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1日，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在汶上县
南旺镇奠基，这是目前京杭大运河上唯一一处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也是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的重点项目。南旺，一个普通的小镇缘何在
2011中国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期间受到如
此关注？

“龙王分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
南旺是京杭大运河全线海拔最高点，被称为

“水脊”，这里有京杭大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最高的
水利工程———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这个工程是古
代水利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

元朝建立后，元大都的粮食和物资主要依赖
南方供应，但当时大运河多段淤塞，漕船大都需
要水陆运输交替，费时费力。为此，元世祖忽必烈
诏令群臣，为开辟新运道献计献策。水利专家郭
守敬奉命实地勘查了济宁、东平、临清等地。

根据郭守敬的测量设计，会通河在1289年凿
通了，由城坝把汶河水引至济宁，在济宁建天井
闸分水，使运河的航运成为可能。不过，不知是不
是郭守敬的测量出了差错——— 济宁的地势比南
旺低，往南旺方向分水实则是“水往高处流”。结
果，会通河“常患浅涩”。如此，元朝会通河的效率
非常低下，漕运粮食每年仅数十万石而已。

永乐九年，明成祖朱棣采纳济宁州同知潘叔
正浚通会通河的谏言，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人主持
疏浚会通河。同年，宋礼调发青州、兖州、济宁等
民工20余万人，历“二十旬而工成”，但会通河仍
然无水。宋礼不解其因，日不能食，夜不能寐，微
服寻访良策，他在汶上遇到了“汶上老人”白英。

白英是当地人，当过河工小头头，对当地山
水地形非常熟悉，感于宋礼“礼贤下士，治河心
切”，他向宋礼提出南旺地势最高，是“水脊”，应
在汶河戴村修座大坝，引汶河水至南旺，分水济
运。宋礼听后大喜，当场邀请白英一起实施南旺
分水枢纽工程。

1412年，在宋礼的支持下，白英亲手绘制施
工图，经过近八年的艰苦劳作，完成了南旺分水
枢纽工程，在大汶河上修建戴村坝，然后扒开汶
河南岸大堤，新开一条至南旺的小汶河，引汶水
至运河并南北分流，运河遂呈现出“帆桅连樯而
下，舟舰鱼贯而行”的繁忙景象。

由于南北地形高低不一，再加上不同季节来

水量又大小不同，所以对来水进行科学分配就成
了更为复杂的问题。为控制南北水量的分流，白
英在南旺制高点建造了一个科学而合理的分水
口，被后人称之为“龙王分水”。白英先在小汶河
与运河合流处建造石坝抵挡汶水冲击，此后在河
底部建造了一个鱼脊形状的“石拨”。改变“石拨”
的形状、方向和位置，即可调整运河南北分流比
例，民间所传的“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便是
当时分流的比例。

尽管有“石拨”调节分水量，但南旺工程还不
完善。直到明成化十七年，南旺分水口上下才建
闸，控制南北分流水量。此外，在南旺湖、马踏湖、
蜀山湖和马场湖湖堤上都建有涵洞、斗门，通过
引水渠与运河相通，必要时可引水济运。

通过“引”“蓄”“分”“排”四大环节的一系列
工程，成功地解决了京杭运河济宁段的水源问
题，奠定了京杭大运河这条国家黄金水道，平稳
运行近500年的辉煌历史。

考古遗址公园再现历史文化符号
引汶水于南旺分流后，南旺就成为了漕运重

镇。清朝，南旺镇曾设立汶上县南旺分县，负责接
待皇帝和过往官员，保卫河道安全，征集、统管疏
浚河道的人力物力等。

在分县衙门前，有座山东运河乃至大运河全
线最为集中祭祀众多水神的古建筑群——— 南旺
分水龙王庙古建筑群，是为纪念宋礼、白英创修
分水工程而修建的。但清末漕运废止后，济宁以
北运河的原始功能丧失，南旺分水龙王庙古建筑
群也日渐荒废，龙王庙、水明楼、祠堂等建筑主体
遭到破坏，仅残存房基。

站在遗址观景台上北望“龙王分水”，眼前又
浮现出汶水滚滚而来、南北分流、“舟舰鱼贯而
行”的盛景；而走进遗址现场，触摸古驳岸、斗门、
堤岸，不免感叹古人的智慧和灵感从何而来。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有关专家认为，南旺
分水枢纽工程是中国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见
证。2008年和201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所联合中
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文物部门，对南旺分水枢
纽工程和分水龙王庙遗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
考古调查、勘探、测绘和发掘，清理出分水龙
王庙建筑群古遗址、运河北岸砖堤和分水口，
并对古河道河型进行了整理发掘，为遗址公园
建设奠定了基础。

