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肖丽：首先是因势利导，因
地制宜。大运河之前的白沟，成于
黄河第一次改道后，本无水源。曹
操引淇水入白沟，开辟了运河航
道。曹操在淇水入黄河处用大木枋
筑堰，阻止淇水向南流入黄河；在
堰北开凿人工渠道，使淇水沿渠流
入原不相通的白沟；在元甫城西北
宛水与淇水连接的地方筑石堰，使
淇水在枯水期不致因分流入宛水而
影响到白沟通航；在宛水与黄河故
道相连接的宿胥口会淇水处修筑石
堰，使水全部向东北流入白沟，不
致进入黄河。这保证了白沟能从淇
水获得丰富的水量，提高通航能
力。说明早在 1700多年前，劳动
人民就已考虑到当地自然条件，且
能根据建筑物特点，利用不同材
料，满足工程需要，显示了我国古
代水利工程相当高的科学技术水
平。

其次是修建水利工程，解决通
航和河道交叉的难题。大运河与钱
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
大河流相交叉。为了解决翻山越岭
和河道交叉，大运河上修建船闸、
堰埭和节制闸。中国唐代发明船
闸，世界最早，也最早建造多级船
闸。北宋时出现复闸和澳闸。船闸
解决了通航和供水难题，是人工运
河渠化工程中一大创举。

元代在临清与济宁之间建造了
31 座船闸，解决了船队翻山问
题，是世界上最早的梯级船闸，比
西方同类建筑早350年。至明代时
已建有 38座梯级船闸。水源工程
和节制闸群，成功解决了水源调配
和水深控制两大问题，体现了中国
水运工程的杰出施工维修技术和完
善管理体系。

在河道交叉问题上，古人主要
采用弯道技术，延长河道，放缓河
道比降，降低流速；开挖河渠；大
量增建减水闸和滚水坝；不断加修
大堤拦截外水系进出；不断改建、
完善交汇处的运口码头等措施，形
成了一套完整的水利工程体系。大
运河航道往往河湖相连，通过开挖
新河，维修筑堤防、塘路、控泄分
洪设施等成功实现了黄运、河湖分
离。

为满足行洪需要，控制水量，
保障漕运，自明代开始先后在南运
河开挖四女寺、哨马营、捷地、兴
济、马厂等减河，并在相交口门设
置减水坝，分泄南运河洪水。闸坝
工程在运河上数量最多、应用广
泛，具体功能由其在运河上的位置
不同而不同。坝式减水闸是南运河
节制水量的主要工程设施，布置在
运河的右岸，为砌石结构多孔水
闸，曾建有四女寺枢纽、捷地减水
闸、兴济减水闸和马厂减水闸，目
前还有捷地分洪闸、九宣闸（马厂
减水闸改建）留存。坝闸结合的工
程反映出古代水工建筑在规划、设
计与结构方面的杰出成就。

南运河通过运河弯道设计，地
形高差得以减缓，改善了航行条
件；汛期洪水得以蓄滞，提高了航
行安全性。南运河历史上没有节制
工程，“三弯顶一闸”是大运河水
道规划的一大特点。

南运河地势较高，有些河段高
于两岸地面，全靠堤防约束。而堤
防多弯曲易导致堤岸塌落，险段甚
多。为解决这一问题，南运河历史
上多采取夯土加固工程措施，对堤
岸进行加固。南运河这种险工段加
固工程，以及河道工程管理中利用
洪水冲淤、泥沙固堤等措施，都体
现出古代河工技术中以堤治河、以
河治河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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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HUA KANDIAN

“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第一百六十期

主办：沧州日报
承办：沧州日报《人文周刊》

主持人：

古人开凿大运河，当代建
设者们疏浚河道、维护河堤、
修建水利工程等，多有创举，
体现了超凡的工匠精神。对此，
有哪些认识和借鉴？

11

大运河上历久弥珍的匠心大运河上历久弥珍的匠心大运河上历久弥珍的匠心

主持人：

当代在与大运河有关的水利工程中，如何借鉴古人的经验智慧？
有哪些可圈可点之处？22
董肖丽：在当代的河道疏浚、维

护、开挖等水利工程中，古人“疏、
导、蓄、泄”相结合的治水理念一直
影响着各代水利人。

1968年开始根治海河，提出“上

蓄、中疏、下排”的防洪体系，就是
借鉴了古人的治水思想。南运河上，
1971年在捷地枢纽下游 16公里处修
建了北陈屯枢纽，主要任务是与捷地
分洪闸统一调度、联合运用，解决南

运河在四女寺分洪300立方米/秒时用
以节制抬高水位，保证由捷地分洪闸
分泄 180立方米/秒，南运河下泄 120
立方米/秒。这个任务，现在改由王希
鲁闸与捷地枢纽联合承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按照梯级
蓄水规划，在南运河上修建了安陵
枢纽、代庄枢纽、北陈屯枢纽、穿
运枢纽、流河节制闸 5 座节制工
程，形成了五级梯级蓄水工程，对
水资源的存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光、泊头、青县修建了橡胶坝，
通过调节坝袋高度来调控蓄水水位
等，这些都是大运河治水理念传承
创新的具体体现。

