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赓续治水七十年，千里长淮得安澜
时本放

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寿县人，不屈不挠地与洪水
抗争着，拼搏着。寿县要发展，治水是关键。而关键的关
键，尚依赖于国家对淮河的有效治理。

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全长约 1000 公里。 这里
造就了丰富的生态系统，是理想的栖息之所，曾长期是
中国农耕文明的核心地区，素有“江淮熟，天下足”“走
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美誉，也是我国南北气候的
过渡带。 淮河原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历史上长期畅
通入海，并无水患。 800 多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彻底改变了淮河温顺的面貌。南宋建炎二年（1128 年），
东京留守杜充在河南滑县开挖黄河改道南流， 以阻金
兵；绍溪五年（1194 年），黄河又在阳武决口，河水挟带
着万亿吨泥沙夺淮入海，淮河入海水道被堵，自此淮河
沿岸形成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灾难
史。抗日战争期间，淮河流域大部沦陷。1938 年，国民政
府“以水代兵”，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致使黄水在淮河
流域泛滥达九年之久，淮河水患不断加重，流域内水利
工程千疮百孔，损失殆尽，沿河洼地尽在水患肆虐中。寿
县，位于淮河中游，淮河自王家坝向下进入中游 500 公
里，河床浅，河道平缓，落差仅有 19 米，故历史上多涝
灾水患。

1949 年 9 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
会议把“兴修水利，防洪抗旱”写进《共同纲领》。1950 年
夏，安徽、河南交界处连降大雨，灾情惨重百年未有。 水
灾告急的电报接二连三地呈送给新中国领袖毛泽东主
席。 那时，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百废待兴，肃敌斗争、
抗美援朝迫在眉睫。 然而，毛泽东从共产党人的初心出
发，从 7 月到 9 月，连续四次对淮河救灾和治理作出重
要批示，提出并督促要治理淮河。

11 月 6 日， 直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治淮机构———
治淮委员会成立。 经过紧张有序的准备， 治淮工程于
1950 年 11 月全面展开，豫、皖、苏三省 300 万民工日夜
奋战在淮河工地上。 在国家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党
中央毅然决定举全国之力治理淮河， 当家作主的人民
战天斗地的气概被激发了出来，几千名医务工作者、上
万名专家技工、几百万名民工，从全国各地奔赴治淮前
线。 1951 年 5 月， 毛主席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
好。 ”这一伟大号召极大鼓舞了治淮大军的士气，掀起
了第一次大规模治淮高潮。 在工地上出现了“父子齐上
阵，兄弟争报名，妇女不示弱，夫妻共出征”的动人景
象，建设者们居住在滩地工棚里，睡在泥地稻草上，食
在露天。 原准备投入抗美援朝的野战师集体转业，改为
解放军水利工程一师和二师， 华东各大专院校和高职

土木水利系即将毕业的学生纷纷响应号召， 参加治淮
战斗。 这一时期，建设者们创造了一项又一项享誉海内
外的治水奇迹：建成了气势恢弘的大别山水库群，创造
了中国第一座连拱坝、第一座自行设计的重力拱坝；兴
建了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最大灌区———淠史杭灌区。 从
1950 年至 1957 年经过八个年头的不懈治理，初步改变
了淮河“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水患局面，
但仍未根治好淮河的突出问题。 经 1954 年特大洪水考
验，仍存在不少难题。

由于流域内防洪排涝工程体系不完整不充分 ，
1991 年夏，淮河流域再次发生了较大洪水，京沪、淮南、
淮阜等铁路几度中断，大部分公路干线被淹没，数千家
企业被洪水围困。 寿县也遭受了巨大灾害。 1991 年 9
月，国务院再次召开治理淮河工作会议。 针对淮河暴露
出的突出问题，确定实施以防洪、除涝为主要内容的治
淮 19 项骨干工程。 整整用了 15 年时间，到 2007 年基
本完成，淮河流域防洪除涝工程体系的框架基本形成，
全流域抗御洪灾风险能力和社会安定程度大为提高。
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 淮河入海水道等一大批治淮重
点工程完工。 寿县县域内的正南淮堤、张马淠堤、寿西
湖防洪大堤、九里联圩堤进行了加固加高，通淝闸、正
阳涵、幸福涵排水闸进行了扩建；大店站、时寺站等排
涝站进行了更新扩容，基本满足正常情况下排涝需要；
肖严湖、瓦埠湖、梁家湖湖堤得以加固，湖堤路面进行
了硬化， 沿湖各中小型排灌泵站进行了扩容改建。 自
2003 年洪灾后，经改建后的防洪设施发挥出巨大能量，
全县境内村庄农田从此未发生决堤被淹现象。

