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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流经丹阳的原大
泊、练湖、云阳、横塘、陵口、折柳、
运河、吕城等八个乡镇，串起丹阳
六大水系——香草河、九曲河、简
渎河、丹金溧漕河、永丰河、新鹤溪
河。目前，丹阳的内城河基本上都
是古运河河道。江南运河丹阳段
已作为“窗口工程”成为全国内河
中的样板航道。

雕塑中的丹阳性格

丹阳的“样板航道”现在是
滨河公园，水质清亮，有人在河
里刷鞋什么的。岸边两侧，既
有关于“丹阳”寓意的丹凤朝阳
雕塑，也在地面上勾勒了关于
这个古老地名的脉络。秦以前
就有了丹阳，那个时候叫“丹
杨”，因为香草河两岸多赤杨
柳；秦代改名为“曲阿县”，说是
害怕这个地方“泄王气”，要让
河流曲曲折折。唐宋以后，出
现了“丹阳”这个名字。

公园两侧有各种古老的成
语故事的现代雕塑演绎，地面
上刻有“百家姓”，一个个排着
队，傍晚散步的市民溜达过去，
还能做个小小的接龙游戏。丹
阳市文化人吴宁觉得，这可能
是一种和现实的呼应：“在上世
纪 80 年代初期的时候，丹阳市

区东侧出现了万家欢市场，说
得大一点，像是现在的义乌小
商品城，当时是很前卫的，既卖
中山装也卖牛仔裤。”上世纪90
年代之后，万家欢市场衰落下
去，不过后起的农贸市场也沿
用了这种命名模式，“千家乐”、

“百家姓”、“一家富”等等。
雕塑这种城市符号般的突

起，现实中会被人议论却很少
被怀念。“我们丹阳，有董永和
七仙女的传说啊。”丹阳南门外
大街上的袁师傅说，“黄梅戏

《天仙配》里面董永唱：我是丹
阳人。”这个中国传奇故事在
2011年被列为第三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南门附近还有
一座巨大的雕塑，大多数丹阳
人觉得，那座雕塑看起来更像
是“牛郎织女”，而不是“董永与
七仙女”。丹阳人听黄梅戏也
不是很多。也有不少丹阳人更

关心这种名号的现实应用问
题：“留个空名有什么用？怎么
还没有出现商标注册？”这就是
丹阳人觉得自己特别务实的一
面：“我们不像镇江，他们是说
大话、用小钱；我们就是小市
民，和苏州、无锡、常州的心理
距离还要近些。”

开泰古桥与张官古渡

就在南门外，一座开泰桥
连接着古运河两岸。丹阳的古
桥多，开泰桥是最有名的一座，
高高的拱形，方便当年船只穿
行，现在是南门外大街附近居
民晾晒、纳凉闲话的好去处。
开泰桥下干涸成一小片青草的
孤岛，夏日午后，有人躺在上面
睡觉。不远处，被青草和垃圾
填满的一侧是当年的“丹阳客
轮站”，一直沿用到上世纪 70

年代。就算是现在距离丹阳
十多分钟车程的访仙镇，当时
坐船缓缓悠悠地也得一个上
午才能到。流经丹阳 30 公里
的运河航道，也有为数不少的
渡口，比较知名的是张官渡，
渡口建有码头，设有渡船和渡
工。张官渡也是运河丹阳段
的第一个渡口。

丹阳境内的古运河从丹徒
与丹阳的分界线开始，沿着古
道可以一直走到渡口，原来都
是石板路。上世纪 90 年代，大
运河进行拓宽改造，渡口也经
过了重新修建。原先渡口上的
石板，有些被村民铺在了家门
口，石板上还有当年的车痕。
丹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高先生
介绍，张官渡不仅为南来北往
的行人和商旅提供了方便，也
为当初与敌伪周旋的新四军和
游击队提供了便利。1937年至

1949年丹阳解放，新四军、游击
队都曾通过这个渡口进行联
络，运送枪支弹药。张官渡上
最后一个摆渡者一直工作到
2001年左右，摆渡一次，一个人
一元钱，为了原大泊附近十几
个村庄走亲戚的方便。

