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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沧州段全长 216 公
里，从沧州主城区穿城而过。她不仅
是沧州的母亲河，哺育着一代又一代
的两岸儿女；她更是沧州文化的

“根”与“魂”，孕育了一座座历史悠
久、底蕴深厚的名城名镇，留下了一
处处弥足珍贵、闻名遐迩的文化遗
产，描绘了一幅幅城水相依、人水相
亲的生态画卷。

近两年，沧州大运河可谓是“火
出圈”了，尤其是夜间美景频频亮相
中央主流媒体，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
客前来打卡。2024年“五一”假期最
受游客追捧的20个小众旅游城市中沧
州排名第六，身边的风景成为别人羡
慕的“大片”，让狮城百姓幸福感、自
豪感爆棚。2018年以来，我已在白天
分六次走完大运河沧州段全程，但夜
游运河始终对我有着巨大吸引力，早
已心驰神往。于是，我特意在农历十
五的晚上，邀着天上明月，约上三两
同事，从渤海路沿运河一路向南再走
城区段，去追寻内心的那份期待，去
领略“一船明月过沧州”的迷人夜
色，去感受大运河的新时代巨变。

一

从园博园北停车场下车，首先
进入了园博园。它是在沧州大化老
厂区和小王庄镇前程子、小圈、北
陈屯、北堡子、药王庙等村基础上
改造建设的，原本鸡犬相闻的村
落、沿河耕种的菜地和废弃遗忘的
工厂，已成为“千里通波、大美运
河”的园林大观。

沐浴在落日的余晖下，我们沿着
东堤南行，步履轻盈，心情愉悦。一
座拔地而起的人工假山矗立在路东，
此山名曰北山，是园博园的最高点。
山顶上有一座问月亭，置身其中，
山、河、湖、林等自然美景尽收眼
底。北山也是沧州新春灯会的最佳观
赏点，犹记得正月十五游园时，园内
火树银花、灯红景绿，游人如织、年
味浓浓，一组组彩灯美轮美奂，一场
场演出精彩绝伦，远处城市楼宇的照
明亮化与之交相辉映，自然与文明在
那一刻相得益彰。外地游客连连感叹
沧州之美，不虚此行；归来游子惊叹
家乡变化之大，纷纷点赞。

继续前行，堤顶路西侧就是园博
园码头。站在码头向西眺望，晚霞烧
红了半边天，也映红了一湾运河水；
微风带着丝丝凉意，褪去了日间的炎
热，也吹走了我们一天的疲惫；清新
的空气中拂动着淡淡花香和青草气
息，让人心旷神怡，思绪也变得清晰
起来。京杭大运河沧州段蜿蜒流淌、
宛若玉带，中心城区段更是保存完
好，九曲十八弯、沿途多遗迹、处处
是风景，代表了我国北方大运河遗产
的原真性，是旅游通航的最佳航段。
2022年沧州市新建旅游码头12个、步
行景观桥 6座，由北至南，分别是园
博园码头、沧州坊码头、大化码头、
盐场码头、戴家园码头、清风楼码
头、锅市街码头、南川楼码头、百狮
园码头、佟家花园码头、运河公园码
头和九河桥码头，展馆桥、沧化桥、
沧曲桥、百狮桥、佟卉桥和九河桥。
步行桥的名字还凝聚着部分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的集体智慧，他们按照
地域特点、文化特色、方便记忆的原
则提出建议，最终被采纳。

“不出城廓而获山林之怡，身居闹
市而有林泉之致”，步入 13座城市展
园，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灰墙黛瓦曲
径通幽，移步换景、目不暇接，既具
经典元素又富创新理念，仿佛置身于
一幅流动的人文画卷。四周的公共绿
楔以运河两岸明清时期的私家名园和
文化记载为灵感，池水盈盈、奇石环
列，秀木花草、相映成趣，生动再现
了沧州古运河的园林盛景。

