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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元代京杭运河全线开通后，数百年
间，山东临清至江苏徐州段河道经常受到黄
河溃溢的干扰，轻则受阻，重则断航。为避开
黄河之害，明朝多次对这段运河进行开挖改
造，其中有两次重要的改道工程：一是开凿
南阳新河，再就是开凿泇河。从1528年(明嘉
靖七年)初开南阳新河，到1604年(明万历三十
二年)开泇工成，其间开、停，再开，新开，七十
多年，几经反复，才真正解决了黄河扰运的
问题。

临清至徐州段运河距离黄河较近，每逢
黄河决口这段运河即受其害。《明史》记载，
黄河“元溃溢不时，至正中受害尤甚”。诗人、
画家王冕在元代至正年间乘船沿运河进京，
就曾亲眼目睹了黄河泛滥的状况，所写“黄
河西下水多生，滕州徐州田不耕。农民尽逐
鱼鳖去，商贾只凭舟楫行”“处处黄河道，吾
将补《水经》”“十月黄河道，舟行浊水泥”的
诗句可为佐证。

明洪武元年和二十四年，黄河两次溃
决，致使运河临清至济宁北段全部淤塞、断
航。永乐初年，全线治理会通河后，运道恢复
畅通。正统十三年黄河决口，弘治二年、五年
决口，这几次河患给张秋一带运河带来严重
危害，漕运因此断绝。弘治七年(1494)，刘大夏
督修张秋河工完成，黄河北犯之路被堵住。
孝宗帝大喜，为张秋镇更名“安平镇”。

北段已告平安，南段河患有增无减。正
德至嘉靖初年，20年间黄河在曹、单、丰、沛
县决口就有八次之多，黄水带来的泥沙对泗
水运道造成严重淤积。嘉靖五年(1526年)，“黄
河上流骤溢，东北至沛县庙道口，截运
河……淤数十里。”嘉靖六年，黄河于曹、单
等县决口，“冲入鸡鸣台，夺运河，沛地淤填
七八里，粮艘阻不进”。为解决黄河扰运问
题，朝中多有大臣上书献策。左都御史胡世
宁提出“于湖(昭阳)东滕、沛、鱼台、邹县间独
山、新安社地别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
河，不过百余里。厚筑西岸，以为湖障，令水
不得漫，而以一湖为河流散漫之区”的运河
改道东徙建议。堵不住，可以躲，此为“避黄
保运”之策。

嘉靖七年(1528年)，总河盛应期奉命主持
开挖南阳至留城新河。开工四个月，时值七
月，“工已及半，会旱灾修省，言者多谓新河
之开非计”，嘉靖帝即决定停工。盛应期深知
开凿此河的重要，不愿功亏一篑，枉费民力、
财力，即请求再给他一月的时间完成新河之
役，结果是被召回京罢官。因开新河遭到如
此下场，这之后“近四十年无敢言改河者”。

无人敢言改河，不一定河水无乱子。自
盛应期被罢官至第二次开凿南阳新河近四
十年中，黄河仍是经常在曹县、单县一带决
口，运河也屡受其害。虽然在嘉靖十四年
(1535年)，总河刘天和动用14万劳工，对济宁
鲁桥至徐州段125公里河道进行一次大治理，
可仍是抵挡不住黄河决口之水。嘉靖四十四
年(1565年)七月，“河决沛县，上下二百里运道
俱淤”，运道淤塞，漕船不行，这是当务之急，
重中之重。此时，嘉靖帝仍然在位，便任命朱
衡为工部尚书兼理河漕，任命潘季训为佥都
御史总理河道，治理这段运河。经过实地调
查研究，朱衡力主开新河，潘季训则力主复
故道，各有其理。嘉靖帝派遣工科给事中何
起鸣前往勘察。何起鸣回奏：“宜用衡言开新
河，而兼采季训言不全弃旧河。”嘉靖帝即命
朱衡主持开工。南阳至留城仍按当年盛应期
所开河道继续开凿，留城至沛县南境山53里
旧河疏浚河道。工程于嘉靖四十五年二月开
工，至六月完成。适逢汛期大水，有几处工程