2010 年 4 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赓续发力，对淮河
进行综合治理，彻底解决淮河流域洪涝、干旱及生态环
境保护问题。 2011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
实做好进一步治理淮河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再
用 5 至 10 年时间，完成 38 项治理任务。 几年来，一大
批重点治理工程落地建成，南水北调东线、中线一期工
程建成通水并发挥显著效益，引江济淮、南水北调东线
二期等工程即将完工；河流湖泊、水资源、水生态、水土
保持等行业监管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 农村饮水安
全、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中小河流治理
等民生水利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流域内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了明显提升。 据统计，到 2019
年底， 淮河流域已建成 6300 余座水库， 约 40 万座塘
坝，约 8.2 万处引提水工程，规模以上机电井约 144 万
眼，水库、塘坝、水闸工程和机井星罗棋布。 淮河流域基
本形成了以水库、河道堤防、行蓄洪区、控制性枢纽、防
洪调度指挥系统等组成的防洪除涝减灾体系， 使淮河
上游防洪标准达到超 10 年一遇，中下游防洪标准已达
到 100 年一遇，重要支流河、中小河流达到 10 至 20 年
一遇。 纵观淮河流域，逐步形成了“四纵一横多点”的水
资源开发利用和配置体系。 “四纵”就是南水北调东线、
南水北调中线、引江济淮、苏北引江工程；“一横”就是
淮河；“多点”就是一大批水利工程。

历经 70 年三次大规模的赓续治淮，党领导全国人
民基本理顺了紊乱的水系， 改变了黄泛数百年来恶化
的局面，实现了淮河洪水入江畅流、归海有道，初步构
建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新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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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风 玉 露 一 相 逢
———引江济淮（南水北调）入淮河口见闻

花学筑

盛夏七月。 我陪同来自北京的曾经老领导老同事
一行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寿县北门方向参观了引江
济淮入淮口工程。 眼前的八公山， 一派葱茏 。 站在
著名的八公山麓， 确切地说站在通往八公山乡豆腐
村的东淝河大桥上， 看着正在热火朝天施工的引江
济淮入淮口工程船闸项目， 不由生出古战场又著新
篇的感慨。

脚下的东淝河， 即是近 2000 年前的淝水之战古
战场。 公元 383 年， 前秦王苻坚依仗兵多将广欲统一
江南的东晋， 志骄意满地宣称， 我前秦九十万大军，
一旦兵临长江， 即可 “投鞭断流”。 结果东晋的宰相
谢安临危不惧， 布奇兵， 出奇招， 在长江以北、 淮河
南岸的寿州城北东淝河与前秦军南北对峙 ， 以少胜
多， 一举击败兵力几乎十倍与已的前秦军队， 留下了
“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的千古经典传奇， 淮南八
公山遂闻名天下。

岁月弹指刹那， 沧桑不掩风华。 昔日古战场故事
己成经典， 厮杀呐喊声也深植历史卷页。 而今， 这块
英雄的土地上又崛起许许多多现代故事与现代传奇。
东淝河又续演了古战场的风流芳华。 眼前的引江济淮
入淮口项目即是现代传奇中的一项宏大工程。

往南望， 在引江济淮工程来路的正前方， 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商 （丘） 杭 （州） 高铁东淝河拱形高铁
桥。 此时， 一列高铁正呼啸而过， 几乎瞬间就穿越了
几千米的桥梁， 令人想起 “淝水之战” 时谢玄 （东晋