练湖济漕与古街牛场

随着公路的建设，一桥飞
架运河，结束了张官渡用木船
摆渡的历史。据说从去年开
始，丹阳市将重建练湖风景区，
张官渡村、张官渡也要被拆
除。也有文化部门在争取保留
张官渡渡口，作为练湖风景区
的景点。于是，练湖这个在历
史上已经消失的大湖又要浮出
水面。练湖紧邻大运河，处于
镇江至常州之间，由于这一带
地势较高，运河常常因水浅而

使漕运受阻。于是，就有人提
出了“以练湖之水，济漕运之
厄”。练湖是一个人工湖，是西
晋时为解决丹阳一带的水患和
农田灌溉而修的一项水利工
程。京杭大运河开通以后，练
湖又多了“济漕”的功能。

“隋朝开通运河以后，镇江
到常州，地势比较高，练湖是湖
底比较高，水面比较高，与运河
正好是一堤之隔，所以可以用
练湖水济漕运。”吴宁介绍说，
在练湖共造了四座闸，前三闸
分别靠近西门护城河，第四闸
又名黄金闸，地处张官渡渡口，
四座闸全部以泄水济运为主。

“湖水放一寸，运河涨一尺”，以
练湖水济漕运，是两个人类智
慧工程的互补。但随着铁路公
路的发展，大运河在交通运输
中的重要性也逐渐下降，练湖
济漕的功能全面退化，变成农

田、鱼塘等。民国时期，练湖建
起了江南最早的农场，一直延
续到解放后，当年附近地区的
群众也被组织到农场参观日本
进口的拖拉机收割。“完全恢复
练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个特
别大的湖，只有可能部分恢复
成风景区。”吴宁说。

试图恢复的还有南门外大
街。这是一条因为古运河而繁
盛的古街，老人们最怀念当年
牛场的热闹，每月两次，初一、
十五，这里都有巨大的牛交易
市场，耕牛、水牛、苗牛，四面八
方的牛都在此交易，主要是因
为交通的便利，据说最远的交
易者来自河南。另外，吴宁觉
得牛市在这里聚集，还有一个
特别重要的原因，如果耕牛、水
牛一时间没有交易成功，可以
暂时放养在附近的练湖，那里
水草丰美，不会掉膘。据说，南

门外大街也要被打造成历史文
化街区，消失的牛场文化是等
待深入挖掘的资源。

一支塔影认江南

如果要打量整个丹阳的
面貌，最好是登上万善塔。吴
宁介绍说，古运河第二次改道
在明万历年间，为了迂缓水
势，减慢流速，当时的知县把
尹公桥附近河道改凿成了弯
道，称为“转河”，万善塔从河
湾处拔地而起，这处河湾于是
有了“宝塔湾”的美名，万善塔
依运河而立，成为古城丹阳的
标志。建国后进行水利建设，
把弯道取直。丹阳人相信那
些弯曲的河道里，隐藏着古运
河的过去。现在这里是万善
公园，河道被改造成游乐园的
一部分，正在进行淤泥清理改

造，各种小动物造型的游船停
在干裂的湖底。

万善塔原名“城霞阁塔”、
“三义阁塔”，直到 1987 年，丹
阳市民集资修缮的时候才发现
了它的真名，在距离地面五十
米高的塔刹上，清晰地铸着“镇
江府丹阳县万善宝塔大明崇祯
十年造”的字样。

据地方志记载，明代麦溪
的张学忠 45 岁了还没有儿子，
他想通过善举得福生子，所以
决意建造一座宝塔镇住湍急的
古运河水……登上万善塔第七
层，极目远望，丹阳市容尽收眼
底。现在万善塔虽然不是丹阳
市的最高点，但依然是符号性
的地理坐标。当年看到万善
塔，就知道来到了江南，这有点
类似于北京通州运河边的燃灯
佛舍利塔，两者一南一北，遥遥
呼应。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曹燕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飞

几番丹阳照古渡 一支塔影认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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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水网
与江南村镇共生

