一步显现出来
,,,

大运

河
%

申遗
'

离不开卫河
"

蜿蜒而又宽阔的卫河大堤

穿越浚县全境
"

记者沿卫河采

访时
!

奔流不息的河水将记者

带回到了卫河古老的历史长河

之中
"

张富民引经据典地说
!

当

年隋炀帝乘龙舟由永济渠直达

涿郡
!

对永济渠的通航能力进

行了全线检阅
!

检阅的结果令

隋炀帝非常满意
"

于是
!

隋炀帝

要利用这条水道来满足他拓展

疆土的需要
!

他前后三次发百

万大军北征辽东
!

这三次征战

的后勤供应主要就是依靠永济

渠来完成的
"

书中对当年永济

渠繁忙的航运景象有着这样的

记载
$%

发淮以南民夫及船
!

运

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
!

舳

舻相次千余里
!

载兵甲攻取之

具
!

往返载道数十万人
" '

由此

可见永济渠的航运能力非常强

大
"

到了唐代
!

朝廷将黎阳仓

之储粮由浚县永济渠运往京

师
"

为增强浚县的漕运能力
!

又

动用两千兵力疏浚永济渠
!

使

浚县段大运河成为当时南北运

输的重要航道
"

永济渠由隋炀帝所开
!

在

后来的唐
#

宋时期又均被当作

皇家的御用河道
!

因而当年又

被称为御河
"

自明代起
!

御河改

名卫河
"

上述一番介绍让记者似乎

对浚县段的大运河有了初步了

解
,,,

毕竟
!

大运河太古老了
"

眼下
!

大运河
%

申遗
'

工作

正在积极进行当中
"

为配合这

项工作
!

张富民近年来致力于

研究卫河
"

他说
!

卫河作为历史

上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

中国航运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

自卫河的前身永济渠开通后
!

中国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
!

南

通杭州
!

北抵北京
!

河道整体上

呈
%

之
'

字形状
!

在运营了
'""

多年后
!

历经隋
#

唐
#

五代和宋
!

到了元代建都北京后将大运河

截弯取直不再走洛阳和西安
!

航程缩短了
(""

多公里
!

形成

了后来的京杭大运河
"

此后
!

卫河的航运业依然

相当发达
!

直至
)"

多年前还可

见木船扬帆
#

渔舟撒网
!

可闻橹

桨声声
#

纤夫打号
!

码头上货物

装卸应接不暇
"

尽管历史上浚县段大运河

的名称多次变更
!

但是河道基

本上还是现在的卫河的走向
"

之所以说大运河
%

申遗
'

离不开

卫河
!

是因为专家们在卫河沿

岸发现了众多与大运河有关的

文化遗存
"

目前
!

被确定为与大运河

有关的卫河文化遗存有
$

公元

!"$

年曹操伐袁尚时在浚县境

内建造的古石堰
!

隋朝时期在

卫河东岸修建的黎阳仓
!

位于

浚县西南堤壕村的宿胥口
!

建

于明代的五孔云溪桥
!

春秋时

期的故城顿丘
!

新镇渡口
#

淇门

渡口
#

屯子渡口
#

圈里渡口等渡

口遗址
!

枋城
#

淇门
#

耿湾
#

申

湾
#

埽头
#

新码头
#

码头
#

下码

头
#

郭渡
#

王渡等众多与卫河航

运有关的地名
&(

金鼓堆
)#(

韩

宰相妹妹筑金堤
)#(

王越修云

溪桥
)# (

泥咕咕大败宇文化

及
)#(

龙槐拦驾
)

等与卫河有关

的浚县民间故事与传说
!

曹操

与袁绍黎阳之战
#

石勒与向冰

枋城之战
#

晋燕枋城之战
#

前秦

后燕枋城之战
#

隋文帝建黎阳

仓
#

杨玄感黎阳起兵等历史事

件
"

正如专家所说
!

浚县卫河

沿岸的文化遗存对大运河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具有无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
"

这些文化遗存犹如

一颗颗闪亮的明珠撒落卫河两

岸
!

展示着这段古老运河特有

的历史文化内涵
"

"234567+,-.

中国大运河如此漫长的流

程与悠久的历史
!

是世界上其

他任何一条运河无可比拟的
"

由隋炀帝发动
'""

余万民

工
#

耗时
#

年修凿的长达
!*""

余公里的大运河无疑是人类发

展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

它

在后来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成

为了国家的生命线
"

%

浚县段大运河是目前河

南省境内唯一尚存于地表的一

段古运河
" '

张富民说
!

