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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浩漫，千年一瞬。放眼江淮大
地,水系绵延、迭代迁移，惟有一道道逶
迤伸展的堤坝，历经沧桑，屹然矗立。
行走在那些坚固的大堤上，我仿佛谛听
到悠远的风雨、人间的悲欣，遥见历史
深处搏击风浪的伟岸身影……

一

“生物其始为水。”千百年来，先人
逐水而居，集聚大江大河之旁；圣哲们
凭水而望，积淀了深厚的观水和治水智
慧。

堤出现于何时？相传尧舜时代，
“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危难之际，鲧
受四岳部落举荐，担起治水重任。他引
领各个部落填土堰塞，以障洪水，留下
了“鲧堙洪水”“筑堤壅防”的治水传
说。“障”者，即修筑堤防，《管子·度地》
中说，“大者为堤，小者为防”，这是人类
抵御水灾的古老方式。从此，堤承载着
人的托付，成为人类与水不懈搏斗的智
慧凝聚，更成为一代代人书写在莽莽原
野上的不朽诗行。

鲧治水失败的结果，是《山海经》中
记载的舜“殛鲧于羽山”，但他“筑堤壅
防”的举措，却为大禹及其后人堵疏并
举的治水思路提供了启示。

大禹踏着父辈的足迹，逢山开山，
遇洼筑堤，疏通水道，引洪水入海。庄
子曾借墨子之口称赞说：“昔禹之湮洪
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
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这种百折不
回造福苍生的执念与情怀，成为中华民
族绵延不绝的精神源流。凡有堤的河
流，人与水总是和谐相望，那是一种依
托，一种守护，也大大改善了当地农业
生产和发展条件，促进了地域文明的历
史进程。

二

中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堤防，
也拥有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

大运河，见证着历史的风云际会。
春秋后期，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开
挖了沟通江淮的古邗沟，秦朝则开凿了
灵渠，贯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此后，
汉武帝为了使黄河下游的粮食贡赋顺
利运达京城长安，又开凿了连接长安与
黄河的人工运渠——漕渠。东汉末年，
曹操北上用兵，先后开凿了平虏渠、泉
州渠、新河等一系列运河，沟通了黄河、
淮河、滦河流域。隋朝统一中国后，隋
炀帝以其更加宏阔的战略视野，从政
治、经济大局出发，倾全国之力，调百万
民夫，开挖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
南河湖水系组成的人工运河，终于将海
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
连接在一个巨大的水系网络之中，形成
了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

隋朝时期的运河有多宽？唐《大业
杂记》记载：“渠广四十步，通龙舟；两岸
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
里，树荫相交。”两百年后，唐代诗人李商
隐沿着运河行走，挥笔写下了《隋堤》：

“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春
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这首
诗冠名以“堤”，写的却是人。诗人不发
议论之语，却流露出对隋炀帝南游时极
尽穷奢极欲之能事的谴责之情。

史书载，隋炀帝下江都乘的龙舟有
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上层有正
殿、内殿、东西朝堂，中层有户百二十
间，皆饰以金玉，下层为内侍居住。萧
皇后乘的翔螭舟，虽然形制比龙舟小一
些，但另有“浮景”九艘，高三层，皆是水

上宫殿。此外，还有漾彩、朱鸟、苍螭、
白虎、玄武、飞羽、凌波、五楼、道场、玄
坛、楼船等数千艘，载着后宫、诸王、公
主、百官、僧尼、道士、外藩以及内外供奉
之物。据说，这些船使用的“挽船士”达
八万余人，挽漾彩的就有九千多人，被称
作“殿脚”，皆以锦彩为袍。这大概就是
李商隐“春风举国裁宫锦”的由来吧。