江南运河两侧有太多的岔河、支流、

人工河道等。唐宋时代，江南运河及其密
如蛛网的人工河道所覆盖的广大地区，形
成了众多的城镇乡村。例如，丹阳地区至
今仍然与大运河直接连通的主要人工河
道包括九曲河、简渎河、香草河、丹金溧漕
河等，每条河道沿线都存在大量的支线河
道与城镇村落相连。这个人工化水网滋
养了丹阳的访仙、延陵和珥陵四大名镇和
其他古镇与村落，与江南其他水乡地区一
样，这些城镇与村落都与发达的人工化水
网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这也是江
南文明的特色所在。

大运河与支流河道的关系，共同构成
了江南文明生成与发展的基础。如果将
大运河看作是一棵生长在江南的苍天大
树，无数条覆盖整个区域的大小水道就是
渗入大地深处的繁茂根系。没有后者，江
南运河主航道就是无源之水，仅仅是一个
水利工程而已。

吴语区的语言孤岛
在丹阳人看来，丹阳话就是一个孤

岛。丹阳虽然和镇江相距很近，但是历史
上的人口巨变较少，因此受到淮北官话的
影响较少，因此丹阳话没有镇江话那么明
显的渡口特征。另一方面，丹阳话也不同
于心理距离上更近的苏州、无锡、常州的
吴语。吴宁介绍说，丹阳作为一个县级
市，出过方言大辞典，这很难得，而且一代
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就是丹阳人，他觉得这
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历史渊源。

丹阳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境内河网纵
横交错。古时候因为桥梁不多导致丹阳
许多河流两岸交流不频繁，故产生一村一
音，隔河不同音，甚至隔着一条沟渠也有
不同音的境况。一般来说，十里不同音是
吴语地区的普遍特点，丹阳话在保留这一
特点的同时，也有其鲜明的特征——越往
东往南，越接近典型的吴语。由于丹阳话
的特点，使其成为吴语研究的重要热点地
区之一。丹阳话还保留着古雅的一方面，
特别是在丹阳西部的农村，例如说灶头上
的锅盖，一些农村称为“釜冠”，就很有古
意；回答“是”，读“yi”，是古语中“然”的意
思。不过，近代以来，丹阳在心理上不断
向苏、锡、常和上海靠近。很多小孩子已
不会讲丹阳话，这在丹阳是一个普遍的
问题。

运河边的“眼镜之都”
“到丹阳，配眼镜吧！”出租车师傅对

于外地口音的人，都是这样打招呼。丹阳
是“眼镜之都”，据说丹阳生产眼镜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初的生
产地集中在大泊、司徒两镇，仅有 6 家乡
办企业。随着乡镇工业的兴起，在上海、
苏州等地从事眼镜业的丹阳籍技师纷纷
回乡办厂，到70年代末，丹阳已经有了几
十家眼镜架和玻璃镜片生产企业。当时
这些企业大都生产设备简陋，工艺简单，
产品质量主要靠工人目测把关。

进入80年代后，丹阳眼镜生产企业已
发展到了90多家，眼镜市场呈现一片上升
趋势，原来在丹阳火车站附近摆摊卖眼镜
的小商贩们，也开始做起了眼镜批发生
意。在这样的形势下，后来就筹建了小型
眼镜批发市场，到80年代末形成了华阳、
云阳两大眼镜批发市场。现在，火车站附
近有丹阳眼镜城，大多数户外广告和商铺
店面也都跟眼镜有关。但路上戴眼镜的
丹阳人却不是很多。

“你们北京潘家园的眼镜城，好多都
是我们这里的货呢，还有北京来的游客，
一口气配了十多副眼镜，比在潘家园还划
算。”出租车师傅说。但是也有人担心丹
阳眼镜市场的混乱：“别的城市多花一点
钱，就能把这个眼镜之都的名字搬走！”

站在万善塔上俯瞰，丹阳市容尽收眼底。

万善公园里的万善塔依运河而立，曾经是古运河进入江南的标志。开泰桥是丹阳运河申遗中的重点古迹，这里曾是繁华的丹阳南门码头。

丹阳火车站附近的户外广告和商铺店面大都跟眼镜有关。江南运河丹阳段依旧繁忙，也是全国内河中的样板航道。

开泰桥下的古运河河道干涸出了一片孤岛，夏日午后，有人躺在草地上睡觉。

南门外大街是一条因运河而繁华的古街，即将打造成历史文化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