被毁，此时朝廷又起非议，有人上奏罢免朱
衡的官职。恰在这时，有万艘漕船已经顺利
通过新河北上，嘉庆帝闻讯大喜，朱衡得以
躲过一劫，继续履职，河工于隆庆元年(1567
年)九月完成。

此段运河称“南阳新河”，又称“夏镇新
河”，起南阳，经夏村(夏镇)至留城，全长141
里。因运河东徙，原设在沛县沽头的管河机
构工部分司和户部分司，也于隆庆三年移驻
夏村，村遂更名为镇。新河成，皇帝赋诗志
喜，加封朱衡为太子太保。官员、文士行于新
河，多有诗作赞颂。隆庆二年(1568年)，出任总
河的翁大立称赞南阳新河：“新河之成胜于
旧河者，其利有五：地形稍仰，黄水难冲，一
也；津泉安流，无事堤防，二也；旧河陡峻，今
皆无之，三也；泉地既虚，黍稷可艺，四也；舟
楫利涉，不烦牵挽，五也。”

南阳新河东徙，经过独山西、新安社至
夏镇，不再走庙道口、湖陵城、谷亭闸。新河
道地势较高，避开了黄河之害，然而因“不全
弃旧河”之故，留城上下河段仍然不时受到
黄河之水的干扰。留城南段运道受黄河泥沙
的淤积，流水被阻，注入湖内，湖水愈积愈
多，留城段运道多被湖水侵袭。隆庆三年
(1569年)黄河再决沛县，留城以南，运道淤塞，
漕船两千余艘被阻于邳州(今徐州东南部古
邳镇)。此时，总河侍郎翁大立提出开泇通运，
以避徐州上下黄河之险的建议，变“引黄济
运”“借黄行运”为“避黄保运”。

泇河，北起源于鲁南费县、峄县山区，分
东西二泇，南流至江苏邳州北部合而为一汇
入黄河运道。翁大立所言开泇，就是把经过
徐州的运河北移，由徐州北的梁山之南往利
国驿方向开凿新河，与泇河会，再南行入运，
以躲避西来黄河的隐患。正在朝廷商议此事
之时，因黄河水落，运河复通；而此时“淮水
涨溢，自清河至淮安城西淤三十里”，翁大立
为治河多方奔走，开泇之议到此而止。万历
三年(1575年)，总河傅希挚经过现场勘察再提
开泇避黄，以求长久之计；因地理环境颇难
施工，朝廷有人“谓开泇非数年不成，当以治
河为急”阻止，傅希挚的建议未能实施。

万历十九年(1591年)，总河潘季驯因留城
上下运道湖水难行，改开李家口河行运。自
夏镇吕公堂(今夏镇南3公里老坝村)以西，转
东南近微山岛，又西南经龙塘至内华闸，接
镇口河入运道，经滕、沛、徐之地100里。此河
虽已绕开留城，但仍未摆脱湖水上涨和黄水
的冲击。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徐、沛、鱼、
滕诸郡邑雨潦大作，泉湖湓溢，阔漾滔天，漕
堤溃决几二百里，运艘用阻，民乃垫溺”。大
雨使得吕蒙、赤山诸湖水势大涨，为泄水保
运，总河舒应龙上书朝廷，在韩庄(今微山县
驻地东南)开凿泄洪河道40里进入彭河，再东
流汇入泇河。翌年正月由管河参政梅淳率众
开工，五月告成，时称“韩庄新河”。此河仅为
泄水之用，不能行船。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黄河于单县决
口，漕运被阻，总河尚书刘东星受命治理河
漕，为避黄行运，他奏请后正式开凿泇河。工
程起于夏镇李家口，经滕县、峄县、邳州之地
至泇河。施工两年，因万家庄、台家庄、侯家
湾、良城等处山岗高阜，地多砂石，虽力凿成
河，可行漕船十之三，然所开“河身尚浅，水
只二三尺不等，江浙、湖广粮船重大，难以通
航”。刘东星因带病操劳而卒于任上。此次开
泇，“帝以泇河既有成绩，命河臣更挑浚”。万
历三十一年(1603年)，黄河在单县决口，“灌昭
阳，入夏镇，横冲运道”，总河曾如春忧病而
死。工部侍郎李化龙继任后，主张继续开泇，
上书言开泇之利有六，不必疑有二。第二年
(1604)正月开工，至八月“分水河成，粮艘由泇
者三之二”。开泇工程自夏镇至邳州直河口，
全长260里，时称“东运河”。新河道既避开了
黄河险地和河溃之害，又缩短了运河里程，
成为漕船商旅的优选航道。清初治河专家、
总河靳辅曾说：“有明一代，治河莫善于泇河
之绩。”