2010年7月，汶上根据《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规性文件要求，编制
了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立项申报书，并通过
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将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

列入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京杭大运河能否再通航
在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里，汶上建设了大

运河科技馆，运用沙盘、多维动画等现代科技手
段，再现了南旺分水枢纽的壮观场景、以及古运
河当年船只来往穿梭的繁忙景象。看着眼前的一
切，乘舟从北京下杭州或从杭州乘舟北上的梦想
能否实现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水利专家李殿魁认
为，应该恢复京杭大运河全程通航的功能，这具
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一条大运河相当于三条
单轨铁路的运煤能力，而且运费低廉。据统计，京
杭大运河两岸仅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上海四
省一市就有2亿吨的煤炭运输市场，如果复活运
河水运，聊城、济宁两市有关县将很快成为晋煤
外运的大市场。

“现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实施为恢复戴村
坝——— 南旺闸、小汶河运行创造了条件，可以按
照‘降河开隧、南北分流、以北为主、稳运畅泄’的
原则科学设计济梁运河，把南四湖、东平湖联接
在一起，并在北端开通穿黄隧洞，把梁山县和张
秋镇紧紧地联在一起，可以保证京杭大运河全线
通航，同时，济梁运河也将成为山东的‘都江堰’，
创造当代水利工程奇迹。”（摄影/李晖 吕光社）

古人主张天圆地方，因为天是圆的，又是苍色(青色)
的缘故，所以有“以苍璧礼天”的说法。古人以玉的颜色和
形制，来配合阴阳五行之说，从而产生了祭祀天地四方的
礼器，即俗称的“六器”。玉璧就是“六器”之一。

鲁国大玉璧，1977年出土于鲁国故城遗址，现藏山东
博物馆。该玉璧为战国时期的随葬用礼玉，器形较大，为
国内发现的同类玉器中最大的一件。玉璧纹饰繁缛精美，
璧身上纹饰内外两区域装饰双尾龙纹，中间区域装饰谷
纹。整体制作规整，为我们研究战国时期琢玉工艺提供了
非常典型的实物资料。山东博物馆新馆大厅上方穹顶设
计正是采用了鲁国大玉璧的造型式样。

古往今来，“玉”字在人们心目中都是一个充满美
好与祥瑞的字眼。几千年来，玉在中国人的精神领域里
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玉器不但有着优美的
质地和造型，而且深具人文观念、情感和民族精神。玉
璧是中国古代玉器中最为常见的器类之一，它不仅延续
时间长，且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考古价值。玉璧作为玉制
礼器之一，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而关于璧这种器物

最有名记载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有关和氏璧的故事。人
们所熟知的成语“价值连城”与“完璧归赵”就是出自这个
故事。

玉璧在造型上并不拘泥于扁圆形，还有其他的形状，
如连环璧、出廓璧等。连环璧就是指多个璧体连在一起的
玉璧。在玉璧的孔内或外侧一端凸出一块近三角形的镂
雕装饰部位，装饰部位的高度往往超出玉璧的直径，这种
玉璧则称之为出廓璧。有时还在上面刻有“益寿”、“宜子
孙”等代表吉祥的字样。

玉璧自古以来就是权力、地位、财富、神权的象征。
《周礼·大宗伯》中记载：“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
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已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
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可见玉璧作为礼器，在祭祀
中的首要地位。同时，玉璧也属于“六瑞”，《周礼》记载：

“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
执蒲璧”。“六瑞”是古时诸侯所执象征身份的信物的详细
规定。

玉璧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产生的纹饰种类繁多，其
中比较主要的有谷纹、素纹和蒲纹。素纹玉璧最早见于
新石器时代，商代也有，璧面光素无纹，风格古朴大
气，主要用于礼器。蒲纹玉璧出现于战国时期，所谓蒲
纹，即蒲席的纹样。由三种不同方向的平行线交叉组
织，用浅而宽的横线或斜线在玉璧表面刻成近乎蜂房排
列的象征瑞草的六角形格子，六角形格子内有时还琢有
阴线的谷纹，整个纹饰取蒲草能织席安人之意。随着年
代的发展，玉璧还出现了其他许多纹样。如云雷纹、凤
鸟纹、卧蚕纹、龙纹等。

