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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珊：我国文化贸易结构改善
“我国文化贸易结构长期是以文化产品

的进出口为主，2018年上半年，我国文化服务
的进出口增速明显快于文化产品的进出口
额，说明文化服务贸易在我国国际文化贸易
中的比重和地位在快速提升。”

——8月22日《光明日报》 最新数据
显示，2018 年上半年，我国文化贸易总额
为594.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其中，文
化 产 品 进 出 口 421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4.8％；文化服务进出口173.3亿美元，同比
增长 20.0％。数据背后，是我国文化贸易
结构不断改善的事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国家文化发展国际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李嘉珊指出，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
国际文化贸易在结构上的优化。

●田壮壮：电影音乐越来越经不起推敲
“现在电影音乐越来越独特，却越来

越经不起推敲了。”
——8月22日央广网 日前，导演

田壮壮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音乐是窥
视电影灵魂的窗口。电影视听语言最美
妙的地方，在于聆听与观看过程中，能
看到情绪里的迷茫、悲伤、喜悦。这些
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再与个人的经
验和阅历产生共鸣，电影音乐就能打动
人心。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的电影音
乐越来越细致，但也变得越来越工业
化、流水线化。田壮壮认为，当下的音
乐功利性太强，过于重视技术，还是人
工的具有创造性的东西，才是最为有趣
的，也才最打动人。

●刘伯根：数据是出版业最大的资产
“大数据时代，内容即数据，数据

是出版业最大的资产。”
——8 月 22 日《北京日报》 8 月

22 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组织的
2018 北京出版高峰会议在京举行，
中外众多出版单位表示正在持续探索
融合发展之路。与会业内人士表示，
信息技术革命性进步为提升出版水平
提供了机遇，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应
用使出版的理念、管理方式、载体形
式、传播方式、运作流程、服务方式
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出版集团
公司副总裁刘伯根认为，中国出版业
应当努力做大数据的资源规模、资产
规模和增值规模。

●法赫德·谢立夫：中国文物珍宝展览将掀
起中国文化热潮

“在沙特首次举办的中国文物珍宝展览，必
将在沙特阿拉伯王国，乃至海湾地区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掀起一次新的中国文化热潮。”

——8月22日光明网 由中国国家文
物局、沙特旅游及民族遗产总机构主办，中
国文物交流中心、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国家
博物馆承办的“华夏瑰宝”展览将在利雅得
国家博物馆举办。展览共展出 264 件展
品，其中文物展品173件，展品来源于故宫
博物院、徐州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
13 家文博机构。沙特阿拉伯王国驻华使
馆文化参赞法赫德·谢立夫表示，这个展览
将让沙特民众进一步了解古代华夏瑰宝，
也认识今日中国的太平盛世。

诗 说 运 河

冀南大地上河流之间的土地与其上的百姓，创造了文化，繁荣了经济，田园安逸生活
的积累，又成为战争兼并的理由。大大小小的战争导致中原逐鹿，一度战乱一度平静，一
度破坏一度发展，就这样循环了 N 个轮回。而在轮回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墨客用
火热的诗情默默记载着滔滔的运河水和这片土地上的幸福与战乱、人文与才情。

历史行进到隋代，隋炀帝这个昏庸的帝
王却办了一件伟大的事，这就是隋运河的开
凿。这条大河的开凿让浪漫的诗人用一分为
二的观点进行评价，唐代诗人李敬方咏道：

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
同期的诗人皮日休曰：“尽道隋亡为此

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
论功不较多。”运河的开凿连通沿岸很多城
市，也给沿途舶来文化、带来经济发展，邢台
境内的临西与清河就是千里运河泊通发展起
来的。

隋代的大运河分为四条人工渠，这四条
人工渠即为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运
河，合称为隋代大运河。这条大运河以洛阳
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
州），用人工渠将之间的河流进行沟通，在运
河上开漕运，成为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
流的大动脉。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曾写过在
运河渡上的 《送别》 诗：

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
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
从这首诗中可以想象到大运河两岸的景