御敌大将军） 率 5000 骑士突破东淝河冲击前秦几十
万大军的英雄壮举。 历史， 没有高质量的速度就没有
胜算， 今日也同样， 提质提速既体现效率与效益， 也
标志历史与社会的进步。 靠近高铁桥与其兄弟一般耸
立的是合淮阜高速公路的斜拉桥， 此时正在做桥梁抬
高工程施工， 因引江济淮工程开通引入江水后， 淮河
水位与东淝水位抬高， 高速公路原桥已不适应大型船
舶通航， 故需进行抬高。 这也是应发展的需求而提升
吧。 人生也如此， 一生都要不断抬高标准提升自己才
是。 如果说前两桥在伯仲之间， 那么东淝河的靖淮大
桥则是小幺弟了。 它属引江济淮的配套工程， 由原来
的靖淮老桥改造而成。 驻步远眺， 新靖淮大桥与高
铁、 高速大桥三兄弟卧若玉带， 高塔如冠， 在八公山
畔， 古城墙外交相辉映， 蔚为壮观。 陪同我们的项目
部经理说， 高铁、 高速、 高等级航道三高相会于此，
可谓桃园三结义！ 我接道， 于此于时， 应是新楚风汉
韵， 吟唱江淮汇。

北面就是引江济淮的船闸主体项目， 右边是 34
米宽的一线船闸改造工程， 左边是 23 米宽的复线船
闸工程。 工程的主要建筑基础设施基本完成。 项目经
理告诉我们， 左边 23 米宽的复线船闸工程即将完工。
今年年底， 引江济淮全线贯通， 该船闸将进行通航试
运行。 随着经理遥指， 目光远眺， 在船闸工程向北延
伸处， 是烟云飘渺的淮河水畔———长江水与淮河水即
将相逢的交汇口。 此时虽然尚未有江水流来， 但随着

项目经理的介绍， 看着眼前投资近 8 个亿 （整个引江
济淮工程总投资 600 多亿， 此处仅指入淮口船闸项目
投资额）、 规模宏大的工程即将竣工， 想象着几十亿
立方的江水不久将如约而至， 禁不住由衷感叹！ 作为
一个老淮南， 几十年工作与生活经历早就告诉我， 虽
然淮河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淮河儿女， 但毕竟是酸甜
苦辣尽在其中， 除了受自然环境 （频繁的水灾与旱
灾） 影响， 还有水资源环境 （水量小、 饮水质量低、
通航能力差）、 水生态环境 （易污染、 生态功能脆弱）
的困扰。 长江水解淮河之渴， 淮南将要喝到的可是第
一口南来之水。 就在眼前， 就在这里， 甘若醴泉啊！

被称为安徽的 “南水北调” ———引江济淮工程，
是新中国继三峡、 南水北调之后的标志性重大工程。
建成运行后， 一条崭新的南北向水上大通道———江淮
运河将沟通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 江淮运河既保证和
改善城乡供水、 民生用水， 保证和改善淮河水生态环
境， 还要充分发展江淮航运， 为淮河通江达海开辟一
条 “黄金水道”。 这条水道也是一条 “黄金项链”， 将
长三角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紧密地连为一体。 带动航
运交通、 现代物流、 文化旅游及相关特色产业发展。
一座座现代化运河新城也将应江淮运河之 “运 ” 而
生。