自泇河畅通后，事实证明此乃京杭运河
山东济宁至江苏宿迁段的最佳运输之路。现
在想来，若无南阳新河开凿成功，就不可能
有开泇之议；若无开泇泄洪之举，也不可能
有开泇行运之事。当年治理河漕有言：“功莫
大于治河，政莫重于漕运。”可治河、治漕，需
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力有不及，也只好以修
补维持现状、或以小改暂顾眼前，难以一劳
永逸。在那时，朝廷中对开新河之议也有“地
方保护”者在。明代周之龙说得明白：“惟泇
一成，漕向滕、峄、郯、沭而背徐、邳、桃、宿，
向者日渐纷华，则辗然喜，背者日渐寥落，则
穆然嗟。以故勘泇者，非溺于桑梓之其利，即
移于编列之共灾，未臻厥成，惧者众矣。”当
然，这些因“地方保护”而起的各种阻扰，最
终没能抵挡住开南阳新河、开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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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标】

□杨建东

宋廷被金兵往南追赶，宋高宗赵构于建炎元年
(1127年)在商丘称帝，后来又跑到杭州建都，金国于绍
兴二年(1132年)占据山东，一切军政、区划、年号、官职、
习俗皆由金国制定。金国兴亡119年，留下的文物很少，
诗文更少。

微山县两城镇东部有座凤凰山，海拔266米，处于
微山县、滕州市交界处。山腰有四个洞穴，洞口向南，高
约4 . 8米至5米，有的进深6米，有的进深30余米，都是地
壳运动形成的天然洞穴，其中一洞的东壁上有刻诗一
处。先凿平打磨63×55厘米的长方形壁面，而后刻字，楷
书，10行，首句为“雪溪逸人张拱辰题”，第一首诗曰：

“可叹牺皇在古初，几经风雨太萧疏。想知避此无宫室，
不免将身向穴居。”诗后有一“又”字。第二首诗曰：“遗
文一览见皇初，世属鸿荒事简疏。当此定知无栋宇，但
凭巢穴得安居。”纪年为“大金泰和三年夹钟二日立
石”，署名“学生朱伯虎、温世宁、彭希祖、张汝翼、武德
彰、贺实素、完颜邦杰、荆汝楫”。