象：大运河刚刚解冻，两岸一株株杨柳树吐着
新绿，最近柳枝攀折起来也不那么方便了，应
该是因为送别的人太多了。

隋唐大运河河北境内主要为永济渠。永
济是指唐代的永济县，而不是今天山西的永
济县。此县在今天的临西县，古临清州的西
南，《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河北道一·贝州》
中记载：“永济县，本汉贝丘县地，临清县之南
偏，大历七年，田承嗣奏于张桥行市置，西井
永济渠，故以为名。”由此可知永济渠的来历。

宋代著名文人、政治家王安石沿大运河
至临清永济渠时写下一首《永济道中寄诸舅
弟》，诗中云：

灯火匆匆出馆陶，回看永济日初高。
似闻空舍鸟乌乐，更觉荒陂人马劳。
客路光阴真弃置，春风边塞只萧骚。
辛夷树下乌塘尾，把手何时得汝曹。
永济渠，是隋炀帝在完成通济渠、山阳渎

之后，又决定在黄河以北再开一条运河，这条
运河即为永济渠。

隋大业四年（608 年）春，“诏发河北诸郡
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
通涿郡”（《隋书·炀帝纪》）。永济渠分为南北
两段：南段自沁河口向北，经今河南新乡
县、汲县、滑县、内黄，河北魏县、大名、
馆陶之后，进入邢台境内的临西和清河，再
出河北入山东的武城、德州，后又折入河北
吴桥、东光、南皮、沧县、青县，抵达今天
津。北段自今天津折向西北，经武清、安
次，到达涿郡 （今北京市境）。王安石的这
首诗正是他出馆陶后进入临西时所做。永济
渠历史上还有许多名字，在唐代诗人的诗作
中可知还有“白渠”“白水”“清河”“清
川”“淇水”等水路雅称，实际上指的就是
永济渠。

永济渠的河道古来有之，《水经注》 等
地理著作曾记载说，永济渠是汉魏以来的旧
河道。《禹贡锥指》 卷十三说：“永济渠，即
古之清河，《汉志》 之国水，《水经》 之清、
淇二水。曹公自枋头遏其水为白沟，一名白
渠。隋炀帝导为永济渠，一名御河，今称卫
河者也。”这条古河道在临西、清河县都有
流淌的遗迹。

临西（历史上曾被称作临清）
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邢台市东南
端，卫运河中游左岸。西望太行，
东瞻岱岳，地处冀鲁平原腹地，是
两省三市交界之地。东临卫运河，
南邻馆陶，西接邱县，北衔威县、清
河，县境总面积 542 平方公里，县
城驻地临西镇。临西交通便利，是
沟通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的
交通咽喉。

当年，大诗人李白也是通过大
运河经临西来到巨鹿郡的沙丘城，
写下了一首《沙丘城下寄杜甫》：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这首诗将大运河周边的地理环

境交代得十分清楚，同时这首诗也
是运河文化交融的佐证。

临西县的治邑在不同时期有不
同地点。有“水东临清”和“水西临
清”两个地名之说。水，是指大运河
的永济渠。历史上在临清仓上有两
次设置，一次是十六国后赵建平元
年（330 年）建“水东临清”，另一次
是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 年）建

“水西临清”，水西、水东两个城址之
间有永济渠南北穿过。到了金天会
五年（1127 年）因水患，临清城东迁
二十公里于今临清市南旧县设立治
所，为此有了今天山东临清之说。

以后赵临清城为例，文献记载：临清
建于后赵建平元年（石勒在卧牛坑
始设建临清县）。北魏太和二十一
年至金天会五年，在月洼寺南设临
清县。今仓上有古临清遗址，是北
魏至金代的古文化遗址。古城呈长
方形，南北长 3 公里，东西宽 1.5 公
里，占地面积 4.5 平方公里。城墙
基础宽 15 米，残高 1 米，夯土层明
显。城内主要建筑自南而北主要
有：古县衙、钟鼓楼、文庙、奶奶庙、
净域寺等。

在临清县古城遗址曾出土大量
陶瓷残片，有汉魏时期的，更多是
唐宋两个朝代的瓷片。唐代瓷片以
黄釉瓷器为主，还有邢窑和越窑的
青瓷和白瓷。其中发现有邢窑的三
彩瓷器。宋代时的瓷器残片更为丰
富，这些残片可分属到当时的磁州
窑、建窑、景德镇窑、定窑等几大
窑系。