“水中映月影，波上生清辉”。从
高空俯瞰，映月湖静卧园中，湖面宛
如铁狮腾云，气势磅礴，完美地融合
了沧州的地域特色。一簇簇水柱随音
乐起伏从湖中喷涌而出，时而垂直，
像是一条条晶莹剔透的珠帘；时而旋
转，像一朵朵盛开的莲花。水珠交错
落在湖面上，好似“大珠小珠落玉

盘”，上演了一场生动绚丽的视觉盛
宴。

二

经过园博园 7 号门便是沧州坊
了。走进宽敞整洁的街区，22座明清
仿古建筑呈U型布局，三楼四柱式的
冲天牌楼，典雅别致的四合院，碧瓦
朱甍的戏楼，巍峨雄壮的城关，惟妙
惟肖的杂技雕像，十二生肖的拴马
桩，如果不是有现代灯牌的映照和游
客的穿梭，我们仿佛穿越回漕运时期
的沧州城，看见了当年的繁荣与富庶。

告别沧州坊，一座气势恢宏、体
量规整的隋唐风格建筑——中国大运
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映入眼帘。
外地游客来沧州都会来此打卡，开启
非遗之旅。展馆总览厅展示了大运河
流经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
南、安徽、江苏、浙江 8个省市的非
遗代表性展项，重塑地方传统场景，
追溯历史文化脉络。每个省段设置一
个重点活态展示项目和若干多媒体互
动项目，展示了 311项非遗，包含人
类非遗代表作 16项、国家级 258项、
省级37项，是一场穿越时空的非遗视
听盛宴。

穿过非遗馆后身的展馆桥，就进
入了运河中心三角洲的植物展园区。
1972年，为修建大运河上的节制闸，
在北陈屯区域开了一条导流渠，闸所
修好后，这条导流渠被保留下来。这
条导流渠和大运河原来的河道正好形
成一个占地面积 423亩的三角形河心
洲。北陈屯村历史悠久，是明代成化
年间，为保卫沧州而设立的沧州守御
千户所十个军屯之一。进入岛中，花
成海、树成林，片片湿地点缀其中，
一派“精野结合、诗意栖居”的自然
景象。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一轮明月悄
然爬上夜空。月影、灯影随微风在河
中不停摇曳，把寂静的河面装点得婉
约动人。远处的喷泉犹如一条20余米
长的白色巨龙从高空坠落，在激光灯
的照射下闪闪发光，疑似银河落狮
城。周围的河边、池塘蛙声一片，此
起彼伏、热闹非凡，像一首欢快的交
响曲。在河湾处的杨柳岸，我们漫步
在亲水栈道，北望三角洲的大美风
光，西观吕家院的乡愁记忆（吕家院
村始建于清初1646年，是城内大户吕
家庄园，后改为吕家院）；在成片的垂
柳、白蜡、碧桃、海棠等植物中穿
行，抓拍河畔晚间美景，享受惬意时
光。

一列由“大化”开往“幸福”的
绿皮火车停靠在杨柳岸东面，车身霓
虹闪烁，车上琳琅满目，小火锅、小
卖部、西餐厅、书咖、文创等流行元
素集聚，旧式机车摇身一变成为网红
商务区。穿过车站月台，就进入了大
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合成氨设备、造
粒塔、冷却塔等建筑耸立眼前，“独
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
建国”等标语跃入眼帘，记述着那段
难忘的岁月。大化的前身沧州化肥
厂，是经毛主席圈阅、周总理批准，
我国首批引进美国、荷兰成套大型化
肥生产装置建设的 13家大氮肥企业
之一。始建于 1973 年， 1977 年投
产，被誉为“全国‘大化肥’产业的
奠基之作”，为国家农业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2016 年，因产销价格倒
挂，沧州大化化肥装置停产。2021年
以来，经过多元化保护、开发和利
用，新建的中式园林酒店——大运河
迎宾馆笑迎八方来客，虽坐落于闹
市，但竹林环绕、幽静典雅，好似都
市里的世外桃源，充满了东方韵律；
曾经储存尿素的仓库变身会展中心，
水汽车间变身亲子互动的罐罐乐园，
造粒塔变身大化展览馆，备品库、综
合库、仪表库等厂房变身非遗记忆