王朝代谢，人世沧桑。曾经的奢华
景象烟消云散，惟有大堤上的柳枝依然
婆娑，草木依然繁盛，两岸人丁依旧兴
盛，代代繁衍不息……

三

伫立运河之畔，你不能不注目洪泽
湖大堤。千年风雨涤荡，它始终以稳固
宏阔的臂弯，坚定地守护着身后的城
池。隋朝时，淮安境内的洪泽湖大堤长
达300里，如今还存有140多里。它面
对的是拥有1597平方公里水面的洪泽
湖，守护的是20多万平方公里的耕地。

洪泽湖大堤前身为高家堰。东汉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广陵太守陈登
为抵御淮水东侵，率军民筑高家堰30
里。正是在此基础上，后人才逐步建起
了洪泽湖大堤。

岁月悠长，风浪难平。这里历经过
一次次毁堤决隘的灾难——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决
堤，河水灌入淮河；

明正统元年（1436年），“黄河、淮河
发大水，淮北、淮南大水，房屋、牲畜受
淹严重，邗沟湖堤、涵闸有损毁，里下河

始见淮河洪患”；
隆庆四年（1570 年）、万历三年

（1575年），洪泽湖大堤两次决口，淮河
下游损失惨重……

世有大勇，英雄常在。这里见证了
无数次奋力抗争水患的英雄之举——

万历四年（1576年），一度被削职为
民的潘季驯再次被任命为右都御史兼
工部左侍郎总理河漕，奉命治理黄河和
大运河。潘季驯一生四次治理黄河，主
持修筑过缕堤、遥堤、格堤，保证了黄
河、淮河、运河的多年安澜。万历八年，
潘季驯重筑洪泽湖大堤，在九龙湾决口
处始改建石堤，直立起的二十多层石工
墙，由精选的千斤玄武岩条石砌成。这
项工程至乾隆四十一年才修建完工，历
经明清两朝171年，前后用了六万多块
千斤条石。

康熙十年（1671年）夏，黄、淮并涨
四溢，砀山以东黄河两堤决口21处，黄
河倒灌洪泽湖，高家堰决口34处，淮水
冲入里运河，运河堤决口300丈，水淹
淮扬7个州县，漕运一时阻塞。康熙十
六年（1677年）靳辅受命为河道总督，采
取疏浚、筑堤并举的方式，加固洪泽湖
大堤，堵闭了30多个决口，抬高了洪泽
湖水位；同时，恢复黄河入海出口，在清
河口开掘四道引河，疏通淮水入黄河通
道，最终实现了“黄、淮故道次第修复，
而漕运大通”的喜人成果。

清道光四年（1824年）冬，凛冽严
寒，浪之所经，旋时冻结，百里长堤，形
若琉璃。暴风、冰凌的猛击强摧，使洪

泽湖大堤周桥段溃决，冲出一个近30
米深的大塘，直接威胁到大堤一侧的平
原。林则徐奉旨修堤，前后耗时六年，
在大塘外围修建起800米长的内堤，堤
顶宽度达33米，挡住了汹涌的洪水，解
除了周桥一带的水患，林则徐也因此恒
久地站立在两岸百姓的心中。

四

与扬州运道相伴的高邮湖大堤，同
样见证了风云沧桑。

早在2000多年前，高邮湖就与吴
王夫差开挖的古邗沟相连接，此后，历
经不同朝代的拓展，最终形成了北起淮
宝交接处的小涵洞，南至长江边的瓜洲
镇，中段沟通高邮湖、射阳湖、邵伯湖、
白马湖等主要湖泊，长达156公里的水
上运道。

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淮东提
举陈损之最早提出：“高邮、楚州之间，
波湖渺漫，茭葑弥满，宜并立堤堰，以为
潴泄，庶几水不至于泛滥，旱不至于干
枯。”此后，“自扬州江都至楚州淮阴筑
堤三百六十里”。

明永乐五年（1407年），漕运总督
陈瑄全面督浚淮扬运河。他一次次大
手笔“筑高邮湖堤”，并在堤上修建了便
捷纤道。永乐九年（1411年），为抵御高
邮湖风浪，又加修高邮城北至张家沟堤
30里；宣德七年（1432年），陈瑄再使高
邮湖大堤向北延伸，并在堤内开河40
里，“障以木桩，固以砖石，决而修复”，
以避风涛之险。他还增筑了宝应、白马