近 700 余公里的江淮运河， 在淮南境内约 100 公
里。 淮南境内目前的工程除了江淮沟通段的输水河道
工程、 瓦埠湖湖道疏浚工程、 瓦埠湖大桥、 东津渡大
桥、 靖淮大桥等大桥工程外， 入淮口的东淝河船闸工
程是引江济淮八大枢纽工程之一。 运河通航后， 这些
工程项目将大大改善和提升古战场周边与入淮口一带
的基础设施现状。 届时入淮口将自带光芒， 会如现代
的长江三峡坝区因筑三峡大坝而兴起 ， 如江苏淮安
（处淮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口） 因古运河而兴起一样，
成为江淮运河终点的一个重镇， 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会
突飞猛进。 除此之外， 众多的淮河儿女还会看到， 自
瓦埠湖到入淮口运河段还必将像彩带串明珠一般把瓦
埠湖、 寿州古城、 淝水之战古战场以及八公山风景区
联接为一体。 八公山旅游业将奏响古战场文化、 淮河
文化与运河新文化的多重乐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 此时此
刻， 我头脑中不觉跳出来宋代词人秦观的这句名词。
淮水汤汤贯古今， 运河粼粼润新淮 。 我想 ， 在这江
淮运河的入口地， 在这长江与淮河的相逢处 ， 在这
著名的古战场， 一座新城将崛起， 一篇新的八公山
故事将续写 。 淮河在新时代的追梦前行中将从这个
入淮口起步开始， 毫无疑问会成为淮南未来的一阙诗
与远方。

漫 步 瓦 埠 湖 畔
王晓珂

这里是方圆百里的天然湖泊， 如
今架上了一弯虹桥， 可以直接抵达对
岸。 它叫瓦埠湖， 古时也叫望春湖。

欣赏一个地方，是从它有湖水开始
的，沿着它的岸徘徊，步履越慢越好，像
蜗牛的速度，才能真正熟悉它、认识它、
看清它而感受和欣赏更多的东西。不只
是朝霞 、 也不仅是夕阳 ， 还有那船 、
那鸟、 那波涛、 那浪花…… 每次我
都想， 一个人摆着一个小木船， 在月
夜里的湖上， 游荡！ 如果有细雨蒙蒙，
那更好， 在清晨， 走进迷雾里， 环绕
一周， 数着梦幻的微风， 慢悠悠地与
水波同步 。 水波在弹琴 ， 声音空灵 。
水鸟在浪花上呢喃， 水碧天蓝， 湖岸
翻阅远古的诗。 春秋时期， 孔子的七
十二弟子之一的宓子贱步行的脚印 ，
起身鲁国， 与瓦埠湖畔的微风一起拂
过 。 他累了 ， 望着遥远不及的吴国 ，
便不再远行， 永远安息在湖岸的铁佛
岗上。

古老的街， 光滑的石板路， 书印
在史图上， 元代就标记了瓦埠站。 清
朝汇集成街的人流， 也是一幅上河图。
百年前风云际会， 走过望春园， 当年
的枪声早已逝去 ， 赵圩村的泰山庙 ，
暴动的队伍掀起了红色浪潮， 方运炽
巡视两岸， 在这里的小学堂里曾经举
行了两次县革命代表大会。 每当走过
会议遗址， 那当年的情景， 便浮现在
眼前……

没有风的日子， 瓦埠湖水很清澈，
像一片静静的大海， 湖面狭长， 形如
银虾， 偶尔水鸟擦水面掠过， 泛起涟
漪。 湖里有银鱼、 瓦虾， 银鱼洁白如
银， 透明似玉， 古称脍残鱼。 宋代司
马光有诗曰： “银花脍鱼淝”， 这种光
滑无鳞、 肉质细嫩的鱼出水即死， 很
快便化为乳汁。

有风的日子， 芦苇飘荡， 荻柴辉
煌 ， 每一棵小草也神采飞扬 ！ 天色 、
积云、 鸟群、 阳光、 月亮……瓦埠湖
的夜是宁静的 ， 天上星星游在水中 ，
晚风清凉， 偶尔远处的村庄几声犬吠，
湖岸农舍的灯光点点， 没有城市的喧
闹， 这里静得深邃， 月亮弯弯， 正在
细细的波光中弹奏着月光曲。 夏季的
蛙鸣， 从湖边传来彼此的歌吟， 站在

