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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运河港口话曾经
■申卫华

1976年1月，新成立的苏北

运河统一管理单位——江苏省

运河航运公司，终于在大闸口南

的轮埠路一号挂牌营业。该公

司是当年清江浦最大的公司，更

是集港、航、闸、站、厂、运（输）等

于一体的万人单位。

千里运输船为先，运河运输

港相连。运河运输离不开港口，

如果没有港口，就等于公路缺少

了车站。而从运河航运公司成

立的那一天起，这苏北运河从南

到北的港口，即镇江、扬州、淮

阴、徐州四大港，也划到了它的

麾下。

有人不禁要问，这镇江港地

处苏南之地，咋也隶属于苏北运

河？其回答自然事出有因：首

先，其地理位置融南汇北。因为

镇江肩挑长江、运河两条黄金水

道，其江河交汇的地理优势，将

全省水上运输的枢纽揽入怀中，

运河当然不会旁落。其次，其货

物周转由长（江）转运（河）。因

为全江苏，包括华东五省一市的

大量物资，需从镇江港中转，尤

其是运往苏北运河沿线各座地

级城市的货物，运河的作用不可

替代。再次，其企业管理扬长避

短。因为镇江远离武汉的长航

管理局，如果归该局管理，则鞭

长莫及。所以归属处在淮安的

江苏省运河航运公司统管，也在

情理之中。

说过镇江，再表扬州。扬州

港，居苏北运河最南端，处于长

江的下游。是淮阴、盐城、南通

部分河道的入江口。而追溯历

史，扬州港可谓历史悠久，其开

埠也在公元前，有 2000 多年

历史。而扬州港务管理处，是在

1966年 2月与扬州市运输公司

划分后成立的，时间虽然短暂，

但作为苏北运河统管的港口，肯

定是运河排头。

然后，顺着运河北上，就到

了当年的淮阴，也叫清江港。清

江港，位于苏北运河中部。由于

当年的淮阴没有铁路运输，因而

决定了港口中转的重要地位。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致使港区分

散，点多线广，而码头货场多为

货主自有。所以，与镇江、扬州

两港相比，其机械化难以配套和

布局，给统一管理带来一定的困

难。

至于徐州的邳县港，则是四

大港口中级别最高、实力最强、

管理最好的港口。该港位于江

苏省的西北部徐州以东70余公

里的运河镇，居陇海铁路东段与

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而邳县

港务局则成立于1958年，是国家

规划整治京杭大运河苏北段时，

为解决北煤南运，输运徐州、山

东的煤炭，为减轻津浦铁路南段

的压力，决定在邳县扩建煤炭中

转港。从此这扩大后的煤炭港，

在苏北运河中，论港口规模最

大，在其他三港均为科级单位的

情况下，唯有邳县港是县处级，

与当年的邳县县政府平起平坐。

坐落于清江浦区的江苏省

运河航运公司，在当年为了加强

对四大港口的管理，专门成立了

港务科。在港务科的直接领导

下，仅仅十年时间，四大港口就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统

管前，各大港口属于地方管理

时，由于财力有限，不可能拿出

足够的资金用于改善港口条件、

增添港口设备、扩大港口规模。

唯有苏北段运河实行港口统管

后，国家就根据“运河综合投资，

综合开发，综合治理”的原则，每

年都投入相当数额的资金，用来

改善各大港口的生产条件，使运

河港口的机械化程度，登上新台

阶，迈上新高度。

仅以邳县港为例，港口扩建

工程一项，国家就投资一千多万

元。其中在装卸一区，就用百万

元装置一股道螺旋卸煤机和斗

轮机，用以卸车和进行堆取料作

业。而这样的配套成龙，在邳县

港比比皆是，其机械化水平，发

展到1985年，已达到75%，在整

个苏北运河遥遥领先。

镇江港则变化更大。从港

口的码头、仓库、泊位到岸线，全

面启动。仅1975—1980年，就

建好了150米长的驳岸，回填土

方四万多立方米，增加泊位12

个，使年吞吐量大幅提高，从

1976 年的 170 万吨，增加到

1985 年的 250 万吨，增长近

40%。

至于扬州和清江港，则扬长

避短，充分发挥自己的地域优势

和特长。在争取国家投资以及

自筹资金的基础上，不断改善港

口条件，加快机械化的进程。如

清江港自筹30多万元，在市区红

卫桥上游，兴建了红卫桥码头，

为发电厂煤炭装卸提供了有力

保障。说到清江港，在当年港口

码头分散的困难条件下，还因地

制宜，采取了“分区管理，分区使

用，分区维修，分区核算”的办

法，使港口管理和机械化的程度

全面提高。

而进入21世纪，这港口的统

管已成为历史。但它曾经的辉

煌，应该载入运河发展的史册。

相传古时期，淮安年年洪水肆虐，受灾民众常

常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朝廷下旨在淮安城中心

修建一座能镇住洪水猛兽的楼宇——镇淮楼。

太守接到圣旨后，不敢稍有怠慢，立即向所辖

各乡镇发布了增加摊派款项和增派挑水民工的通

令。原本生活就十分困难的百姓被逼得怨声载

道，叫苦不迭。这一切，都被一个名叫文芳的姑娘

看在了眼里，她暗暗拿定主意：一定要想方设法帮

助乡亲们摆脱苦难。

一天，她坐在家里正紧锁眉头思虑着，门外进

来一位拄着拐杖的白发老者。他走到文芳面前，

微笑着对她说道：“姑娘，听说你想要解决建造镇

淮楼的取水问题？”文芳疑惑地看着老者，苦涩地

点了点头：“是啊，您老怎么知道？”

老者接着说：“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姑娘，但

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啊，你愿意吗？”

“只要能帮助乡亲们摆脱苦难，我愿意付出任

何代价！”文芳握着拳头坚定地回答。

老者若有所思，微微点头，捋着胡须说道：“好

吧，那我就帮你实现这个愿望，你只要按照我说的

去做就可以了。你得献出一头秀美的青丝；要解

除百姓的苦难，你还得献出美丽的右眼珠……”

一个激灵，文芳被惊醒了，原来是自己在考虑

问题时，睡意来袭而睡着了，做了一场“南柯梦”。

就在太守为建造镇淮楼取水之事愁得焦头烂

额的时候，事情竟然出现了转机。这一天，他忽听

大堂外鼓声大作，一个小吏急匆匆地跑进来禀报：

“禀报大人，府衙前有个叫文芳的姑娘击鼓求见献

策。”文芳大大落落地跨进大堂，一边面对着太守、

一边当着众人的面说道：“太守大人，只要你停止

征收摊派、征派民工，我可以帮你解决造楼取水的

问题，而且由我一人把镇淮楼造成。”

太守半信半疑，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硬

着头皮说：“那好，只要你能使镇淮楼如期竣工，我

答应你停征费用和民工，并放回所有的民工。”