馆、工业主题酒吧、工业特色酒店
等，老厂区华丽转身成为时尚街区，
完成了从“工业锈带”到“工业秀
带”“文化秀带”“生活秀带”的跨
越，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三

穿过永济桥，前行不远就是盐场
码头，一块巨石立于东堤路旁，上书

“元明清盐厂遗址”七个大字。正文记
载：“盐厂，为历代长芦盐运司用以堆
贮生盐，掣放配送熟盐之所……乾隆
《沧州志》谓此地‘每遇掣盐，人如蚁
聚’。”民国二十二年《沧县志》也有
相关记载：“在城西北隅水月寺西临
河。”由此可知，码头东面的大片平房
就是当年堆积长芦盐的地方。沧州是
长芦盐的发源地和重要产区，盐业生
产历史悠久。早在西周时期，沧州即
为重要的海盐产地。春秋时期，盐圣
管仲专设盐官煮盐，齐国率先实现海
盐专卖，以增加国力，从而实现诸侯
霸主地位。作为齐国北部的今沧州东
部沿海地区，素富渔盐之利，其煮海
文化一直占据着黄河以北区域的制高
点。两汉于章武县设盐官，东魏于
沧、瀛等州置盐灶。唐宋时期，沧州
是河北盐的主产地。金代设沧州盐使
司，明代设长芦盐使司，长芦盐区由
此闻名。黄骅沿海地区产出的盐由捷
地减河逆流而上运至沧州，再经大运
河南下北上，输送到全国各地。现
在，长芦盐区由沧盐集团（黄骅）、塘
沽盐场、汉沽盐场、大清河盐场、南
堡盐场组成，是我国海盐产量最大的
盐场，产量约占全国海盐总产量的四
分之一。

沧州城（幞头城）的修建、发展
也与长芦盐密不可分。在《马可·波罗
游记》就有一段这样的描述：“长芦是
一个大城……这个地区有一种含盐分
的土，首先他们将这种土垒成大堆，
浇上水，让水渗入土中，吸收其中的
盐分……这样制造出的盐颜色雪白，
质量优良，可运往各地销售。”明万历
三十一年《沧州志》记载：“国朝洪武
三十三年 （1400 年），迁沧州于长
芦，后至天顺五年 （1461年），知州
贾公忠奏允建城……绕周八里广，二
丈五尺高，三丈六尺阔……五门北曰

‘拱极’，南曰‘阜民’，西曰‘望瀛’，
东曰‘镇海’，小南门曰‘迎薰’。”随
着明朝迁都北京、运河漕运兴盛，沧
州城成为运河沿岸重要的商业中心，
帆樯林立、船只穿梭，百物汇聚、商
贾往来，繁华之境，不逊江南。现如

今，沧州市区高楼林立、熙熙攘攘，
霓虹闪耀、繁花似锦，但“小南门”
一带始终是沧州商贾云集的经济中
心、商业中心。

盐场码头的东面就是明代水月寺
遗址。水月寺历史悠久，为沧州第一
名刹，古沧十景中的禅林水月、鲸川
八景中的冰岸水灯都和水月寺有关。
明万历三十一年《沧州志》记载：“水
月禅林寺，原在州治西南城外观灯桥
东，周广顺三年 （953年） 创建。洪
武十五年（1382年）僧正司重修。宣
德十年 （1435年），僧泽安移建于盐
厂东鄙，僧正司在内。”1967年，水
月寺被市弹簧厂占用；十余年后，建
筑基本无存。后周广顺三年，沧州还
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铸造了中国
现存年代最久、形体最大的铁狮子
（在州治清池，今沧县旧州）。

皓月当空，华灯初上。河中水波
荡漾，满河明月形成一道耀眼的光
带，指引我们前行。进入老城区后，
河堤两边的住宅明显增多，随处可见
周边居民的身影，有短衣短裤夜跑
的，有三两组合散步的，有成队健步
锻炼的，浓郁的生活气息让人悠然自
得。我们一行人的脚步也随之轻快起
来，迅速穿过了川流不息的新华桥和
彩虹桥，转西堤到达清风楼。