岸边， 这一片月光水岸光影迷离， 如
梦如幻……

瓦埠湖接纳了南来的东淝水、 东
来的沿河、 西来的陡涧河之水， 融为
一体 ， 滋润四方 。 之后再分流向北 ，
湾流驶向淮河。

瓦埠湖的中心 ， 有大小两个滩 ，
称为恋子岗 ， 那是一个美好的传说 ，
天界的仙女， 心恋人间欢乐， 来到湖
岸与一农家男子相恋， 以身相许， 生
下一子。 后儿子出门玩耍走失， 仙女
寻子心切， 寻遍三个集镇， 不顾劳累
过河， 乘船到了湖中的小滩时， 由于
悲伤过度而逝去， 好心的艄公把她运
到大滩安葬了， 那座坟人们称作 “仙
家坟”， 那滩子称为恋子岗。 如今， 站
在蜿蜒的跨湖大桥上中段， 向南望去
是大滩， 向北看到的是小滩。 滩上草
木葱绿， 鸟儿成群， 故事是一种记忆，
一种理想， 充满母爱的恋子岗更多的
是一种信念， 以湖水的深度美好着每
一个心灵。

老街上的拐阁楼旁， 木窗深褐色
的木板上依旧留着两行字： 革命千秋
业， 江山万代红。 老街古巷的旺园里，
有一栋院落， 这里走出了爱国将军方
振武 ， 院门外枇杷树结满黄色果实 ，
院内盘根错节的石榴树如一个巨大的
伞， 柏树伫立， 阳光洒在老屋的旧瓦
上 。 岁月匆匆 ， 时光消失在湖水里 ，
百年前被称为天际真人的张树侯隐居
在湖岸， 种菜论书， 金石绘画， 赏梅
咏竹 。 他的笔下 ， 梅是天然绝世姿 ，
风骨自珊珊。 他身居僻壤， 而心怀常
念， 呼起山中松竹友， 为君愿报春消
息。

漫步湖岸， 诗意萦绕着湖水， 冲
荡着心头。 踏着湖边田野上的夏日芳
草， 牵牛花悠闲地绽放， 远处一队鹅
群似乎刚从湖水里沐浴而归。 极目远
眺， 夕阳渐渐落下， 云朵、 红日铺就
了湖面层层的彩绸， 新建的跨湖大桥，
已变成了一弯彩虹， 搭起了乡村日子
的美好， 鸟儿也奔进湖光里， 一名渔
翁站在一叶扁舟上， 抛向天空一际的
希望， 网住了满满的云霞与绚丽。 时
光里， 站在望春湖的岸边， 已陶醉忘
归！

《淮南子》中“道”的时空意蕴
高 旭

在中国道家思想史上， 《淮南子》
一书具有显著的特殊性， 因为其是秦
汉大一统王朝发展初期道家学说最具
集成性、 代表性的理论成果， 与先秦
老子、 庄子、 稷下黄老相比， 带有自
身鲜明的时代气息。 对先秦道家最核
心的概念 “道”， 《淮南子》 既有全面
深入的继承， 也有更为丰富的思想阐
释， 体现出别具意蕴的哲学内涵， 而
这突出反映在其对 “道” 的时空性与
超时空性的双重把握上。

《原 道 》 是 《淮 南 子 》 全 书 的
“道” 论总纲， 也正是在该篇之始， 淮
南王刘安对 “道” 展开一种极富 “时
空” 蕴涵的理论诠解。

《原道 》 云 ： “夫道者 ， 覆天载
地， 廓四方， 柝八极， 高不可际， 深
不可测， 包裹天地， 禀授无形。 原流
泉浡， 冲而徐盈， 混混滑滑， 浊而徐
清。 故植之而塞于天地， 横之而弥于四
海， 施之无穷， 而无所朝夕。 舒之幎于
六合， 卷之不盈于一握。 约而能张， 幽
而能明， 弱而能强， 柔而能刚， 横四维
而含阴阳， 宇宙而章三光。 甚淖而
滒， 甚纤而微， 山以之高， 渊以之深，
兽以之走， 鸟以之飞， 日月以之明， 星
历以之行， 麟以之游， 凤以之翔。”

由此段文字可见 ， 《原道 》 对
“道 ” 的哲学认识虽然立足于形上的
“本体论”， 但却重在从形下的 “存在
论” 来描述和揭示 “道” 的实际存在，
因此同先秦老 、 庄相较 ， 其所论之
“道” 并非主要体现为哲学的玄思， 而
是显示出 “具象性” 的特征。 具体而
言， 这种 “具象性” 主要是通过 “时
空” 的形象化表达来得以实现。