于是，文芳请来了十名老人出庭作证，当堂立

下了生死状。只见文芳来到了高高的古城墙上，

伸出右手食指，狠命地往右眼上一挖，顺手向空中

一抛。抛出的眼珠顿时化成一座雄伟壮观的“镇

淮楼”，从九天飞落下来，稳稳地坐落在城中心的

空地上。人们都被眼前的一切吓呆了，还没等反

应过来，文芳又毫不迟疑地用右手一把一把地卷

起黑发用力拔下，等一头的青丝全部拔完后，她奋

力向天空一抛。说起来也真怪，这把青丝在天空

打了一个旋之后，忽听一声巨响，青发顿时化作了

一条碧流翻波的长渠，源头连着运河水。从此，淮

安百姓随时都能吃到甜美的运河水了。

等缓过神来的人们，捧着礼物纷纷登门致谢

的时候，这位文芳姑娘家早已人去屋空……人们

为了永远不忘这位为民谋福利的文芳姑娘，便把

这条纵横环绕全城的长渠取名为“文渠”，一直流

传至今。

以上是淮安镇淮楼和文渠来历的民间故事。

运/河/物/语

杨士琦(1862—1918)，字杏

城，安徽泗州梁集（今属盱眙）

人，在淮安城出生长大，光绪八

年顺天乡试举人。历任李鸿章

及袁世凯的总文案、农工商部侍

郎、署邮传部大臣、政事堂左丞、

轮船招商局董事长等职。著有

《泗州杨尚书遗诗》《世说新语

补》四卷。

杨士琦生逢乱世，家道中

落。曾任漕运总督的祖父杨殿

邦，因弃守瓜州，扬州城落入太

平军之手，被免职，充军发配新

疆，后散尽家财才免于流放，以

待罪之身在军中效力，不久死

去。父亲杨鸿弼，工诗善文，擅

长书法，连考十次举人皆败北，

靠在袁世凯叔祖父袁甲三手下

当差维持一大家生计。杨士琦

在贫寒中发愤读书，16岁考上秀

才，21岁时与哥哥杨士晟同时考

中举人。除《四书》《五经》之外，

杨士琦还广泛阅读史书、诗歌、

小说，酷爱《世说新语》，每日翻

阅，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曾收

集多个版本，精心校点，并出资

刊印《世说新语》校补本，还写了

一篇序言，表达自己与此书的不

解之缘。

杨士琦好吟诗填词，当时很

有名气，养子杨毓瓒也是小有名

气的诗人，同为北平寒山诗钟社

的骨干成员。杨士琦富有文采，

擅写奏章，先后被两广总督李翰

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

袁世凯招入幕府担任总文案。

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因“杨翠喜

案”被迫辞职以避祸时，据说其

辞官奏折由杨士琦代笔，以精绝

得体的文辞引起轰动，传诵一

时。大学士孙家鼐去世后，挽联

云积如山，最为人称道的一联出

自杨士琦之手：“事上也敬，行己

也慕，杖于朝，杖于乡，允矣君

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能为

师，能为长，所谓大臣。”杨士琦

给两广总督袁树勋的挽联堪称

一绝：“故国涕浃多，回思天宝年

中，沧海横流今剩我；旧交零落

尽，叹息贞远朝士，此江小渡更

何人？”如今各种研究挽联的文

章、书籍多将此二联选录，并作

为例子，剖析其中的高超艺术。

杨士琦性格沉稳，临危不