玉璧的用途很多，随着朝代的更替，也发生了很多
变化。到了战国时期乃至两汉，玉璧开始大量被用来作
佩饰玉和殓葬用玉。到了宋代，政府重新开始重视玉璧
的使用，并沿用了古时的用璧制度。到了清朝，玉璧则
很少用于陪葬了，而主要用于祭天(礼器)和玩赏。几千
年来，玉璧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经过历代统
治者和鉴赏家的使用赏玩，经过礼学家的诠释美化，最
终成为一种具有超自然力的物品，成了人生不可缺少的
精神寄托。

老济南最早的浴池，应该是清朝光绪十八年(1892
年)由历城县人贺德顺在智德院街开办的顺德池，当时
营业面积大约100平方米。

清末年间，济南的浴池(俗称澡堂)大都建立在比
较僻静或离水源比较近的街巷内，那时候是用几口大
锅烧水，然后将热水倒入浴池内，再用凉水调兑到适
宜的温度。

到了民国初年，济南市区又有几家浴池相继开
业，洗浴设备和服务项目都有了很大发展，比如有的
浴池不仅增加了浴盆，还设置了小房间，生意好了起
来。洗浴环境的改变和洗浴设施的提高，让一些富贵
达人开始喜爱，后来那些较高档的浴池就成为炫耀财
富和休闲娱乐的场所。1933年在经三路纬二路开业的
铭新池是当时老济南最好的、最时尚的一流浴池。

清代戏曲作家李斗在《扬州画舫录·草河录上》对
浴池有这样的描述：“浴池之风，开于邵伯镇之郭堂，
后徐宁门外之张堂效之。而城外则坛巷之顾堂，北门
街之新丰泉最著。并以白石为池，方丈余，间为大小数
格，其大者近镬水热，为大池，次者为中池，小而水不
甚热者为娃娃池。”济南知名的澡堂子为什么大多以

“某某池”为名，以笔者之见，可能是受外埠洗浴文化
较发达地区(比如李斗所在的扬州)的影响，或受济南

人创建澡堂子时就以“某某池”起名的传统而约定俗
成地推崇和传承下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逢过年期间，爸爸都要带
我到经二路纬十路路北的维新池洗澡。维新池(以后改
名叫新泉池)，是济南西部地区最大的一家浴池，据说
早年由济南人陈义堂投资经营。在我的记忆里，维新
池门脸不大，男浴室里面很宽大，客人在脱衣服之前
先把洗浴用品和香烟火柴、茶叶糕点等放在组床之间
的床头橱上，脱下来的衣服由服务员用竹竿挑起，挂
到床头上方2米高的钩子上，即保险又安全。然后裹上
毛巾被，穿上呱嗒板子，悠闲自得走进浴池。

洗澡的次数多了，我慢慢地发现一大早来这里洗
澡的，大都是一些老年人和老面孔，他们进来并不急
于脱衣服，而是先掏出上好的茉莉茶让服务员泡上，
有的还带来白酒、五香花生米和点心，然后坐在浴床
上点燃一支香烟，喝上两杯茶，才慢悠悠地去洗浴。

后来工作了，我就经常到离工作单位较近的新生
池洗澡。那时候正是经济转型时期，我拿着单位发的
福利——— 洗澡票(还有理发票，那时统称作洗理费)去
享受洗浴的快乐。每当踏进新生池的门坎，就能听见
楼上录音机里传来邓丽君《何日君再来》的歌声。也是
从那个时候起，大部分浴池相继恢复设立了小卖部，
有些大浴池专设理发室、修脚师，不洗澡的顾客可来
理发、修脚，后来又兼营中低档旅馆。1980年，济南市的
浴池业营业收入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家庭淋浴器迅速普及，加上企事业单位内部澡堂
对外放开，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济南各大浴池举步
维艰，回天无力，2003年，老济南最后一家老字号国有
浴池——— 新生池停业，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装修豪华、
设备齐全的洗浴城及街头巷尾的个体澡堂子。

“高邮王父子，栖霞郝夫妻。”这句
话在乾嘉时期的学者中广泛流传，说的
便是当时著名的训诂学家高邮的王念
孙、王引之父子和栖霞的郝懿行、王照
圆夫妻。在训诂治学方面，王照圆与丈
夫志同道合、同心专研，时人将二人并
称，实乃名实相副。