诗中的牺皇指伏羲，山下有座伏羲庙，《魏书·地形
志》记载东汉始建庙宇，唐代曾修缮并刻碑记之。北宋
熙宁七年(1074年)扩修，熙宁十年建三门，都留下碑记
石刻。从金代古诗中可以看出，八名书生中有一名女真
族人氏，他们先到庙内游览观看了所有石碑，听僧人介
绍伏羲曾居住在山上洞穴，山巅有伏羲女娲兄妹滚磨
成婚、抟土造人的“老磨台”遗迹。书生们便爬山进洞，
在洞口俯瞰伏羲庙，一番感慨，一人赋诗，另一人步韵
和诗，诗意是说伏羲当年没屋住，便来山上栖身洞穴。
和诗意为在山下庙内看了碑文史料，知道洪荒时期伏
羲的居食条件简陋，在山洞里得以安居。诗后落款泰和
三年夹钟二日，女真族以十二音律记月份，夹钟为八
月。南宋嘉泰三年与其并列，距今817年。这个山洞很奇
特，是洞中洞，洞的尽头有一小洞可以上攀，攀援4米即
见10平方米的大洞，底面平整，较开阔，人能直立活动，
并有石块砌垒的小墙隔为内外间。

此洞阴森可怕，人迹罕至，我与同事老孔为考察古
迹二钻此洞，用手电搜寻所有石缝欲寻觅金代书生的
文具，一无所获。

八名书生是写在纸上，还是题于石壁上，不得而
知。他们游览伏羲庙，又爬山寻找伏羲遗迹，似乎游玩
的可能性较大。古代书生外出，携带笔墨，诗兴大发，随
手就题，有些唐诗宋词就是题于墙壁，如黄鹤楼上就留
有壁面让文人题诗，陆游的《钗头凤》就题于沈园墙壁
上。这八名书生很可能萌生乐趣题诗于壁。若干年后，
张拱辰进洞看见题诗且有姓名、年号，文人相惜，便请
石匠凿平石面，张拱辰题上自己的别号和姓名，将诗抄
录于石壁上让石匠刻制，以便流传。这其中是否还有其
他故事，已是难解的历史文化之谜。

怪就怪在诗前有一句“雪溪逸人张拱辰题”，清康
熙版《鱼台县志》载张拱辰是鱼台县人，明代文人。古代
方志记载人物简略扼要，因此张拱辰生平事迹不详。可
以断定，八名书生在洞中作诗不是题于石壁，而是写在
纸上，因为步韵和诗是二人完成，字体不会相同，更不
会带着锤刀在石壁上刻诗，必是若干年后由别人请石
工来洞内凿平石壁，文人将古诗工工整整按格式抄书
于石壁上，石工再刻字。完成此事的人即张拱辰。那么
张拱辰是怎样见到的金代古诗？我多次进洞，始终没发
现石壁上有文字墨迹，倘墨迹题于壁上，不经风雨能保
留几百年。能否设想：八名书生写完诗后将纸折叠起来
藏在洞中的石缝内，如做游戏一样让后人发现去吧。若
干年后，金诗被人发现，张拱辰闻听此事，文人相惜，将
诗抄在石壁上并题写自己的名字。

金元文学研究者王季思、洪柏昭著文说，“汉族统
治南移，宋词在北方淡化，文学产生了一种通俗化的倾
向，金元文人不注重编集，不敢明言政权，多是随作随
弃，不太珍惜，故散佚甚多。这处珍贵的文化遗产由于
处在荒山野岭，鲜为人知，仿佛一块美玉默默在乱石中
闪着光泽。”考古资料表明，金代摩崖刻字全国发现三
处，吉林梅河市庆云村、海龙县和黑龙江哈尔滨河城区
亚沟，加上微山的这处，全国仅四处。因为此诗宣传少，
鲜为人知，东北有学者收集金代文学作品并出版书籍，
未录此诗。

这一带的山水古属鱼台县，1956年划归微山县，伏
羲庙现存的宋、元、明、清、民国时期的石碑皆署鱼台
县。1992年我主持修缮伏羲庙时听说洞中金诗，便爬山
查看，次日带上纸墨又爬入洞中拓制拓片，收藏拓片29
年。此诗浅显易懂，是少数民族统治下的文化遗产，因
而珍贵，更重要的是证明了在宋金时期伏羲庙已是庙
堂完整、碑碣林立、僧人主持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建筑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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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庄运河(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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