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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运河——姚江畅想曲 

     【“中国梦·我的梦想故事”征文】  

 

                  沈长根  

 

  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又是个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展未来之

豪情的日子———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２日，第３８届世界遗产大

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中国

大运河的组成地———宁波市民欣喜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各大媒

体好一阵子热闹哟。  

  作为古稀之年的甬城老人，那个梦想，已在心中蕴藏了整整

４０年。那是我踏上记者岗位不久的一个清朗之日，春夏之交，

风和日丽，站在姚江畔，数十里外青山如画，宽阔的姚江碧波荡

漾，我在姚江大闸西堍与姚江渔业公社的几位朋友登上一艘敞篷

机动船乘风破浪溯江而上。这是我第一次亲密接触宁波的母亲

河，兴奋得我一忽儿站在船头，眺望两岸美景；一忽儿跑向船尾，

看那螺旋桨搅起千层浪；一忽儿俯身船弦，把手忘情地插入清冽

冽的江水之中，不禁双手捧起开怀畅饮，顿时，一股清流奔涌周

身，兴奋得我又一掬抛向天空，那清纯的江水散成一串串飞舞的

水珠，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如同五彩缤纷的礼花。    

   就此，我们兴高采烈地讨论开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相

争，为称霸中原，吴王夫差派遣民工开挖邗沟，连接长江与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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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京杭大运河肇始之作，而越王勾践率领军民开凿的山阴故水

道，则成了京杭大运河的延伸———浙东运河的开端。京杭大运

河基本由人工挖掘，而浙东运河姚江段则充分利用姚江的天然水

道与人工塘河水系结合而成，修建了一系列闸、堰、坝、斗门，

巧妙地把天然河道、湖泊洼地串联起来，形成一张“天工与人工”

完美结合的巨大水网，不仅为一条水上运输线，更是一项农田水

利工程，对灌溉农田，抗洪排涝、蓄水抗旱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使原本荒蛮之地，成为鱼米之乡，哺育姚江两岸儿女生生不息，

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之花。  

  伴随着船上马达的欢唱，我们沿江巡视，散落在姚江两岸的

庄桥、洪塘、裘市、乍山、半浦、慈城、姚城、丈亭、马渚、陆

埠等一个个城镇乡村，构成了姚江两岸特有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

观长廊。姚江岸边７０００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浙东地区最早的

句章城、上林湖“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的越窑

青瓷、传颂千古的梁祝文化等就是最好的例证。母亲河的乳汁还

孕育了一批名垂千秋占据中国文化制高点的名人：汉代高士严子

陵、东吴《易经》学家虞翻、东晋天文学家虞喜、初唐书法家虞

世南、南宋名臣孙子秀，明清时代的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等

等，难怪梁启超赞叹：“余姚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

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及海东”。余秋雨则说：“姚

江文化是中国整个文化经络中很关键的穴位。”“以王阳明、黄

宗羲为代表的姚江学者在思维的强度和深度上都处于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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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制高点的地位。”此外，姚江的特殊地理区位使其在宁波的

三江口与奉化江、甬江汇合后奔腾出海，成为中国大运河接壤世

界、对外贸易和海洋经济的惟一出海港口———海上丝绸之路、

陶瓷之路的始发地，三江口畔耸立的庆安会馆便是历史的见

证。  

  姚江沿途的见闻使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渔业公社的邵君是

水产专家，宋君是从小泡在姚江的渔翁，他们根据我此行的目的，

又介绍了姚江渔业生产的情况，据此，我写了《百里姚江 人欢

鱼跃》的长篇通讯，刊发于浙江日报头版，又采制了一档广播录

音报道节目。  

  悠悠岁月情，滔滔姚江水。在此后的日子里，姚江两岸的自

然风貌、人文景观、民俗风情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到各地采访

或游历时，碰到类似的情景都会触景生情。在法国巴黎，我乘船

浏览塞纳河两岸风光。沿岸见一座座大小皇宫和大学校区，远眺

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等法国各个时代富有鲜明个性的建筑，

风格华美，令人赞叹不已。穿梭在塞纳河上的游船分不同档次，

豪华型的船上有乐队、舞池，可享用法国大餐；普通型的分上下

两层，上层敞篷，视野宽广，人们在美妙的音乐中，沉浸在旖旎

风光之中。尽管我也沉浸其中，但我脑海中同时想家乡的“百里

姚江”。两相对照，塞纳河宛若一位亮丽的都市女郎，姚江则如

一位朴素的乡村姑娘。随着时代进步，人们对旅游观光、文化娱

乐的需求日益强烈；随着宁波城区规模扩大，三江流域滨水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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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由边缘渐变为城市中心，三江流域尤其是碧波荡漾的姚江理应

嬗变为光彩照人的都市女郎，让宁波市民、中外游客一睹风采。  

   当我站在多瑙河发源地德国黑森林的滴滴湖畔，站在莱茵

河发源地瑞士阿尔卑斯山的雪峰之上，遥望这两条欧洲 “圣水”

上来来往往的游艇，也会像艇上的游客那样陶醉在充满浪漫情趣

的美景之中，沉醉在历代各国诗人、画家、音乐家留下的无数传

奇故事中。但脑海里映现的还是家乡的“百里姚江”。于是，少

不了又要畅想一番：碧波荡漾青山绿水的百里姚江为何不可成为

浙东的宁波的“塞纳河、莱茵河、多瑙河”呢？能，一定能！许

多国家凭借旅游这一平台，向人们展现自然景、文化魂、人文美，

让人们尽情享受人类文明和大自然的馈赠。相比之下，我们有些

地方由于急功近利，对景点人为雕琢，粗俗、低级、同质，且门

票价奇高。我想，作为从古到今中国重要港口、历史文化名城、

现代开放城市的宁波，她的母亲河姚江一定能向“塞纳河、莱茵

河、多瑙河”看齐！  

  悠悠岁月情，滔滔姚江水。退休后，“久居闹市厌尘嚣，喜

傍姚江入青林。”我家从鼓楼天封宁波最中心城区入住青林湾社

区，可说天天枕姚江而眠，听涛声而酣。今晨又一惊喜：手执当

日报纸，《宁波三江六岸拓展提升总体规划》豁然在目，相思４

０载的心愿尽在其中。４０年的梦幻与畅想，而今即将喜看这位

“乡村姑娘”嬗变为“都市女郎”，实乃人生一大幸事矣！于是，

急急打开电脑，弹指敲下了《梦运河———姚江畅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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