主持人：

大运河上至今有著名的堤坝、闸口，比如捷地分洪闸、东光谢家坝等，当代也有世界
著名的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建造情况和凸显的工匠精神各有哪些？33
董肖丽：捷地枢纽系南运河向

捷地减河分洪的控制性工程，由捷
地闸和分洪闸组成，具有防洪、供
水等综合效益。分洪闸，是捷地减
河渠首工程，沧海桑田，经历几次
重 大 变 化 。 它 建 于 明 弘 治 三 年
（1490），当时为滚水坝。清雍正四
年 （1726） 挑通捷地减河，设立闸
口，面宽 8丈，设闸 5孔，内有金刚
墙四堵，每堵厚 5 尺，共占去两

丈，净面宽 6丈。清乾隆三十六年
（1771）改闸为坝，并拆去四堵金刚
墙，原龙骨石未动。嘉庆十二年
（1807），又在龙骨石的基础上修建
高 2尺 2寸的石堰，坝口净宽仍为 8
丈，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前
后，天津姓宋的道台“将龙骨石落
下 3尺 5寸”，因坝口太低，以后 30
余年下游水灾连年。清宣统三年
（1911）将坝改建成溢流堰。1933年

华北水利委员会将溢流堰改建成 8
孔分洪闸，保留至今，分洪闸为开
敞式每孔净宽 2.65米。该闸目前已
不再承担泄洪任务。

捷地分洪闸南侧原有6孔电站涵
洞闸，建于 1958 年。1964 年后废
弃。2005年5月，原址上开工建造捷
地闸，用以承担原分洪闸分泄南运河
洪水至捷地减河的任务。

南运河河北段多弯道，险工险段

众多，连镇谢家坝为险段之一，历史
上洪水在此处曾多次决口。谢家坝为
南运河河北段仅存的两处夯土坝之
一，坝体为灰土加糯米浆逐层夯筑，
夯土以下为毛石垫层，基础为原土打
入柏木桩筑成。坝体长 218 米、厚
3.6 米、高 5 米。堤坝整体稳定性
好，筑成后，再没有出现决堤状况，
沿用至今。在运河水势连天的年代，
谢家坝对防御洪水起到了重要作用，
保护了沿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大
坝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再现了中
国近代在漕运水利设施中夯筑的先进
工艺。

主持人：

沧州大运河河段，弯道多，险处多，穿运枢纽多，都是大运河上的杰作。随着附近河道的
拓宽或开挖，科学修建交叉处的水利枢纽被提上日程。水利专家们倾注了哪些心血？44
董肖丽：南运河弯道最多，明

显的大弯有 30多个，这些弯道减缓
了水流，保护了航船的平稳，减小
了堤坝的受力，自古有“三弯顶一
闸”之说。

南运河堤防大多用“桩加埽
（树枝、秫秸、石头等捆扎而成）”
之方，绕险工处下桩，排桩之内，
以埽填充。另有在排桩外挂席之
法，合订苇席数层，挂系桩外，以
防洪水冲击。防堵决口也是用上边
的方法，数埽并下，以减刹水势，
尔后下桩，继之以挂席，土袋掩堵
决口。防汛另有“挂柳法”，即将河
边柳树砍倒，不使断绝，用树枝护
堤防水。这也是南运河两岸曾多种
柳树的原因之一。

建成的重要水利枢纽有安陵枢
纽、代庄枢纽、北陈屯枢纽、穿运
枢纽和南排河穿运倒虹吸工程，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穿运枢纽和南排
河穿运倒虹吸工程。

子牙新河穿运枢纽工程是子牙
新河、北排河与南运河的交叉工
程。子牙新河东流入海必须穿过南
运河，但两岸及滩地高仰，是子牙
新河、北排河的主要障碍。为了解
决这个矛盾，采用了滩地平交、主

槽立交的平立交方案，修建了穿运
枢纽工程。工程坐落在青县南部的
周官屯与冯官屯之间，由子牙新河
主槽穿运涵洞、南运河子牙新河主
槽渡槽、南运河节制闸、北排河穿
运涵洞、南运河跨北排河渡槽、南
运河改道段和导流堤等组成，建成
于1967年7月。

该枢纽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河流
的立交桥，是一座水利工程博物
馆。其中，穿运渡槽是当时亚洲最
大的渡槽工程和全国八大水利工程
之一。在外宾楼上由毛泽东主席题
词的“一定要根治海河”几个大字
遒劲清晰。