湖等沿湖长堤，高邮湖的运输能力由此
大大增强。陈瑄还在淮安至扬州沿湖
大堤上，先后建起47座减水节制闸,使

“湖水溢则泻以利堤，落则不闭以利
漕”。这些工程不只利于漕运畅行，也
实实在在地保障了沿湖区域的百姓民
生。

浩繁的典籍中，也记载有高邮湖长
堤畔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悲惨场景——

嘉靖三十年（1551年），黄河、淮河
汇流南下，宝应以南，运道湖堤溃决。
由此，灾害连年不断；

万历三年（1575年），洪泽湖大堤决
口，大水涌入高邮湖，导致清水潭、丁志
口等运河堤防决口，洪水汹涌而下，里
下河地区一片汪洋；

康熙八年(1669年)至十二年（1673
年），高邮城北20多里外的清水潭连年
决口。十五年（1676年），清水潭再次决
口，宽达300余丈，深达7至8丈，泰州
人吴嘉纪在其《堤决》中，记录了当时的
悲惨场景：“田桑溪柳栖野鸭，洪水西来
崩我堤。村村稻苗今安在，川飞湖倒接
大海。”

康熙、乾隆多次南巡，都把漕运畅
行、江河安澜作为视察重点。乾隆第一
次南巡，过高邮时看到“堤岸高于屋，民
居疑地窨”的情景，感叹“嗟我水乡民，
生计惟罟霖”。第六次南巡结束后，乾
隆在其《南巡记》中说，“南巡之事莫大
于河工”“河工关系民命”，这是他当政
的剀切感悟。

时光荏苒，如今，高邮湖大堤美如
画卷。秋冬时节，遥望湖堤，林木斑斓，
淡远如画。堤内，楼房林立，平畴延展，
满目金黄；堤外，波水粼粼，艘艘货船，
奋力争流。沿着长堤行进，时见治水遗
迹。这里有昔日的泄洪故道，有御马
头、耿庙石柱，似在喃喃诉说逝去的一
切。长堤伟岸，昂首矗立，前赴后继，守
护安澜，成为人与自然互为依存的不朽
见证。

运河之堤
□ 金伟忻

如果说2020年结束的时候，我的
心情是欢送和憧憬，那么，当2021年
也要结束的时候，我“心中一惊”——
什么？2021年要结束了吗？好像还没
有真正开始呢……

我知道，这是疫情惹的祸。这一
年，人类以为会渐渐控制并战胜它，一
如以往每一次。但是，人们高估了自
己的能力。疫情一定会被渐渐控制并
战胜，只是，时间比想象的要长。

于是很多事情，因为这个病毒的
“不确定”，变得不确定。

反映在我身上，首先，跑马拉松成
了一个人的狂欢——一群人？那就约
在线上跑吧！

年初，我报了好几个马拉松比赛，
南京浦口女子半马在3月谨慎开跑，参
赛包里一只粉红色的口罩成为亮点。
与1万多名女子共同奔跑，开启了我两
年来第一场马拉松。三周后，桐庐半
马在春雨中开跑，我跑得很尽兴，也跑
出了自己最好的半马成绩。

然后，几场突如其来的小范围疫
情，让我意识到，疫情并没有结束。很
庆幸参加过年初的两场奔跑，因为下
半年的马拉松完全停赛了。

2021年，又是与疫情争夺时空的
一年。

调整心情，“不得已”和“一定要”
并行不悖。疫情给了我启示，那就
是，抓紧时间做事，看淡一切风云。
人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在等
待着我们，猝不及防，防不胜防。那
么，与变化共存，在保证绿码的前提
下，做好身边事；在力所能及范围内，
完成计划书。

