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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淮安，处处呈现出一派

春来催人勤的景象。位于淮安区

城南的“水上立交”——横跨在淮

河入海水道之上的京杭大运河航

槽，船只繁忙穿梭。

一条大运河连接古今，曾经给

淮安区带来繁荣和富饶，如今又成

为城市发展和复兴的一个支撑。

近年来，淮安区积极落实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战略部署要求，依托

里运河、大运河自然资源禀赋，全

面推进运河沿线环境整治和绿化

美化，全力打造运河绿色生态廊

道。

从“水上立交”沿大运河向北，

汇行广场曾经的老旧厂房、职工宿

舍和船坞被拆除，堆放的石灰、砂

石等被清理，如今这里春花烂漫，

绿树成荫，宛若世外桃源；在大运

河和里运河交汇处，一座融合楚汉

文化和现代建筑元素的灯塔，成为

淮安新地标；黄码大桥至井神盐化

的大运河左岸经过环境综合整治，

同样旧貌换新颜，彩色步道曲折委

婉，树木繁茂，绿草如茵……

“大运河涵养着文化自信，从

大运河中我们能汲取进取的精神

力量，实现淮安城市复兴梦想也必

须抓住大运河。”祁宏感慨道。

目前，我市系统谋划推进的大

运河百里画廊项目，是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的点睛之笔。2022年新春

伊始，淮安区以虎虎生威的气势、

生龙活虎的干劲、气吞万里的精

神，全面掀起大运河百里画廊项目

建设攻坚热潮。

据了解，淮安区将做优“水环

境”，持续推进大运河绿色航运综

合整治。开工建设施耐庵—罗贯

中著书处，加快推进吴鞠通中医馆

等一批名人故居、古民居，以及勺

湖草堂等一批遗址遗迹保护建设

工程。坚持“产、城、人”融合发展

思路，努力将运河沿线打造成具有

经济、旅游、富民等多重功能的综

合性长廊。大力推进国联公园社

区等重点项目建设，增强里运河文

化长廊核心节点功能，努力打造彰

显城市现代风貌、水韵之美的淮安

区“外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文明富庶、市井繁华、风光旖旎的

现代版“清明上河图”，正在淮安区

次第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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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有轨电车
沿翔宇大道向淮
安区而行，有一
站，名为“古末
口”，诉说着淮安
区与大运河息息
相关的历史。春
秋时期，吴王夫差
开凿邗沟，其北端
在淮安区（今位于
新安医院东）与淮
河连接起来。邗
沟入淮之处被人
称为末口。

邗沟作为大
运河的滥觞，让末
口之地成为大运
河的起源地之一，
开启了淮安古城
漫 长 的 历 史 。
2500年来，淮安
古城历经风云变
化，数度兴衰，几
度辉煌。在大运
河的孕育与滋润
下，淮安区焕发新
的绚丽光彩，书写
属于这个时代的
运河传奇。