郝懿行(1757-1825年)，字恂九，一字
寻韭，号兰皋，山东栖霞人，清代经学
家、训诂学家，其撰写的《春秋说略》曾
被负责编修四库全书的纪晓岚称赞为

“划尽千秋藤葛”。郝懿行一生著述颇
多，《尔雅义疏》的名作备受后世推崇。

望族始于名士，文学成于大家。郝、
牟、林、李被并称为栖霞四大望族，名士
众多。出生于书香门第的郝懿行从小就
表现出了对于读书治学的浓厚兴趣，而
家中严父郝培元也欣喜地发现了这一
点，他在《梅叟闲评》中记叙下了儿子郝
懿行当时的表现：“大儿懿行颇与书近，
余不欲辍其功，故事无大小皆任之。”随
着年龄的增长，郝懿行的学业也愈加精
进。“丙午决科大课，拔君第一，为齐鲁
冠”；“以优生贡入太学，于时年三十
岁”；后来又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科
试中举，嘉庆四年(1799年)考中进士。

王照圆(1763-1851)，生于福山县。王
氏家族也是当地的望族，王照圆从小便
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再加上她“生而慧
颖”，于是“十岁通孝经、内则”，“十二通
毛诗，长渊博，擅著述才。”在《和鸣集》
中有一首王照圆当时所作的绝句：“海
上一轮月，乾坤通彻明。月宫桂花满，先
照玉堂中。”

《和鸣集》便是郝懿行、王照圆夫妇
日后将平时唱和的诗文汇集而成。在新
婚之夜，平时“讷若不出口”以及“遇非
素知音，相对竟日无一语”(《清史列传》
所云)的郝懿行也灯下赋诗，表达自己的
欣喜之情。而王照圆也十分高兴，她在
诗中说道：“千里良缘彩线牵，三冬谷旦
结团圆。挑灯最喜亲风雅，先说《周南》
第一篇。”《周南》第一篇指的便是《关
雎》，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形容
的真是恰如其分。

郝懿行早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
便考中举人，但他却没有参加来年在北
京的会试，而是专心治学。等到十年之
后的嘉庆四年(1799年)，郝懿行才赶赴京
城，参加科考，结果高中进士。此时，在
栖霞家中的书屋里，一枝莲花突然并蒂
而开，远近多来观者。王照圆即将消息
写进家书告知丈夫，千里之外的郝懿行
读信之后也十分高兴，写了一篇《双莲
华记》记叙此事。当时郝懿行的父亲培
元公尚健在，他请人描绘双莲，事后郝
懿行为了尊重父亲的遗愿，将书房命名
为“双莲书屋”，并亲自题写了匾额。双

莲书屋自此得名。
考中进士的郝懿行被授予官户部

额外主事的官职，这是个“有缺才补”的
闲职。而淡薄名利的郝懿行也并不在
意，只是和妻子王照圆举岸齐眉，一起
专心治学。郝家原本家境颇丰，但是从
郝懿行的祖父一辈开始，累叶长厚、不
疑人欺，家帮丰富，由此而贫。在户部闲
职上的京官郝懿行的俸禄也并不丰厚，
他也并无他嗜，惟孜孜求学，得俸钱辄
以买书，所谓“家中四壁徒然，庭院蓬蒿
常满”，但郝懿行安贫乐道，处之淡然，
妻子王照圆也和他相濡以沫。

担任闲职二十多年后，在嘉庆二十
五年，已经六十多岁的郝懿行终于奉旨
补缺，出任户部江南司主事，此时的他
已经“皤皤老矣”。然而不过数年，道光
五年(1825年)，虚龄六十九岁的郝懿行便
在北京去世。据记载，郝懿行在辞世后
遇到了一个如同明代清官海瑞那样的

“尴尬”：身边剩下的钱竟不够丧葬。妻
子王照圆和儿子郝云鹄几番周折之下
才扶柩放回栖霞故乡安葬。生有书，死
无钱，确是郝懿行一生的真实写照。

“只因为祖庭多著述，忍听心血一
时湮？”这句诗文是郝懿行夫妻的孙子
郝联薇在将祖父母书籍整理刊印期间
的心情感慨。郝懿行一生著述颇多，所
著既有《尔雅义疏》、《山海经笺疏》、《易
说》、《书说》、《竹书纪年校正》等训诂名
作，也有《蜂衙小记》、《燕子春秋》等描
述自然科学的名篇。郝懿行病逝后，其
著述大多被收入《郝氏遗书》，由其夫人
王照圆整理成集，后由郝联薇加以刊
印，传之后世。

今年年初，看着从2000年开始编修
的《山东栖霞郝氏总谱》的样稿终于
审定，只待付梓，郝懿行第五代孙51岁
的郝庆光顿感释然，默默念道：“今
年距离郝氏迁来栖霞已有 6 4 1 个年
头。”