“晋代繁华地，如今有此楼。暮云
连海岱，明月满沧州。”（元·萨天锡
《清风楼》）清风楼历史悠久，据明嘉
靖《河间府志》记载：“清风楼在沧州
公馆内，相传建于晋永康中。”明万历
三十一年《沧州志》记载：“清风楼，
旧城内西南寺即故址。”但由于文献的
缺失，清风楼是何人因何而建、何时
遭毁，已无据可查。眼前的这座古楼
是1992年复建的，外面琉璃辉煌、内
部彩绘绚丽、雄伟壮丽、大气磅礴，
是沧州市地标性建筑。夜幕下，流光
溢彩的清风楼巍然屹立在解放桥头，
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微风徐来，水
面上泛起一道道涟漪，像给运河披上
了一条银纱，将沧州这座古城装点得
如诗如画、如梦如幻。

“对面灯火通明的仿清建筑就是
‘洪崖洞沧州分洞’，每到假期学生们
都来打卡拍照。下面锅市街码头旁的
游船可以聚会吃饭，月影、楼影和船
影倒映在河面上，好像一幅五彩斑斓
的油画，这一虚一实，让咱们的大运
河显得神秘又美丽。”同事边走边指、
满脸自豪地介绍着。锅市街码头只听
名字就有一种老街集市的韵味。锅市
街东西走向，东起钱铺街，西止顺河
东街，长 270米，宽 4米。明朝末年，
此地因靠南运河码头，开有几处锅
点，众称锅市，后以此取名锅市街，
周边还有书铺街、当铺街、鸡市街、
缸市街等老街老巷。民国二十二年
《沧县志》 记载：“就近今二十年考
之，盐商、当商而外，厥惟钱商、粮
商及布商、木商、洋广货各商，约计
七十余行业。”可见自清朝长芦盐业重
心北移，沧州逐步向商贸城市转型。

四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我
们从解放桥东面路口右转，到了沧州
新晋网红打卡地——南川老街。南川
老街地处中心城区大运河文化带核心
位置，以老沧州运河街埠文化背景为
依托，形成了集娱乐、美食、购物及
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开放式、综合性
文化街区。虽然是工作日，但一进老
街，人流量明显增大，或是全家出
动，或是朋友相约，品美食、买文

创、赏古韵，许多门店、摊位前都排
起了长队，男女老少齐聚一堂，欢声
笑语热闹非凡。朗吟楼前广场灯火辉
煌、人头攒动。清康熙十三年《沧州
新志》卷二《疆域·古迹》记载：“朗
吟楼在南卫河之浒。每至夏月，郡人
多游息宴乐于此。”卷十三《艺文》朱
用锦《游朗吟楼序》记载：“幞沧西
南，水行三四里，苍壑翠壁之上，多
楼阁焉。红檐咬雨，绿甍铺鸳，襟浣
花洲，枕石塘渡，宏然矗秀于漕河之
上者，朗吟楼也。”这些都验证了朗吟
楼当时的繁华和秀美。

朗吟楼坐北朝南，楼阁飞檐翘角，
四角攒尖，为歇山顶式设计。民国二十
二年《沧县志》记载：“相传吕纯阳饮
沧酒于此。”传说吕洞宾曾在江淮斩
蛟、岳阳跨鹤，飞过洞庭湖来到沧州，
并留下“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
庭湖”的佳句，朗吟楼由此得名。站在
朗吟楼上，东观满湖明月，湖面波光粼
粼，分不清哪里是月影、哪里是灯影，
湖心岛上绿树掩映、色彩斑斓，浪漫中
带着一丝神秘；西瞧运河弯弯，像一条
银色巨龙跃向南川古渡，周围仿古建筑
群在河面上倒映成画，昔日“运河绕郭
流滔滔，高桅大舵长短篙，自南而北连
千艘”的盛景依稀就在眼前；南望金碧
辉煌，南川楼犹如众星捧月一般屹立在
亭台楼阁之上，钟灵毓秀、大气典雅，
光彩耀目、分外美丽；北眺高楼林立，
沧州古城今非昔比，运河两岸灯火辉
煌，交通网络四通八达，一站式商场、
金融中心、重点学校、三甲医院等应有
尽有，一股浓郁的现代化气息让人感受
到这座城市的活力和魅力。眼前的种种
美景，犹如一幅立体鲜活的“清明上河
图”展现在南川老街。

