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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选粹」泛舟运河话姑苏

作者 | 叶辛 赏析 | 长孙永健
【编者寄语】

一个城市的特色不在于其林立的高楼大厦，不在于其发达的交通网络，而在于其丰厚的
文化内涵和深厚的历史积淀。然而，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喧嚣繁华的街市，宽阔的水
泥马路，清一色的中心广场成了城市唯一的颜色。穿越于不同的城市，许多城市似乎是一个
模子拓出来的，其原本的古建筑和古文化成为了历史的过往。

拥有 2500 年历史的姑苏城，以得天独厚而又美丽富饶的土地为依托，以运河便利的运输
为载体，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吴地文化，并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而在华
夏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让我们跟随作家叶辛，走进苏州，走进姑苏城。

【披文入情】

泛舟运河话姑苏
题目展示出作者要
书写诗意情怀下的
姑苏内涵。

夕阳西斜了，晚秋的阳光照耀在运河两岸的柳叶上，闪烁着明丽的
光泽。微风拂来，浓垂的柳条儿轻摇轻晃着，眼前的景致亦随之活了起
来。坐进雕梁画栋的游船，轻风送过来一缕一缕桂花的香气，好闻极了，
惬意极了！（营造了静美的环境，展示出唯美环境下的唯美心情，情和
景紧密融合在了一起。）苏州的友人说，今年这个季节来，来得太好了，
苏州城里的桂花都开了，而且是金桂、银桂一起开，倍添了苏州古城的
魅力！一位女士插嘴：“真的是好难得，我家门前和后院里的一株金桂、
一株银桂，竟然同时盛开了。开得好茂盛，好持久，香得全家人从早至
晚都乐呵呵的。”（友人眼中的苏州城，都围绕着一个“美”字着笔。）
在这样不冷不热、明媚的秋色里泛舟古运河，从船上看苏州，别有一番
情韵和意趣。

我晓得，桂花是苏州的市花，苏州友人的话语里充满了对盛开的桂

花的喜悦和自豪，仿佛在以一桌盛宴，招待他们的客人。这是可以理解

和体会的。（在话题上，着重写市花桂花。）

唯美的景，唯美的
情，文人雅士相聚，
增添了苏州城的独
特韵味。

那么运河呢？运河和姑苏古城有什么关系呢？ 此句转移话题，引
起了下文的内容。

这是我坐上游船的原因。（坐游船，直到后文的登上岸是作者的行
文线索。）上船之前，一位上海作家给我电话，问我下午在干啥。我回
说，在采访运河和苏州的关系。

这位年龄与我相仿的老上海，竟然以很不以为然的语气道：“运河
与苏州有啥关系啊！我们上海人，只晓得大运河同无锡、同常州有关系，
从那里流过江苏，到杭州去。苏州离无锡还有一大段距离呢。”

就运河和苏州而
言，上海人在情感
上更加倾向于无锡
和常州。

不怪朋友误解，今天的上海人，到苏州来都是像到邻居家串门，半
个小时的高铁，一个钟头的高速公路，说来就来了。谈完事，吃了饭，
说走就走了。苏州就像是上海的后花园，讲起苏州的园林，苏州的丝绸，
苏州的名胜古迹，他们自认为一点不比苏州人差。

就表面来看，上海
人和苏州人一样了
解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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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和土生土长的苏州人相比，上海人对苏州的了解，还是肤浅
的。（真正理解苏州的还是苏州人。）比如我坐的这条船正航行的运河，
最早开凿的一段，就是在苏州附近的太伯渎——宽有 12 丈，长整整有
87 里，是一条兼用以行舟和灌溉的运河，距今已 3000 多年了。

采用联想手法，着
眼于运河的规模、
历史。

《江苏水利全书》中的这一段信息，一下子将大运河修建于隋唐的
历史，大大地提前了。有了开头，才有起始；有了起始，才有全线贯通
的京杭大运河。因为苏州大运河修建得最早，故而这一段成了京杭大运
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通了大运河，苏州古城承担了漕运中的十之一二。自唐宋至明清，
苏州一直是漕粮的重要产地，被称为“国之粮仓”“国之命脉”。在这
“命脉”上运送的还有大量的商品，到过苏州段运河的意大利传教士马
可·波罗说：“运河因为有‘吴江通道’而变得生动。”意大利传教士
利玛窦则说：“……在这个市场上样样东西都能买到。”

运河在苏州的发展
中承担着重要作
用。

“样样东西都能买到”，虽然说得没什么诗意，但是很实在地道出
了被运河水滋养的古城苏州的繁荣昌盛和城市格局的特色。

从历史史料的角度
认识运河，突出了
运河的历史悠久，
增强了文章的文化
内涵。

上这艘游船之前，我花了半天时间，又一次徜徉在苏州古城的老街
老巷之中，目睹了“水陆平行、河街相邻”的活水水系，城内水系和城
外运河沟通之便捷，让人叹为观止。大运河绕城、穿城而过苏州，二者
联系之密切、关联度之高，形象地道出苏州城的发展和大运河息息相关。
河多桥多，桥多景多，享誉世界的苏州园林的名声，也是和活水、和大
运河分不开的。