不能出外参加马拉松，那么，在我

的城市跑起来，开发不同的跑步路
径，也是很好的啊！我在南京，沿着
江边奔跑，观江豚，看对岸夜景璀璨，
南京眼、绿博园，用跑可以抵达。我
跑玄武湖内圈外圈，看完荷花看栾树
开花，梧桐楝树榉树银杏美不胜收。
我跑东郊绿道，春天赏梅花谷，夏天
寻萤火虫，秋天与落羽杉碰撞，还认
识了巨美的彩色乌桕树。我用登阅
江楼与跑古城墙来加强越野练习。
我在秦淮河边暴走，河边晚霞绚烂，
人们戴着口罩沿河疾步而行，是疫情
下的防范，也是不屈服于疫情的小小

“抗争”。
7月南京的突发疫情让我看到：这

座城市会发光。我开始学习做视频，
用更鲜明灵动的方式记录我身边发生
的故事。《你们是那夜晚街头最靓的
仔》，是记录街道网格员和做核酸的医
务工作者的，这个视频配合文字，在网
上受到热烈关注。这座城市有超过
900万的常住人口，南京人民靠一腔热
血、互相体谅、乐于奉献，抵御了病毒
的进攻。钟南山先生说：“我不担心南
京……”是的，南京并没有让大家担心
太久……

这场战疫看不见硝烟，但每个人
内心硝烟滚滚。几乎人人身边都有
与疫情相关的人与事。我有朋友在
这一年里因为必须的出差，前后被隔
离了7天、14天、21天、28天……以
至于他已非常熟悉这一套流程，在隔
离酒店的房间里跑出了几个全程马
拉松。

我们要有这样的淡定与应变能
力。这是不得不的蛰伏，也是充电的
好机会。变化总是随时发生，那我们

就要接受这变化，然后，随
遇而安，利用好这变化。

向外走的脚步暂时停
驻，于是开始审视自己身边
的诗与远方。这一年，我学会
了好好地欣赏和重新了解我的
南京，为南京写下的故事构成了一
本书的体量。这一年，我阅读了很多
关于南京的书籍，走访了各种可爱的
小去处。我跑山，跑湖，暴走古城墙、
内外秦淮河，了解杨吴城濠的来龙去
脉，品味青溪与运渎的前世今生。我
在阅江楼上观云看雨，在玄武湖的梁
洲指认下我的“神树”——一棵树冠
冲云霄的二球悬铃木。我在灵谷寺
漫步，用八功德水洗涤双目；我爬上
栖霞山、看长江拐弯处的浩瀚。我
在天文台上等待日落，与登山者们
跑一场夜间的小越野，还看见了一群
小野猪。

老城南的街巷留下我探寻的脚
步，那些淹没在民居间的古宅园、小禅
寺、老井、有“身份证”的古树，那些充
满了故事的地名、小桥、栈道、碑亭，
那些老建筑、老井盖、老物件、老木
头、祖宗龛、古书摊儿，那些园林与书
院，历史感十足的名人故居，美丽而
充满灵魂的书店……南京是座宝藏城
市啊！因为对南京的爱，我认识了一
帮有趣的人儿，我们的共同点是对这
座古城的热爱与迷恋。

珍视身边的良辰美景，珍惜身边
的家人朋友，也许世事难料，但一定
要记得初心，记得来时路，记得我们
对生命的热爱，那么追本溯源，就不
会散了心智、失了方向。这些便是我
2021年最珍贵的收获。

2021 ，记 得 来 时 路
□ 周水欣

周本淳先生，字蹇斋，蹇者，难也。
人如其名，周先生的一生凝结着苦痛，
却依然在困境中寄寓着兀傲的自由意
志。正因如此，我本想以尼采自传《看
哪这人》之题来写周先生。尼采此题，
具有悲剧性的震撼力，显示出心灵的激
荡，在这一声呼唤中，指向着高贵的“这
一个”。