行程过了大半，我们专程去杜生
包子打卡尝鲜。杜生包子系清光绪三
十一年（1905年）由天津传入演变而
来，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其选料
精良、配料考究、制作精细，从和面
到做馅儿都有独到之处。兴许是饿
了，兴许是沿途的风景勾起了食欲，
二三十个包子被我们一扫而空，短暂
停歇后继续出发。

三两个小女孩身穿汉服在南川楼
前翩翩起舞、嬉戏玩耍，在人群中若
隐若现，仿佛时间倏然倒流。“今人不
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李白
《把酒问月·故人贾淳令予问之》）遥
想当年，客商游侠，古渡相聚，把酒
言欢，说不尽的繁荣；文人墨客，登
高远眺，题诗作赋，道不尽的风流。
清诗人冯惠在《登沧州南川楼》中写
道：“危楼新建枕芦洲，过客登临即胜
游。倚醉北瞻天柱近，凭高东望海门
悠。鲸波晚带霞千道，鹤梦秋衔月一
钩。谩道岳阳多壮丽，古今同乐亦同
忧。”相较于朗吟楼的传说故事，南川
楼的历史则更接地气。据隆庆《长芦
盐法志》记载：“南川楼始建于明代嘉
靖十一年（1532年）冬，并于嘉靖十
二年 （1533 年） 七月建成。面阔三
间，左右两厢，共六间，楼高十丈，
隶属于长芦盐运使司，用于运司官员
及盐商闲暇登高远眺之用。楼上匾额
写着‘南川胜览’四个字。”清康熙十
三年《沧州新志》记载：“南川楼在南
关昊天观后。今废。”现在这座南川楼
和朗吟楼都是2021年复建的。

五

一桥飞架通东西，百狮稳坐几字
湾。沧曲桥横跨运河，连接着南川老
街和百狮园，拱形桥身在金黄色灯光
的照耀下，线条优美、独具魅力，桥

下的水幕上武术、杂技轮番登场。站
在沧曲桥上向北眺望，大运河畔流光
溢彩，三楼鼎立绚丽多姿，一艘古香
古色的游船荡着水波向南驶来，明月
投影在水面上一片璀璨，古时的一城
孤月成为如今的众星捧月。此时此
刻，我终于寻到了那“一船明月过沧
州”的盛景。

穿过沧曲桥就是三面环水的百狮
园，因其内部装点 101尊形态各异的
石狮子而得名。这里虽然深居城中，
但在青松翠柏的掩映下，少了一些喧
嚣和嘈杂，多了一份静谧与美好。顺
着园中步道前行，亭台轩榭、坐椅雕
塑等景观小品分居两侧，古莲池、缙
园等标志性建筑遥相呼应，让百狮园
更具文化厚重感。途经缙园，不自觉
联想起明朝南京户部尚书张缙。张缙
任沧州知州期间执政有方、民心所
向；离任沧州时，百姓拉住他的车
辕，卧道哭泣挽留；被罢官路过沧州
时，“沧人留之，乃家于沧，入沧
籍”；被困沧州城时，誓死不降，带领
民众抵抗流寇，最终守城成功；83岁
时，葬于大运河畔。张缙死后，为张
姓守墓者在此建村，名为张家坟。张
缙的一生曲曲折折、起起落落，看遍
了世间繁华，看透了是是非非，但最
终选择终老沧州，我想这场双向奔赴
应该既是张缙的命运，更是沧州人的
幸运吧。