苏州发展和运河水
的关系：水运促进
苏州的发展。

有了这一番真切的认识，坐在游船上观水、望景、看苏州，就有了
一番别样的情趣和韵味。陡地感觉到，苏州像是一座水做的城市，苏州
的历史，是与水结缘的历史，苏州人的生活，是与水亲密相伴的生活。
而这水，因为有了京杭大运河，变得驯服温顺了，变得活泛多姿了，变
得有滋有味有情感了。

水中望苏州，感悟
到运河水让苏州拥
有了灵性。

不是吗，看到熟悉的虎丘塔，我恍然觉得，它成了大运河的灯塔。
船过宝带桥，我马上想到了唐朝捐出宝带集资助建这座桥的苏州刺史王
仲舒——宝带桥因此而得名。也因它多达 53 个桥孔，故同赵州桥、卢
沟桥等名桥一道，在历史上为人所知。到了盘门古城，苏州人必然要提
到伍子胥和苏州建城的关系。过去了多少岁月啊，苏州人仍记得伍子胥
的功绩。

苏州拥有丰厚的文
化内涵。

泛舟运河话姑苏，会引出无尽的怀古之情，会挑起一个又一个与历
史、与人文有关的话题。我们坐的游船太小了，不断地被主航道上快速
行进的大船晃得摇个不停。友人介绍说，别看现在高铁、高速路的运力
大增，苏州大运河这一段由于河面宽阔，河水深达 9米，依然是整个京
杭大运河运输最繁忙的要道，一艘船，最大运输量达千吨哩。其运力，
堪比长江航运。

运河在新时期依然
承担着运送货物的
功能。

临近黄昏，太阳落到地平线下去了。运河上的风大了一点，我们的
游船停泊在江枫桥堍。

环境描写的背后蕴
含着历史的沧桑。

上得岸来，迎面看到的，是一尊硕大的石雕，唐朝诗人张继的形象
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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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珠玑】

夕阳西斜了，晚秋的阳光照耀在运河两岸的柳叶上，闪烁着明丽的光泽。微风拂来，浓
垂的柳条儿轻摇轻晃着，眼前的景致亦随之活了起来。坐进雕梁画栋的游船，轻风送过来一
缕一缕桂花的香气，好闻极了，惬意极了！

苏州像是一座水做的城市，苏州的历史，是与水结缘的历史，苏州人的生活，是与水亲
密相伴的生活。而这水，因为有了京杭大运河，变得驯服温顺了，变得活泛多姿了，变得有
滋有味有情感了。

【思考探究】

1.阅读全文，文章是从哪几个角度来介绍姑苏城的？
2.阅读文本，文章为什么多次写作者和苏州友人的对话？

扫码关注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陕西省柞水中学 长孙永健）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寄寓着文人情怀的不朽诗篇，至今仍为人啧啧称道。寒山寺因此诗
千古留名，江村桥、枫桥亦成了今天的游人总要踏足的古迹。（城市因
为文化而有内涵，城市中的一寺一桥也因为名人故事而有了底蕴。）我
和友人探讨，我在山乡待过近 10 年，霜是凝结在田野上的，天上是看
不见霜的，而露宿在客船上的诗人，来到江枫桥畔，也不该会寂寞孤独
——江枫桥集贸市场热闹繁华，酒楼商店沿街成市，弦歌不绝，有的是
文人雅士喝酒品茗的场所，吟诗作画也好，纵酒阔论也罢，尽可一醉方
休。

美景促成了美诗，
美诗成就了美名，
美诗勾起后人的感
悟。

友人点头：“当年确实是这个样子。”

我进一步道：“有一句流传至今的俗谚，‘探听枫桥价，买货不上
当’，说明了当年紧挨运河边的江枫桥头不仅是个热闹的集贸市场和漕
运大码头，而且这一市场上的价格，对整个江南市场都有指导意义。诗
人来到这么个地方，如同今天的人们到了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
苏州的观前街，怎么会愁绪满怀呢？”

探究诗人当时的写
作情境。

友人客气地问我：“你的理解呢？”

我把思考良久的想法讲了出来：“诗人并非因天气寒冷客宿小船而
失眠，他所写的‘霜满天’，指的是唐朝的安史之乱，搅得人们流离失
所、家破人亡，整首诗抒发的是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也正因此，这首
诗才会流传千古，张继才为后人称道和纪念。”

感悟诗词。走入诗
词的创作地品味诗
词，或许是对诗词
的最佳解读。

友人一击掌：“说得好！由此生发出去，大运河之所以能在 2014
年申遗成功，成为世界遗产，也正是因为自古而今，它都在造福于运河
两岸的人民，造福于姑苏城。”

直至今日，大运河
依然造福着苏州人
民。

我也给友人点了个赞。

（绿色时报）《光明日报》（ 2018 年 12 月 07 日 15 版）

作者：叶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