一介农夫，踏访五十村落；十年编
纂，修成百万谱书，想必如今的郝庆光
在不顾家财耗尽而一心编修《山东栖霞
郝氏总谱》的时候，心中所怀也是如此
感想吧。据了解，郝庆光已于2011年5月
18日正式向烟台市政府、栖霞市政府递
交了“建郝懿行纪念馆建议”。

“高邮王父子，栖霞郝夫妻。”说的便是当时著名的训诂学家

高邮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和栖霞的郝懿行、王照圆夫妻。

不可生无书，那可死无钱
□ 申 红 隋翔宇

■ 海岱一方

■ 文化头条

■ 群贤毕至

老浴池泡的不是澡，是岁月
□ 台应新

苍璧礼天
□ 钟 宁

■ 图上齐鲁·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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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个实打实的活，是力量的殊死较
量。战胜敌人有什么可靠的方法吗？

战争虽然是一种特殊的力量运动方式，其
实与日常生活中克服其他困难的道理和方法
相同，都是力量的决斗。只有自己一方的力量
大于敌方的力量，才能战胜对手，取得胜利。

积蓄力量，是胜敌的前提。孙子说：“昔之
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
己，可胜在敌。”先为不可胜，就得充分蓄积力
量，这包括建设强大的军队，坚实的经济实力，
国内人民的团结一致，和友好邻邦的相互支援
等等。积蓄力量是就时间上说的，时间越长，蓄
积的力量越大。

聚集力量，是胜敌的根本。聚集全国人民
的力量是领导者的首要任务。孙子说：“善用兵
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正。”修道保法就
是要代表和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只
有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聚集所有的
力量。正如孟子说，“得到多助，失道寡助”。聚
集力量是就广度说的，国内外支持度越广，聚
集的力量越大，越能为不可胜。俗话说，“堡垒
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失道，如果内部力量
出现分裂，最容易导致失败。孤家寡人是无法
战胜敌人的。

抓住敌人力量相对弱小的机会是胜敌的
关键。力量的大小是相对于敌方而言。如果敌
方力量受到削弱时，我方力量也就相对强大，
这种时机就是战胜敌人的有利机会。所以孙子
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敌之可胜之
时是其犯下大的过失之时。吴王阖庐在公元前
512年“谋欲入郢”，孙武说，“待之”。六年以后，
楚国的宰相子常贪污腐败，引起了国内人民的
不满和诸侯的讨伐，强大的楚国变弱。这时孙
武建议联合蔡国和唐国伐楚，一举攻下郢都，
几乎灭亡楚国。

分化敌方力量，聚合我方力量，形成局部
对敌绝对优势是胜敌的诀窍。如果总体上力量
强大的敌人进攻我们，怎么办？孙子说：“故兵
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就是通过
利诱、欺骗等方法分散敌人，在“分”敌的同时
迅速聚集我方的力量。孙子说：“故形人而我无
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则我
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
矣。”这样，通过局部的、一时的绝对优势，一口
一口吃掉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就
能最终战胜敌人。抗日战争就是这样一个中国
由弱变强，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过程。

要善于把敌方力量转化为我方力量。战争
是一个不断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过程，如何把
敌方力量转化为我方力量是个重要方面。孙子
说：“因粮于敌”，就是要把敌人的经济力量转
化为我方力量。他说“车杂而用之，卒善而养
之”，不但是最早的优待俘虏政策，而且是把敌
方力量转变为我军力量的自觉运用。这一把敌
方力量转化为我军力量的办法，在解放战争中
我人民解放军运用得最好，蒋介石有运输大队
长之美称，人民解放军就是用蒋军的武器打败
蒋军的，不少原国民党将士成了人民英雄。

以全力争全胜。聚集我方力量，眼光要放
宽广，不但是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方面的有
形力量，更要注意无形的力量。孙子说：“必以
全争于天下。”这个“全”是无所不包的，所以只
有用“全力”才能聚集起最大的力量。一般的战
胜敌人，总会有牺牲。如果做到像孙子说的那
样“非战”、“非攻”“兵不顿”而胜敌，用和平的
方法解决战争问题，那才是“全胜”，才是胜敌
的最高境界。

胜敌有法

□ 吴名岗

■ 兵学奥秘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再再造造大大运运河河上上““都都江江堰堰””
□□ 郭郭利利民民 吕吕光光社社 张张祥祥寅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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