周本淳先生是当代著名古代文学
专家、书法家，曾任淮阴师范学院副校
长，旧学积淀深厚，点校出《苕溪渔隐丛
话》（宋·胡仔著）、《震川先生集》（明·归
有光著）、《唐音癸签》（明·胡震亨著）、
《小仓山房诗文集》（清·袁枚著）等多部
古籍，备受学界称许。他终身服膺老师
张汝舟的信念，一是做人为本，勿为名

利所囿；二是自出手眼，不随他人俯仰。
故周先生在艰难的岁月里，能够

秉持信念，深研中国文化以度过劫难，
不曾丧失心灵底蕴，或消磨尽志气才
华。“惯傲严霜节自奇，凛然正色耀东
篱”，先生在困厄之时写下的诗句，于菊
与酒的变奏中，彰显高洁正直的幽人风
神。

周先生精深中国古典文学，尤胜于
诗，曾欲集诗话考辨与诗词赏析之作为
《蹇斋说诗》。周先生之学，沿袭了乾嘉
学派的求实精神，孜孜矻矻，辛勤探
求。先生之读常见书，最见功力，每于
不疑处有疑，有疑处着力，孤明独发，创
见叠出。他的《读常见书札记》，于“常
见书”中抉发的诸种疑问，如《离骚》之

题，如《世说新语》原名，如“风马牛”之
喻，如“天下非小弱”之说，如“英雄亦到
分香处”等等，均施以考证之功，给出自
己的创见。

故周先生作为古典学人，具有内在
的深厚蓄积，许多学者纷纷颂扬周先生
在文献上的功力之深。这显然离不开
先生在困苦岁月里的沉潜蛰伏。经年
累月的深厚蕴藉，使他成为一朵“重放
的鲜花”，甫一回归，即傲然怒放于澄澈
的天空之下。

看哪，这人！周先生作为诗人、学
人、书法家、文献学家，集中体现了中国
文化不灭的生命力、再生力。先生周普
而蹇傲，务本而真淳，反观自己“这人”，
能不惕然自励，憬悟学术人生！

怀想周本淳先生
□ 骆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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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批准予以撤销，并注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批准予以
撤销，并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宿迁中心支公司

机 构 编 码：000038321300
许可证流水号：00026730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和上级管理单位授权
文件所列的为准。

成 立 日 期：2017年09月04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浙江大厦1709、1711

室-1714室
批 文 号：苏银保监复【2021】455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宿迁监管分局
撤 销 日 期：2021年11月01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涟水支公司黄营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05320826011
许可证流水号：0240259
业 务 范 围：1、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

2、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
单等单证；3、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
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4、接受
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 立 日 期：2005年03月03日
机 构 住 所：淮安市涟水县黄营乡黄营居委

会北组1号
批 文 号：苏银保监复【2019】557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监管局
撤 销 日 期：2019年10月22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涟水支公司南集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05320826014
许可证流水号：0240254
业 务 范 围：1、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

2、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
单等单证；3、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
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4、接受
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 立 日 期：2005年09月16日
机 构 住 所：淮安市涟水县南集镇陈码一组

19号
批 文 号：苏银保监复【2019】557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监管局
撤 销 日 期：2019年10月22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涟水支公司石湖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05320826006
许可证流水号：0240255
业 务 范 围：1、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

2、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
单等单证；3、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
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4、接受
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 立 日 期：2005年03月03日
机 构 住 所：淮安市涟水县石湖镇石湖居委会一

组55号
批 文 号：苏银保监复【2019】557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监管局
撤 销 日 期：2019年10月22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盱眙支公司铁佛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05320830017
许可证流水号：0240264
业 务 范 围：1、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

2、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
等单证；3、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
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4、接受客
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 立 日 期：2005年09月16日
机 构 住 所：淮安市盱眙县铁佛镇东西至街道1幢26号

第二层202室
批 文 号：苏银保监复【2019】557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监管局
撤 销 日 期：2019年10月22日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