大运河

的变迁与黄河的变迁密不可

分
"

由于黄河在历史上发生了

若干次大的水患和河道迁移
!

由隋朝修凿
#

唐朝续修的隋唐

大运河许多河段被黄沙和淤泥

埋入地下
"

这种情况通过在大

运河故道考古发掘出来古桥
#

古码头
#

古仓窑和古瓷器得到

了证明
"

而浚县境内的古运河至今

在地表上奔流不息
!

可谓为

%

活
'

的历史
!

它在研究隋唐大

运河中是不可多得的
"

这段古

运河沿岸的历史文化遗存为数

众多
!

特别是保留至今
#

与大运

河有关的古城
#

古墙
#

古佛在整

个大运河的地面遗迹中称得上

是凤毛麟角
"

浚县的黎阳仓遗

址更令前来调研和考察的专家

学者惊叹不已
"

今年
%

月
(

日
!

位于浚县

小河镇境内的大运河故道出土

了两只古船的残骸
!

同时出土

的还有人的遗骨和两只木桶
"

沉船位于地表
'

米以下
!

为木

质结构
!

船帮厚约
$

厘米
!

每块

船板宽约
)

厘米
!

船板之间用

铁扒锔固定相连
!

船体宽度约

%!!

米
"

由于沉船的另一段船体

仍在河中
!

无法测量沉船的长

度
"

紧靠沉船的外侧有一块带

有柳条纹的残砖
!

经考证系宋

代以前的古砖
"

张富民说
!

沉船是被当地

挖沙的村民首先发现的
!

沉船

上有木桶和人的遗骨
!

说明该

船不是被废弃的旧船
"

人的遗

骨位于沉船的船帮上
!

呈挣扎

状
!

据此推测可能是由于当时

洪水暴发导致人与船同时沉没

于水中
"

那块古砖可能是当时

被洪水冲进河中的
!

从古砖的

年代来看
!

该船应当是宋代以

前的沉船
"

%(&*

年春
!

在浚县新镇镇

枋城村南面的淇河河道出土了

一座古代建筑
!

该建筑呈弧形
!

横跨淇河河床
!

其用料均为长

!""

厘米
#

宽
'"

厘米的石板
!

石

板由重达
'

公斤的铁扣固定相

连
!

整体上像一座拦水坝
"

这座

古建筑的发现
!

与史料中记载

的曹操筑枋堰
%

遏淇水入白沟
'

的历史事件得到了相互印证
"

曹操之所以要兴修白沟水

利工程
!

这还要从当年在浚县

爆发的黎阳之战说起
"

东汉末

年
!

皇权衰落
!

群雄并起
!

曹操

与袁绍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军事

集团
!

双方你争我夺
!

互相讨

伐
"

东汉建安五年
*

公元
!""

年
+!

袁绍的人马向黎阳进攻
!

黎阳之战爆发
"

战争后期双方

进入了相持阶段
"

过了四年后
!

具有雄才大略的曹操做出了惊

人之举
!

他为了彻底消灭盘踞

在北方的袁氏集团
!

决定截住

流向黄河的淇河
!

让淇河改道

重新流入白沟
!

通过白沟便捷

的水路向北进攻
"

曹操实施的这项工程不曾

想被
$""

年后的隋炀帝利用起

来
!

隋炀帝对其加以改造
!

让浚

县成了南北交通的枢纽
"

%(*!

年
!

当地群众在对卫

河清淤的过程中发现了一通墓

志
!

墓志铭中说明墓的主人为

隋末瓦岗农民起义军首领李

密
"

李密当年曾跟随杨玄感反

隋
!

后加入瓦岗军并当上了首

领
"

隋灭后
!

李密又反唐
!

在与

唐军激战中身亡
"

李密死后被

葬在浚县大
!

山西南
!!'

公里

处
"

书中记载
!

李密死后
%

以君

礼葬黎阳山西南五里
!

坟高七

仞
'"

河道中怎会有李密的墓

志
-

这里有两种可能
!

一是由于

李密墓早在元代以前即被盗
!

墓志可能是被人丢弃到河中

的
"

另一种可能正如张富民所

说
!

卫河在当年可能出现过改

道
!

将李密墓淹没在了河中
"

眼下
!

我国
%

大运河保护与

申遗
'

工作已经拉开序幕
"

大运

河浚县段出土的古墓碑
#

古建

筑
#

古沉船及其他一系列的历

史文化遗存为这项工作提供了

历史性的实物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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