一方面 ， 《原道 》 借助 “天地 ”
的空间感和 “朝夕” 的时间感来表现
“道 ” 的客观存在 ， 认为其能附着于
“空间” “时间” 之上， 让人有所切实
感知； 另一方面， 《原道》 又试图强
调与突显出 “道” 不为 “空间” “时
间” 所限的特殊性， 认为其是 “高不
可际， 深不可测” 的， 是 “无所朝夕”
的 ， 本质上即是对 “空间 ” “时间 ”
的根本超越。 因此， 《原道》 用 “无
形 ” “无穷 ” 来更进一步地揭示出
“道” 的这种 “超时空性”。

就 《原道》 而论， “道” 的存在
是 “时空性” 与 “超时空性” 的辩证
统一。 “时空性” 的可感知， 让 “道”
有可能 被人类理性所理解和把握 ；
“超时空性 ” 的不可限意义 ， 却又让
“道” 成为人类理性绝对难以掌控与驾
驭的存在。 因此， “道” “人” 之间
形成一种特殊的存在关系———若有若

无， 似近又远。
先秦道家从老子以来 ， 对 “道 ”

的哲学思考便具有 “时空性” 与 “超
时空性 ” 的双重意涵 。 老子所 言 ：
“道， 可道， 非常道； 名， 可名， 非常
名”， 就是力图用世界图景中的具体之
“名 ” 来认识 、 理解和把 握无形之
“道”。 当老子凭借 “名” 的方式及手
段来面向“道”时，便随之产生了“天地
之始”“万物”之存的形下议题，也就将
“道”带入进“时空”之中，让其不可避免
地形成“时空性”与“超时空性”的复杂
的哲学思辨。于是，老子所说“常有”“常
无”的观“道”途径，所言“道”之“妙”、之
“徼”，其实际所指，即在于世界赖以存
在的“空间”“时间”。

老子论“道”所隐含的时空意蕴，在
《淮南子》 中得到更为清晰具体的理论
表达，因而《原道》篇首方才会用一种十
分“具象性”的方式来诠释“道”的存在
状态及创世功用。“原流泉浡， 冲而徐
盈 ，混混滑滑 ，浊而徐清 ”，“水 ”以 “至
柔”的存在状态将“道”的“时空感”体现
出来 ，成为最能反映 “道性 ”的具象载
体。“植之而塞于天地， 横之而弥于四
海， 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横四维而
含阴阳， 宇宙而章三光”，“道” 既具
“时空性 ”，又显 “超时空性 ”的双重蕴
涵，也唯有在“水”的意象里更易于为人
所感知和把握，因为“水”是随宜赋形、
无所不在、汨汨长流，绵绵不绝的，能从
“有形”中彰显出“无限”性。

正是“时空性”与“超时空性”的辩
证统一，让“道”具备“约而能张，幽而能
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的特性，更能
进而发挥出根本的“创世”功用。“山以
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
日月以之明， 星历以之行， 麟以之游，
凤以之翔”， 一切 “有形” 的背后都是
“无形” 之 “道” 的作用， “以之” 二
字表明了 “山 ” “渊 ” “兽 ” “鸟 ”
“日月” “星历” “麟” “凤” 均受限
于 “时空”， 只有创造它们的 “道” 才
能超越 “时空 ”， 成为最本原的 “创
世” 力量。

“道” 是如何存在的？ 又是何以被
人类理性所感知与把握的？ 这始终是
道家哲学里无法轻易解答的根本问题。
从 《老子》 到 《淮南子》， 中国道家对
“道” 的阐释内容或许在发生变化， 但
是经由 “时空” 的维度来认识 “道”，
却是一以贯之的。 只不过， 这一维度
始终内在隐含着 “时空性” 与 “超时
空性 ” 的双重哲学意蕴 。 概而言之 ，
“道” 在 “时空” 中， 又超出 “时空”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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