穿过百狮桥南行，就是以碧桃为
特色的佟家花园景观带。仰望夜空、
满月如盘，时而藏于云中，时而探出
头来；两岸郁郁葱葱，河水微波粼
粼，风光旖旎，甚是喜人。佟家花园
是历史悠久的花卉生产基地。民国二
十二年《沧县志》记载：“城南里许有
村曰佟家花园，地临河曲，村民数十
户均以艺花为业。二百亩间，碧竹千
竿，名花满塍，严冬雪降，而暖窖唐
花芳菲，亦觉可赏。是以雅人淑秀，
四时游履相错也。秋末菊有佳色，来
者益盛，可称沧曲公园。”纪晓岚在
《槐酉杂志》中也有相关描述:“沧州
佟氏园，未废前，三面环水，林木翳
如，游赏者恒借以宴会。”当时盛况可
窥一斑。今日的佟家花园，早已从私
人的享乐之地变成了百姓的休闲场
所，名花秀木、争奇斗艳，身入其
境、乐在其中，令人流连忘返。如果
再给这片景区取上一个“沧曲公园”
的名字，城市历史文化氛围会更加浓
郁些吧。

摆开双臂、迈开双脚，在美景的
加持下，我们走路带风。急行中，我
们接连路过了鲸川路、晴川路，大道
笔直宽阔直通运河西堤。近年来，我
市大力推进中心城区城市更新，坚持

“留改拆”并举，不断优化城市功能布
局，打通“断头路”，园林绿地越来越
多，公共设施越来越完善，城市路网
越来越畅通，人民生活品质越来越
高，这些变化正在成为沧州人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在晴川路连接的是运河
公园，是城市微度假生态公园和大型
活动承载地。从运河流动方向来看，
它像物理符号Ω，但从空中鸟瞰公园，
它更像一个心形，周边的道路、桥
梁、水系像主动脉一样汇聚至此，形
成了一个巨大的“同心圆”。每日清
晨，周边群众都喜欢来此健身锻炼，
随着周边改善型住宅的拔地而起，这
里将成为小区里的“后花园”。

六

月下南运河，人醉五月夜。我们
沿着运河公园南面的景观带前行，灯
光逐渐昏暗下来，周边也只有走路的
沙沙声，还好皓月千里、银光洒下，
温柔地铺在我们前行的小路上，微波
荡漾满河明月宛若仙境，月的皎洁与
夜的静谧相互映衬，令人陶醉。快
22 时的时候，我们到达此行的终点
海河路。返程路上思绪万千，怡人
风景在脑海中循环上映，园林、码
头、古楼、老街像一颗颗光耀夺目
的“夜明珠”镶嵌在南运河上，景
色旖旎、令人沉醉。不禁想起省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杨金深同志来
沧调研时填的两首词。《减字木兰
花·沧州大运河随想》：水光潋滟，
碧透轻波舒彩练。大美沧州，月色
潮声一脉收。风华绝代，跃进新时
人豪迈。凛凛狮魂，唤取天河不老
春。《沁园春·大运沧州》：九曲长
龙，乍起洪波，浪卷云头。感星移物
换，史河奔涌；千年漕运，古渡悠
悠。书舍琴声，朗吟月影，如缕清风
送晚舟。通衢处，看水光潋滟，万象
同俦。春秋往替无休。与时进，宏图
正远谋。喜京杭一脉，贯接南北；东
出渤海，商旅从游。俊士垂名，雄狮
列阵，新业高科众志酬。添锦绣，有
华章咏唱，大运沧州。

千年运河，生生不息，伴随着运河
一直流淌的，是那一段源远流长的历
史；大美长芦，历久弥新，伴随着狮城
一起“出圈”的，是一幅拼搏奋进的长
卷。当前，运河两岸日日有变化、月月
见新颜，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
期许，一篇篇崭新的运河故事将在狮城
这方热土上书写得越来越好。

夜深了，满河月光皎洁明亮……

行走

一河明月游狮城一河明月游狮城
木月水 胡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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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动水花开船动水花开 苑立伟苑立伟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