惧。多年致力有利于国计民生

的铁路、电报电话、轮船运输等

实业工作。他能体察民情，曾代

表清政府到南洋宣慰华侨，了解

到侨民在南洋诸国备受歧视、奴

役，许多人生活艰难，一面与相

关国家政府交涉，要求善待侨

民；一面写奏章请求在南洋各重

要城市、港口设立领事馆，派遣

领事官员，广设商会，保护侨民，

为侨民争取有关权益。南洋的

许多领事馆，都是在他的建议下

设立的。

他满腹经纶，富有政治智

谋。曾有人向他咨询选人用人

的方法，他说：“我主张新旧人才

兼收并容，盖旧人所长在有经

验，处事镇静，若能持大体而遇

事敢为，负有朝气，亦须让新人

才一步。但纯用新人才不免偏

于急进，致纷更过度，不适国情；

反之，纯用旧人才，亦必由停滞

而入于腐败。”他与人为善，喜欢

成人之美，奖掖人才。在担任农

工商部侍郎时，对部下沈云沛、

袁思亮、赵从蕃、邵福瀛、冒广生

等人总是看他们的长处，赞扬他

们的优点，不放过任何机会与场

合，为他们美言，竭力向朝廷推

荐，这些人后来都出任高官要

职。杨士琦作风严谨，学养不

凡，无声色之好。公务之余，或

端坐书房内读书，或与子侄吟诗

谈词，或与友人弈棋。他身材偏

矮，面容清癯，但双目总是炯炯

有神。他举止庄重，不苟言笑，

然而极富人格魅力，与他共事的

人都会感到他有一个磁场，有着

强烈的吸引力，无论到哪里，都

能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他

人缘极好，威信很高，所到之处

广受爱戴、好评。

杨士琦好《老子》，崇尚黄老

之学，淡泊名利，为人有谋略，做

事不为天下先，御物善于藏其

锷。袁世凯曾称赞他“淡泊以明

志，宁静以致远”。杨士琦不敛

财，不置房地产。他久居要津，

能廉洁自律，除俸禄之外决不多

贪半点钱、财、物。

1916 年 5 月，政事堂撤销

后，袁世凯又动员杨士琦出任交

通部总长，杨士琦坚持不就，当

时报载云：“袁公似有允意，将来

调任曹润田掌外交，特任杨士琦

掌交通，以资熟手。惟杨五深恐

南北再兴军事，交通最为棘手，

刻已立辞不就。噫如杨氏，可谓

急流勇退者矣。”杨士琦情愿只

当个有名无实的参政院参政。

1918年9月11日，徐世昌当

选大总统，杨士琦致电祝贺。徐

世昌与杨士琦是把兄弟，曾长期

共事，邀请杨士琦出任国务总

理，杨士琦没有答应。当时，杨

士琦正生病，打算病好后赴北京

与政府接洽处理招商局“江宽

号”轮船被撞沉没事件，因病情

恶化，很快就去世了。闻讣，徐

世昌痛心疾首，派王廷桢将军作

为代表，专程前往上海致祭，并

发布《大总统令》，称其“卓著政

声”，拨一万大洋治丧，并令国史

馆为其立传，从优议恤。11月24

日，杨士琦归葬淮安，出殡仪式

在上海隆重举行，人山人海，警

方出动大批警察封锁街道，《申

报》以《杨杏城出殡记》作了详细

报道。年底，《申报》把杨士琦去

世列为当年上海大事之一。

清末民初政坛奇才杨士琦
■王泽强 文/图

人/物/春/秋

有个姑娘叫文芳
■金国春

民/间/传/说

■丁 锐 摄淮海琴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