北宋之后，金朝政府也十分重
视对大运河的治理，当时所经之州
县的长官皆加管河之官衔，如恩州

（今武成县北）长官加“提控漕河
事”，临清等地长官均加“管勾漕河
事”，负责养护河堤、督运漕粮。

运河在临西（古临清）境内设有
码头，一个是尖冢码头，一个是丁家
码头。

尖冢码头是大运河上的重要码
头之一。因有“顺河迎流，单堤陡

岸”的河道地理优势，所以，又逐
渐发展成为较大的河运码头重镇。
清代早年及其以后，漕运更加繁
忙，运河上，满载木材、煤炭、粮
食、棉花、瓷器、盐、铁、白灰、
鸡蛋、山货、石材等货物的船只往
来如梭，络绎不绝。

丁家码头位于临西县今东枣园
村正东的卫运河直弯处，有“单堤陡
岸、临河无坡、背河低坑”的地理优
势，故丁姓祖先选择在此地建立码
头。丁家码头设立后，在此装卸货
物的船只很多，所卸货物多为煤炭、
石灰、木材、瓷器、盐类等物资。装
船外运的货物多为粮食、棉花等当
地农副产品。

明代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有一
首诗这样描写当时的运河与临西：

十里人家两岸分，
层楼高栋入青云。
官船贾舶纷纷过，
击鼓鸣锣处处闻。
折岸惊流此地回，
涛声日夜响春雷。
城中烟火千家集，
江上帆樯万斛来。
在这首诗中，我们仿佛看到了

那时临西运河两岸人家临河而居，
运河上千帆万影，城内高楼林立，街
巷中还可以听到官员巡查时鸣锣开
道的声音，过往的大小船只穿梭于
繁忙的码头。

在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
两条文化大动脉的交汇点上，有
一座千年古城，以上古的清河命
名。清河县隶属于河北省邢台
市，其辖区内的油坊镇现存油坊
码头遗址。油坊码头是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大运河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大运河河北段
仅存的砖砌码头。

古清河在远古时期位于大陆
泽腹地，宋代司马光《鲧堤》诗曰：

东郡鲧堤古，向来烟火疏。
堤封百里远，生齿万家余。
在今清河县大堤村北行至今

邢清公路北转又西折，到威县可
以看到一段大堤，上部“宽三丈有
奇，堤高两丈有奇”，气势雄伟，莽
莽苍苍，如同一条巨龙蜿蜒向前。

鲧堤内的古黄河水在华北大
地上任意流动，到了春秋时期终
于脱离原有的河道迁徙了，形成
了一条条新河道。当时，吴王夫
差为了北上与齐国进行交战，欲
将历史上一些自然河流进行人工
连通，决定开凿一条邗沟，这就是
大运河的前身。《左传》说：“吴城
邗沟通江淮。”史书还用了“举锸
如云”四个字对当时劳动场面进
行了记录。汉代时对运河再次进
行开挖，班固在《西都赋》描写漕
渠“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
波”。曹魏时期，先后又开凿了白
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特
别是白沟等渠的开凿，使河北的
水路沟通形成了运河漕运网络，
便利了平原地区水路运输。在

《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注》中，记
录着一条西汉开凿的人工河——
太白渠，是引滹沱河通洨水入河
水（黄河故道）。

清河水域资源丰富，其风光
十分美丽，特别是在低洼处种植
了大量的莲花，“莲沼并蒂”成为
古清河八景之一。明代进士菅昌
诗云：

一带高冢御河滨，
故老相传耿贵人。
千载淑魂应有意，
月明处处现前身。
清代杨一峰在题咏古莲池时

也写道：“池荷千顷叶田田，汉苑
宫娥好放船。并蒂花簪香不断，
诬传大乙又乘莲”。

清河是古代交通重要的枢纽
城市。隋唐时期，这里成为北方
重要的物资储备地，被史书誉为

“天下北库”。
清河有古贝州城，是北周时

期初建置治所。唐沿用古制并发
挥了运河的漕运能力，在此设立

“天下北库”。据《资治通鉴》记

载，开元盛世时期，贝州有物资
“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余万匹，
钱三十余万缗，粮三十余万担”。