■融媒体记者
刘权 秦艳艳

“今天的翔宇大道淮安区段曾

是古淮河河道。”淮安生物工程高

等职业学校外聘教授、淮安市政协

特邀文史委员祁宏感叹沧海桑

田。明代万历以前，古淮河由清江

浦向东南转个大湾（即山阳湾），流

经山阳县（今淮安区）城北。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

争霸中原，开凿邗沟，把扬州与淮

安之间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串联

起来。邗沟从扬州附近引来长江

水，经今扬州市的高邮、宝应等地，

在淮安区北的末口与淮河连接起

来。末口由于地处要津，逐渐形成

聚落，人称北辰坊，又称北辰镇。

经过秦及汉初的发展，北辰镇迅速

繁荣，为此后建立郡县奠定了基

础。

在位于淮安区的吴承恩故居

里，主堂屋上高悬“射阳簃”匾额。

古代名人多喜欢用自己的居住地

或出生地为号，因淮安在汉武帝元

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最早设县

时曾叫“射阳县”，吴承恩才以“射

阳居士”为号。东晋晋安帝义熙七

年（411 年）于此置山阳郡、山阳

县。

隋朝为南下灭南陈运兵运粮，

于开皇七年（587 年）疏浚邗沟。

此后，隋朝为了加强东都洛阳与南

方经济发达地区的联系，又对邗沟

进行拓宽疏浚，同时开通永济河、

通济河与江南河，使其同邗沟连接

起来，形成贯通南北的中国东部水

路交通线——隋运河。唐宋时期，

大运河的主要河段、格局和走向都

变化不大。位于末口的山阳县为

楚州治所，有运河之便利，贸易发

达、经济繁荣，发展成为区域性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白居易曾

写诗夸赞楚州为“淮水东南第一

州”。

祁宏甚至认为，隋运河开通之

后，淮安一度成为国内一线城市。

当时的商税记载有力支撑了他的

观点。“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

楚州的商税在全国名列第三，仅次

于开封、杭州。”祁宏说。

宋金战争，给楚州带来灭顶之

灾，经济凋敝，人口下降，由此衰

落。南宋绍定元年（1228年），山

阳县改为淮安县。

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不久

就在山东境内开凿了会通河，北通

卫河，南接泗水、黄河，从根本上改

变了淮河以北大运河的格局和走

向，形成北京到杭州南北向的京杭

大运河。至此，淮安成为极少数完

整见证了邗沟肇始、隋唐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三段历史的城市之

一。“淮安就像一个轴，其北段的大

运河在不断地摆动，但作为轴的淮

安始终岿然不动，真正的‘枢纽

范’。”祁宏说。

元代以海运为主，没有将运河

功能全部发挥出来。自 1415 年

起，明朝政府下令停止海运，大运

河成为国家最主要的商品流通干

线，淮安被激活为大运河上重要的

转运中心，商贾云集，贸易兴盛，繁

华无比。清廷于1686年至 1688

年在宿迁和淮安间开凿了中运河

后，降低了借道黄河行船带来的危

险，淮安的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

淮安人口一度超过50万，与扬州、

苏州、杭州并称为运河沿线的“四

大都市”。

位于淮安古城中心的总督漕

运公署遗址遗产区，是现存最重要

的国家漕运管理机构遗址。漕运，

给淮安区留下了太多深刻的印迹。

用今天的话来说，漕运就是利

用水路（河道或海路）将征自田赋

的部分粮食和其他物资，调运到首

都以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

开支和民食调配的专门运输体系。

隋运河将海河、淮河、黄河、长

江与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接成为庞

大的漕运航线，从此漕运进入大运

河时代，促使包括淮安

在内的运河沿线城市日

趋繁荣。北宋时，楚州

等地设有转运仓，各种

物资由漕运机关统一组

织运往开封。

明清两代，漕运进入鼎盛

时期。淮安位于大运河中段，

黄淮交汇的地方，是整个漕运的关

键之所，每年南方各省近万艘漕船

鱼贯过淮。国家在淮安设立总督

漕运公署，管理天下漕运事务450

余年，为南粮北运贡献至伟。

“在明清时候，由于黄河泛滥，

淮安的土地大量盐碱化，所以很多

淮安当地人吃的粮食也是靠运河

从南方运过来的。至今淮安区方

言还有‘混吃漕粮’一说。”祁宏说，

除了转运漕粮，淮安还消费了一部

分漕粮。

据《山阳县志》记载：“凡湖广、

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属而至

山阳（今淮安区），沿运河北运，虽

山东、河南粮艘不经淮安板闸，亦

皆遥禀戒约，故漕运通七省，而山

阳实咽喉要地也。”位于旧时淮安

府山阳县西北的板闸镇，曾因淮安

钞关的设立而闻名于明清时期。

明宣德年间，中央政府始在板

闸设立钞关，对通过淮安段运河的

一切货物征税。因地理位置的独

特，税源十分充足，每年数以万计

的漕船超额夹带要收税，南货北

上、北货南下要收税，皖豫产品东

下分流也要在此纳税，故税银收取

天下第一。据记载，最多一年可收

七百余万两税银。

淮安钞关也给淮安百姓带来

了“实惠”。《淮关小志》有诗云：“板

闸人家水一湾，人家生计仗淮关，

婢赊斗米奴骑马，笑指商船去又

还。”说的是板闸当地百姓，大多吃

的是过关之饭。另外，批检的货物

也由当地人搬运，这笔费用也不在

少数，以致板闸人家，就是做奴婢

的生活都很殷实。

淮安因漕而盛，也因漕而衰。

1855年，黄河在河南境内决口，夺

大清河改道山东境内入海，不仅影

响了大运河航道，还造成了运道补

水不足。清廷采取了很多措施，未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漕运逐渐停

止。再加上1912年通车的津浦铁

路不经淮安，最终使得淮安在失去

运河的优势扶持后，又没有铁路的

加持，商业繁景不再，人口逐渐减

少，地位一落千丈，一度黯然失色。

●与大运河同生共长

●见证漕运千年兴衰

●借“运”复兴城市梦想

■摄影 朱红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