引水压槽工程是解决原设计遗
留下来的“非常情况下渡槽漂浮稳
定问题”的一项工程措施，修建于
1984年，由过水涵洞和引水渠两部
分组成。当子牙新河水位达 7.93
米、南运河无水时，打开引水压槽
闸，引水入南运河，使南运河水位
和子牙新河主槽水位同高，以解决
渡槽漂浮问题；当子牙新河主槽水
位低于 3.0米、南运河水位高于 9.8
米时，应打开捷地分洪闸，使南运
河水位低于9.8米，以解决渡槽的抗
压问题。

穿运枢纽的修建，充分彰显了
现代水利人对古人管水、护水、治
水智慧的传承与发扬，使河道治理
和水工设施的建设更加趋于科学化
和合理化。

1960年建设南排河穿运倒虹吸
工程之前，黑龙港流域的洪沥水全
部经黑龙港河汇入子牙河，再经天
津境内的海河入海，黑龙港河沿岸
和天津市的防洪压力巨大。工程分
两期建设：一期工程建于 1960年，
8 孔；二期工程建于 1965 年， 14
孔，共 22 孔。“南排河倒虹吸工
程，使运河同南排河像立交桥一
样，各走各路，南排河河水可直接
流向渤海。”

20世纪 60年代，倒虹吸工程规
模之大堪称中国之最，被选为河北
省地方粮票的背景图案。

张立民：“三湾抵一闸”、肖家
楼倒虹吸穿运工程，都是先进的水
利工程技术，1967年投入使用、当
时亚洲最大的青县周官屯穿运工
程，是壮举。当代河道疏浚、开
挖，要尽量克制，不能过度，保护
的前提是了解哪些东西需要保护，
比如西侧河床上的纤道，就需要保
护。

主持人：

当前，大运河畔有清风楼、朗吟楼、南川楼等古式楼台亭园等建筑，园博园也在建设
中。在促繁荣、提高城市文明程度上，当代规划复建融入哪些新理念、采取了哪些新举措？55
何贤昌：园博园目前分为 5 个

大区域，分别在A、B、C、D、E五
个区域进行施工。

A区主要是运河风光带，包含 3
座码头、绿化种植、园路建设、跨
运河两座人行桥建设。目前已经完
成 3座码头、乔木种植、园路的基
础建设。B区采用的是“三百园”，
分别是百花园、百草园、百果园以
及蒹葭书屋和一个规划的滑雪场。
目前已经做完地形打造和部分乔木
种植。

园博园于 2021年 10月 9日开始
施工，计划在 2022 年 7 月 31 日建

成。建设期间，由于施工任务紧张，
工期短、任务重，春节期间工人全部
留守工地，没有一名工人及管理人员
回家过年，全部留守工地进行施工生
产。除夕夜工地仍然没停，全员待命
为完成施工任务全力冲刺。浇筑弧形
挡墙混凝土的时候，由于异形浇筑难
度较大，开始施工完成50m左右后发
现弧形并不圆顺。于是又自行重新设
计弧形挡墙的模板加固措施，并经过
试验完成 50m段，两端曲线对比明
显。同时将前期做得不好看的全部拆
除，按照最新工艺进行施工，整个园
区的弧形挡墙全部曲线圆顺，外观质

量提升了一个档次。
张立民：明末清初沧州人刘梦

《述沧州》诗云：“河上列芳园，东
郊复大薮”。“河上列芳园”指出了
沧州园林的滨河性质。明代中后
期，沧州的达官贵人，几乎都有私
家园林。当代规划复建的主要以楼
阁为主，没有涉及园林，尤其是私
家园林。目前的百狮园、运河公园
更像是城市游园。去年百狮园内举
办了很多场次展览活动，很大程度
上丰富了市民文化艺术生活，同时
希望大运河景观带建设中多增加一
些旅游元素，让外地游客来了沧州

多多打卡留念。
古代长芦镇有“小燕京”之

称，在元代初期就能在镇上看杂
剧。明代中后期运河两岸寺庙很
多，可推想繁荣程度。因为繁荣，
很多山西、浙江的盐商定居在沧
州，如大同张氏。

古代运河繁荣，主要因为通水
通航。如果有了船，人们真正畅游
起来，就可能带来繁荣。南方河道
以运输为主，很难开通旅游客船，
而北方货运很难开通，正好可以走
旅游路线。

现在，沧州大运河两岸变化日新

月异，园博园和大化片区的建设如火
如荼，景观和硬件越来越出彩。相信
园博园建成时，行走大运河两岸的群
众一定会感叹沧州发展建设之速。沧
州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希望建设
者们在甄选内容时，一定要充分体现
沧州文化底蕴和魅力。发动各种力
量，多方招募文化团队。比如，清风
楼有“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朗吟
楼也应凸显支柱核心内容，南川楼也
应准确定位文化功能，注入精彩内
容。如此一来，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
人来感受沧州大运河魅力，沧州的未
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运河上的水利枢纽运河上的水利枢纽

董肖丽

张立民

何贤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