《颜鲁公行状》中记载，“国家旧
制，江淮郡租布储于清河，以备北
军费用，为日久矣，相传为天下北
库”，其“甲杖藏于库内五十余万，
编户七十万，见丁十余万”。江淮
钱粮、棉帛、盔甲、兵器等军用物
资和赈灾物品都汇聚到此，特别
是平叛安史之乱时，“天下北库”
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这样说，
隋唐的贝州物阜民丰，是运河两
岸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

元代时，太保刘秉忠奉旨建
筑大都，为了保证南北漕运的畅
通，设计了从北京什刹海到杭
州的水道，并让他的学生郭守敬
对水道进行勘察，形成了今天的
大运河。当时著名商人马可·
波 罗 在 其 《马 可 · 波 罗 游 记》
中对京杭大运河这样评价：“这
条交通线，是由许多河流、湖泊
以及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组成
的。这条运河，是根据大汗的旨
意挖掘的，其目的在于使船只能
够从一条大河转入另一条大河，
以便从蛮子省直达汗八里，不必
取道海上。”

《清河县志》记载，御河在县
东南二十五里油坊镇，由河工县
丞管理。

明代诗人在清河怀古，看到
这自古以来的水脉后发出感慨：

一脉南来发卫泉，
漫游汶水共朝天。
谁知千古隋炀帝，
为我皇朝浚巨川。
古代的大运河，繁荣了沿线

一座座城市，自隋代到明清是南
北交通大动脉，在唐代、元代，以
至当下其价值都不可小觑。

在大运河申遗时，文物部门
对大运河清河段进行了调查，发
现有油坊古渡口码头。码头位于
清河县城东南偏北 15 公里处的
油坊镇东侧，与夏津县隔河相望，
建于明朝弘治年间，用青砖垒砌，
辅以干砌石、浆砌石以及少量红
砖，挑台处或铺青石或用青砖垒
砌。今遗留有几处遗迹：煤炭码
头、粮食码头、运盐码头、百货果
品码头、渡口码头等。

在油坊古渡口还有山西会
馆。会馆为明末清初山西人所
建，位于清河县油坊村南部，坐
西向东，临河而立，正门为三间
牌楼，正房十二间。另有古戏楼
一座，为飞檐斗拱式建筑，上嵌
琉璃瓦。

因码头而兴起的清河油坊古
镇，源于明代村民王充德在此开
设油坊，后发展成为小村落，随
着漕运的兴盛，油坊村依运河西
岸自然走势而建，已经发展成为
三里南北大街、二里东西大街的
重镇。在 1949 年前人口已超过
2000 人，姓氏百余个，有各种
货栈、店铺 200 多家，其中有益
庆和盐店、聚源砟炭行、协记烟
铺、同泰昌当铺、茂芳茶馆等多
家老字号店铺，有山西人创办的

“山西会馆”，码头北还建有崇兴
寺。油坊古镇设一、六集日，以
及农历三月初六、四月初六、九
月二十六三个古农贸会。每逢集
会，人山人海，车水马龙，交易
异常繁忙，因此油坊古镇有“清
河小上海”之称。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

河北南部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
直和河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边的
太行山，隆起的台地是中原地区的南北
大通道，有学者们称这条通道为海拔五
十米黄金线。而在这条黄金线以东的地
区，是浩渺的黄河和由黄河而生成的大
陆泽；自先秦以来，在此通道上有着数座
与中华历史和文明紧密相关的古都城
池。当这条大河迁移后，冀南大地上遗
留下密集的水网，一条人工开凿的大运
河将其串联沟通，激活了运河水系，自那
个时期后，它便成为沟通村邑、城市、生
活、文化、经济发展的通渠。

◤
二 我们仿佛看到了那时临西运河两岸人家临河而居，运河上千帆万影，城内高楼林立，

街巷中还可以听到官员巡查时鸣锣开道的声音，过往的大小船只穿梭于繁忙的码头。

◤
一

运河的开凿连通沿岸很多城市，

也给沿途舶来文化、带来经济发展，

邢台境内的临西与清河就是千里运

河泊通发展起来的。

◤
三 古代的大运河，繁荣了沿线一座座城市，自隋代到明清是

南北交通大动脉，在唐代、元代，以至当下其价值都不可小觑。

电邮：t36@tom.com
hbrbwhzk@163.com

□刘顺超

▲跃进闸

▶油坊码头

京杭大运河

仓上村古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